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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支撑 

1.2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以工业为主擎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

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支持雅安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和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 

要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时间上同步演进。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工业兴省，大力实施制造强省战
略，在优势产业高端化上做文章，在传统产业新型化上下苦功，在新兴产业规模
化上求突破，以工业为主擎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数字四川，推动基础设施信息化升级，推动企业行业信息化改造，推动
经济社会信息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政策支撑 

1.3 中国共产党雅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三城三示范”引领绿色高质量发展，把高水平建设雅州新区作为全市“头号工程” 

大会报告提出，“川藏铁路第一城、绿色发展示范市”的总体发展定位，具化为
“三城三示范”的内涵，高水平建设雅州新区，加快三区同城化发展，将引领雅安
市未来五年的发展。 

要聚焦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向规模化发展、大数据产业向
多元化拓展、特色农业向高端化迈进、现代服务业向品质化提升，突出园区主阵地
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按照“一年起步、三年成势、五年基本成型”总体目标，加快
建设雅安“产业之翼、未来新城”。 

1.4 中共雅安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依托名山站、天全站等站点，布局适铁型产业和现代商贸物流、绿色建材等产业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先进材料、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四大主导产业，培育文旅会节、
体育、康养等特色产业，促进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导产
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打造低碳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新区，建强雅安“产业之翼”。 

推动数字经济和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以信息化驱动现代
化，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特色数字产业集群。 

着力构建以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特色消费品三大优势产业为支柱，以电子信息、
储能及钒电池、氢能三大新兴产业为补充的“3+3”现代制造业新体系。 

“一区一地引领、四化同步推进、雅州新区示范”总抓手。 



1、 政策支撑 

1.6 经开区化工园区申请成功 

永兴化工园区批复面积 2.5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绿色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产业。 

按照“一区两城”错位布局、协同发展理念，围绕大数据、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大健
康、体育等特色产业，优化雅州新区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功能布局，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支持经开区高水平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
以锂电新材料为代表的先进材料及现代物流等产业。 

支持成雅新城建设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试验区，重点发展文旅会节、装备制造、表面处
理绿色循环等产业。 

支持文教新城创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大力发展体育、文旅、康养等产业，打造高品
质宜居新城。 

1.5 关于以绿色发展示范引领高水平建设雅州新区的意见  （雅委发〔2022〕3 号） 

为雅州新区发展目标与主要任务进行整体部署 

永兴化工园区获得四川省批复，为化工工业发展搭建平台 



六大版块： 

姚桥-大兴组团、老城组团、北郊组团、草坝组团、名山组
团、经开组团 

经开区组团定位（智慧新城）：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渝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物流交通门户、
宜业宜居宜学的产业发展高地。 

草坝组团定位（文教新城）： 

国家体育产业创新试验区、川西教育中心，宜学宜业宜游宜居的产
城融合示范。 

 

 

三大核心片区： 

雅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教新城、成雅新城 

2、 规划衔接 

2.1 《雅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主城“六大” 版块引导产业错位发展 

文教版块 

名山组团 

大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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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郊组团 

经开组团 

姚桥-大兴组团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现代物流产业功能片区 

老城组团 

国土空间规划引导经开产业错位发展，预留雅州新区城镇开发边界70.54平方公里 

雅州新区“三大核心片区”重点发力 



2、 规划衔接 

2.2 《雅州新区发展规划》 

打造雅安产业之翼、未来新城，形成引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构建雅州新区 
 “一区两城、三轴一带”的总体发展格局。 

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教新城、成雅新城 

经开区：强化优势、龙头牵引 

围绕高水平建设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目标，强化全市战略产业统筹，做强经济
主干。集中核心优势资源，统筹布局数字经济产业功能片区、先进材料产业功能
片区、现代物流产业功能片区等三大产业功能片区，打造主导产业核心区。 

成雅新城：绿色协作、转型培优 

以成雅工业园为核心，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产业协作示范基地，担负
“川藏经济协作”前沿阵地和试验区的责任，集中优势资源，合理布局装备制造
产业功能片区、清洁能源产业功能片区、文旅会节产业功能片区等产业功能片区。 

文教新城：特色引领、融合联动 

聚焦特色产业培育，立足文教新城体育、教育设施资源和山水自然资源，融合
布局体育产业功能片区、文旅产业功能片区、康养产业功能片区等三大功能片区，
打造高品质宜居新城。 

发展规划进一步阐述了经开区各个片区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 



2.4《雅安市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2、 规划衔接 

2.5《雅安市“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高水平构建“1+1+N+1”的物流发展空间布局 
1个陆港型物流枢纽和综合型物流中心——雅安物流园 

599.76公顷，打造国家级对藏物资集散枢纽，主要承担进出藏生产物资、川藏铁路基建物资、应急物
资集散功能，联合雅安无水港争创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1个功能性物流产业园——川藏物流（旅游）产业园 

80公顷，打造国家级应急物资和战略物资储备调拨配送基地、公铁联运综合型物流园区。 

以雅州新区为核心构建“两主两辅”物流园区布局 

“两主”为雅安物流园、雅安无水港。雅安物流园定位为国家级对藏物资集散枢纽；雅安无水港物流园
定位为川西水运物流桥头堡、公铁水多式联运示范基地。 

“两辅”为雅安机场物流园、成雅工业园物流园。雅安机场物流园定位为雅安航空物流枢纽，主要承担
生鲜、贵重药材等高附加值产品中转及运输；成雅工业园物流园主要服务园内企业，提供运输、配送、
中转等物流配套服务。 

建成“二主二辅二支”的铁路网络，实现“成渝地区西向门户枢纽”发展目标 



要求： 

将雅安市行政区域划分为若干环境管控单元，在一张图上
落实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目标管理、资源利用管控要求，
按照环境管控单元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构建环境分区
管控体系。 

管控分区： 

雅安市共划定环境综合管控单元35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8个，重点管控单元一共21个，一般管控单元6个。 

雅州新区“一区两城”大部分被划入了工业空间重点管控
单元 

雅州新区严格落实管控要求及准入清单： 

雅州新区落实雅安市普适性管控要求-工业重点管控单元 

雨城区重点管控类-工业重点环境管控单元 

雨城区重点管控类-工业重点环境管控单元 

2.6 《雅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2、 规划衔接 

坚守底线，筑牢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协同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3、 总体定位 

规划愿景 

“雅安产业腾飞之翼，川藏未来绿色新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连接西部的主阵地和主平台 

高水品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的核心区 

引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总体定位 

雅州新区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成渝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 

雅安市经济增长引擎 
雅州新区先导起步区 

4.1 规划定位 

4、经开区—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4.2 现状建设分析 
 
土地使用现状（同口径） 

现状土地使用情况统计表 

规划研究范围为3506.67公顷，城镇开发边界面积约为3118.17公顷，以农用地为主，
其中农用地面积约1969.35公顷，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约843.67公顷，区域基础设施用
地面积约224.46公顷，其他建设用地面积约23.7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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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类型 
面积（公顷） 

