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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Difficulties and Planning of Residential Spac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居住空间规划建设特征、困境及
规划研究*

曲鹏慧   王兴平     QU Penghui, WANG Xingping

境外园区是开展国际合作、搭建贸易体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以20个通过国家商务部、财政部确认考核的境

外园区为研究样本，在总结居住空间规模、区位、类型、人群及开发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划建设面临

的产居失配、人群分异、职住失衡、规划脱节和规范缺失等困境，提出建立境外园区产业规划与居住供给适配机制、强化

境外园区规划实施监测与本土化嵌入、差异化配置园区居住空间规划要素、重视境外园区职住关系优化与平衡、加强园

区居住规划技术规范转译与创新5方面策略建议，以期为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划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Overseas parks are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s for conduct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uilding trade systems,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20 overseas parks assess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ies of temporary production and housing mismatch,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job and housing imbalance, planning disconnection and lack of standards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 in overseas park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scale, location, typ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strategic suggestions: establishing the adaptation mechanism between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residential supply, strength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and localization embedding, differentially 

configuring the elements of residential space plann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ptimization and balance of job-housing 

rel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andard translation and innovation of residential plan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 in overseas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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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境外园区是我国开展国际合作、搭建贸

易体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居住

空间作为境外园区重要的功能组成，其合理

规划是园区生产功能正常运行、社会关系稳

定的底线保障。相比于国内园区，境外园区在

空间要素、就业人群、支撑保障等方面具有一

定规划“特殊性”，在建设运营过程中也存在

部分“一般性”问题，如园区建设初期产业

与居住资源配比失衡、现实开发强度与远景

规划目标脱节、居住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导致

职住失衡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园区在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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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曾面临和解决过的，所形成的经验对于

解决境外园区面临的现状困境具有较好的借

鉴价值。

目前有关境外园区的研究主要涵盖区位

选择与产业体系[1-3]、建设模式与类型划分[4-5]、

开发管理与运营机制[6-7]、规划编制与技术标

准[8-9]，[10]22-23规划指引与建议策略[11-12]等方面，

缺乏对于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划建设的关

注。相较于国外，国内学者对于园区居住空间

规划建设进行了大量研究。从政等[13]认为市

场经济背景下多重因素影响城市开发区居住空

间规划建设，提出趋向交通干道布局、趋向重大

公共设施布局、趋向园区布局3类开发区居住空

间布局模式，并总结出居住空间呈线状扩展、多

组团聚集的空间建设模式。王兴平[14]指出开发

区内部的就业、居住、服务空间之间存在“断

裂”现象，认为开发区内部居住、就业等功能

融合是开发区功能转型的必然要求。龙瀛等[15]、

赵鹏军等[16]、吴晓等[17]通过多种数据、方法构

建职住关系测度模型，为园区职住关系平衡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借鉴国内园区居住空

间规划经验能够助力境外园区高质量发展，

也有益于我国规划理念的国际化推广。

中国境外园区在起步阶段多优先建设园

区生产空间，以实现资金快速回流的经济目

标，而忽略居住等生活性空间的配套建设。随

着境外园区产业规模不断提升、就业人群不

断集聚，产业与居住之间的矛盾愈发显著，境

外园区居住空间如何合理规划建设、园区整

体如何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以20个通过国家商务部、财政部确认考

核（以下简称“双考核”）的中国境外园区

为例，系统梳理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划现状

特征，总结规划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挑

战，探索“一般性经验”与“特殊性需求”

