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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五区国土空间乡村振兴规划（2020-2035年）

批后公布

一、 规划概况

1、 规划背景

为配合三亚市自贸港“三区一中心”战略推进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三亚市需要通过

编制区级乡村振兴规划，对全市及各区的乡村发展目标定位、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用途管制

等作出系统安排，从而指导村庄规划的整体有序编制，为乡村建设和项目落地提供依据。

2、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35年，其中近期为 2025年。

3、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三亚市各区乡村地区。为统筹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研究范围为各区全域。

4、 目标定位

结合三亚乡村区域总体发展现状，加快乡村产业体系构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明确

三亚市乡村地区的总体发展定位为“热带高效农业标杆，城乡融合发展示范”。

5、 发展规模

规划至 2035年，规划范围内村庄总人口约 14万人。其中，崖州区 3.3万人、天涯区 5.2

万人、育才生态区 2.3万人、吉阳区 2.9万人、海棠区 0.3万人。

规划至 2035年，规划范围内村庄乡村建设用地总规模约 21平方公里，其中崖州区 4.7

平方公里、天涯区 6.8平方公里、育才生态区 3.7平方公里、吉阳区 5.2平方公里、海棠区

0.6平方公里。

6、 空间结构

结合三亚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与各区未来发展趋势，规划全市形成“一轴四带多

片区”的空间结构。其中一轴为滨海活力发展轴，四带为宁远河景观带、三亚河景观带、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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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景观带和浅山农旅融合带，多片区为生态涵养区、三生融合区、农旅休闲区和城镇地区。

7、 镇村体系

全市规划构建“主城区—城郊组团—中心村/中心连队—基层村/基层连队”四级城乡体系。

其中主城区包括大三亚湾中心城、崖州湾科技城、海棠湾-亚龙湾旅游消费城。

城郊组团包括大学城拓展区、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南田垦地融合示范区、育才-立才组团、

高峰-南岛组团、大茅组团等。

中心村/中心连队包括由文门村、过岭村、华丽村等 59 个中心村和前程队、红旗队等中心

连队组成，并集中建设 11个乡村大社区。

基层村/基层连队包括 320个基层村和若干基层连队。

8、 村庄发展指引

本规划参照《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的相关要求将所有行政村分为集聚提

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基础整治类、搬迁撤并类五类。

本规划对规划范围内各村庄的发展定位、指标控制、产业导向、自然村分类等进行具体引

导，村庄规划编制中可对相关内容进一步深化研究。

9、 产业振兴发展

结合三亚城市发展目标和产业体系明确乡村地区应承接和导入的产业功能，对各区特色产

业空间布局进行引导。相关引导产业包括热带特色农业、南繁种源科研、乡村旅游服务、户外

运动体验、医疗康养度假等。

10、 公共服务设施提升

结合全市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构建由“居民点基本生活圈-一次生活圈-二次生活圈

-三次生活圈”组成的多层级乡村生活圈体系，与“自然村-行政村-乡村大社区-城区”四级服

务范围相对应，通过分级分类配置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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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体系完善

强化乡村区域与中心城区以及机场、港口等口岸对接，深化区域之间联系，强化各功能区

内部联系。完善乡村道路网体系，丰富特色乡村交通设施。发挥乡村地区优质的生态本底与景

观条件，结合主要乡村聚居点、乡村旅游、文旅休闲等设施规划布局乡村旅游资源路，提升乡

村风貌和风景显示度。

1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按照国家及省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要求，全面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通过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优化调整林地、水域等生态用地布局，完善农业配套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盘活存量用地，补充耕地与林地空间。

13、 垦地融合发展

加强垦地沟通协作，在建立高效畅通的工作对接机制的基础上，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持续以垦地“空间规划一体化、产业融入一体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土地利用一体化”

为目标，重点加强农场与村庄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方面的联动发展。

14、 规划实施保障

（1）衔接上下位规划

向上衔接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要求，贯彻多

规合一理念。向下指导村庄规划的编制，在发展定位、指标控制、空间结构、产业发展等方面

重点引导。

（2）配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方面推动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探索创

新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用地保障机制。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助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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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崖州区发展指引

1、 发展定位

围绕“崖州古韵，宁静致远”的总体定位，传承崖州悠久历史文脉，发挥优质生态资源特

色，结合崖州乡村现状发展情况与需求，将崖州乡村地区打造成为彰显本地历史人文古韵，凸

显宁远河绿色生态品质的活力乡村、魅力山水与宜居家园。

2、 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轴两带四区”的空间结构。其中一轴为滨海活力发展轴，两带为宁远河人文

生态景观带和浅山文旅融合带，四区包括城镇地区、生态涵养区、三生融合区和文旅休闲区。

3、 镇村体系

在全市镇村体系统筹下，崖州区规划形成“1个主城区——2个城郊组团——2个一级中

心村（大社区）——18个二级中心村/中心连队——若干基层村/基层连队”的城乡体系。

4、 产业发展指引

立足于农业种养，并提升其生态化和智能化，同时向产前和产后进行产业链延伸。构建区

村两级物流体系，打造冷链物流全覆盖，承接城市产业溢出，在乡村地区导入农业科研试验、

智慧农业、种业成果中试、特色农产品种植等产业。同时优化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和模式，提升