开发边界内 开发边界外 

耕地 520.50  106.22  

园地 905.14  28.27  

林地 484.10  117.63  

草地 16.20  2.45  

湿地 0.09  2.86  

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 36.16  2.47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畜禽养殖设施
建设用地、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7.25  0.74  

小计 43.41  3.21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611.11  6.24  

村庄用地 232.56  17.07  

小计 843.67  23.31  

区域基础
设施用地 

公路用地 170.82  12.88  

铁路用地 44.18  5.04  

水工设施用地 9.46  4.49  

小计 224.46  22.41  

其他建设
用地 

特殊用地 3.75  0.01  

采矿用地 20.04  0.45  

小计 23.79  0.46  

陆地水域 56.81  81.68  

合计 3118.17  388.50  

总计 3506.67  

4、经开区—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4.3 现状建设分析 
 
现状产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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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整车制造企
业（1家）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汽车配件制造企
业（15家） 

四川省雅安市羌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后桥差速器十字轴 

雅安富君铸造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铸造生产 

四川名齿齿轮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用齿轮 

四川吉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汽车半轴、板牙 

四川联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取力器、推力杆 

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前后桥 

雅安宸皓机械有限公司 汽车用 

雅安鸿源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及高铁零部件 

雅安航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雅安市凯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零部件 

雅安鸿志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零部件 

其他装备制造企
业（3家）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静压设备、防弹产品等 

四川凤临机床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机床制造 

四川迪岸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铁路运输机械装备 

金属制品制造（2

家） 
雅安镕泰重工有限公司 建筑工地施工材料 

四川帕瑞斯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精密铸件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1 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 化成箔 
2 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球形氧化铝/氮化硼等导热材料 
3 雅安远创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陶瓷锆材 
4 九晶（雅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单晶硅 
5 雅安格纳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学玻璃 
6 四川高铭科技有限公司 单晶硅 
7 雅安世佳微尔科技有限公司 微纳米铁 
8 雅安成建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 
9 四川雅吉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半导体外延材料 

10 雅安沃克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陶瓷平板膜 
11 四川易卡朋科技有限公司 石墨及碳制品 
12 雅化锂业（雅安）有限公司 氢氧化锂 

现状形成以大数据为特色，新材料、装备制造业为主导的三大产业。 

序号 行业分类 面积/公顷 占比(%) 

1 

C  制造业 

14 食品制造业 7.69  1.51  

2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5.02  6.89  

3 17 纺织业 12.66  2.48  

4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3.12  2.57  

5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0  0.20  

6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61  0.71  

7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2.85  20.13  

8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36  0.66 

9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4.80  6.81  

10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22  1.02  

11 33 金属制品业 7.69  1.50  

12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8.37  3.59  

13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7.33  1.43  

14 36 汽车制造业 61.86  12.11  

15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99  2.35 

16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80  5.44  

17 E  建筑业 48 土木工程建筑业 3.16  0.62  

18 F  批发和零售业 51 批发业 7.91  1.55  

19 J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44.91  8.79  

20 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81  3.29  

21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1 租赁业 0.67  0.14  

22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59.67  11.68  

23 7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3.53  4.60 

合计 511.02 100.00  

共涉及6大类、23个行业分类。其中化工新材料30.12%，专业装备制造13.32%，汽车制造业12.58%，大数据服务业
12.56%，研究和试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12.14%，共占80.72%。 

14 食品制造业, 7.69 15 酒、饮料和精

制茶制造业, 35.02 

17 纺织业, 12.66 

20 木材加工和

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13.12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1 

24 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

制造业, 3.61 

[类别名称],[值] 

29 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 3.36 

食品制造业

7.69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 5.22 33 金属制品业, 7.69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8.37 

35 专用设备制造

业, 7.33 

36 汽车制造业, 

61.86 

38 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 11.99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8 

51 批发业, 7.91 

[类别名称],[值] 

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52.41 

71 租赁业, 0.67 
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59.67 

7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

务业, 23.53 

4、经开区—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一带链景 
两轴引领 
三区协同 

一带 
依托名山河的生态景观带 
 
两轴 
雅安东进发展轴 
创新产业联动轴 

三片区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雅州新区门户片区）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永兴化工园及毗邻区域）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   （名山火车站） 

南拓 

北融 

14 

东进 
构建公园城市发展理念空间格局 

西连 

14 人城境业 
城在园中，城中有园 

4.4 规划结构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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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功能布局 

高水平建设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做强经济主干 
统筹布局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三大产业功能片区，打造主导产业核心区。 

产业发展 
片区  

建设及产业发展方向 

雅云数智科技
城功能片区 

雅云数智科技城是一个综合型片区，主要发展数字经济产业。 
服务功能：结合区位优势，打造雅州新区门户节点，形成提供商业、文化等城市

综合服务功能的城市会客厅。聚焦服务的职能，发展总部经济，培养国际贸易、金
融、文娱、研发设计等服产业。结合大数据产业园建设及城市配套服务建设，打造
产城融合组团。运用数字智慧技术结合社区生活，整体打造产教城融合发展的“未
来智慧城区”。 

数字经济产业功能片区重点建设成渝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聚力发展以大数据为
代表的数字经济，在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应用和人才培训等领域加强部署，
做强大数据产业基础，推进“大数据+”数字赋能，打造数字化应用创新示范区。结
合数字经济产业空间布局特点，引导大数据产业链上下游集中布局，推动产业空间
节约集约利用。围绕核心产业布局科研服务设施，完善产业生态圈构建。 

先进材料产业
功能片区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重点建设服务成渝的绿色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聚力发展以锂电新材料为代表的先进材料，在锂电材料、电子新材料、金属材料

以及功能性材料等方面加快布局，持续引进上下游重点企业，先进材料产 业打造千
亿级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其中，锂电材料聚焦高端锂盐、锂电正极材料、关键配套
材料等产业领域；电子信息材料聚焦电子导热材料、晶硅材料、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等产业领域；金属材料聚焦新能源电池隔膜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元器件关键材料
及车身轻量化材料等产业领域；功能性材料聚焦高分子材料、绿色精细化学品等产
业领域。统筹永兴片区产业资源，合理布局细分领域专业园区，集中布局共享生产、
生活配套，完善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套。支持芦山、宝兴等六县产业转型与复兴，
适当预留空间引入飞地产业，有机衔接及支撑雅州新区主导产业集群。 

川藏铁路物流
枢纽功能片区 

重点建设国家级对藏物资集散枢纽，主要承担进出藏生产物资、川藏铁路基建物
资、应急物资集散功能。 

着重发展铁路货运物流、适铁材料和铁路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其中，铁路货运
物流以川藏物资集散为重点，以应急物流、冷链物流为辅，形成物流和批发贸易的
集聚区（川藏铁路北侧布局农副产品批发贸易），同时为远期发展保税物流做铺垫。
依托川藏铁路沿线空间规划相对集中的工业用地，布局适铁型产业，包含适铁材料 
和 铁路装备制造，为川藏铁路建设提供配套。为保障物流运输，配置货运车辆检修、
保养的专用场所。 

