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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儋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经省政府批复实施，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现行控规《洋浦

经济开发区石化功能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2020—2035）》规

划明确的“四至”与已批复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

围不一致。

生态环境部于 2024 年 1月 20 日发布《生态环境部启动化工

园区突发水污染事件环境应急三级防控体系建设暨“一园一策一

图”试点工作》。确定洋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等 17 个化工园

区为第一批试点园区，全面启动试点工作。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向海南省安全生产

委员会发函《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督促整改化工园区安全整

治提升专家指导服务发现问题的函》，提出洋浦经济开发区化工

园区主要问题清单，并提出指导意见。

《洋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方案》于2024

年 3 月 11 日由儋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推进洋浦经济开发区化工

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提出洋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存在的问

题以及相应的整改措施。督促各部门高度重视，落实园区安全整

治提升工作的部署安排。

在此背景下，特此开展了《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编(2024-2035)》的编制工作。

二、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以《儋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中

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为基础，结合规划需求划定，北至园四路，

南至嘉洋路，西面邻北部湾，东以洋浦大道为界，规划总面积为

26.087 平方公里，约合 39130 亩。

三、总体定位

《儋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提出洋浦经济

开发区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点园区之一，将加快高水平

开放压力测试，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区、示范区。洋浦经济

开发区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延伸石化产业链。

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要求，按照高标准、集约化、环保优先

的原则，将功能定位总结为：

打造国内一流的大型石化及聚酯产业基地，油气“产储贸一

体化”全产业链国际化基地、南海资源加工基地、保税油加注中

心、海南经济增长极核心区以及我国重要的新能源产业示范基地

及低碳示范基地。

四、规划规模

用地规模：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 2608.69 公顷，其中，规划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2597.69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99.58%。

人口规模：规划区主要为工业、港口、仓储及市政设施用地，

不设居住用地，因此规划区主要人口为就业人口。规划运用工业

用地就业人口测算法和产业分类测算法进行测算并比较，综合考

虑取平均值，规划范围内人口规模 2.1 万人。



五、空间结构

规划结合已建成项目、在建百万吨级乙烯项目用地选址及上

中下游产业链布局特征，综合考虑规划区产业组团的横向耦合和

纵向闭合关系，形成“两片、六区”的总体空间结构。

“两片”：港航物流产业片区、临港石化产业片区。

港航物流产业片区主要是沿神头港一、二、三港池的陆域，

以油气储备类的物流仓储用地为主，也包括水陆消防站和口岸服

务中心等港口支持保障设施。临港石化产业片是石化功能区的主

体区域，包括现状的浆纸、炼化产业区以及规划的石化新材料产

业区。

“六区” ：仓储物流区、基础石化原料区、浆纸产业区、

化工新材料产业区、新能源材料产业区、高端精细化工产业区。

仓储物流区为方便原料的运输和储存，布局在港航物流产业

片区内，包括已建国网海南天然气 LNG 接收站、中石化成品油（香

港）保税库和在建国投油储油气储备基地等油气储备项目；

基础石化原料区：布局在滨海大道以东，在临近港口区域，

方便原料和产品的运输，便于下游石化新材料产业环绕其进行布

局，形成产业链，缩短原料运输距离；

浆纸产业区：已建金海浆纸项目用地；

化工新材料产业区：考虑与石油炼化项目、乙烯项目的关联

性较强，产业链一体化程度较高，布局于石油炼化项目、乙烯项

目的周围；

新能源材料产业区：布局于园二路与园一路之间；

高端精细化工产业区：主要考虑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学品产



业与烯烃利用产业及芳烃产业关系紧密，安全性较高，布局于乙

烯项目西侧，便于原料“隔墙供应”。

六、用地布局

本规划衔接《儋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结合规划区开发建设需求，对规划区土地使

用进行深化和细化。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 2608.69 公顷，其中，

规划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2597.69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99.58%。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86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0.15%。规划工业用地 1777.99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68.16%。规

划物流仓储用地 399.22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15.30%。规划交通

运输用地 141.33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5.42%。规划公用设施用

地 60.69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2.33%。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214.60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8.23%。规划陆地水域 11.00 公顷，