相互融合的策略建议。

1   境外园区总体概况

截至2021年底，在全球50个国家或地区已

经建设中国境外园区共计约160个[18]。其中，纳

入商务部统计范围的园区约109个，分布涉及

46个国家或地区；通过 “双考核”的国家级境

外园区共20个，分布涉及13个国家[19]（见图1）。

通过梳理各境外园区的主要信息（见表1），

总结整体特征如下：一是产业领域广泛，包括

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医药制造、总部经济、物

流仓储等我国优势显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及木材开采与加工、石油化工等资源型产

业。二是园区布局资源导向显著[20]。通过“双

考核”的境外园区有1/4分布在森林木材资源

丰富的俄罗斯，园区主导产业为木材类相关

产业。三是园区居住空间规划建设情况各异。

通过梳理发现，不同城镇化水平国家、不同主

导产业类型，以及不同规划建设阶段的境外

园区居住空间规划建设情况大不相同，本文

注：地图来源于我国自然资源部，审图号GS（2021）1487号。

图1 通过“双考核”的中国境外园区分布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through "Double Assess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中国境外园区统计表
Tab.1 Statistics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商务部及各园区官网整理。

国家 境外园区名称
获批
时间

（年）

现状是否有
居住空间

规划是否有
居住空间 主导产业

园内 园外 园内 园外

埃及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2008 √ × √ × 石油装备、高低压电器、纺织
服装、新型建材、机械制造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2008 √ √ √ √ 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医药制造

巴基斯坦 海尔—鲁巴经济区 2001 √ √ √ — 机电制造、汽车装备、纺织服装、
建材加工、石油化工

俄罗斯

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
合作区 2006 √ √ √ × 轻工、机电制造、木材加工

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
合作区 2008 √ √ √ × 森林资源开发、木材加工、家

具制造、纸制品业
中俄（滨海边疆区）农
业产业合作区 2004 √ √ √ × 农产品加工、养殖业、食品加工

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
作区 2013 √ √ √ × 森林资源开发、木材加工、展

览展销、物流运输
吉尔吉斯斯坦 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 2011 × √ × √ 农业、养殖业

柬埔寨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2008 √ √ √ × 纺织服装、机械制造、机电制造

老挝 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 2010 √ √ √ ×
机电制造、能源化工、总部经济、
农产品加工、商贸服务、仓储
物流、纺织服装、生物医药

尼日利亚 莱基自由贸易区 2006 √ √ √ × 生产制造业、商贸物流、房地
产业、配套服务业

泰国 泰中罗勇工业园 2005 √ √ √ × 机械制造、建材加工、机电制造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
工业园 2009 √ √ √ × 建材加工、机械制造、皮革制鞋、

现代农业

匈牙利 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 2011 √ √ √ × 石油化工、生物科技
中欧商贸物流园 2011 × √ × × 交通运输、物流仓储

印度尼西亚

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
青山园区 2013 √ √ √ × 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中国·印度尼西亚聚龙
农业产业合作区 2006 √ √ √ × 农业、农产品加工、食品制造、

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物流仓储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2007 √ √ √ × 机械制造、仓储物流、商业贸易

越南 越南龙江工业园 2007 × √ × √ 纺织服装、纸制品业、医药制造、
橡胶和塑料制品、机械制造

赞比亚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
作区 2007 √ √ √ √

现代物流、商贸服务、加工制
造业、房地产业、配套服务业、
新技术产业

也将针对这一特征进行深入探讨。

 

2   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划现状特征

2.1   开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不同地区规模

配置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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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划建设整体