521.78公顷 
545.47公顷 

362.40公顷 

308.01公顷 

297.39公顷 

398.09公顷 

105.77公顷 

124.39公顷 

84.68公顷 
317.10公顷 

164.40公顷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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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5公顷 

产业发展片区 组团名称 总面积规模(公顷)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产城融合组团 521.78 
大数据产业组团 545.47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电子信息材料组团 362.4 
功能性材料组团 398.09 
锂电材料组团 605.4 
新型建材加工区 124.39 
永兴生活配套区 105.77 
特色消费品加工区 67.85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 
适铁材料和铁路装备制造组团 164.4 

铁路货运物流组团 317.1 
枢纽生活配套区 84.68 



雅云数智科
技城功能片

区 

数智慧科技城是一个综合型片区，主要发展数字经济产业。 

服务功能：结合区位优势，打造雅州新区门户节点，形成提
供商业、文化等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城市会客厅。结合大数据
产业园建设及城市配套服务建设，打造产城融合组团。聚焦服
务的职能，发展总部经济，培养国际贸易、金融、文娱、研发
设计等服产业。运用数字智慧技术结合社区生活，整体打造产
教城融合发展的“未来智慧城区”。 

数字经济产业：重点建设成渝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聚力
发展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数据存储、数据计算、
数据应用和人才培训等领域加强部署，做强大数据产业基础，
推进“大数据+”数字赋能，打造数字化应用创新示范区。结
合数字经济产业空间布局特点，引导大数据产业链上下游集中
布局，推动产业空间节约集约利用。围绕核心产业布局科研服
务设施，完善产业生态圈构建。 

已有支撑 
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学院、人才公寓等 
城市会客厅（含总部经济和商展内容）、法务中心、雅职院、

贸易学院等 

4.5 功能布局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大数据产业园 

大数据学院 

人才公寓 

城市会客厅 

法务中心 

雅职院 

贸易学院 

总部经济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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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功能布局 

先进材料产业
功能片区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重点建设服务成渝的绿色新材料
产业集聚区。 

聚力发展以锂电新材料为代表的先进材料，在锂电材料、
电子新材料、金属材料以及功能性材料等方面加快布局，
持续引进上下游重点企业，先进材料产业打造千亿级先进材
料产业集群。其中，锂电材料聚焦高端锂盐、锂 电正极材
料、关键配套材料等产业领域；电子信息材料聚焦电子导热
材料、晶硅材料、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等产业领域；金属材料
聚焦新能源电池隔膜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元器件关键材料
及车身轻量化材料等产业领域；功能性材料聚焦高分子材料、
绿色精细化学品等产业领域。 

支持芦山、宝兴等六县产业转型与复兴，适当预留空间
引入飞地产业，有机衔接及支撑雅州新区主导产业集群。 

已有支撑 雅化锂业、厦钨、神虹化工、巨宏新材料等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化工园区扩区至7.13平方公里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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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问题解决方案 

特色消费品加工区 
按照“尊重历史、限制规模、确保安全”的原则，
将太时生物、源香食品、庄园动物保健品等项目
所在区域规划为特色消费品加工区。各组团的划
分充分考虑了化工园区扩区对其他组团安全、环
保影响，严守安全和环保底线。 

现状智能制造数字赋能 
位于产业大道以西的现状重要智能制造企业，在
大数据产业的赋能之下，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改
造，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智慧化产业园区”等，
体现数字产业化应用。 

成雅新城作为装备制造的增量空间。 

4、经开区—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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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功能布局 

川藏铁路物流
枢纽功能片区 

重点建设国家级对藏物资集散枢纽，主要承担进出藏

生产物资、川藏铁路基建物资、应急物资集散功能。 

着重发展铁路货运物流、适铁材料和铁路装备制造

等产业领域。 

其中，铁路货运物流以川藏物资集散为重点，以应急物

流、冷链物流为辅，形成物流和批发贸易的集聚区（川藏铁

路北侧布局农副产品批发贸易），同时为远期发展保税物流

做铺垫。 

依托川藏铁路沿线空间规划相对集中的工业用地，布局

适铁型产业，包含适铁材料 和 铁路装备制造，为川藏铁路

建设提供配套。 

为保障物流运输，配置货运车辆检修、保养的专用场所。 

从时间维度考虑，短时间内川藏铁路、渝自雅铁路不能

形成货运廊道，铁路物流枢纽发展近期需要适铁型产业的补

充，中期铁路货运做支撑，远期势必会发展保税物流。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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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产业细分引导 

片区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建议优先引入 

雅云数智科技城
功能片区 

I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I63 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 I631 电信 

I64 互联网及相关服务 I641 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I642 互联网信息服务、I643 互联网平台、I644 互联网安全服务、I645 互联网数据服务 

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I653 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I654 运行维护服务、I655 信息处理和储存支持服务、I656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I657 数字内容服务等 

M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M73 研究和实验发展 M7320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数字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新材料研究与试验发展） 

先进材料产业功
能片区 

C 制造业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C2611 无机酸制造、C2613 无机盐制造、C2619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C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C2651 初级形态
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C2659 其他合成材料制 
造、C2664 文化用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C28 化学纤维制造业；C29 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 

C2832 生物基、淀粉基新材料制造；C283生物基材料制造、C2921 塑料薄膜制造（铝塑膜） 

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C3024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C3033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C3034 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C3091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C309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碲化镉、钒、高纯氧化铝、氧化钛、二氧化硅) 

C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C3251 铜压延加工、C3252 铝压延加工 

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C3562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C3563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锂电池生产设备） 

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9 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 

C3841 锂离子电池制造；C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川藏铁路物流枢
纽功能片区 

C 制造业 
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C3714 高铁设备、配件制造、C3715 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C3716 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C3719 其他铁

路运输设备制造 

F 批发和零售业 F51 批发业、F52零售业 F5193 互联网批发、F5292 互联网零售 

G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G53 铁路运输业、G58 多式联运和运输
代理业、G5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G60 

邮政业 

G531 铁路旅客运输、G532 铁路货物运输、G533 铁路运输辅助活动、G581 多式联运、G582 货物运输代理、G591 装
卸搬运、G592 通用仓储、G593 低温仓储、G602 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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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用地支撑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3118.15公顷。 
 
