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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修改概况

(一) 修改范围

本次控规修改范围为如意路以南、纵六路以西、利居路以东、黄

河路以北区域；黄河路以南、东邹路以东、利居路以西、青城路以北

区域；黄河路以南、青城路以北、纵三路以东、东邹路以西区域，用

地面积分别为 6.95公顷、4.79公顷、2.66公顷、6.56公顷，主要涉

及 GQ-LC01-11-02 、 GQ-LC01-16-06 、 GQ-LC01-15-02 、

GQ-LC01-15-04共 4个地块，均位于城市总体规划范围和土地利用

规划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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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修改地块在 LC01片区的位置

(二) 现状概况

1、地块内部现状

本次控规修改地块现状用地为水浇地（沙高村）、居住用地（沙

高村安置区）、其他林地（和平街居委会）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星耀李官居委会）；拟修改地块 GQ-LC01-11-02

北侧为如意纺织厂、南侧紧邻瑞丰园、西侧农业嘉年华、东侧高青四

中；GQ-LC01-16-06北侧为农业嘉年华、西侧为龙希丽舍小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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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为现状企业（润美食品有限公司）、东侧为李官家园；

GQ-LC01-15-02、GQ-LC01-15-04北侧为燕园国际学校、南侧为北

支新河、东侧为东邹路。

图 2：卫星图

2、周边及道路现状

修改范围周边道路为现状道路，道路通达性较好。周边道路情况

如下：

道路名称 道路性质 红线宽度（米） 备注

黄河路 主干路 50 现状

青城路 次干路 35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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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邹路 次干路 30 现状

利居路 支路 20 现状

如意路 支路 25.5 现状

纵六路 支路 15 现状

(三) 现行控规情况

2021年 1月 5日，高青县人民政府批复《高青县 LC01片区（西

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已批复控规中 GQ-LC01-11-02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

率不大于 2.0、建筑密度不大于 20%、绿地率不小于 35%、建筑高度

不大于 54米。GQ-LC01-16-06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容积率不大

于 0.6、建筑密度不大于 30%、绿地率不小于 35%、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GQ-LC01-15-02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1.5、

建筑密度不大于 40%、绿地率不小于 25%、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

GQ-LC01-15-04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2.5、建筑密度

不大于 28.2%、绿地率不小于 36.6%、建筑高度不大于 5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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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控规批复文件

图 4：批复图则

控规修改理由及依据

(一) 修改理由

1、进一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提高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

城中村改造是最近几年政府倡导一种提高城市职能，改善城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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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一项利国利民政策，也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工程和民生工

程，修改范围内 GQ-LC01-15-02地块由商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

用以安置沙高村、李官等村民，对于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落实新的规划设计标准与规范

2021年 12月 17日，国家出台《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意

在更好的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结合新的标准与规范，

对修改地块进行配套设施的配建与完善。

3、提高城乡规划可实施性

通过控规的修改可以使具体的建设项目更好的落地实施，让控规

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优化了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和空间结构，完善

了城市功能，提高城乡规划为应对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可实施性。

(二) 修改依据

根据《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城乡规划审批机关批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

程序，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城市、县城、镇总体规划修改导致规划无法实施的；

（二）因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工程项

目需要进行修改的；

（三）城市建设用地的限制条件发生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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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一是因国务院批准重大建设

工程确需修改规划的；二是城乡规划的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

其他情形。

本次修改符合第二十二条中的第（五）款的情形，城乡规划的审

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控规修改内容

(一) 修改分析——生活圈划分

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明确了“五

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居住区生活圈”的概念，并以此进行公共服

务设施、公共资源（包括公共绿地等）的配置。

高青县 LC01 片区（西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 2019 年启动编

制时已经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进行生

活圈的划分：整个片区划分为 1个十五分钟生活圈、2 个十分钟生活

圈、8个五分钟生活圈，并按照相应的服务设施内容进行配套。此次

修改涉及四个地块，其中 GQ-LC01-11-02 属于部分五分钟设施设置地

块（指标控制），下一步修改中一部分落实 10分钟生活圈小学的布局

和部分五分钟生活圈设施的配置（指标控制），GQ-LC01-15-02、

GQ-LC01-15-06(从地块 GQ-LC01-15-06 的北部划分出新的地块)地块

属于街坊地块，下一步修改中按照街坊地块的规定配套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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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LC01-16-06 地块修改为商务用地，不涉及居住区用地服务设施的

配套。

图 5：生活圈划分图

(二) 修改具体内容

1、地块划分及用地性质

GQ-LC01-11-02地块划分 GQ-LC01-11-02和 GQ-LC01-11-07

地块，用地性质分别为公园绿地和中小学用地；GQ-LC01-15-02地

块用地性质修改为居住用地；GQ-LC01-15-04地块分为两个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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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LC01-15-04地块和 GQ-LC01-15-06地块，用地性质不变，均为