处于起步阶段，用地规模比重较低。现状层

面境外园区居住用地规模占比最大阈值为

3.6%，均值为1.76%，用地比重较低；规划层

面最大阈值为35.2%，均值为10.35%，居住用

地规模有所增加，部分园区产业、居住功能趋

向平衡（见图2）。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

模配置呈现梯度差异特征。东南亚地区境外园

区规划以产业用地为主，居住用地占比极低。

以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为例，园区规划

产业、居住用地比值约10:1。非洲地区两者平

均比值约4:1，是境外园区规划居住用地高占

比区域。

2.2   现状居住供给以园内主动为主 ，未来居

住主动权将逐渐向园区外部释放

从宏观视角出发，依据就业人群居住目

的地可将境外园区居住空间划分为园内、园

外两类区位模式。外部居住空间是当地城镇

化发展与园区规模扩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

要以城市居住区和园区所在的工业集聚区范

围配套建设的产业社区为主。

境外园区内部居住空间区位布局包括

门户式、中心式和边缘式3种模式（见表

2）。其中，门户式居住空间旨在提升园区

门户效应，复合配置商业、办公、服务等功

能。中心式居住空间多与商业服务、行政

办公、研发创新、公园绿地等功能综合布

置在园区核心区位，重视人文环境和生态

景观的塑造。边缘式居住空间属于园区空

间结构规划中的“弱势空间”，远离综合

服务中心。

图2 中国境外园区居住、产业用地规模占比统计

Fig.2 Statistics of the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land scale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园区现状影像及用地规划图测算。

布局
模式 主要特征 园区名录 典型案例

门户式

布置在主入口
处， 拥 有 便 捷
的交通条件和
相对完善的生
活设施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
中罗勇工业园、中俄托木斯克木
材工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
工业园、中白工业园区（一期）、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拓展区）

埃及苏伊士
经贸合作区
（拓展区）

中心式

布局在境外园
区的核心位置，
周边围绕布局
建设商业办公、
行 政 服 务、 研
发总部等业态，
空间呈现圈层
状结构

赞比亚中国自贸区—卢萨卡园
区、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万象
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埃及苏伊士
经贸合作区（起步区）、尼日利
亚莱基自贸区（启动区）

老挝万象赛
色塔综合开
发区

边缘式

分布在园区内部
主要干道的尽端
之处、园区初期
建设的产业空间
周边，通过二级
道路与主要干道
衔接 

赞比亚中国自贸区—谦比希园
区、越南龙江工业园、万象赛色
塔综合开发区（一期）、中白工
业园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越南龙江工
业园

表2  中国境外园区内部居住空间布局模式及特征
Tab.2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space layout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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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住房选择趋向多元，居住服务不断提升 

不同于国内园区，境外园区在国际合作、

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特殊性内涵影响居住空间

供给类型。通过识别境外园区居住空间的建

筑性质、布局方式、使用人群、开发主体、现状

建设等属性要素，将目前境外园区居住空间

划分为保障型居住空间、改善型居住空间与

提升型居住空间3类（见表3）。

2.4   要素特征关联园区发展内涵，就业收入

地区差异大

空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与容器[21]，境外

园区就业人群要素复杂，不同园区人群规模、

结构及收入等特征差异大。在人群规模方面，

东南亚地区的园区规划较为成熟，产业体系

构建完整，就业人群规模普遍较高，非洲、南

亚、中亚、中东欧等地区的园区产业构成较单

一，就业人群规模整体较低（见图3）。在人

空间类型
主要特征

典型案例
建筑性质 居住人群 布局区位 生活配套

保障型居住空间
蓝领宿舍、
村镇居民
点等

东道国蓝领
员工为主，
混合部分中
方蓝领员工

门户式为
主，部分为
边缘式

基本保障

柬埔寨西
哈努克港
经济特区
宿舍

改善型居住空间 蓝领宿舍、
职工公寓等

中、外方蓝
领员工居住
分离，部分
中方白领

门户式为
主，部分为
边缘式

较好配套
泰国泰中
罗勇工业
园公寓

提升型居住空间 人才公寓、
高端住宅等

中、外方管
理与科研办
公人员等

中心式为主 高度完善

尼日利亚
莱基自贸
区启动区
住宅

表3 中国境外园区居住空间类型及主要特征
Tab.3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space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资料来源：根据各中国境外园区规划图、官网信息整理。

图3 中国境外园区就业人群规模统计

Fig.3 Statistics of employment population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资料来源：各园区官网[22-33]统计数据及相关官方新闻报道。

图4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重点企业就业人群规模统计

Fig.4 Statistics of employment population of key enterprises in Suez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Egypt