 服务用地：520.04公顷，16.86%。 
其中居住用地179.73公顷，公服171.57公顷，商服
168.74公顷。 
 

 产业用地：1572.06公顷，50.96%。 
其中工业用地1380.51公顷，物流仓储191,55公顷。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城镇开发边界：1684.77公顷。 
           服务用地：148.75公顷，8.90% 
           产业用地：1068.70公顷，63.94%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城镇开发边界： 858.75公顷。 
           服务用地：319.83公顷，37.78% 
           产业用地：225.51公顷，26.64%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 
城镇开发边界 ：574.64公顷。 
           服务用地：51.46公顷，9.08% 
           产业用地：277.85公顷，49.00% 

其中：308.01公顷           

序
号 

用地代
码 

类别名称 面积（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

地比例 

1  R 居住用地 179.73  5.83% 

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 
171.57  5.56%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68.74  5.47% 

4 M 工业用地 1380.51  44.75% 

5 W 物流仓储用地 191.55  6.21% 

6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497.74  16.13% 

7 U 公用设施用地 40.98  1.33% 

8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454.10  14.72% 

H11 城市建设用地 3084.91 100.00% 

E1 
城镇开发边界内非建设

用地（水域） 
33.24 —— 

城镇集中建设区 3118.15 —— 

9 
城镇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道

路+村庄建设用地） 
39.91  —— 

10 
城镇开发边界外非建设用地

（水域+农林用地） 
348.59  —— 

规划研究范围 3506.66  —— 

经开区城镇开发边界统计（公顷） 

片区划分 城镇集中建设区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858.75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1684.77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

区 
574.64 

总计 3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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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划分 拟选址工业用地(公顷)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186.91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
区 

156.68 

总计 343.59 

4.7 用地支撑 

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拟选址用地 

 

拟选址用地：343.59公顷。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186.91公顷，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156.68公顷。 
 太时生物项目  约95.05亩 

锂渣项目  约32.39亩  

其亚型材项目 约1284.54亩 

紫金矿业项目  约966.70亩   

危爆品车场预留  约163.17亩 

神虹化工芒硝综合利用项目  约65.67亩   

\ 

浩谷加氢制氢项目预留  约54.19亩 

浩谷加氢制氢项目  约18.22亩   

高盛锂业、雅能达预留  约152.80亩 

高盛锂业项目  约50.03亩   

威乐格瑞项目  约59.38亩 

厦钨二期项目预留  约400.29亩 

中氟华特气体项目  约256.59亩     

 

拟选址项目基本符合产业片区功能 

雅化锂业三期项目  约345.13亩     

盛丰钛材  约60.43亩   

盛丰镁材  约63.64亩   

川藏油气项目 约163.01亩 

无水港多式联动项目  约447.20亩  

雅茶园项目  约104.75亩  

凯安琳项目  约20.08亩   

物流园车辆检修、保养项目  约350.64亩  

4、经开区—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雅化民爆项目  约296.10亩   



 总净建设用地：2186.96公顷； 
 未来可供净用地：1306.19公顷，其中：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117.37公顷，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846.98公顷，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  341.84公顷。 

4、 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4.7 用地支撑 

可供居住用地 

可供商业用地 

可供物流仓储用地 

可供工业用地 

厦钨及其周边：未来可供净用地：188.34公顷           

 雅云数智科技城功能片区： 
总净建设用地： 566.64公顷； 
未来可供净用地：117.37公顷， 
其中：产城融合组团：319.83公顷， 
          大数据产业组团：36.54公顷。 

 先进材料产业功能片区： 
总净建设用地： 1209.90公顷； 
未来可供净用地：846.98公顷， 
其中：电子信息材料组团：319.83公顷， 
          功能性材料组团：36.54公顷； 
          锂电材料组团：324.21公顷， 
          新型建材加工区：21.56公顷， 
          永兴生活配套区：58.17公顷。 
          特色消费品加工区：24.97公顷。 

 川藏铁路物流枢纽功能片区： 
总净建设用地： 410.43公顷； 
未来可供净用地：341.84公顷， 
其中：枢纽生活配套区：51.46公顷， 
          适铁材料和铁路装备制造组团：110.78公顷， 
                铁路货运物流组团：179.60公顷 

产业发展片区 
总净建设用
地（公顷） 

未来可供净建设用地（公顷） 

片区名称 组团名称 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其他交通 
设施用地 

总计 
总计 其中：拟选址用地 

雅云数智科技
城功能片区 

产城融合组团 258.99 32.95 46.14 —— 1.74 —— 80.83  —— 
大数据产业组团 307.65 7.28 26.59 —— 2.67 —— 36.54  —— 

小计 566.64 40.23 72.73 —— 4.41 —— 117.37  —— 

先进材料产业
功能片区 

电子信息材料组团 224.97 8.70 18.45 —— 152.96 —— 180.11  —— 
功能性材料组团 302.02 —— 3.51 —— 234.45 —— 237.96  79.70 
锂电材料组团 487.03 —— —— —— 324.21 —— 324.21  97.37 
新型建材加工区 66.31 —— 4.70 —— 16.86 —— 21.56  2.16 
永兴生活配套区 74.87 54.97 3.20 —— —— —— 58.17  —— 
特色消费品加工区 54.70 —— —— —— 24.97 —— 24.97 7.68 

小计 1209.90 63.67 29.86 —— 753.45 —— 846.98  186.91 

川藏铁路物流
枢纽功能片区 

铁路物流货运组团 235.62 —— 12.53 167.07 —— —— 179.60  47.66 
适铁型材和铁路装

备组团 
112.89 —— —— —— 110.78 —— 110.78  85.64 

枢纽生活配套区 61.91 17.51 10.57 —— —— 23.38 51.46  23.38 
小计 410.43 17.51 23.1 167.07 110.78 23.38 341.84  156.68 

总计   2186.96 121.41 125.69 167.07 868.64 23.38 1306.19 343.59  



4.8 交通支撑 

形成内外互联互通的交通格局，强化
组团联系，产城道路一体化。提高道
路网络的韧性，加强应急救灾保障能

力。 

名山站 

化工园区专用
轨道通道预留 

两条铁路、三条高速 

三条快速、干路成网 

4、经开区—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经开区内部交通生活型干道与物流型
干道相对分离，强调货运通畅，生活
安全。 

强化组团功能互通。 

 

生活型干道 

物流型干道 

高速路 

快速路 

生活型干道 

物流型干道 

建议增加联
系通道 

隧道 

4、 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4.8 交通支撑 



4.9 市政支撑 

最高日用水量为15.38万吨/日。规划范围内设置
三座水厂，雅安工业园水厂供水规模达到3万吨/
日，雅安工业园二水厂规模达到3万吨/日，永兴
自来水厂规模达到10万吨/日。 

雨水工程规划 给水工程规划 

范围内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体系，即管道分别收
集雨水和污水，各自独立形成系统。 

污水工程规划 

总污水量为8.4万吨/日。设置三座污水处理厂，三
处污水提升泵站，名山工业污水处理厂规模3万吨/
日，永兴污水处理一厂规模3万吨/日，永兴污水处
理二厂规模3万吨/日。 

