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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深圳：一个尚待正名的滨海城市 

深圳是中国南海之滨冉冉升起的一颗城市之星，它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环境

已经可以毫无疑问地处于中国众多大中城市的前列。 

然而，在人们的印象中，能够作为深圳代表性形象的城市景观往往是以深南

大道为线索的现代化中心建筑群（如罗湖商业中心、福田中心区），而作为一个

滨海城市，深圳在早期的建设中似乎还远远未体现出其应有的特色。 

反观国内外较为著名的滨海城市，如青岛、厦门、悉尼、迈阿密、斯德哥尔

摩、巴塞罗那等，大多以滨海地区作为城市发展的起点，并呈现“趋水型”的发

展形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定位的提升，深圳需要进一步提高其城市

建设的品质和内涵。在深圳早期高举的“现代化”品牌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借鉴

乃至超越的情况下，精心塑造“滨海城市”的特色无疑是提升和丰富深圳城市形

象、进而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有效思路。 

因此，深圳要为成为一个真正富有特色的滨海城市而正名。 

要真正实现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创造优美的亚热带海滨城市环境”，我们必

须确立“滨海城市”的规划思维，从整体上合理配置深圳市滨海岸线资源，并重

点着力于如何建构滨海城市的风貌。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对深圳市东部滨海地区的发展进行了策略性研究。通过

对东部滨海地区发展资源的调查与评价，现状问题与发展条件的分析与判断，以

营造深圳的滨海城市特色为目标，制定了东部滨海地区发展概念规划。 

 

一．东部滨海：深圳最后的桃花源 

（一）处女地：因偏远而留存 

整个东部滨海地区东临大亚湾与惠州接壤，西抱大鹏湾遥望香港新界，涵盖

葵涌镇、大鹏镇、南澳镇、马峦山、三洲田和梅沙地区，陆域面积 351.74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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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海岸线长度 142.22 公里。 

梧桐—马峦—鸡笼山系自西向东将大鹏半岛与深圳其他地区分隔为一个相

对独立的生态区域；排牙岭山系横亘于半岛中北部；七娘山系则兀立于半岛南端；

大亚湾位于其东、大鹏湾位于其西——由此构成了“三山两湾”的地形格局。 

这种相对独立的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地形特征为东部生态系统的发育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三大山系的自然植被基本保存完好，以原始森林和次森林

为主，仅低丘地区部分为人工林。滨海岸线和近海海洋环境也基本保存良好。可

以说是一处基本尚未扰动的处女地。 

 

（二）这里记载着深圳的历史 

虽然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东部海滨远远不能代表深圳的速度和进程，但曾

几何时，这里却见证和记载了这个年轻的城市鲜为人知的历史。 

深圳简称“鹏城”就来源于大鹏古城。大鹏城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初为明

王朝为抵御倭寇和海盗所设，称为“大鹏所城”。2001 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大

鹏古城”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深圳目前唯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 

事实上，远在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深圳东部已经开始有人类的居住，

迭福咸头岭新石器文化遗址证实了古代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繁衍与生活。 

南宋末年，抗元名将陆秀夫保护幼帝和皇太后自福建至广东，经大鹏渡海至

九龙，并留下了许多历史传说。 

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惠（阳）、宝（安）一带的“东江纵队”总部就设在

葵涌镇土洋村。 

此外，深圳东部也是粤中地区客家人的聚居地。自乾嘉年间由梅州地区迁徙

至此，在这里留下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客家围屋民居群落。 

对于年轻的深圳，所有这些历史的遗迹和文化的流传显得更为珍贵。 

 

