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深圳市绿道网（多层次户外休闲步道）专项规划（2021-2035年）（草案）》
听证会问题及建议答辩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提出问题及建议

答辩

情况
答辩内容

1

建议参考公园管理范围线，在规划中对绿道划定一

定的管理范围线，以保证后续绿道建设能够顺利开

展且不被破坏。

部分

采纳

绿道涉及多种类型如山林型、滨海（水）型、都

市型，涉及不同的管理范围，绿道管理范围线涉

及更高层级的法律法规界定，建议通过制定《绿

道建设项目报建审批流程》，加快绿道建设相关

审批工作，更好地保障绿道建设实施。

2
建议针对绿道设施设置规划指标，如设施间距、规

模等，以作为上层次的规划依据。
采纳

于规划中划分四类绿道建设控制分区，包括绿道

禁止建设区、绿道限制建设区、绿道控制建设区

以及绿道鼓励建设区。针对每一类建设分区提出

了绿道驿站服务间距及建筑面积的相关要求。

3
在多道合一理念下，绿道包括碧道、城市道路、郊

野径等不同线性空间，建议在实施中建立一个统一
采纳

完善绿道标识系统，建设信息传递连续顺畅的标

识系统，与其他线性空间的标识实现“多标合



序

号
提出问题及建议

答辩

情况
答辩内容

的建设标准，如标识系统、材质颜色等等，让市民

知道这就是深圳的绿道，并有稳定的服务配比。

杆”。同时完善绿道命名机制，形成各部门建设

共识，加强市民认同感。

4

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建机制，让市民参与到下一步具

体线路谋划的过程中，深圳进入网络化、网红时代，

绿道活动体系宣传也要落到每个市民身上。

采纳

规划提出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加强绿道宣传，建

立公众意见收集和反馈机制。定期举行与绿道相

关的主题活动、大型赛事及社区活动，组织绿道

志愿者活动，凝聚起全市推进绿道建设的共识。

健全完善公众参与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的监督

机制。采取专家建议与市民反馈相结合的方式，

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组织多渠道开展问卷调查、

现场咨询、互动地图、公众论坛、工作坊等方式

进行推广和征集意见。

5

深圳市公园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最近发布了公示草

案，其中公园为斑块状，绿道为线性空间，请问绿

道整体网络规划有没有考虑跟公园的斑块的衔接？

解释

说明

公园城市强调“山海连城”的建设理念，深圳作

为高密度建成区，“山海连城”行动是顺应深圳

的特色、解决生态空间连通的重要举措。本次绿

道网规划为充分结合公园城市提出的总体结构，



序

号
提出问题及建议

答辩

情况
答辩内容

通过绿道建设串联全市公园斑块，实现各种线性

空间、点线面空间的连通。

6

本次规划提出绿道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控制

建设区，建议补充说明各个建设控制分区的绿道建

设要求、标准以及建设指标，并提出更能促进实施

或保障的相关举措。

采纳

绿道建设控制分区指引中从游径系统、绿廊系

统、配套设施系统、绿道控制区四方面提出详细

的绿道建设指引。

7

希望规划明确绿道在“公园城市”中的定位和所承

载的主要功能，建议规划补充绿道与公园创新融合

发展，进而促进产业、文化发展的相关举措。

采纳

本次规划是公园城市实施山海连城行动、建设魅

力游憩骨架的重要抓手。规划提出营造“绿道+

场景”，打造“绿道+”产业群落。优化整合绿道

沿线资源要素，以绿道串联公共空间和生活、生

产服务设施，引导打造高质量空间场景，促进社

区更新改造及产业转型升级。

8

公园或绿道的节点、面状空间是需要用地指标来支

撑的，后续能否补充或提出保证绿道用地指标的相

应措施？

采纳

规划提出制定《绿道建设项目报建审批流程》，

保障涉林、涉田、涉水、涉自然保护地内的设施

用地指标，优化审核审批程序。



序

号
提出问题及建议

答辩

情况
答辩内容

9

服务设施建议给出具体指标范围，比如可以简单分

级，线性空间上有哪几类设施，设置等级、设置间

距等。

采纳
于绿道建设控制分区指引中对绿道服务驿站提

出了服务间距及建筑面积的相关要求，同意见 2。