电力工程规划 

用电负荷为80.54万kW。形成多回保电体系，一
座220kV变电站和6座110kV变电站。 

规划范围内设置电信支局1座，位于永兴片区。 

通讯工程规划 燃气工程规划 

范围内设置两座配气站，分别为名山配气站和永
兴配气站。 

垃圾转运站：规划范围内设置7座垃圾转运站。生
活垃圾实现封闭化储运，由环卫部门负责管理，
统一运至雅安；生活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 

环卫工程规划 化工园区预留15米市政环线廊道 

4、经开区—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国家体育产业创新试验区 

服务川西辐射藏区的教育中心 

成渝后花园、五宜幸福地的样板地 

高品质宜居新城 总体定位: 
 

功能定位: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布局与城市功能融合发展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产业重心:    
 

5.1 规划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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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位：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坝组团 

用地以农林用地为主，工业用地为辅。 

其中，农林用地：9.63平方公里    工业用地：1.25平方公里 

           教育用地：0.15平方公里 

产业以机械制造、化工、羽绒制品、建筑材料、汽车生产等 

传统产业为主。现状产业布局分散，部分产业效益低，产业 

之间关联性不足，产业亟待转型升级。 

 现定位：雅州新区文教新城 

体育产业集群：雅州新区体育馆、四川国际赛事中心、金熊猫体育制造园等 

文旅产业集群：江南综合高中、雅安成实外学校、产学研中心等 

康养产业集群：蜀天星辰、康达山水城等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2 产业定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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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投运和在建： 

     共计项目49个，用地总面积3.57平方公里。其中34个项目

用地符合在编国土空间规划，占地3.25平方公里；15个项目不

符合空间规划且不符合文教新城产业布局，占地0.32平方公

里， 

需逐步腾退。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3 现状产业分布 



19.59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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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研究范围：19.59 平方公里 

城镇开发边界：11.03 平方公里 

其中： 

  已建成区面积：4.09 平方公里 

    已供已建：3.72平方公里    

     场镇农房：0.37平方公里 

  剩余可开发面积：6.94平方公里 

     批而未供：2.21平方公里 

     已供未建：0.90平方公里 

     未报未供：3.83平方公里     

 

城镇开发边界
11.03km2 

规划研究范围 
19.59km2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4 现状用地分析 



一廊、一心、三区、六组团 

一廊 青衣江生态休闲廊道 

一心 综合服务核心 

三区 

体育产业功能片区 

文旅产业功能片区 

康养产业功能片区 

六组团 

体育运动组团 

加工制造组团 

文化教育组团 

旅游服务组团 

滨江宜居组团 

生态康养组团 

青 

衣 

江 

生 

态 

休 

闲 

廊 

道 

加工制造组团 

体育运动组团 

文化教育组团 

旅游服务组团 

综合服务核心 

文旅产业功能片区 

体育产业功能片区 

滨江宜居组团 

康养产业功能片区 

生态康养组团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5 空间格局 



生态 
康养 

卫
生
服
务 

房
地
产
业 

文
化
体
育 

社
会
服
务 

娱乐业 
住
宿
餐
饮 

康养产业功能片区 

体
育
产
业
功
能
片
区 

文旅产业功能片区 

体育
运动 

体育
组织 

健
身
休
闲 

电
影
录
音 

房
屋
建
筑 

广
播
电
视 

加工
制造 

旅游
服务 

滨江
宜居 

商业
租赁 

文化
教育 

房地
产业 

批发
零售 交通

运输 

住宿
餐饮 

电信
广播 

互联网 

信息
软件 

货币
金融 

资本
市场 保险业 

研发
实验 

科
技
技
术 

教育
培训 

维修
修理 

居民
服务 

文化 
艺术 

新
闻
出
版 

10大类 

34中类 

52小类 

242细类 

三大片区  九个门类 

雅州新区发展规划 

文教新城产业细分 

赛
事
活
动 

仪器
仪表 

农副 
食品 

服装
服饰 

农副 
食品 

食品
制造 

酒饮
茶水 

皮革
羽毛 木竹

藤棕 

印刷
复印 

橡胶
塑料 

电子
通信 

文教
工美 

4、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6 产业细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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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可开发面积6.94平方公里，其中： 

     产业用地：4.46平方公里，占比64.3%； 

     配套用地：2.48平方公里，占比35.7%； 

产业 
类别 

产业用地 配套用地 

 小计 
体育 
制造 

体育 
运动 

文化 
旅游 

教育 
科研 

商业居
住 

绿地
水系 

交通 
用地 

其他 
配套 

产
业
组
团 

体育 0.76 0.71 / 0.14 0.56 0.67 0.19 0.05 3.08 

文旅 / / 0.22 0.90 0.72 0.70 0.34 0.15 3.03 

康养 / / 0.08 0.02 0.35 0.27 0.11 / 0.83 

小计 0.76 0.71 0.3 1.06 1.63 1.64 0.64 0.2 
6.94 

总计 4.46 2.48 

单位：平方公里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7 产业用地支撑 



体育制造及配
套产业 

四川国际赛事中心 

健康社区 
体育场 

培训学校 

产业服务 

商业服务 

商务服务 

行政办公 

旅游服务 

居住服务 

加工制造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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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建设区面积：5.37平方公里 

 剩余可开发面积：3.08平方公里 

体育运动组团 
体育组织，体育场地设施管理，健身休闲活动，室内娱乐活动，

游乐园，休闲观光活动，彩票活动，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与经纪

代理服务，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加工制造组团 
食品加工制造，服装制造，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及相关产业 

体育产业功能片区 

  5.7.1体育产业功能片区 

体育研发 

汽车制造 

仓储物流 

产业用地（2.17） 配套用地（0.91） 

 小计 
体育 
制造 

体育 
运动 

商业 
居住 

教育 
科研 

绿地 
水系 

交通 
用地 

其他 
配套 

0.76 0.71 0.56 0.14 0.67 0.19 0.05 3.08 

单位：平方公里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7 产业用地支撑 



滨江宜居组团 

警训中心 

康养医院 

产学研中心 

检察院/派出所 

商业服务 

商务服务 

行政办公 

旅游服务 

居住服务 

加工制造 

图例 

文体活动 
中心 

雅州新区 
体育馆 

 集中建设区面积：4.83平方公里 

 剩余可开发面积：3.03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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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组团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职业

教育，技能培训、教育辅助及其他教育，人力资源管理，批发

和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业 

旅游服务组团 旅游业，文化艺术业，景区管理及旅游综合服务，电子商务 

滨江宜居组团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服
务，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房屋建筑 