占规划范围的 0.42%。

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汇总表

规划分类

基期年 目标年

用地面积

（公顷）
比重

用地面积

（公顷）
比重

农用

地

耕地（01） 151.41 5.80% 0.00 0.00%

园地（02） 7.24 0.28% 0.00 0.00%

林地（03） 284.06 10.89% 0.00 0.00%

草地（04） 44.17 1.69% 0.00 0.00%

湿地（05） 2.27 0.09% 0.00 0.0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16.16 0.62% 0.00 0.00%

其中
农村道路（0601） 10.40 0.40% 0.00 0.00%

设施农用地（0602） 5.76 0.22% 0.00 0.00%

陆地水域（17） 12.73 0.49% 8.74 0.34%

其中
坑塘水面（1704） 11.03 0.42% 0.00 0.00%

沟渠（1705） 1.70 0.07% 8.74 0.34%

小计 518.04 19.86% 8.74 0.34%

建设 居住用地（07） 72.06 2.76% 0.00 0.00%



用地

其中

城镇住宅用地（0701） 17.24 0.66% 0.00 0.00%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

地（0702）
5.74 0.22% 0.00 0.00%

农村宅基地（0703） 48.54 1.86% 0.00 0.00%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

地（0704）
0.54 0.02% 0.00 0.0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1.90 0.07% 3.86 0.15%

其中 机关团体用地（0801） 1.90 0.07% 3.86 0.15%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0.67 0.03% 0.00 0.00%

其中 商业用地（0901） 0.67 0.03% 0.00 0.00%

工矿用地（10） 1436.50 55.07% 1777.99 68.16%

其中

三类工业用地

（100103）
1433.09 54.94% 1777.99 68.16%

采矿用地（1002） 3.41 0.13% 0.00 0.00%

仓储用地（11） 371.96 14.26% 399.22 15.30%

其中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3）
371.96 14.26% 399.22 15.30%

交通运输用地（12） 167.78 6.43% 141.25 5.41%

其中

公路用地（1202） 128.84 4.94% 0.00 0.00%

港口码头用地（1204） 2.59 0.10% 23.77 0.91%

管道运输用地（1205） 16.26 0.62% 0.00 0.00%

城镇村道路用地

（1207）
19.99 0.77% 113.24 4.34%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120802）
0.10 0.00% 4.24 0.16%

公用设施用地（13） 38.90 1.49% 60.69 2.33%

其中

供水用地（1301） 5.46 0.21% 19.13 0.73%

排水用地（1302） 6.04 0.23% 16.48 0.63%

供电用地（1303） 2.29 0.09% 1.49 0.06%

环卫用地（1309） 19.49 0.75% 20.02 0.77%

消防用地（1310） 4.12 0.16% 3.57 0.14%

水工设施用地（1311） 0.96 0.04% 0.00 0.00%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1312）
0.54 0.02% 0.00 0.00%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 0.00 0.00% 216.94 8.32%

防护绿地（1402） 0.00 0.00% 216.94 8.32%

特殊用地（15） 0.88 0.03% 0.00 0.00%

小计 2090.65 80.14% 2599.95 99.66%

规划范围 2608.69 100.00% 2608.69 100.00%



七、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公共服务设施分为园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和厂区级公共服务

设施两类。

（一）园区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86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0.15%。

规划保留现状位于 C7-03-05 地块的神头港区口岸服务中心、

儋州市环境监测站，以及位于 C7-03-06 地块的国家海洋局海口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规划一处港口支持系统，位于 C2-01-05

地块，包含安全监管、信息管理、环境保护等功能。

（二）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 7 处厂区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在厂区内部集约化、集