（三）金色阳光 蔚蓝海岸 葱翠山峦 

东部滨海地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无冬，

春夏相连，每年适宜旅游日数超过 300 天。自然地貌以滨海山地丘陵为主。 

优越的地理条件孕育了秀美的风光。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空气清新，景色



深圳市东部滨海地区发展概念规划（简介） 

 4

秀丽，山海各胜，俯仰皆宜。 

区内日照充足，可以欣赏到日出、日落、朝晖、夕阳等丰富的景象；拥有可

辟为浴场的沙滩达 10—14 公里，沙质较好，坡度适宜，腹地环境良好，多数有

岬角；三面环海，海水水质较好，可开发多种海上活动；植被繁茂，表现为热带、

亚热带风光，东涌、坝光地区还有珍贵的红树林分布。 

东部滨海岸线仿佛是一首美丽清新的诗篇，阳光下的沙滩是动人的乐章，将

蔚蓝的海水、翠绿的山峦勾勒出道道金边…… 

顺着沿海公路行进，你可以欣赏到一幅幅悦目的海天图。蓝天、白云之下，

大大小小的海湾接次在你面前展开，每次总能给你不同的感受；秀丽的青山温柔

地拥抱着海滩，碧波荡漾的大海上，宝珠般地点缀着小岛，使海面辽阔无涯，深

邃莫测。东部地区拥有大小沙滩 20 余处。 

表 主要沙滩详细情况表 

沙滩名称 朝向 规模 沙质 海底坡度 水质 能见度 周围环境 开发情况

大梅沙 南偏东 2100×50 松软适中 缓 较好 1-2 腹地开阔、有岬角 已开发 
小梅沙 南偏东 950×40 松软适中 较缓 较好 1-2 围合性好、有岬角 已开发 
溪涌 南偏东 500×45 松软适中 较陡 一般 1-2 有岬角，湾形好 已开发 
上洞 南偏东 1350×60 松软适中 — 较好 1-2 滩长，腹地植被好 未开发 
官湖 南偏西 900×20 — — 一般 1 腹地开阔 半开发 
沙鱼涌 西 300×20 松软适中 较缓 一般 1 腹地植被好 半开发 
大湾 西偏南 560×30 较粗，有杂质 较陡 较好 1-2 腹地狭窄 未开发 
迭福 西 1500×20 一般 较陡 较好 1-2 腹地深阔 未开发 
狮子湾 西 800×40 — — 较好 1-2 有岬角，腹地狭窄 未开发 
下沙 南 2600×30 一般 较陡 较好 1-2 滩长，腹地开阔 半开发 
水头沙 南偏西 1100×30 一般 较缓 一般 1 有岬角 已开发 
洋筹湾 北偏西 380×25 松软适中 较陡 好 1-2 湾形好，植被好 未开发 
鹅公湾 西 500×20 — — 好 1-2 腹地植被好 未开发 
大鹿湾 西偏南 1300×20 — — 好 1-2 腹地植被好 未开发 
西冲 南偏东 5300×60 松软适中 缓 好 1-2 腹地开阔、有岬角 半开发 
东冲 南偏东 1200×80 松软适中 较缓 好 1-2 围合性好、有岬角 半开发 
大深湾 南 600×20 — — 好 1-2 腹地植被好 未开发 
大水坑湾 南偏东 2970×25 较粗，有杂质 较陡 好 1-2 腹地植被好 未开发 
杨梅坑 东偏北 1600×30 较好 缓 较好 1 腹地植被好 半开发 
桔钓沙 东偏北 1400×50 较好 缓 较好 1 腹地植被好 半开发 
龙旗湾 东 1780×30 较粗，有杂质 缓 一般 1 滩长，腹地植被好 半开发 
岭澳旧村 东偏南 800×20 松软适中 较陡 较好 1-2 腹地植被好 未开发 
廖哥角 北偏东 950×35 粗 缓 好 1 腹地植被好 未开发 

 

登临岬角观景，看海天一色，心旷神怡。沿线形成岬角景观众多：官湖角、

称头角、洲仔头、穿鼻岩、贵仔角、大排头、望渔岭、长角、海柴角、虎头咀、

廖哥角等，形态各异、俯仰皆宜。 

丰富的海蚀地貌是东部滨海地区的又一奇观：称头角海石平台、海蚀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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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头的仙人石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如诗如画的东部海岸带给游客的是惊奇和喜悦，其丰富的资源蕴藏着巨大的

旅游开发潜力，是当之无愧的黄金海岸。 

区内山峦林立，层次分明，横亘绵延，有峰、谷、崖、顶、岩、壁、岭、涧、

沟、石多种类型资源可开发利用，如：南澳境内的七娘山海拔高度 876 米，是深

圳境内仅次于梧桐山的第二高山。在晴朗天气，登高远眺，特区、港岛的秀色可

尽收眼底。更为甚者，因三面临海，加之区内湖泊（水库）众多，登顶雾中，放

眼四望，大海日出，云海波涛，恰如神仙逍遥。 

另外，本区内水库资源丰富，大大小小的水库，宛如一颗颗明珠，镶嵌于区

内，形成青山秀水互补互托的美丽景色。马峦山瀑布是深圳境内落差最高的瀑布；

王母河、东涌河、新水河等众多河流山涧也是可资开发的旅游资源。 

 

