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一、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包括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县域规划范围

为昌黎县行政辖区内的陆域和海域空间，中心城区规划范围

为昌黎县城组团和北戴河新区组团，总面积 266.45平方千米。

昌黎县城组团包含昌黎镇全域、昌抚公路以南，碣石山大道

以西区域，面积 95.82平方千米。北戴河新区组团包含北戴

河新区托管范围、黄金海岸北区及滑沙场，面积 170.63平方

千米。

二、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为 2020年，规划期限为 2021—2035年，近

期至 2025年，远景展望到 2050年。

三、城市性质

秦皇岛市副城，以生命健康、绿色钢铁、葡萄酒为产业

支撑的碣石文化滨海宜居城市。

四、规划目标

到 2035 年，绿色、安全、高效的国土空间格局基本形

成，粮食安全格局更加稳固，生态文明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生态环境更加美好，人居环境品质全面提升，广泛形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国土空间魅力充分展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五、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到 2035年，昌黎县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75.66平方千米

（86.3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低于 509.44平方



千米（76.42万亩），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387.58平方千

米，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106.18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

扩展倍数控制在 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39倍以内。

六、落实细化主体功能分区

落实市级规划确定的乡镇级主体功能定位，昌黎县全域

为城市化地区。



七、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构建“两核三轴五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两核”即昌黎县城组团和北戴河新区组团；“三轴”即依

托 205国道的城镇发展轴、依托东部滨海岸线形成的康养旅

游产业发展轴、依托滦河沿线的生态景观轴；“五区”即中

部城镇及产业聚集区、北部碣石山生态涵养区、西部循环经

济产业示范区、南部农业发展聚集区、东部滨海优化发展区。



八、加强农业空间保护

强化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引导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向

立地条件好、农田设施完备、农业产业化水平高的方向发展；

构建以粮食生产功能区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布局，推进现代设

施农业和生态休闲农业建设。

九、维持生态空间稳定

建立以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北黄金

海岸森林公园等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开展水域、林地、

矿山生态系统修复，提升生态环境品质。

十、强化城乡空间集约

构建中心城区—中心镇—一般镇（乡）—中心村—基层

村五级的镇村等级结构；聚焦两大产业发展平台，助力产业

集聚发展，优先保障国家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与河北昌

黎经济开发区的产业用地供给，实现生命健康与现代制造业



双翼发展；建立“县级-镇/乡-社区/村”三级公共服务设施体

系，统筹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十一、优化中心城区空间布局

昌黎县中心城区包括昌黎县城组团和北戴河新区组团。

昌黎县城组团规划人口 22.20 万人，城镇建设用地 26.61 平

方千米（含昌黎工业园）；重点推动老城片区更新提质和新

城片区向海发展，构建蓝绿交织的公共空间体系，完善公共

服务与交通体系，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北戴河新区组团规划

人口 11.05 万人，城镇建设用地 39.26 平方千米。依托国家

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的发展定位，构建三大健康产业体

系，做好用地布局和设施保障，严格开发强度管控。



十二、完善基础设施体系

推进环渤海城际铁路建设，构建“一横一纵”铁路运输

体系；加快落实区域重大高速公路和廊道提升秦滨高速公路、



北戴河机场连接线的服务能力，新建唐秦高速公路、京秦高

速北戴河新区支线公路，优化完善城乡干线公路网布局。不

断优化市政基础设施布局，健全城乡消防、抗震、防洪、防

潮体系。

十三、融入区域发展

生态上构建以碣石山为核心的北部生态屏障，建设滦河

流域生态廊道；产业上加强对接协作，吸引京津医疗养老、

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等高端服务业向昌黎转移。

十四、加强陆海空间统筹协同

依托北戴河国家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以生命健康

产业为引领，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健康食品等特色产业；着

力培育发展海上光伏、海上风电等临海产业；明确海洋功能

分区，加强渔港建设。

十五、规划实施保障

做好指标传导，落实秦皇岛市级规划约束指标，将本级

各项指标传导至各乡镇，并与各专项规划进行衔接；推进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对接各乡镇、县直部门建设计

划，形成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