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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范围

本次控制性详细研究范围西至中泰路，东至 205 省道，南至乌玛

高速南侧，北至蓝丰化工，规划研究范围总面积 45.98 平方公里。工

业园区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面积 28.92 平方公里。

图1 区位图

二、规划目标

园区建设以提升精细化工、冶金等资源型产业发展水平，向高精

尖发展方向迈进；大力提升精工制造、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规模和发展质量，形成精细化工、冶金等资源型产业，新能源、节

能环保等精工制造产业，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产业三足鼎立的发展态

势；强化工业互联网等5G新技术在园区生产和管理中的应用，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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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智慧化的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将园区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

三、功能定位

中卫工业园区将借势中卫城市魅力，坚持生态承载红线，发挥

交通物流枢纽优势，依托特色资源条件，大力拓展开放创新，集聚

园区新兴产业要素，逐步实现产城融合，构筑面向现代产业的新一

代园区。规划将园区定位为：

——中国算力之都

聚焦宁夏枢纽“一集群”（全国一流绿色数据中心集群）“双

中心”（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三基地”

（国家‘东数西算’示范基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基地、国家级数

据供应链培育基地）建设任务，紧扣算力引领、融合赋能、产业培

育三大方向，围绕“算存一体、智算优先”，推动全区新建大型、

超大型、新型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均在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布局，实

施基础设施提升、算力供给倍增、数实融合赋能、全产业链联动发

展、安全保障升级五大行动，建设国家重要的算力保障基地、战略

数据灾备基地和算力调度交易中心，打造大数据产业引领区，把数

字算力产业培育成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逐步建设成

为“中国算力之都”。

——西部精细化工/冶金及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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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临空条件及东部产业转移的契机，培

育区域创新发展力。大力推进园区从“资源生产”向“知识生产”

的过度。推动地区制造业扩大能级、提升质量，以产业集聚吸引人

口 ，以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经济建设，以高品质的制造业带动区域经

济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努力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制造业潜在

动力；培育创新创业意识，激发区域经济活力。

——沿黄生态经济带产城协同发展示范区

有序集聚打造中卫工业园区与中卫城区，中宁工业园区逐步提

升空间利用效率，巩固资源利用的传统优势产业，并积极进取，实

现产业链的生态化、循环化、纵深化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使

三产配置合理，相互协调互动，增强经济竞争力；继承和发扬传统

文化精髓，促进文化生活繁荣，加强相关文化设施建设；立足现状

环境问题，构建和谐安全的生态环境体系，形成功能互补、集约高

效的产业集聚区和城镇化推进区。

四、规划规模

1、人口规模

规划中园区就业人口规模6万人左右。

2、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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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用地的完整性和功能的连续性，本次规划研究在45.98平

方公里的范围展开。开发建设在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总量控制在

28.92平方公里以内。

五、功能结构

规划形成“一心两轴三片”的空间发展结构。

“一心”：综合配套服务中心，工业区综合管理、商务办公等

职能，是园区的服务核心，是展示工业区形象、服务品质窗口。

“两轴”：横向产业拓展轴，纵向产城联动轴。

“三片”：东部发展片、中部发展片和西部发展片三大片区。

东部发展片：以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中部发展片：以新能源制造、智能制造等精工制造产业为主；

西部发展片：以精细化工、新材料、冶金产业为主；

整体形成“西化中精东数”的产业空间大格局。

图2 功能结构



7

六、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

023）》落实用地性质与分类，确保各类用地与对应产业功能相一

致。园区的性质与功能定位确定其包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商

业、工业、公用设施、绿地等多种土地利用类型，规划在总体规

划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用地性质，完善功能设置，力争做到用地

布局合理，设施配套齐全，环境品质优良。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划

园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8.56

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的0.30%；主要为中卫工业园区消防站建设

项目、中卫市公安局机动车考试中心及涉案车辆停车场、中卫市

公安局工业园区分局办公楼及业务用房、中卫市消防支队培训基

地项目等机关团体用地。

2、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规划

园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17.99公顷，占

城镇开发边界的 0.62%；主要为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公共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其中，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主要以中卫唐兴新能

源有限公司、宁夏元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卫市鑫启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为主，用地规模16.59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

的0.57%。公共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主要是加油加气站用地，加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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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站共6处，现状4处（城镇开发边界内2处），规划2处，用地规

模1.42公顷。

3、工业用地

园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工业用地2654.05公顷，占城镇开发

边界的91.8%，规划保留现状工业用地，结合产业布局规划一类工

业用地和二类工业用地。其中一类工业用地为395.33公顷，占城

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13.67%；其中二类工业用地895.39公顷，占

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30.97%；三类工业用地为1363.34公顷，占

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47.16%。

园区的项目引进以“生态环保型”企业为主体，对生产企业

的性质应予以十分严格的环保要求控制。提倡推进企业技术进步，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利用“大企业集团园区”的优势，引导