（四）渔歌唱晚的滨海小镇 

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现代都市的喧嚣并未对本地区产生过多的影响。东部

地区的城镇的整体风貌依然可以让我们依稀寻找到昔日的痕迹。 

东部三镇目前规模和尺度均较小，三镇人口分别为 46668 人、25487 人、12625

人，城镇建设规模分别为 4.71 平方公里、7.63 平方公里、1.32 平方公里。 

就建设风貌而言，三镇基本上以多层和低层建筑为主，建设密度适宜，周边

绿化和环境良好。其中尤以大鹏镇、南澳镇以及坝光、鹏城、马峦、杨梅坑、半

天云等村落的村镇风貌各具特色。 

大鹏：大鹏可以称为深圳最优雅、最美丽的小镇之一。观音山、蜈蚣岭峙

立于东西，王母河自镇内穿流而过，下沙湾、龙旗湾静卧两畔。镇区建设从容、

恬静而不乏现代生活的气息。 

南澳：优美的海滨渔镇。 

坝光、杨梅坑：安宁的渔村。 

马峦：天上人间的客家村落。 

鹏城：历史的见证。 

半天云：如名字一样优美的山居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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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位与目标：生态型滨海旅游胜地 

 

（一）城市定位对东部的要求 

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定位，深圳市将发展成为现代产业协调发展的综

合性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心城市之一，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 

深圳要实现其国际性城市的发展目标，需要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提升其国际知

名度。而新的旅游产业必须超越现有的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主题公园模式。在这

一意义，拥有丰富景观资源的东部滨海地区最有可能成为深圳市未来旅游发展新

的龙头。 

 

（二）区域性旅游市场的支撑 

深圳及其邻近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随着人们生活

条件的改善，对文化和旅游的需要也逐渐增长，因此蕴藏着巨大的旅游市场。 

除了外地游客外，深圳本地也存在很大的游客资源。由于深圳工作生活节奏

紧张，节假日人们普遍愿意举家出行，使紧张的工作压力和疲惫的身体在大自然

的怀抱中得到舒缓和恢复，东部滨海地区无疑是此类短途旅游的理想去处。 

大梅沙海滨公园自开放以来，每逢假日游人如织，高峰日游客量达到 10 万

人次，显示出东部的滨海风情的巨大魅力。 

 

（三）日渐成熟的建设条件 

随着城市发展战略的调整，东部地区的基础条件得到改善，建设条件日渐成

熟。 

目前区域性的交通框架基本形成，由特区通往东部的盐坝高速公路和纵贯东

部三镇的坪西（坪山—西冲）一级公路已经部分通车，大大改善了本地区的交通

可达性。 

大梅沙地区的开发不仅为本地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同时也产生

了良好的联动效应，为本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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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深圳的滨海梦想升起绿色的风帆 

东部滨海地区集中了作为一个高水准海滨旅游区几乎所有的环境和旅游要

素，如起伏的山峦、广阔的原野、纵横的河流、繁茂的森林、绵长的沙滩、嶙峋

的礁岩……。这些丰富的资源为深圳未来的高水准建设留下了一个可以精彩发挥

的空间，为建设代表深圳未来旅游形象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际性旅游胜地提

供了可能。——我们相信，这片绿色的土地将能够承载深圳的蔚蓝梦想。 

鉴于以上分析，东部滨海地区的发展目标应定位为具有国际水准的生态型滨

海旅游胜地。 

 

三．总体发展战略：保护与开发的协调 

（一）首要原则：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从城市整体角度出发，深圳需要一个象东部滨海地区这样的大面积自然生态

区域来维持城市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从地区发展的角度，东部地区的资源条件

最适宜的用途就是发展旅游，而旅游同样需要维持其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因此，保护自然生态资源应当作为东部地区发展的首要原则。要使地方政府