文化教育组团 

文旅产业功能片区 

创智湖 
体育公园 

草坝小学 

成实外 

游客服务中心 

旅游服务组团 

高等教育 
职业学院 

雨城中学 

江南综合高中 

   5.7.2   文旅产业功能片区 

雅安市职业
高中 

商业商贸 

中心湖公园 草坝中学 

蜀天星辰 

青江映月 
润联美家

居 

滨江 
奥斯卡 

康达山水城 

产业用地（1.84） 配套用地（1.19） 

合计 
教育 
科研 

商业 
居住 

文化 
旅游 

绿地 
水系 

交通 
用地 

其他 
配套 

0.90 0.72 0.22 0.70 0.34 0.15 3.03 

单位：平方公里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7 产业用地支撑 



 集中建设区面积：0.83平方公里 

 剩余可开发面积：0.83平方公里 

     

生态康养组团 
康复养护服务，娱乐业，医疗卫生服务，护理机构服
务，药品及其他健康产品流通服务，科技、旅游、体
育、文化会展服务 

   5.7.3   康养产业功能片区 

康养产业功能片区 
医疗康养中心 

文化展示交流 

度假酒
店 

主题乐园 

艺术商街 

精品酒店 

康养度假社区 

商业服务 

商务服务 

行政办公 

旅游服务 

居住服务 

加工制造 

图例 

产业用地（0.45） 配套用地（0.38） 

 小计 
商业 
居住 

文化 
旅游 

教育 
科研 

绿地 
水系 

交通 
用地 

0.35 0.08 0.02 0.27 0.11 0.83 

石碑田小
学 

单位：平方公里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7 产业用地支撑 



对外交通系统 

 

草
永
路 

永兴片区 

多营片区 

高速公路 

快速通道 

主干路 

高速公路出入口 

“一环”路线走向 

图例 

对外交通规划图 

  

内部交通规划图 

 区域：形成“高速公路+快速通道+交通性干

路”的综合路网体系。落实“一环”支撑“三

区”同城化发展 

内部交通系统： 

        

 
  “三横”包括： 
科教路、兴业路、雅东路 
“三纵”包括： 
永兴大道、创业路、茶地坎路 

其中，兴业路北起水津关，南至龟都
府，部分借道G351，全程穿越体育、
文旅两个功能片区，是横贯文教新城
的交通干道；科教路北接体育运动组
团，南至加工制造组团，是联系体育
产业功能片区南北两个组团的产业大
道；雅东路北接大兴街道，东连眉山
洪雅，是连接雅安主城区和新城和龙
片区的主干道。永兴大道西接滨江路，
东至名山永兴街道，也是雅安“一环”
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程连通雅州
新区的“一区两城”；创业路北接物
流通道，茶地坎路北接雅乐高速公路
出入口，两条道路均南跨青衣江接雅
东路，纵连青衣江两岸，是新城内部
交通的重要组成。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8 交通支撑 



给水工程规划 污水工程规划 雨水工程规划 燃气工程规划 通信工程规划 

◉现有污水处理厂一

座，占地75亩，现

处理能力1万m3/d

，计划扩容至3万

m3/d。 

◉范围内采用雨污分

流制排水体系，即

管道分别收集雨水

和污水，各自独立

形成系统。 

◉供气公司：两家，四

川新顺通天然气公司、

雅安市天然气公司。 

◉供气设施：配气站一

座，位于体育馆西南，

规划搬迁至高速路以北

。 

◉日供气能力：工业40

万方/天，民用40万方/

天。 

◉规划通信设施综合

体一处，占地12亩

，位于一环路永兴

大道南侧。 

◉现阶段由永兴水厂

供水，供水能力3万

m3/d。规划新建管

网，由南郊水厂、

第三水厂供水，供

水能力3万m3/d。 

5、文教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5.9 市政支撑 



6、成雅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6.1 规划定位 

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的起步区 



现状城镇人口规模：0.60万人 

现状建设用地：619.49公顷 

 产业以机械制造、轻加工、有色金属为主，相对集

聚； 

 初步形成工业园区、百丈老镇区、百丈湖片区三大空

间组团，组团联系通道依318国道、百马路、新城大

道，相对单一； 

 产城融合不足，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滞后于产业建设。 

建设概况：镇+工业集中区发展模式 

土地利用现状图 

6、成雅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6.2 产业基础现状 



单位：平方公里 

整体产业空间潜力分析 

永久基本农田 

批而未建 

成雅高速 

新
城
大
道 

文旅会节组团 

清洁能源组团 

装备制造组团 

百丈湖 

百丈老镇区 

成雅工业园 

· 

· 
雅州新区成雅新城范围线 
现状建设 
批而未用 
可用增量空间 
城镇开发边界 

图例 

分区 
规划 
面积 

现状建设
面积 

批而 
未用 

可用增量
空间 

文旅会节
组团 

3.70  1.63 0.98 1.09 

装备制造
组团 

18.57 3.17 0.59 14.81 

清洁能源
组团 

8.88 1.87 0.16 6.85 

合计 31.15 6.67 1.73 22.75 

 按照31平方公里的规划范围，批而未用

1.7平方公里，潜在增量空间23平方公

里，且地势相对平坦。 

建设潜力空间分析图 

6、成雅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6.2 产业基础现状 



已建项目2项，合计9.28公顷 

已报及在建项目6项，合计：47.83公顷 
文旅会节组团现状产业项目分布图 

文旅会节组团产业发展现状 

 茶马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特色资源突出；百

丈湖已完成水生态环境整治，建成游客接待中心、茶

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项目； 

 环湖公共开敞空间及景观环境提升建设滞后； 

 环湖缺乏重大市级公共服务设施类资源投放。 

已建项目 

已报在建项

目 

图例 

1 

3 

4 

5 

6 
7 

2 

8 

项目状态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已建项目 
1 百丈湖旅游度假区游客接待中心 
2 百丈安置区 

已报项目 

3 桂花村商住开发 
4 红岩子码头及精品民宿 
5 宏名山庄码头 
6 桂花岛码头 

7 桂花岛项目（川藏铁路论坛会议中心、商业会馆、国际精品度假酒店） 

8 茶叶现代农业产业园 

6、成雅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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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雅工业园发展总览 

入驻企业72家，初步形成三大主导产业集群 

 汽车及零部件为主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绿色家居为主的家居制造产业集群 

 新型建筑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工业经济发展快速，培育规上工业企业14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家，产值过亿企业3家 