居 住 用 地 ； GQ-LC01-16-06 地 块 划 分 为 GQ-LC01-16-06 和

GQ-LC01-16-08，用地性质修改为商务用地和商业用地。

2、技术指标

修改后 GQ-LC01-11-02地块，地块性质为公园绿地，地块面积

2.16公顷，绿地率不小于 70%。

修改后 GQ-LC01-11-07地块，地块性质为中小学用地，地块面

积 4.79公顷，容积率不大于 0.6，建筑密度不大于 30%，绿地率不

小于 35%，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

修改后 GQ-LC01-16-06地块，地块性质为商务用地，地块面积

2.02公顷，容积率不大于 1.5，建筑密度不大于 40%，绿地率不小于

25%，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

修改后 GQ-LC01-16-08地块，地块性质为商业用地，地块面积

2.77公顷，容积率不大于 0.7，建筑密度不大于 35.4%，绿地率不小

于 30.8%，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

修改后 GQ-LC01-15-02地块，地块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地块

面积 2.66公顷，容积率不大于 1.9，建筑密度不大于 28%，绿地率

不小于 30%，建筑高度 36米。

修改后 GQ-LC01-15-04地块，地块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地块

面积 5.39公顷，容积率不大于 1.4，建筑密度不大于 27%，绿地率

不小于 36%，建筑高度 2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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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 GQ-LC01-15-06地块，地块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地块

面积 1.18公顷，容积率不大于 1.9，建筑密度不大于 28%，绿地率

不小于 30%，建筑高度 36米。

3、公服配套

修改后 GQ-LC01-11-02 地块的五分钟生活圈设施设置在地块

GQ-LC01-13-09内；修改后 GQ-LC01-11-07地块用地性质为中小学

用地，小学规模不变 40班；修改后 GQ-LC01-16-06地块，地块性

质为商务用地；修改后 GQ-LC01-16-08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现

状保留）；修改后 GQ-LC01-15-02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安

置村民），修改后 GQ-LC01-15-04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现

状已建成），修改后 GQ-LC01-15-06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

（安置村民），其中，地块 GQ-LC01-15-02、GQ-LC01-15-06按照

居住街坊设施要求配建物业、儿童老人活动场地、室外建设器械、便

利店、邮件和快件送达设施等。

(三) 修改内容对比

1、修改前后指标对比

修改前后地块总用地面积不变，开发容量减少 14.48万平方米，

人口减少约 2528人。

用地汇总对比表

修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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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改

前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hm²） 比例（%）

R

R 居住用地 133.46 33.63

其中

R2 二类居住用地 133.46 100.00

其中 R22 服务设施用地 6.72 5.04

A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38.06 9.59

其中

A1 行政办公用地 5.64 14.82

A2 文化设施用地 0.96 2.53

A3 教育科研用地 24.51 64.39

其中 A33 中小学用地 23.14 94.42

A34 特殊教育用地 1.37 5.58

A5 医疗卫生用地 0.69 1.81

其中 A51 医院用地 0.69 100.00

A6 社会福利用地 6.26 16.45

B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6.14 6.59

其中

B1 商业用地 22.02 84.23

B2 商务用地 2.08 7.97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1.16 4.44

B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用地 0.88 3.37

M
M 工业用地 77.83 19.61

其中 M2 二类工业用地 77.8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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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61.16 15.41

其中

S1 城市道路用地 60.70 99.25

S4 交通场站用地 0.46 0.75

U

U 公用设施用地 4.33 1.09

其中

U1 供应设施用地 3.70 85.45

U2 环境设施用地 0.63 14.55

G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55.88 14.08

其中

G1 公园绿地 32.02 57.30

G2 防护绿地 23.86 42.70

合计 396.87 100.00

修

改

后

R

R 居住用地 133.43 33.62

其中

R2 二类居住用地 133.43 100.00

其中 R22 服务设施用地 6.72 5.04

A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36.57 9.21

其中

A1 行政办公用地 3.62 9.90

A2 文化设施用地 0.96 2.63

A3 教育科研用地 25.04 68.46

其中 A33 中小学用地 23.67 94.54

A34 特殊教育用地 1.37 5.46

A5 医疗卫生用地 0.69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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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51 医院用地 0.69 100.00