和人民明确地认识到——完好的生态、优美的环境和宝贵的旅游资源是本地区最

大的财富，同时也是其唯一的财富，是本地区赖以发展的根本。 

（二）总体思路：建构以旅游为主体的东部黄金海岸 

依据资源配置的最佳原理，东部滨海地区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城市发展的内在

要求决定了其发展的总体思路——建构以旅游为主体的东部黄金海岸。优先发展

旅游、休闲、生态农业等亲环境的产业，通过与周边地区的分工，带动本地经济

的成长。 

从资源保护的角度来讲，保护资源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我们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由于旅游是典型的资源约束型产业，资源的品质直接

影响旅游产业的发展。构建以旅游为主体的黄金海岸的总体思路，就是基于对资

源利用的深层次思考。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旅游产业带动效应是显著的，根据国内外的资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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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旅游产业每增加一个就业人员可以给社会带来三个就业机会。随着旅游业的

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聚集到“阳光地带”，发展旅游为主体的产业结

构的前景是乐观的。 

 

（三）基本理念：诗意山海、画境悠游 

当都市的步履逐渐急促、喧嚣的大潮层层迭起、行为的方位日益模糊的时候，

人们亲近自然的渴望被重新唤醒。追求诗意的栖居环境，悠游于大海与山林之间

成了人们心底的梦，正是人类这种近乎本能的梦想，将回归自然的理想推上了逐

级进化的台阶。 

东部滨海地区的阳光、山川、大海、溪流、原野……作为一个完整的资源体

系，将是人们诗意的理想归宿。 

基于这种理念，“保护与开发相协调”将是东部滨海地区发展始终围绕的核

心。生态是资源保护的首要原则，同样也是城镇建设的首要原则。只有这样，才

能为建设高水准旅游区营造基本的平台。 

我们要营造的不单是一个旅游区，更要营造一种与自然环境有机相融、交相

辉映的人文环境；一种质朴而悠闲的生活方式；一种平淡而深刻的心灵载体；山

海的凝重飘逸与生活的诗意悠游融为一体，现代都市中“桃花源”般的动人景象

又会出现，整个东部滨海将会铺展出自然与人文景观的重峦叠嶂。 

 

（四）产业与经济：保持东部的活力 

就东部滨海地区如此大的范围来说，单纯依靠旅游业发展经济是不现实的。

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大型的成熟的旅游区，往往不是由一个“发动机”

推动，而是由几个“发动机”同时驱动。引导产业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保持东

部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 

东部地区的产业与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必须围绕生态旅

游这个主题，展开对东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通过旅游业的开发带动激活东

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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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主要思路 

（一）空间战略：东部的发展结构 

1．发展空间的选择 

通过对东部地区空间发展条件的比较分析，未来城镇发展仍主要依托原有城

镇基础展开，如葵涌、大鹏、溪涌；同时考虑在部分用地比较完整的地区优先发

展一定规模的旅游度假设施，如马峦山、下沙、西冲、梅沙；另外选择一些用地

条件较好的地区适量发展一些滨海休闲居住项目或小规模的旅游项目，如洋筹

湾、东冲、鹅公湾等。 

 

2．空间发展模式：小组团、集中式发展 

空间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基于明确的空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对其开发利用方

式的判断。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确定了东部地区的空间发展模式为：

小组团、集中式发展。 

小组团的发展是对东部发展规模的一种诠释，贴切地反映出在自然的包围中

人工建设的尺度。将有限的建设量集中到几个特定的区域进行，从而避免均匀的、

全面开花式的发展。 

集中式则更多地体现在组团内部的发展模式，即集约化的发展，营造精致宜

人的空间形象。同样，相对集中的发展可以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开支，又可以相

对集中起多种多样的功能，提高其使用的便捷性。 

 

3．规模控制 

合理的规模界定将开发建设控制在环境容量允许的范围内，减少对自然生态

的影响，实现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规模的界定根据以下分析确定： 

 根据已有规划和重新评估本地区城镇体系的架构； 

 在有潜力的地区应考虑发展适当规模的新兴滨海城镇，如坝光、新大； 

 根据环境容量确定发展规模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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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分区 