产业准入标准，整合乡村产品体系，打造“古韵崖州”全系乡村品牌。

三、 天涯区发展指引

1、 发展定位

围绕“山海明珠，浪漫天涯”的总体定位，传承天涯特色文化资源，发挥优质自然生态资

源，结合天涯乡村现状发展情况与需求，将天涯乡村地区打造成为彰显三亚国际品质旅游的形

象窗口，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高地，城乡融合发展的产业走廊以及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

2、 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两轴一带三区”的空间结构。其中两轴为山海联动发展轴、城乡融合滨海活力

轴，一带为浅山文旅休闲带，三区包括生态涵养区、三生融合区、文旅休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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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镇村体系

在全市镇村体系统筹下，天涯区规划形成“1个主城区——1个城郊组团——5个一级中

心村（大社区）——22个二级中心村/中心连队——若干基层村/基层连队”的城乡体系。

4、 产业发展指引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培育新型产业生态，构建“3+1”特色热带绿色新经济产品体

系。围绕生态旅游、文化创意、自贸服务“三个核心”，立足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一个特

色”，构造农文商旅体养融合发展的田园新经济，打造“浪漫天涯”全系品牌，助力乡村高质

量发展。

四、 育才生态区发展指引

1、 发展定位

围绕“生态育才，绿水青山”的总体定位，利用育才生态区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发挥

优质自然生态资源，结合育才生态区乡村现状发展情况与需求，将育才生态区打造成为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高地，海南热带产业示范引领基地、彰显三亚国际热带山水品质旅游的形象窗口以

及多元化农旅产业融合示范的美丽乡村。

2、 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轴两带两区”的空间结构。其中一轴为民族风情活力轴，两带为宁远河人文生

态景观带、浅山文旅融合带，两区包括生态涵养区与三生融合区。

3、 镇村体系

在全市镇村体系统筹下，育才生态区规划形成“1个城郊组团——2个一级中心村（大社

区）——15个二级中心村/农场居民点——若干基层村/农场连队”的城乡体系。

4、 产业发展指引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结合育才生态区乡村地区可承接和导入的产业功能，按各组团现

状基础和功能定位，形成各组团差异化、特色化的主导产业功能。南部组团结合立才农场，发

展旅游集散功能，辐射联动整个育才度假市场。中部组团定位黎苗风情展示区，重点突出黎苗

风情体验与农旅休闲。西北组团依托特色山地景观及热带农业资源，发展山地户外运动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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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体验。东北组团发展热带森林度假、蜂蜜观光工厂、森林疗养、珍贵种苗繁育于一体的生

态体验产业。

五、 吉阳区发展指引

1、 发展定位

围绕“美丽吉阳，活力郊野”的总体定位，强化现有产业基础，发挥交通区位优势，大力

促进城乡互动，让城市功能渗透至乡村板块，让绿水青山迸发出新活力，将吉阳乡村地区建设

成为乡村产业振兴先行区、城乡协同发展示范区。

2、 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带四片区多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一带为浅山文旅融合带，四片区包括主城

功能集聚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田园三生融合区、生态涵养保育区，多轴线包括城镇功能发展

轴和城乡功能互动轴。

3、 镇村体系

在全市镇村体系统筹下，吉阳区规划形成“2个主城区——1个城郊组团——1个一级中

心村（大社区）——9个二级中心村——若干基层村”的城乡体系。

4、 产业发展指引

结合吉阳区乡村地区可承接和导入的产业功能，按各组团现状基础和功能定位，形成各组

团差异化、特色化的主导产业功能。国家旅游度假区板块中，博后、六盘两村应与高端酒店、

休闲体验设施错位发展，提供多样化的旅游产品。落笔组团打造“+体育”主题板块，积极拓

展运动体验功能。红花罗蓬组团打造“+文化”特色主题片区，依托三亚学院、落笔洞景区等

发展文旅观光功能。大茅中廖组团提供综合旅游服务职能，同时结合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的发展

营造“+互联网”主题特色，营造智慧乡村样板区。

六、 海棠区发展指引

1、 发展定位

围绕“国家海岸，品质海棠”的总体定位，结合海棠区依山傍海的乡村先天优势，依托海

棠湾高能级旅游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大旅游体系中的乡村系列产品，建设吸引高端消费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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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热带生态度假群落，将海棠区乡村地区打造成为全业态、可持续、高品质的乡村生态综

合体。

2、 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轴两带多片区”的空间结构。一轴为滨海活力发展轴，两带为藤桥河景观带和

浅山文旅融合带，多片区包括国家海岸度假区、田园三生融合区、文旅休闲体验区和生态涵养

保育区。

3、 镇村体系

在全市镇村体系统筹下，海棠区规划形成“1个主城区——1个城郊组团——1个一级中

心村/农场居民点（大社区）——10个二级中心村/中心连队——若干基层村/基层连队”的城

乡体系。

4、 产业发展指引

基于现状乡村地区发展情况，海棠区乡村地区应积极融入“国家海岸”的总体定位，打造

一系列高品质的产业产品。乡村地区目标形成以现代热带高效农业为基础，健康产业为核心，

延伸并提升至文化和教育的“1+3”产业体系。以热带果园、菜园等为基础，积极鼓励和引导

开发休闲观光、旅游度假等服务项目。进一步传承和发扬黎锦、黎族歌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按照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发展现代高效农业、都市农业、休闲农业、文旅体验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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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崖州区镇村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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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天涯区镇村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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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生态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育才生态区镇村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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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阳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吉阳区镇村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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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海棠区镇村体系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