资料来源：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官网统计信息。

群结构方面，境外园区劳动力供给与当地人

口流动结构挂钩，现状以东道国劳动力资源

为主。此外，人群结构与产业类别关联程度较

高，以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重点企业

为例（见图4），劳动力密集型、服务型产业以

东道国就业人群为主，技术性、创新性产业人

群结构更为灵活。在人群收入方面，受东道国

整体经济水平影响，中东欧地区人群收入水

平最高，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园区

人群收入水平相当（见图5）。

2.5   现状优选滚动开发模式，投资建设主体

多元化

从开发时序来看，境外园区居住空间开

发建设主要采取整体开发和滚动开发两种

模式 [34]。境外园区受风险评估和投资前景不

确定影响，初期多采用滚动开发模式来降低

风险。

中国境外园区投资建设主体包括中方、东

道国和其他3类。其中，中方投资建设主体可分

为国企、民企和政府3类[35]；东道国投资建设主体

分为企业和政府两类；其他投资建设主体以企业

资本为主。因此，境外园区居住空间开发模式又

可细分为中方企业独立、中方企业+东道国企业

共建、中方企业+东道国政府共建、中方企业+东

道国政府+第三方企业共建4类（见图6）。

3   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划现状困境

中国境外园区历经多年实践与发展，居

住空间规划建设已经取得不菲成绩，例如：

园区居住空间类型与就业人群特征适配度较

高，有利于稳定境外园区多元复杂的社会关

系；坚持滚动开发原则，阶段性规划有利于提

高居住功能的可持续性；居住空间初具功能

复合效用，能够带动区域其他功能集聚等。然

而，受东道国政治局势、营商环境和资金投入

等外部影响，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划建设仍

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3.1   产居失配，居住“兜底”难以支撑产业

快速发展带动的需求扩张

目前已经正常运营或处于在建中的境外

园区整体上偏重生产空间建设，规划实施中

居住用地缺失优先级，资金投入规模较少。此

举在园区建设初期可以快速积累生产效益，

但不利于园区产业与居住功能的和谐发展，

居住服务转为“兜底”功能。

随着园区生产效益不断提高，外来资本与

就业人口流动频率也在同步增加，居住用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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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少量化与区位边缘化并存，住房类型单一、

配套建设参差不齐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计划

入园产业与“兜底”居住服务无法兼容成为

制约园区产能升级的重要因素。

3.2   规划脱节，居住配套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境外园区居住空间在实施建设过程中多

以配合企业生产正常进行为首要任务，偏离

园区总体规划、分期规划中居住空间正常的

规划步调，与远期“产城融合”的发展目标

相脱离，“强产弱居”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导致

居住空间与园区产业发展，甚至整体空间格

局之间的错配程度不断加深，成为未来产城

关系健康发展的隐患。

此外，境外园区在发展初期受开发强度

影响，居住规划建设方案较为单一，难以满足

园区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更迭的人群结构需

求，极大制约了园区的劳动力聚集和人才队

伍建设。

3.3  人群分异，园区居民身份认同感缺乏

境外园区发展受国际合作影响，就业人

群来源与构成复杂，除工作性质区别较大，宗

教文化、生活习惯、家庭结构等多方面也存在

较大差异。园区内部居住关系存在诸多壁垒，

日渐多元的居住需求与低投入的居住供给之

间矛盾不断激化。

园区建设初期开发选择偏颇与资金分配

差异导致居住方案单一，就业人群“大杂烩”