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本区的定位以及发展目标，结合本区的条件，将规划区

划分为三个区，即：梅沙—马峦山片区、葵涌—坝光片区和大鹏片区。 

根据这三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所依托的基础的不同特点，各地区的发展

思路也有相应的侧重点。 

梅沙—马峦山片区的要加快旅游度假设施的规模和档次，迅速扩大旅游产业

规模，使旅游产品在内容和质量上得到较大的提升，从而达到扩大市场规模的目

的。 

葵涌—坝光片区应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发展完善常规型的城市功能（工业、

商业），积极争取大型项目（如大学城二期），完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性基础

设施的建设（如游客码头，客运中心），为承担区域性中心的职能作好准备。 

大鹏片区要适当限制常规城市功能（如工业、商业）的发展，控制城市化的

速度。优先发展旅游、生态农业、休闲等亲环境的产业，通过有选择地推出优先

发展区域，培育消费市场，改变目前不利的竞争区位。 

5．功能构成 

——梅沙—三洲田旅游度假区 

利用大小梅沙现以形成的滨海旅游设施，发展成为集水上活动、休闲度假、

观海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 

——马峦山—溪涌山海休闲度假区 

充分挖掘马峦山、溪涌片区优美的山海资源，建设生态公园、休疗养基地、

高尔夫俱乐部、马峦山自然保护区、溪涌居住组团和上洞组团等综合的山海休闲

度假区。 

——葵涌—坝光中心城镇发展区 

利用葵涌、坝光的土地储备、区位、交通等优势，发展城市型的功能及产业、

科研基地，建设成为特区外围的卫星城镇。 

——大鹏旅游综合服务基地 

大鹏位于整个东部滨海旅游区的核心位置，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建设形态较

好，大鹏应成为整个旅游区的服务基地和优美的旅游城镇。 

——大鹏半岛生态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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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半岛以保护自然资源为主，划定七娘山森林公园；西冲建立国际旅游度

假区；保护南澳渔港小镇特色，作为大鹏自然保护区的入口和接待基地；建设羊

筹湾度假休闲区、东山海洋生态产业园、桔钓沙旅游度假区、大水坑湾滨海公园

等旅游基地。 

 

6．发展与保护分区 

要实现东部滨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本地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明

确发展和保护的区域，进行有针对的控制。 

发展区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优先发展地区，一类是策略发展地区。前者

将作为本区未来建设的主要区域；后者主要考虑未来不确定的因素进行适当的控

制，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选择。 

保护区域分为两类控制，一类是严格保护地区，包括背景山体、优美的景点、

生态敏感区、农田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等；一类是策略保护地

区，允许进行少量的开发，包括不影响景观的山体、岸线等。 

 

（二）滨海旅游：发展策略与推进措施 

1．旅游发展目标 

东部滨海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沉淀，为深圳的旅游发展留下了

一个可以精彩发挥的空间。东部滨海未来的旅游发展必将使风景旅游和人文旅游

融为一体，一种将自然和人文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旅游之路。 

因此，东部滨海的旅游发展目标为：充分利用各种旅游资源，建立适应不同

层次旅游需求的高水准滨海生态旅游区。 

即：充分发掘现有以山、海、滩、石、林、泉为主体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以大

鹏古城、客家民俗等为代表的人文旅游资源，形成完善的景区格局和旅游线路。

以滨海旅游资源优势为主导，以山峦林地秀美的自然景观为补充，以新颖、丰富

的旅游项目为特色，将东部黄金海岸建设成为高标准的生态型山海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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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游发展：观念转型与多样化选择 

旅游观念转型：随着人们旅游阅历的增加和旅游品位的提高，回归自然的梦

想又在人们的心底荡漾。出游的目的由早期的“浏览猎奇型”逐渐转向“休闲体

验型”，对景点的选择也更多的由新奇的人造景观转向自然景观。 

深圳旅游业面临的结构性调整：由于各地城市主题公园的普遍发展，以华侨

城三大景区为代表的人造景观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旅游发展的大趋势促使深

圳必须寻找下一个亮点，而东部滨海的景观资源将为这种结构性调整提供可能。 

旅游的多样化选择：随着人们对旅游的不同理解和消费水平的差异，旅游正

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由原来的观光旅游逐渐向休闲、度假、游览、运动、探险

等综合的方向发展。可登山远眺、滩头戏水、渔歌晚唱、林啸泉饮、攀岩野营、

寻古探幽……丰富多彩的旅游选择为旅游发展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 

 