A6 社会福利用地 6.26 17.12

B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5.50 6.43

其中

B1 商业用地 19.36 75.92

B2 商务用地 4.10 16.08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1.16 4.55

B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用地 0.88 3.45

M
M 工业用地 77.83 19.61

其中 M2 二类工业用地 77.83 100.00

S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61.16 15.41

其中

S1 城市道路用地 60.70 99.25

S4 交通场站用地 0.46 0.75

U

U 公用设施用地 4.33 1.09

其中

U1 供应设施用地 3.70 85.45

U2 环境设施用地 0.63 14.55

G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58.04 14.62

其中

G1 公园绿地 34.18 58.89

G2 防护绿地 23.86 41.11

合计 396.87 100.00

修改地块规划控制指标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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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地块编码 用地

代码

用地性质 兼容用

地性质

用地面积

（hm
2
）

容积

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人口容量

（人）

建筑面积

（万 m
2
）

建筑限

高（m）

修

改

前

GQ-LC01-11-02 R2 二类居住用地 —— 6.95 2.0 20 35 3475 13.90 54

GQ-LC01-15-02 B1 商业用地 —— 2.66 1.5 40 25 —— 3.99 24

GQ-LC01-15-04 R2 二类居住用地 —— 6.56 2.5 28.2 36.6 2070 16.40 54

GQ-LC01-16-06 A33 中小学用地 —— 4.79 0.6 30 35 —— 2.87 24

合计 20.96 1.77 27.39 34.23 5545 37.16 54

修

改

后

GQ-LC01-11-02 G1 公园绿地 —— 2.16 —— —— 70 —— —— ——

GQ-LC01-11-07 A33 中小学用地 —— 4.79 0.6 30 35 —— 2.87 24

GQ-LC01-15-02 R2 二类居住用地 —— 2.66 1.9 28 30 1264 5.05 36

GQ-LC01-15-04 R2 二类居住用地 —— 5.39 1.4 27 36 1192 7.55 24

GQ-LC01-15-06 R2 二类居住用地 —— 1.18 1.9 28 30 561 2.24 36

GQ-LC01-16-06 B2 商务用地 —— 2.02 1.5 40 25 —— 3.03 24

GQ-LC01-16-08 B1 商业用地 —— 2.77 0.7 35.4 30.8 —— 1.94 24

合计 20.97 1.08 27.45 36.43 3017 22.6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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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前后对比图

图 6：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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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求分析

依据《淄博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实施办法》自然资源部门组

织编制和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要求规划设计单位根据《城市规

划编制办法》进行交通需求分析。

(一) 交通需求分析

依据早高峰路网运行分析，修改地块周边的交通状况较好。

图 7：早高峰路网运行分析图

根据国内已建成同等性质类似规模的建筑的调查情况分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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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部分建筑的调查情况，预测修改范围内在高峰时段吸引、发生

客流量，修改范围内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行政办公用地、中小学用

地，采用建筑面积来预测路网早高峰时段的出行人次。依据《建设项

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141-2010）：

建筑类型 高峰时段（工

作日）

高峰小时出行率参考值 出行率单位

住宅 7:30-8:30 0.8-2.5 人次/户

商业商务 7:00-9:00 3-25 人次/百平方米建筑面积

行政办公 8:00-9:00 1.0-2.5 人次/百平方米建筑面积

小学 7:00-8:00 12-25 人次/百平方米建筑面积

根据修改范围内地块各项指标，预测出修改范围内高峰时段交通

生成量如下表：

项目性质
建筑面积（万平

方米）

户数

（户）

高峰小时出行率

参考值

总生成车流（人次

/h）

修

改

前

中小学 2.87 ——
12-25 人次/百平

方米建筑面积
7175

居住 —— 1776 0.8-2.5 人次/户 4440

商业商务 3.99 ——
3-25人次/百平方

米建筑面积
3990

合计 15605

修

改

后

中小学 2.87 ——
12-25 人次/百平

方米建筑面积
7175

居住 —— 878 0.8-2.5 人次/户 2195

商业商务 4.97 —— 3-25人次/百平方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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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建筑面积

合计 14340

通过以上测算，修改后修改范围内产生人流比修改前减少 1265

人次/h。可以认定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和使用可以接受，控规修改方案

可行。

(二) 交通规划

1、规划道路控制情况

规划道路分三个等级：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

道路控制情况如下：

道路名称 道路性质 红线宽度（米） 备注

黄河大道 主干路 50 现状

青城路 次干路 35 现状

东邹路 次干路 30 现状

利居路 支路 20 现状

如意路 支路 25.5 现状

纵六路 支路 15 现状

2、公共交通站点

修改地块周边城市干路现状有公交车中途站 4处，依据相关规范，

按照 500m站距修改范围内覆盖率为 100%，满足交通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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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公交站点分布图

3、地块出入口控制

各地块出入口尽量设在地块所临的级别较低的道路上，相邻地块

出入口尽量共建共用，以减少出入口数量。支路以上级别道路两侧地

块出入口尽量相对设置，避免在道路上形成异型交叉口。各规划地块

车行出入口位置的距离距交叉口距离应满足《淄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中第三章第六节中建筑物基地出入口的有关规定。

