
广州设计之都基础设施综合开发项目（二期工程）项

目建设的必要性说明

广州设计之都基础设施综合开发项目（二期工程）项目，位于广

州市白云区，隶属白云区鹤龙街道黄边村管辖范围内，具体建设内容

包括市政道路、地下空间（包含地面景观）、基坑工程及配套海绵城

市、智慧城市工程等。由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和建设局投资建设。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区位

本项目地块距离广州市中心约10km，紧靠2号线黄边站。总规划

范围为：北起黄边北路，南至规划白云三线，东接云山诗意居住小区

及黄边村村界，西至云城西路延长线，规划总用地面积为35.4hm2。

项目分为一期和二期，本工程为二期，面积约10hm2。

（二）项目规模

广州设计之都基础设施综合开发项目分为一期和二期，本工程为

二期，二期工程规划范围：东侧接云山诗意居住小区及黄边村村界，

西临广云路，南至规划横六路，北至黄边北路，用地面积为10hm2。

2019年3月通过了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广州设计之

都基础设施综合开发项目建设方案联审决策，2020年1月，广州市白

云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了关于广州设计之都基础设施综合开发项目

（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2020年10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21年5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广州设计之都项目立足国家战略定位建设为“创新引领的国际设

计之都，活力多元的都会创意云谷”，项目为广州市城市更新的重点

项目，是广州市对标“世界设计之都”，积极推动设计产业国际化，

树立产业创新标杆，创立国际品牌摇篮，擦亮广州城市形象名片的重

要举措，广州设计之都的建设，对于强化广州重要国家中心城市地位，

在广州集聚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海内外高端产业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是大力推进设计产业发展的需要。

结合国家战略要求和本市实际，大力推进设计产业发展，鼓励

“设计+品牌”、“设计＋科技”、“设计＋文化”等新模式和新业

态发展，使广州成为高端设计资源的集聚地,辐射和服务全国乃至世

界设计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源，各种创意充分展现的舞台。大力发展

工业设计，提高产业实力；加快发展时尚设计，彰显产业魅力；加快

发展建筑设计，提开产业张力；着力发展多媒体艺术设计，激发产业

活力；形成高端、融合的设计产业创新体系；形成专业化、系统化的

公共服务体系；形成开放、多元、活跃的社会环境体系。建设设计之

都示范街区，着力打造集广告设计、建筑设计、工业设计、 咨询服

务为特色，园区、街区、社区联动的“设计之都〞示范街区，使之成

为设计行业新的城市地标、塑造和宣传设计之都形象的空间符号。

（2）是进一步提升园区交通保障发展，建立高效的公共交通体

系，增强区域公共交通功能的需要。

建造地下市政道路、地下停车场，与地铁轨道交通和各种停车设



施的建设相配合，才能使地面上的车辆和行人得以分流，使城市的动

态交通和静态交通得到明显的改善，进一步提升园区交通保障发展。

本项目计划利于地下空间设置集中的停车场地，有利于改善地面停车

位不足且较为分散的情况，完善该区域的停车配套基础设施，从而可

以解决周边地区的静态交通问题，增强整个区域的交通利用功效。本

项目建设的地下步行通道等交通设施，则有利于分流地面拥挤的“人

龙”，安全可靠方便，减少交通事故。

（3）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士地利用价值

通过立体空间的发展对城市中心区进行扩容，不但实现了空间利

用率的最大化，而且在地面地价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中，地下空间的

开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本项目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在空间上

是上部空间的有机延伸，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这一地段的空间容量，

提高了城市的使用效益，实现了土地更高的使用价值。

(4）是增加地区综合防灾的基本构架的需要

地下空间必须是对城市上下部空间的整体利用，充分考虑社会、

环境和经济效益：绿地、广场、景观建设与地下空间的复合开发，具

有为园区公共区域的人流提供避暑挡风的功效；另一方面，地下空间

资源具有密闭性、恒压性、恒湿性、恒温性，对地震灾害的抵抗性、

不受地面情况的千扰以及对土地资源的的扩展等特点，决定了地下空

间是天然的城市综合防灾场所；在城市用地紧张、不能满足防灾设施

配置用地的条件下，地下空间可以为设施腾出“空间”，充分保障防

灾设施的“落地”。



三、树木迁移的必要性

（1）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市政道路、地下空间（包含地面景观）、

基坑工程及配套工程，其中市政道路工程：包括道路及附属工程、市

政道路共8条，总长约1.41km。其中黄边北路现状行道树有部分位于

织七路接黄边北路路口处，广云路现状行道树有部分位于横三路、横

四路、横五路、横六路和广云路相交处，部分树木位于横二路与纵七

路交口处，部分树木位于横三路箱涵结构搭板处，道路相交处需要开

路口，为了不影响道路开口的实施，并减少施工对树木的伤害和损伤，

需对苗木进行迁移，树木与道路路口开设的位置关系如图6-图9所示。

（2）5株其他树木分布在云谷公园范围内，但位置与排水工程管

线的位置冲突，为了不影响排水工程的实施，并减少对树木的伤害和

损伤，故需将树木进行迁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