3．与多样化市场相适应的层次化发展 

面对多样化的旅游市场，必须制订与之相适应的策略，即层次化的发展策略。

不同的层次提供相应的旅游设施。 

按旅游市场分类： 

 深圳市：东部沿海是本市市民节假日短途旅游的理想去处； 

 珠三角与港澳地区：较长途的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国际市场：通过承办国际会议等活动吸引国际游客； 

按旅游市场需求则可以分为游乐休闲、家庭度假、会议培训、运动探险等多

种类型。针对不同的旅游需求，根据旅游资源的自身特点，提供多种的开发模式

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4．启动与推进 

 下沙：承接大梅沙的火炬 

下沙凭借其优势可以承接大梅沙的火炬，成为东部滨海地区新的亮丽风景

线。作为东部滨海地区建设的启动区域，带动整个东部滨海地区有序的、渐进式

的开发。 

充分利用该片区具有优良的区位条件、充足的土地储备和优质的沙滩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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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整合现状已有旅游设施，将下沙建成适宜公众旅游度假的综合性、开放性

海滨旅游区及旅游配套服务基地。 

 西冲：营造国际级滨海旅游胜地 

西冲是大鹏半岛用地条件和资源条件最为优秀的旅游区，西冲的目标应该是

建设国际级滨海旅游胜地。 

西冲拥有深圳市最绵长的高水准沙滩、最洁净的海域。引人入胜的海滨田园

风光、茂密的山林、清澈的泻湖、突兀的礁岩构成了一幅诗意的图画，一个现代

都市的桃花源。西冲的自然资源要求其建设必须坚持高标准的原则，营造国际级

滨海旅游胜地，从而提升整个东部滨海的旅游品质，推进整个旅游区向着更高的

平台发展。 

 “山海”品牌的塑造与推广 

加强对“山海”品牌的塑造与推广，打响整个东部滨海的品牌优势，对于开

拓旅游市场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是旅游建设项目的招商引资，力求通过高质量的前期策划吸引具有国际

性旅游发展经验和实力的发展商参与大鹏半岛的开发，以保持其发展的较高起

点；在形成初步规模后，可通过举办大型的旅游节或水上运动竞赛等活动扩大旅

游区的影响，提高其区域和国际知名度。 

 建议性项目 

——综合型游乐设施 

建议在下沙建设大型综合游乐设施，增加旅游的参与性，并降低滨海旅游的

季节性和气候性影响。 

——高档宾馆与酒店 

在大梅沙、下沙、西冲建设 4~5 座五星级酒店，提高东部地区旅游接待能力

和服务档次。 

——运动休闲项目 

在桔钓沙、西冲建立帆船、摩托艇、滑水等海上运动中心及训练基地；在下

沙建立潜水俱乐部、在东冲、坝光及鹅公湾设立徒步旅行与登山探险营地；在小

梅沙、上洞、沙鱼涌、狮子湾、水头沙、羊筹湾、西冲、桔钓沙等地段开放游艇

俱乐部建设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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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度假居住项目 

在大梅沙、溪涌、马峦山、下沙、坝光等地规划建设高档滨海度假居住社区。 

——国际会议中心 

在大梅沙、西冲、马峦山可有计划、有选择地建设国际会议中心。 

——富有吸引力的娱乐设施 

 

（三）道路与基础设施 

本次概念规划根据空间发展战略，对区域性的道路体系和基础设施提出构

想，以配合地区整体发展策略的实施。 

1．滨海地区交通发展原则 

本地区的交通发展必须贯彻如下原则： 

区域交通的可达性原则：加强滨海地区与城市的联系和加强城市外部的交通

联系。既有利于减少交通成本，增加旅游效用；又有利于旅游市场的扩大和游客

的可达性。 

内部交通的生态性原则：交通方式的环保化和生态化；建设方式的生态化。 

内部交通的景观性原则：在道路的线形设计和景观组织上精心处理，同时对

道路两侧的护坡采用生态处理的原则。 

 

2．道路交通体系 

规划建议利用现有道路框架基础，将盐坝高速公路将成为服务于东部滨海地

区的主要交通要道，葵涌镇作为东部滨海地区的交通换乘中心，将外围交通控制

在核心旅游区（大鹏片区）的外围。核心旅游区内交通主要依托现有坪西一级公

路解决。将现有环岛公路规划建设成为旅游性道路，并与溪涌、梅沙地区连接。

加强山海的连接，考虑在梅沙地区和溪涌地区分别开通道路与马峦山连接，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在主要的居住社区与马峦山之间架设观光缆车联系。 