中化配建厂区停车场、IT 中心、急救站、厂区维修间、便利店、

职工餐厅等功能，不单独控制用地。

规划公共服务设施一览表

编

号
类别

数量

（处/所）
所在地块编号 备注

1 园区级配套 3
C2-01-05、C7-03-05、

C7-03-06
环境监测站和管理中心

2 厂区级配套 7

C2-07-05、C3-06-02、

CC3-08-01、C4-01-02、

C4-03-04、C4-04-04、

7-02-11

综合中心形式建设，包括厂区停车

场、IT 中心、急救站、厂区维修间、

便利店、职工餐厅等功能，不单独

控制用地。

3 公安消防 1 C2-01-03 现状海陆消防站

4 应急救援中心 1 C2-01-06 海陆应急救援中心

5 公共厕所 3
C6-01-08、C7-01-01、

C7-02-12
结合公共停车场配套设置



八、建设指标控制

根据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 年）

要求，参考已实施项目及其他地区类似产业数据进行控制指标的

确定。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

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系数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5 ≥30%

造纸和纸制品业 ≥0.8 ≥4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6 ≥30%

（一）容积率

区内三类工业用地容积率依据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

地控制指标》（2023 年）确定下限控制，对造纸和纸制品业容

积率下限控制为 0.8，对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容积率

下限控制为 0.5，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容积率下限控制

为 0.6。

物流仓储用地确定危险品类容积率下限控制为 0.4，堆场类

容积率下限控制为 0.3。

对于低于相关控制值标准的产业项目，如确有需要，经评估

可通过土地租赁、厂房租赁以及厂房转让等方式予以落地。

（二）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参考国内石化产业园区用地要求，三类工业用地建

筑密度不大于 40%。

（三）建筑高度

考虑石化产业建（构）筑物特点，进行弹性控制，本次规划



限定其管理办公区及生活服务区高度控制不大于 40 米，市政公

用设施高度控制不大于 24 米，其他生产区域（包括工艺装置区、

辅助生产区、公用工程区及仓储运输区）则应根据相应的工艺生

产要求及行业标准进行高度控制。

（四）建筑系数

依据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 年），

工业用地建筑系数不小于 30%。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

且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不得分割转让。

（五）绿地率

综合考虑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

年）、《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51346-2019）及《石油化工

厂区绿化设计规范》（SHIT3008-2017）、要求，结合石化产业

特点，采用弹性控制，三类工业用地绿地率为 12%—20%，物流

仓储用地绿地率不大于 20%。

九、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一）对外交通规划

衔接《儋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及相关专

项规划，落实其中的疏港快速路与洋浦货运支线，结合洋浦港规

划，细化石化区专用码头，总体形成“一快一港一铁”多方向多

出口海陆一体化联运快速疏散的对外交通体系。

“一快”：洋浦大道城市快速路，是区域对外交通联系主通

道。

“一港”：神头港，依据《洋浦港总体规划（2024-2035 年）》，



神头港区功能为：以发展大宗散货运输及临港工业服务的深水港

区，是海南和洋浦口岸开放的基础性、支撑性设施。神头港区由

南至北布置了多用途及通用码头区、危险品仓储区，石化产品运

输作业区、纸浆造纸配套码头区、石油化工危险品码头区、通用

码头区和大宗散货中转码头区。其中石化产品运输作业区、纸浆

造纸配套码头区、石油化工危险品码头区、通用码头区和大宗散

货中转码头区位于本规划区范围内。

“一铁”：洋浦货运支线，是对外疏港轨道货运通道。

（二）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规划考虑石化产业项目的不确定性和大型项目占地面积大

等特点，规划采用“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四级道路

体系。

快速路：指洋浦大道，主要承担对外公路运输交通功能。

主干路：包括滨海大道、嘉洋路、博洋路、腾洋路、园二路、

园四路、浦四路，承担规划区内部主要的交通组织和规划区与东

面生活服务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次干路：包括园一路、园三路、德义岭路路、浦三路。

支路：包括港前路、滨海大道一横路、滨海大道二横路、滨

海大道三横路、滨海大道四横路、浦四路辅路、园一路辅路、滨

海大道五横路和莲花山路。此外，考虑石化项目用地要求及项目

的不确定性，规划设置 5处弹性道路，建设中结合项目具体需求

灵活布局。



十、附图

1.区位图



2.产业结构规划图



3.土地利用规划图



4.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5.道路系统规划图



6.容积率控制规划图



7.建筑高度控制规划图



8.建筑密度控制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