般汇聚到同一居住空间内。一方面，居住分配

方案粗暴地按照职业属性、中先外后的临时

标准进行差异配置；另一方面，不同人群居住

空间完全分割，彼此之间缺乏公共交流场所，

在文化差异的生活场景下，园区社会关系培

育与引导存在制约。

3.4   职住失衡，业缘关系难以扩充新的发展

内涵

从园区就业人群角度出发，由于城镇外

部就业空间与内部居住空间结构失配，通勤

距离与时间延长导致就业成本增加，使得处

于城市远郊区本就脆弱的职住结构危于累

卵。同时，由于就业人群可支配用以参与其

他活动的时间减少，境外园区内部单一的业

缘关系难以扩充为朋友熟人语境下的社区关

系，对于境外园区社会关系健康发展存在负

面影响。

此外，境外园区在规划建设中受城镇互

动水平影响，对于如何满足园区不同阶段的

居住需求提出新的挑战，园区、工业集聚区和

城区3个空间层次的职住关系难以达到并维

持动态平衡状态。

3.5   规范缺失，“中国经验”难以完全转译、

精准嵌入

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

展的重要抓手，亦是城市功能空间结构转型

的成功实践。历经多年发展，我国开发区在居

住空间规划建设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规范。但在境外园

区的规划实践过程中，“中国经验”的转译主

要存在两方面难题：一是由于传播主体差异、

应用成本控制、地方特殊要求等限制要素，“中

国经验”难以实现完全转译。二是规范输出对

象多锚定于园区土地利用要求、生态管控底线

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10]22-23，聚焦于居住空

间的技术规范暂时属于空白领域。境外园区在

一般性“中国经验”不完全转译、特殊性技术

规范“空白”的困境下，居住空间规划建设工

作的高质量运行缺乏保障。

4   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规划策略建议

4.1   建立境外园区产业规划与居住供给适

配机制

产业与居住作为境外园区最为重要的内

生属性，二者之间的适配关系与园区发展质

量直接挂钩。中国境外园区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应建立产业规划与居住供给适配

机制（见图7），均衡产业规模、产业类别、运

营主体等产业要素与就业规模、居住类型、供

给主体等居住要素之间的“数量”“质量”动

态适配关系。一方面，园区居住空间配套应协

同产业发展需求，参照国内经济先发地区园

区的产业、居住用地规模配比2.0:0.3①，建议

境外园区在滚动开发过程中将产业、居住用

地规模配比控制在2.0:0.3—2.0:0.15之间，并

根据园区规划评估结果灵活调整。另一方面，

图5  中国境外园区就业人群工资收入统计

Fig.5  Income statistics of people employed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资料来源：各园区官网及相关官方新闻报道。

图6 通过“双考核”的中国境外园区投资建设主

体统计

Fig.6 Statistics of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entities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through 
"Double Assessment"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商务部及各境外园区官网统计数

据整理。

①《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实施细则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264号）中指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产业园区中工业项目配套建设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7%提高到15%，提高部分主要用于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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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境外园区产业发展规划，科学预测就业