 

3．海上交通体系 

海上交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建设。一是口岸的建设，开通与香港的直通航线，

改善区域的可达性，建议在葵涌（沙鱼冲）、南澳和西冲设立口岸；二是开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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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巴士，加强区内的交通联系，同时可以作为海上观光项目。 

 

4．直升机机场的设置 

东部滨海地区的开发应当预见到未来发展的各种需求，建立适应多层次需求

的服务体系。从这一点考虑，建议在西冲设立直升机机场。此举既能丰富旅游休

闲活动的内容，同时又可以满足商务人士的需求。 

 

（四）滨海城镇：风貌的保护与塑造 

1．城镇整体尺度的控制 

大梅沙及东部三镇以其海滨小城的特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的气

势、海的神韵、海的秀丽溶进了小镇的整体风貌，溶进了小镇的每一栋建筑，也

溶进了小镇人的生活。 

海滨城镇独有的魅力体现在城市的尺度上，而建筑尺度的失控往往会对城市

整体风貌造成永久性破坏。因此，塑造恬静宜人的城镇风貌必须从整体出发，维

持原有的城镇尺度，现代理念和传统文脉相契合，创造海滨城镇的整体形象。 

2．街巷与肌理 

大梅沙及东部三镇的城市尺度总体上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由于城镇的规模相

对较小，依旧保持着一种舒适宜人的街巷格局，肌理明晰，结构紧密。在追求以

高大壮观、拥挤稠密为“现代”的城市中，能保持这样一种优雅从容的确难能可

贵，也是塑造新型的海滨城镇最需要延续和加强的，注重街道的尺度感，通过小

体量的连续建筑围合，营造一种诗意的海滨城市形象。 

3．滨水界面与城镇轮廓 

滨水界面集中体现海滨城镇风貌，滨水界面的景观意向一般分两类：一类体

现现代化的滨水城市形象，以高大气派的建筑物为主体；另一类则充满古典韵味，

尺度宜人的城市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东部滨海城镇的建设应属于后一类，原有

的城市韵律应得到不断的加强，并且形成更为动人的新的韵律。 

 连续性。形成连续的景观界面，和谐有序的建筑群构建组合成一种古筝

独奏般的淡雅清丽。 

 天际线。建筑依山就势，与大海亲切对话，注重空间的开敞性和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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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种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城市界面； 

 视线通廊。滨水区景观的通透性则通过视觉走廊的控制来达到，通过控

制间口率（建筑面宽/基地面宽）以保证滨水景观的通透性和层次感。最

大限度地利用滨水的景观资源，形成海滨城镇优美动人的风景线。 

 

4．建筑控制：形式、体量、色彩与高度 

城镇的印象最终要落到建筑形象上，在城市整体形象设计的前提下，制订明

确的建筑控制要求：对建筑形式、体量、色彩与高度提出一系列的控制要素。 

 建筑形式：建筑形式与海滨优美的自然环境相协调，造型轻巧简洁，形

式具有现代感与传统神韵的统一； 

 建筑体量：符合海滨城镇的建筑尺度，体量小巧宜人，空间层次丰富，

充满海滨城镇的韵味。 

 色彩与高度：色彩淡雅宜人，建筑高度不宜过高，同时避免天际线过于

平淡，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可以适当拔高，形成高低错落的空间关系。 

 

5．历史建筑的保护 

对于深圳这座年轻的现代化都市来说，现存的历史文化建筑显得弥足珍贵，

也使得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显得尤为迫切。 

对历史建筑的保护遵循以下原则：全面完整的保护原则，保护建筑应与保护

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相结合，形成有机的整体，为风情旅游提供归宿；尽可

能地维护传统建筑的历史原貌，在进行分级评价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等级进行

分类保护；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在保持传统建筑外观与基本结构的基础上，

找到合理的利用方式，使其成为旅游及居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6．城镇的背景 

东部沿海山海相依的特色是旅游区最大的景观资源，也是城镇景观构成的最

重要因素，在对海景资源利用的同时不应忽略对山体景观的资源利用。 

首先，保护背景山体，丰富山体植被，形成多层次的绿色体系。 

其次，保护山体的轮廓线，使城市轮廓线与山体轮廓线相得益彰，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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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天际线。 