 2121年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为21.6亿元，

2017-2021年均增长57.61% 

 2021年园区全年营收21.8亿元，2017-

2021年均增长59.01% 

三大主导产业代表企业 

 装备制造产业：赢信汇通、大黄河 

 家具制造产业：兴伟博家具、壹堂家具 

 有色金属产业：西南铜业、伟裕铝业 

企业类型 企业名称 

家具制造 

兴伟博家具 

一堂家具 

成都会展智造（文创）产业园 

机械制造 
赢信汇通 

力神机械 

有色金属 
西南铜业  

伟裕铝业 

园区优质入驻企业一览表（部分） 

3.5 

8.64 10.26 
12.8 

21.6 

0.00% 

146.86% 

18.75% 
24.76% 

68.75%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0 

10 

20 

3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工业总产值（亿元） 增长率 

2017-2021年园区年工业总产值 

3.41 

8.1 

15.3 16.1 

21.8 

0.00% 

137.54% 

88.89% 

5.23% 

35.40% 

0.00% 

50.00% 

100.00% 

150.00% 

0 

10 

20 

3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营业收入（亿元） 增长率 

2017-2021年园区年营业收入 
产值一家独大，未形成闭合全产业链与产业集群 

 园区工业产值主要靠西南铜业支撑，该企业2022

年1-9完成产值24.6亿元，占园区产值的81%。 

 园区产业均集中在生产加工环节，附加值低，前

端研发设计、后端品牌销售、文化博览环节缺

失，完整产业链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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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组团产业发展现状 

 生产项目集聚于成雅快速路北侧沿线，已建、在建、已报合计12

项，总规模45.36公顷； 

 以新材料、表面处理绿色循环项目为主。 

已建项目6项，合计19.77公顷 

在建项目5项，合计23.19公顷 

已报项目1项，合计：2.41公顷 

2 
3 

4 

5 

6 

1 

7 

8 
9 

10 
11 

12 

项目状态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已建项目 

1 人才公寓 

2 雅安捷峰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3 四川长河塑业有限公司 

4 雅安市蒙鼎科技有限公司 

5 雅安菲特纱线有限公司 

6 四川曼尼威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在建项目 

7 雅安川盾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8 四川金黄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 四川曼尼威斯新材料科技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 

10 成雅表面处理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区项目 

11 宁名智能轻工示范产业园（一期）项目 

已报项目 12 新航军民融合产业基地项目 装备制造组团现状产业项目分布图（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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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状态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已建
项目 

1 园区管委会 
2 四川八益大狮家具有限公司坤三孵化园项目 
3 雅安成雅工业园坤三孵化园管理有限公司 
4 雅安兴元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在建
项目 

5 雅安市名山区壹堂家具有限责任公 
6 四川华广智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7 四川展多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8 四川形睿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9 四川甘城展览有限公司 
10 四川海创公用设施有限公司 
11 四川君益电气有限公司 
12 四川天恒博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13 四川展通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14 四川伟裕铝业有限公司 
15 四川玖名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16 四川崇科建材有限公司（一期）  
17 四川莱威阁家具有限公司 
18 四川兴伟博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19 四川龙展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 四川聚信银丰实业有限公司 
21 云泰区块链项目 

已报
项目 

22 LNG清洁能源综合利用项目 
23 四川西南铜业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 
24 雅安循环经济固废综合处置项目 

拟建
项目 

25 合则兴铝单板及复合铝板建设项目 
26 铝单板及复合铝板建设项目 
27 深圳瑞邦恒美高科技节能铝制品项目 

28 
精密汽车零部件与军工航空、民用高端电子产品表

面处理项目（四维瀚海） 
29 废旧汽车拆解项目 
30 西天然气储存调峰2x20万吨液化项目 
31 蒙山220kV变电站新建工程 清洁能源组团现状产业项目分布图（局部放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5 

26 

27 

28 

23 

29 
24 

30 

31 

21 

清洁能源组团产业发展现状 

 生产项目集聚于成雅快速路南侧沿线，已建、在建、已报

合计31项，总规模132.88公顷； 

 以家具、建材加工、 拆解及能源项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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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 一廊两心，三轴四片 

一
廊 

成雅新城综合服务中心 

临溪河生态休闲廊道 

两
心 百丈老镇商业中心 

三
轴 

成雅快速路发展轴 

318国道发展轴 

新城大道发展轴 

百丈湖康养休闲片区 
产业功能定位：川藏铁路论坛、康养旅游、休闲度假等 

百丈老镇综合片区 
产业功能定位：红色文化及旅游、生活居住及配套等 

成雅新城生活服务片区 
产业功能定位：品质住宅、商业、商务、文体休闲等 

成雅新城产业发展片区 
产业功能定位：汽车装备、机械装备制造；表面处理、新型储
能、智能电网装备等 

四
片 

空间结构图 

百丈湖康 
养休闲片区 

百丈老镇综合片区 

成雅新城 
生活服务片区 

成雅新城 
产业发展片区 

成雅新城 
综合服务中心 

百丈老镇 
商业中心 

6、成雅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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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 文旅会节产业 
高能级川藏经济协作平台 
高品质产业配套服务平台 

通用设备制造 
（铸造机械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
工业机器人制造、特殊作业机器人制

造） 

专用设备制造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生
产专用机械制造、食品、酒、饮料及
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农副食品加工
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水资源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

件专用设备制造） 

汽车制造 
（新能源车整车制造、汽车用发动机
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电力、热力生产供应 
（太阳能发电、电力供应等） 

商业服务业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批发业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食品、
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机械设备、五

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 

住宿业 
（旅游饭店、民宿服务、露营地服

务） 

餐饮业 
（正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通用仓储、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
储） 

教育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技能培训、

教育辅助及其他教育） 

卫生 
（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专业公

共卫生服务）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技术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

技中介服务、创业空间服务） 

商务服务 
（组织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人
力资源服务、其他商务服务业） 

水上及航空运输 
（水上旅客运输、观光游览航空服

务、体育航空运动服务） 
通用设备制造 

（汽轮机及辅机制造、风能原动设备
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
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

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 
（其他电子专用设备、水资源专用机

械制造等） 

运输设备制造 
（高铁设备、配件制造、城市轨道

交通设备制造） 

电子设备制造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
器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 

新型储能生产 
（光伏、氢能、生物质能等） 

娱乐业 
（游乐园、休闲观光活动、其他娱

乐） 

研究与试验发展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等）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变压器、
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线、电缆制

造、太阳能器具制造） 

文化艺术业 
（艺术表演场馆、博物馆、烈士陵

园、纪念馆） 

补链强链，构建产业生态圈，建设产业配套服务平台，前瞻性考虑川藏经济协作平台 

6、成雅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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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思路 

 聚焦成雅快速通道带动，推进产业集群发展 

 推进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塑造新城门户形象 

 建设临溪河休闲游憩带，塑造品质人居环境 

 强化跨河南北产城融合，引导新城职居平衡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从工业集中发展区走向产业新城 

集中建设区 

工业用地：11.97平方公里 

居住用地：4.41平方公里 

商业用地：2.00平方公里 

物流用地：0.25平方公里 

27.95平方公里 
注：不含林地、水系等非建设用地 

用地布局图 

6、成雅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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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湖文旅会节功能片区 