人群结构，统筹考虑各类就业人群的居住需

求，弹性调整多元人群与园区产业之间的适

配关系。

4.2   强化境外园区规划实施监测与本土化

嵌入

由于境外园区开发主体多为政府或企

业，单一来源的资金投入难以支撑规划方案

有效实施，因此境外园区在建设过程中通常

优先保障产业发展，导致居住配套建设与规

划脱节。此外，境外园区规划与东道国规划体

系缺乏互动，增大了规划实施阻力，滞缓了境

外园区作为产业“增长极”与当地经济社会

相互融合的进程。

在境外园区规划编制过程中，设计单位

应充分解析东道国规划体系，引导园区居住

空间规划融入东道国专项规划。在园区规划

实施过程中，建议规划管理主体与居住运营

主体分离，接洽引入工业地产模式，提高居住

运营水平与服务质量。此外，园区应搭建公众

信息反馈渠道，通过发放问卷、官网平台等途

径了解就业人群居住诉求，结合园区规划实

施评估结果，弹性调整规划行动计划，高效链

接不同阶段园区产业发展与居住需求。

4.3   差异化配置园区居住空间规划要素

根据境外园区主导产业类型，可将园区

分为生产加工类、总部商务类和综合新城类。

不同类型的园区居住空间内涵要素迥然不

同，规划应依据各类要素特征进行差异化配

置。第一，境外园区要塑造居住与产业高效互

动的空间形态，合理布局居住功能组团，共建

共享各类服务设施。第二，兼顾居住空间与就

业人员的社会互动关系，通过网络、广告、视

频等多媒体信息平台开展多样文体活动，增

强园区居住人群的身份认同感，逐步消除文

化差异带来的交际壁垒，促进多元人群的居

住融合。第三，重视人群多样性特征，在境外

园区主导产业差异的基础上，从种族国籍、文

化信仰、生活习性、职业收入、家庭构成等要

素设计居住空间类型差异化配置方案（见表

4），丰富就业人群的居住选择。

4.4   重视境外园区职住关系优化与平衡

园区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周边土地开发强

度不断提高[36]，带动就业人口结构转变与职

住关系调整。本文在我国相关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境外园区规划建设的“特殊性”，从以下

两个方面提出境外园区职住平衡建议。

（1）居住供给方面

结合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园区职住平衡发

展经验，即工业园区层次居住供给合理值为

60%、工业组团层次为60%—80%、城市层次

为20%—40%[37]，通过捕捉境外园区就业人群

与园区、工业集聚区、城区的空间互动关系，制

定不同发展阶段园区居住供给方案。明确园区

层次是发展初期境外园区解决居住需求的主

要着力点，建议职住平衡指引底线值为60%，

未来居住主导权将逐步向工业集聚区释放。

（2）通勤优化方面

健全园区公共交通体系，面向园区及周边

图7 中国境外园区产业规划与居住供给适配机制

Fig.7 Industry planning and residential supply adaptation mechanism in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居住人群提供非机动车停放设施；工业集聚区

层次规划园区巴士运营路线，降低就业人群通

勤负担；城区层次鼓励私家车通勤，完善园区

停车设施规划。

4.5   加强园区居住规划技术规范转译与

创新

一方面，要因园制宜地合理确定境外园区

居住空间开发强度。结合我国关于产业园区居

住配套设施的政策意见与规划实践②③，建议境

外园区内居住（包含员工宿舍、生活服务设施

等）计容建筑面积不得高于总计容建筑面积

的10%—30%，依据主导产业类型弹性控制居

住空间开发强度。另一方面，鼓励居住空间复

合开发，提高园区用地兼容性。依据“基础居

住指标+配额弹性指标”的方式导入创意、商

务、服务等功能要素，形成居住与产业相互耦

合的区域功能节点，实现园区居住价值与城市

价值的有机统一。此外，在中国境外园区如火

如荼的发展过程中，应立足 “中国经验”编制

居住空间规划技术指南，规划考虑境外园区的

个性化特征，分地区、分类型、分阶段提出规范

指引。

5   结语

中国境外园区是“一带一路”倡议引领

下的重要实践，也是我国经济产业格局重塑

居住空间要素 生产加工
类园区

总部商务
类园区

综合新城
类园区

居住空
间类型

保障型
宿舍 ● ● ●

人才型
公寓 ○ ● ●

高端型
社区 ◆ ○ ○

配套服
务设施

商业设施 ● ● ●

医疗设施 ○ ● ●

教育设施 ◆ ○ ●

广场绿地 ● ● ●

表4  不同主导产业类型境外园区居住空间要素配

置建议表
Tab.4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alloc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 elements in offshore parks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types

注：●应该建设；○建议建设；◆有条件建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②《广州市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实施办法》（穗府办规〔2019〕4号）中指出：普通工业用地内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计容建筑面积不大于总计容建筑面

积的14%。

③《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埔区分局）关于新型产业用地与产业园区功能配比的指导意见（试行）》（穗开规划资源规字〔

2019〕1号）中指出：新型产业园区中配套员工住宅与配套员工宿舍功能计容建筑面积不得高于园区总计容建筑面积的30%。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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