10

绿道分为三种类型，山林型、滨海（水）型、都市

型，如山林型的表述与郊野径有些混淆，在具体类

型表述上，建议文本阐述中要说明清楚。

采纳

体系构成中针对各类型进行了补充说明。山林

型：指经过山脊、山谷等自然山体地形起伏地区，

或经过林地、农田、森林公园、自然郊野公园、

城市公园、绿地等建立的绿道，包括郊野径、远

足径、登山道等。滨海（水）型：指沿海岸、河

流、湖泊、水库、溪谷等自然或人工水体岸线，

或经过滨河绿地或滩涂湿地，具有滨海、滨水生

态景观特征与亲水环境的绿道。都市型：位于城

市建成区内，借道部分城市道路，沿休闲为主导

兼具通勤功能的高质量非机动车交通廊道而建

立的绿道，包括连接开敞空间架设的空中连廊。

11 绿道建设需要城管局、规自局、水务局等多部门协 采纳 规划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各部门长效协同合



序

号
提出问题及建议

答辩

情况
答辩内容

调，建议完善协同保障机制。 作机制。建立市、区双轨联动机制，各司其职，

整合现有碧道、远足径郊野径、自行车道等工作

成果形成合力。市级层面横向统筹各个部门绿道

相关建设，重点统筹绿道布局、建设任务、完善

绿道技术规范等，区级层面为建设实施主体，按

计划系统推进各级各类绿道建设实施。

12

作为市民及使用者，建议绿道更友好，有更多休憩

场所，是否可在我们的系统里考虑露营、烧烤等能

休憩的地方。

采纳

于山林型绿道建设指引中提出在景观视野良好

的区域设置观景点，可结合旅游配套设置自然式

儿童游戏场地、露营点等服务设施。

13

建设前期希望有更多公众参与机制，听取民众意见。

自然绿道的建设理念，建议能有更详尽标准或者指

引。

采纳

通过建立公众意见收集和反馈机制，健全完善公

众参与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的监督机制，促进公

众参与。针对自然绿道，规划提出修复生物友好

的自然绿廊，在绿道沿线维育和恢复原生态动植

物生境，在自然本底和野生动植物调查的基础

上，建设生物友好的绿色网络，建设遵循最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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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原则，促进自然化景观恢复，维护生物多样性。

14

近期主要依托现有绿道体系进行建设，建设空间有

限，如何将规划中提到的各类功能集合并落实进

去？

采纳

贯彻多道融合的理念，衔接现有的线性空间及服

务设施，并提出制定《绿道建设项目报建审批流

程》，保障绿道建设用地。

15

绿道建设很多涉及到河流水系，考虑到最近的洪水

和龙舟水的问题，规划建设保障措施时建议考虑水

位线因素。

采纳

针对滨海（水）型绿道提出相关建设指引：在河

道和水库管理范围内建设的绿道应符合相关标

准规范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可参照碧道标准建

设。不得随意改变水体的自然形态及流向，设计

需满足及不降低防洪（潮）及排水防涝标准要求。

宜结合现状防洪标高和景观要求，合理设置步行

道、慢跑道及自行车道。

16

深圳涉及到南粤古驿道主要是通向内陆农村的，路

面情况很差。规划提出建立全民友好的绿道，建议

在规划建设中还要考虑到路面友好程度。

采纳

通过贯彻全民友好设计，构建健康游径系统，推

动绿道公共设施精细化配置和公共空间精细化

打造，综合考虑残障人士、儿童、老人、携带婴

幼儿家庭的使用需求，建设连续标准的无障碍游



序

号
提出问题及建议

答辩

情况
答辩内容

径及无障碍服务设施。构建面向使用者需求的绿

道综合难度指引，难度分级应结合标识系统设

置，并提出各级难度绿道的注意事项及使用指

南，供市民参考选择出行路线。

17

智慧绿道建设和绿色宣传更需要多方合作，向更广

的面去做的工作，建议各单位同心协力建立更加有

效的信息收集和公开机制，让市民能有快速了解、

及时更新信息的渠道，加强绿道智慧服务体验。

采纳

规划提出推进智慧绿道建设，加强绿道智慧服务

及体验，以 5G技术为引领，进一步拓展应用场

景，探索建设一批智慧绿道应用示范标杆项目。

持续优化深 i绿道小程序，植入导航导览功能、

停车场预约、活动预告、自然科普教育等服务功

能，为市民提供更加智能、高效的综合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