百丈湖文旅会节功能片区产业项目示意图 

 以创建川藏铁路论坛和百丈湖国际旅游度假区为核心，融入百丈红色文化旅

游及茶园观光旅游产业，建设文旅休闲后花园、川藏文化交流试验区。 

商业服务 

商务服务 

公共服务 

旅游服务 

居住服务 

工业产业 

仓储物流 

图例 

休闲酒店 

游船码头 

水上演绎中

心 

游船码头 

游船码

头 
川藏铁路论

坛 

御印寺 

精品酒店 

文化商业水

街 

高品质居

住 

高品质居

住 

景区接待中心 

国际度假酒

店 

商业会馆 

商业会馆 

星空营地 

高品质居

住 

高品质居

住 

茶叶现代农业产业园 

国际会展组团 

康养居住组团 

旅游休闲组团 

古道特色集市 

森林疗养 

林地拓展体

验 

艺术花园 

时尚秀场 

茶园休闲 

红色文化旅游组团 

老镇生活组团 

百丈关战斗遗址纪念馆 

医

院 
初级中

学 

农业职业培训学校 

幼儿

园 

养老

院 

茶叶市场 

农贸市

场 

红色文化展览

馆 

特色旅游商业 红色主题文创街 

组团
划分 

产业门类 
面
积 

国际
会展
组团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旅游饭店，
民宿服务 

0.3 

旅游
休闲
组团 

正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水上
旅客运输、观光游览航空服务、体
育航空运动服务、休闲观光活动、
其他娱乐、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

展等 

1.0 

康养
居住
组团 

游乐园、露营地服务、房地产业、
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 

1.1 

红色
文化
旅游
组团 

烈士陵园、纪念馆、群众文体活动、
其他未列明教育、会议、展览及相

关服务、住宿餐饮、零售 
0.3 

老镇
生活
组团 

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技术推
广、居民服务、机动车、电子产品
和日用产品修理业、初等及中等教

育、卫生、社会保障 

1.0 

3.7平方公里 
片区 

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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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服务 

商务服务 

公共服务 

旅游服务 

居住服务 

工业产业 

仓储物流 

图例 

组团划
分 

产业门类 面积 

装备制
造组团 

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
运输设备制造、电子设备制造、表面处理 

7.6 

清洁能
源组团 

电力、热力生产供应、新型储能生产、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

设备制造、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8.9 

产城融
合组团 

教育、卫生、装卸搬运和仓储业、批发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商务服务、商业

服务业、餐饮业、住宿业 
11 

预留川
藏合作
园区 

食品、饮料制品批发、电子产品批发、技
术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中介服
务、创业空间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人力

资源服务、其他商务服务业 

18 

片区 
总规模 27.5平方公里(不含川藏合作园区) 

成雅工业园功能片区产业项目示意图 

成雅工业园装备制造和清洁能源功能片区 

 紧抓川藏经济协作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产城融合，建设支撑成渝、川藏世界级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和清洁能源配套产业示范基地 

装备制造产业组团 

电力、热

力 

生产供应 

废弃资源 

综合利用业 新型储能生产 

电气机械

和 

器材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 

清洁能源产业组团 

汽车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 

运输设备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 

电子设备制造 

预留川藏合作园区 

家具展销 

管委会 

商业综合体 

小

学 

妇幼保健院 

绿色食品交易市场 

大宗商品物

流 

社区服

务 

社区服

务 

表面处理 

展览

馆 

企业商务办

公 

体育公

园 

滨水商业区 

行政办

公 

文化活动中

心 
临溪河绿

道 

产业研究

院 

综合医

院 

中医院 
小学 

生态公园 初

中 
滨河公园 

滨河公园 

产城融合组团 

初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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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网络 “三横四纵”主干路网 总路网密度6.7km/km2 

四纵 

三横 

新城大道、开源大道、通源大道、宏图大道 

318国道、生态大道、成雅快速通道 

交通设施 

集中建设区 
公路客运站：1处，1.8公顷       公交首末站：1处，1.0公顷 

公共停车场：12处，6.9公顷     加油(气)站：4处，2.0公顷  

对外通道 

经开区、文教新城 

名山、雨城 

成都方向 

成雅高速—雅乐高速、成雅快速通道 

成雅高速、318国道、成雅快速通道 

成雅高速、邛名高速、318国道、成雅快速通道 

预留雨城-名山-都江堰旅游轻轨，适时建设成雅新城-经开区BRT公交 

高速公路 次干路 支路 主干路 
图
    
例 

公共停车场 加油(气)站 公交首末站 公路客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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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旅游交通规划图 沿河碧道 茶园绿道 

公路客运站 

BRT站点 BRT公交线路 

旅游轻轨线路 轻轨站点 

城市休闲绿道 

茶园绿道 

环湖碧道 

图    
例 

 旅游公交 

 规划新增公路客运站，快速集散旅游轻轨、BRT等大客流，与

园区城市交通系统、百丈旅游交通系统实现无缝衔接。 
 

 慢行交通 

 建设环百丈湖碧道、临溪河碧道，依托临溪河、城市绿地布设

城市休闲绿道，与茶园绿道（百马路-G318段）共同构成成雅

新城旅游交通慢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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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水工程 

最高日用水量约6.5万立方米/日，由名山区农村供水总厂

供水，规模扩建至10万立方米/日，以万星渠（玉溪河引水

工程）为主要水源，红光水库为备用水源。 

 

 排水工程 

严格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污水产生量5.5约万立方米/

日，由成雅工业园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污水厂规模6.0万立

方米方/日（含红星镇、百丈镇及周边聚居点）。 

 

 环卫工程 

垃圾产生量约80吨/日，规划百丈镇区、成雅园区新建垃

圾压缩转运站3座。构建完善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

处置体系。 

给水工程规划图 污水工程规划图 雨水工程规划图 

新建百丈镇垃圾转运站 

新建成雅工业园
区 

1#垃圾转运站 

新建成雅工业园区 
1#垃圾转运站 

新建成雅工业园
区 

污水处理二厂 

保留成雅工业园
区 

污水处理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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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规划图 通信工程规划图 

新建邮政所 

在建220kV蒙山变 

扩建110kV红星变 

保留35kV油墙煸变 

扩建35kV百丈变 新建110kV园区变 

新建110kV园区东变 

新建燃气配气站 

新建电信局站 

市政设施布局规划图 

 电力工程 

总用电负荷约为400兆瓦。扩建35千伏百丈变、110千伏红星变，

新建220千伏蒙山变、110千伏园区变、110千伏园区东变。规划

10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采用电缆在电缆沟内敷设。 

 

 通信工程 

固定电话2.6万户；移动电话7.4万部；家庭宽带用户为1.7万户；

家庭有线电视1.7万户。新建邮政局所1座、通信局所1座。按照

300-400米服务半径设立5G基站。 

 

 燃气工程 

总用气量为12.72万标立方米/天，气源为邛崃临济配气站。规划

新建成雅园区燃气配气站，保留百丈二级调压站，沿镇区道路敷设

PE90-160毫米的中压燃气管道，燃气管道成环布置。 

保留二级调压站 

6、成雅新城—规划定位与功能布局 

6.7 市政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