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进品牌建设，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加强

行业管理，推动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

4、交通运输用地规划

园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交通运输用地45.11顷，占城镇开发

边界的1.56%，包括：

（1）城镇村道路用地

规划城市道路用地为38.98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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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规划公共交通首末站一处，占地1.67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

内用地的0.06%。

（3）社会停车场用地

园区现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1处，占地为4.47公

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0.15%；社会停车场1处，占地为

0.97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外）。

5、公用设施用地规划

园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公用设施用地112.95公顷，占城镇

开发边界的3.91%。

（1）供水用地：规划保留1处中水设施，位于中云路与宁钢

大道交叉口西南角地块，规划1处给水设施（开发边界外），1处

中水设施，位于西云大道西侧，供水用地用地面积14.11公顷，占

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0.49%。

（2）排水用地：保留1处排水设施，位于中云路与宁钢大道

交叉口西南角地块，规划一处排水设施，位于西云大道西侧，排

水用地用地面积20.63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0.71%。

（3）供电用地：设置13处供电设施，现状5处，分是金梁110

千伏变电站、新星110变电站、美利110KV变电站（开发边界外）、

塞上330KV变电站（开发边界外）及国能中卫热电项目。规划8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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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处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其余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研究范围内，

供电用地面积72.16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2.5%。

（4）环卫用地：设置环卫用地4处，现状1处（开发边界外），

规划3处，用地面积1.11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0.04%。

（5）消防用地：园区设置5座消防站，现状2处，规划3处，

消防用地面积4.94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的0.17%。

6、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园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53.14公顷，占

城镇开发边界的1.81%，全部为防护绿地。

规划保留部分现状道路两侧已形成的防护绿地。其他道路结

合城镇开发边界及道路红线宽度设置防护绿地。

图3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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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绿地景观规划

遵循整体性原则对区域内景观系统结构进行规划。

规划形成“两点，多廊”的景观体系结构。在生态上要进行

保护、在视觉上进行美观、在体验中增加乐趣、整体提高景观的

利用效率和利用效果。突出体现工业区特有景观风貌。

两点主要基于大片公共绿地和管委会所在区域形成的城市景

观中心。

多廊主要指以道路两侧绿化带形成的多条景观廊道。

图4 绿地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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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路交通规划

1、对外交通

东西向通道：东西向强化中卫工业园区与中宁工业园区、腾

格里额里斯镇、迎水桥镇的联系。东西向形成两条区域联系干道：

宁云路、中云路。宁云路东西双向延伸，向东至中宁工业园区，

衔接乌玛高速中宁工业园区出入口；向西至腾格里额里斯镇、腾

格里沙漠通湖草原旅游区，衔接乌玛高速中卫西出入口。中云路

东西双向延伸，向东至中宁工业园区，衔接卫宁联络线；向西至

迎水桥镇，衔接迎闫公路。

南北向通道：南北向强化中卫工业园区与中卫城区的联系。

现状主要有三条通道：宁钢大道、西云大道以及205省道。

2、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形成“三横六纵”的主干路网骨架，主要承担园区内各

片区对外的交通流，其中，“四横”包括宁云路、夏云路、中云

路；“六纵”包括中泰路、宁钢大道、沃云大道、柔石路、西云

大道、祥云路。次干道路网用于分担园区内各片区间的交通流；

支路为主干路及次干路的联系通道，起集疏散交通作用。完善规

划地段内的支路网体系，以解决内部交通，加强各功能用地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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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性。作为核心地段，完善的支路网体系也同时起着地段内部与

景观联系的重要作用。

园区道路划分为三个等级：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

（1）主干路

主干路是工业区道路网络的骨架，是联系工业区各功能分区

的交通性干道。规划园区主干路红线宽度为16-24米，设计车速为

40—60 公里/小时，园区主干路长度为93.42km。

（2）次干路

次干路是园区内部区域间联络性干道，兼有集散交通和服务

性功能。规划园区次干路红线宽度为8.5-16米，设计车速 30-40

公里/小时,园区次干路长度68.53km。

（3）支路

园区支路为园区地块内弹性道路，根据园区入驻企业及现状

情况进行灵活设置。

3 、停车场

（1）社会停车场

规划社会停车场主要考虑区内车辆和外来车辆的停放，规划

在管委会南侧（城镇开发边界外，研究范围内）设置1处社会停车

场，占地面积0.97公顷，停车位数量350个。

（2）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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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行业标准《化工园区危险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建设标准（T

/CPCIF0050-2020）》，园区西部现状布置1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专用停车场，占地面积4.47公顷，主要服务临近的化工企业。

图5 道路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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