 

7．滨水开放空间 

开放的公共空间是体验与认知城市意象的重要场所。在演绎海滨城市形态

时，应当将公共空间与滨水空间的结合作为主要导向。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将海织入城市肌理，融入城市生活。城镇建设的展示面应与海亲密接触，

结合海滨度假旅游的需求，提供与海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 

 公共活动空间沿水布置，将城市的公共建筑沿湖面或主干水系布置，公

共设施尽量利用滨水空间，形成开放型的公共空间。 

 增强滨水空间的可达性。强化直达滨水的开敞空间以增强滨水空间的视

觉可达性。 

 

8．观景平台 

东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为观景提供了多种角度，寻找良好的俯览海滨城镇全

貌的观景点，使这些良好的观景平台成为公众场所。提供广阔的视野鸟瞰阳光与

绿色下的海滨城市，给人留下强烈深刻的整体印象，在国外著名的海滨城市中不

胜枚举。 

东部沿海存在许多绝佳的观景点：观音山俯览下沙、洋筹湾远眺大鹏湾、马

峦山观望大梅沙、蜈蚣岭遥看大亚湾、望鱼岭欣赏西冲……精心组织旅游路线，

引导游客登高揽胜，一睹山川秀美、海城相映成辉的壮丽景象。 

 

（五）建设时序与土地供应 

东部滨海地区的发展将是个渐进的过程，宏观经济形势、人们收入水平，资

源及项目的开发过程，以及基础设施改善等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从现状条件和

自然地形的制约分析，东部滨海地区应采取“基地（项目）跳跃、滚动开发”的

模式。梅沙地区的开发已经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建设时序可以划分为以下起步、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各阶段不同地区的发

展重点各有差别。 

东部地区的土地供应应该有所选择。优先安排旅游和相关产业的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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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滨海地区的土地供应应该有序。在总体发展计划的指引下，深入下层次

规划的编制，以项目带土地，滚动开发。旅游项目和房地产项目尽量结合优先发

展区域安排。力求开发一片，收效一片，切实加强土地管理，适量开发，有计划

地供给，避免盲目开发。 

 

（六）优先发展地区 

依据整体发展思路的控制，通过对各地区的量化比较，针对优先发展地区的

提出了建设要求。 

1．溪涌地区：山海小镇 

东部滨海岸线的重要节点，应结合旧村发展滨海休闲居住社区，完善公共设

施服务系统，成为旅游者满意、居民喜爱的山海小镇。 

 

2．马峦山地区：观海型休闲度假地 

充分利用马峦山与大小梅沙、溪涌联系紧密的地理优势，发挥山地观海的优

势，建设成为俯瞰大鹏湾的山顶观海平台。 

以现有设施为依托，创建集自然观光、山地高尔夫、野营、度假别墅等项目

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度假区。 

加强环境保护，维持原有自然环境和景观资源。 

 

3.下沙地区：公众型滨海旅游地与滨海社区 

充分利用该片区具有优良的区位条件、充足的土地储备和优质的沙滩等优势

条件，整合现状已有旅游设施，将下沙建成面向珠三角地区中等收入家庭的滨海

旅游度假区，并成为整个东部滨海旅游区的旅游服务基地。 

 

4．桔钓沙地区：运动型滨海休闲地 

作为通向大鹏南部海滨公园的入口，是观光者聚集中心，将成为一个运动者

的天堂，可以享受帆板、野营、沙滩娱乐等运动乐趣，同时也可以成为培训基地

和生态资源保护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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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冲地区：国际级滨海旅游胜地 

规划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水准的五星级滨海旅游胜地和适度的高尚住宅及相

关的高质量旅游项目。 

凭借无以伦比的资源优势，发展成为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大型的、滨海旅游

胜地，全面提升东部滨海地区的形象。 

建议由国际化的知名公司进行统一的开发，防止低层次的开发项目的进入。 

 

6．其他小型发展地带 

规划还确定了将羊筹湾—半天云、沙鱼涌、鹅公湾、东冲作为小规模发展地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