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山车站周边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公示文件

一、规划背景

图一 规划区在鹤山市的位置

鹤山车站周边片区位于《鹤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两

翼双城”城镇发展格局的“门户新城” 几何中心，为了进一步完善车站片区的

功能定位、用地布局、开发强度控制及相关支撑系统规划，加快推进车站片区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我局组织开展鹤山车站周边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图二 规划区在鹤山市北城区的位置

(底图出处：百度地图-GS(2023)3206 号-甲测资字11111342-京ICP证0301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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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范围及现状

1、规划范围

规划区位于鹤山市沙坪街道南部，规划范围东至鹤山市档案局，南至鹤山大

道，西至经华路，北至大鹏路，规划总用地面积约89.28公顷。

2、土地利用现状

现状建设用地面积为68.71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76.96%。建设用地以工业

用地为主，工业用地面积为20.26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22.70%；非建设用地以

林地为主，林地面积为10.74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12.03%。

现状主要依托规划区南侧的鹤山大道与规划区中部的文明路承担对外交通服

务功能，规划区内部道路系统尚未完善。

图三 国土空间用地用海现状图

国土空间用地用海现状汇总表 

用地用海分类代码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m2） 比例

01 耕地 25200.05 2.82%

02 园地 14798.44 1.66%

03 林地 107384.06 12.03%

04 草地 17690.22 1.98%

06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108.93 0.01%

07 居住用地 144255.74 16.16%

其中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73015.04 8.18%

0702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8634.19 0.97%

0703 农村宅基地 61995.98 6.94%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610.53 0.07%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2090.03 1.35%

其中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8000.30 0.90%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4089.73 0.46%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78440.07 8.79%

10 工矿用地 202615.20 22.70%

其中 1001 工业用地 202615.20 22.70%

11 仓储用地 44400.04 4.97%

其中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44400.04 4.97%

12 交通运输用地 199446.20 22.34%

其中

1202 公路用地 1940.17 0.22%

1207 城镇道路用地 103765.43 11.62%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63921.52 7.16%

120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29819.09 3.34%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5835.09 0.65%

其中 1401 公园绿地 5835.09 0.65%

17 陆地水域 40502.00 4.54%

其中 1704 坑塘水面 40502.00 4.54%

合计 总用地 892766.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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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用地用海规划汇总表 

三、规划内容

图四 国土空间用地用海规划图

1、功能定位

营造兼具“生产、生活、交通”复合功能的站城协同节点、产城融合示范区。

2、人口和用地规模

本规划区常住人口主要由居住人口、村镇户籍人口和就业人口构成，预测规

划常住人口总规模约为1.54万人，服务配套规模由常住人口决定。

规划总用地面积为89.28公顷，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即建设用地规模为

89.28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100%。

3、用地规划布局

规划区总用地面积为89.28公顷，主要为居住用地，用地面积40.96公顷，占

总用地面积的45.88%；其余还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

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等其他用地类型。
用地用海分类代码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m2） 比例

07 居住用地 409645.53 45.88%

其中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311087.75 34.85%

其中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311087.75 34.85%

0703 农村宅基地 98557.78 11.04%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7930.61 2.01%

其中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12521.37 1.40%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5409.24 0.61%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99092.74 11.10%

其中

0901 商业用地 89177.91 9.99%

其中 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3440.19 0.39%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9914.83 1.11%

10 工矿用地 63257.22 7.09%

其中
1001 工业用地 63257.22 7.09%

其中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63257.22 7.09%

12 交通运输用地 277767.81 31.11%

其中

1207 城镇道路用地 205756.78 23.05%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72011.03 8.07%

其中 120801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72011.03 8.07%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25072.19 2.81%

其中 1401 公园绿地 25072.19 2.81%

合计 总用地 892766.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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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系统规划

图五 道路系统规划图

1、道路等级结构

规划道路系统分为“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三级，确保规划区与周边

区域、内部交通有效组织运行。

主干道：鹤山大道、文明路为主干道，红线宽度分别控制为60米、40米；

次干道：大鹏路（40米）、经华路（30米）、小范街（30米）、康宁路

（40米）、朗和路（30米）。

支路：南景街（10米）、文边街（10米）、站西路（15米）、站东路（20

米）、大朗街（7米）、中奥路（7米）、站北路（20米）、文站路（16米）、

大文路（弹性道路，7米）、朗文路（20米）。

2、道路网络布局

道路系统规划结合地形高差和规划需求，优化完善路网，提高道路网络密度

及通达性，构建合理的道路交通体系。

图六 道路断面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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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规划

1、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规划

本规划以《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和

《江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为指引，按照城镇社区生活圈规划，结合越

塘村、文边村、小范村等周边村庄设施，按照10min可达空间尺度配置均等化的

公共服务设施，构建便民十分钟生活圈。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一览表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地块编码 设施数量（个）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备注

行政管理设施 物业管理用房 JM-HS-01-13-0113、JM-HS-01-15-0104、JM-HS-01-15-0217 3 —— 50-300 现状保留1处，规划新建2处

文化设施

社区服务中心 JM-HS-01-13-0113、JM-HS-01-15-0104、JM-HS-01-15-0217 3 —— 600-1000 现状保留1处，规划新建2处

文化活动站 JM-HS-01-13-0113、JM-HS-01-15-0104、JM-HS-01-15-0217 3 —— 250-1200 现状保留1处，规划新建2处

托老所 JM-HS-01-13-0113、JM-HS-01-15-0104、JM-HS-01-15-0217 3 —— 350-750 现状保留1处，规划新建2处

教育设施 幼儿园 JM-HS-01-13-0113、JM-HS-01-15-0104、JM-HS-01-15-0217 3 —— 3780-4550 现状保留1处，规划新建2处

体育设施 综合健身场地
JM-HS-01-13-0104、JM-HS-01-15-0103、JM-HS-01-15-0211、JM-HS-01-

15-0216、JM-HS-01-15-0219
5 —— —— 现状保留1处，规划新建4处

社会福利设施 养老院 JM-HS-01-15-0208 1 5411 —— 现状保留，幸福寿星安老之家

交通设施
汽车客运站、公交首末站 JM-HS-01-15-0220 1 —— —— 现状保留，鹤山汽车总站

公交中途站 —— 1 —— —— 现状保留

商业设施
菜市场 JM-HS-01-13-0108 1 —— —— 现状保留

加油站 JM-HS-01-15-0206、JM-HS-01-15-0220 2 —— —— 现状保留2处

图七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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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理单元、地块划分及编码

管理单元采用五级十二位编码方法，由地级市行政区划英文字母、县级市行

政区划英文字母、所属镇街代码、管理单元代码、街区号+地块号组成，五者之

间以“-”连接，即“JM-HS-01-13-0102”代表江门市（地级市）鹤山市（县

级）北部城区（镇级）13号管理单元01号街区02号地块。

规划共分为3个管理单元，46个细分地块。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

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围，在具体开发建设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细分地

块进行合并或对地块进行细分。

图八 地块划分编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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