4、停车泊位

地 块 配 建 停 车 位 严 格 按 照 《 城 市 停 车 规 划 规 范 》

（GB/T51149-2016）、山东省《城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规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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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标字[2010]26号）、《淄博市住宅建筑设计品质提升指引（试行）》

的相关要求配建。地上停车位应优先考虑设置多层停车库或机械式停

车设施，居住用地地面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住宅总套数的 10%。

修改可行性分析

规划修改后较原规划人口减少约 2528人，建筑面积减少 14.48

万平方米。本报告通过与上位规划衔接、相关专项规划落实情况、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道路交通、市政设施配套及建设实施等方面进行分

析，进一步论证规划修改的可行性。

(一) 与上位规划衔接

拟修改地块在《高青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用地

性质为居住用地、商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在《高青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年）》中为城镇用地、居民点用地，在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用地性质进行了落实细化。控规修改不涉及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

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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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拟修改地块在《高青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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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拟修改地块在《高青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中的位置

(二) 相关专项规划落实情况

高青县 LC01片区（西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 2019年编制

时已经对《高青县中小学、幼儿园布局规划（2019-2030）》、《高青

县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高青县海绵城市专项规划》、《高青县公

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2015-2020）》、《高青县城市给水专项规划

（2018-2035）》、《高青县供热工程专项规划（2019—2035年）》等

规划进行梳理，本次控规修改不涉及与专项规划相冲突的内容。

(三)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方面

修改后原 GQ-LC01-11-02地块内的五分钟生活圈设施全部设置

在 GQ-LC01-13-09地块内，并且在原来设施的基础上增加一处托儿

所（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平方米）；修改后 GQ-LC01-11-07地块用

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小学规模不变 40班；修改后 GQ-LC01-16-06

地块，地块性质为商务用地；修改后 GQ-LC01-16-08地块用地性质

为商业用地（现状保留）；修改后 GQ-LC01-15-02地块用地性质为

二类居住用地（安置村民），修改后 GQ-LC01-15-04地块用地性质

为二类居住用地（现状已建成、沙高村安置区），修改后

GQ-LC01-15-06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安置村民），其中，

GQ-LC01-15-02、GQ-LC01-15-06按照居住街坊设施要求配建物业、

儿童老人活动场地、室外建设器械、便利店、邮件和快件送达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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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道路交通方面

修改地块 GQ-LC01-11-02北侧为城市支路如意路、东侧为规划

支路、南侧为城市主干路黄河路、西侧为城市支路利居路；块

GQ-LC01-16-06北侧为城市主干路黄河路、东侧为城市支路利居路、

南侧为城市次干路青城路、西侧为城市次干路东邹路；地块

LC01-15-02、GQ-LC01-15-04北侧为城市主干路黄河路、东侧为城

市次干路东邹路、南侧为城市次干路青城路、西侧为规划支路，整个

片区交通通畅。

规划修改后每个地块内均按照《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GB/T51149-2016）、山东省《城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规范》（鲁

建标字[2010]26号）、《淄博市住宅建筑设计品质提升指引（试行）》

的相关要求配建，满足该地块的停车需求。

(五) 市政设施配套方面

规划修改后较原规划可容纳人口减少约 2528人，建筑面积减少

14.48万平方米。城市能源及修改地块周边道路管线敷设均能满足规

划范围内给排水、电力、电信、供热、燃气等的需求。

修改地块的市政设施配套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按照居住街坊要求配套相关市政设施。

(六) 建设实施方面

在规划审批环节对修建性详细规划中建筑布局及日照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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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严格审查，在不影响周边建筑日照标准的情况下，满足本地块的

日照要求。

综上所述，在控规修改未涉及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前提

下，通过进一步梳理相关专项规划落实要求，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道

路交通、市政设施配套要求及具体建设实施等方面的分析，认为本次

规划修改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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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规划修改工作情况

1、2021年 1月 5日，高青县人民政府批复《高青县 LC01片区

（西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2022年 6月 27日，高青县自然资源局关于《高青县 LC01

片区（西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改的请示。

3、2022年 7月 14日，高青县公安局提请《高青县公安局巡特

警训练基地项目》。

4、2022年 9月 20日，高青县田镇街道办事处提出《关于对沙

高村安置区西侧地块进行规划调整》的申请。

5、2022年 8月 30日，县政府第 9次常务会议纪要。

6、2022年 11月 2日，专家评审及部门意见征询。

7、2022年 11月 8日，在高青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8、2022年 10月 26日，淄博融锋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关于

对高青县法务培训中心建设工程地块修改规划用途的申请。

9、2022年 11月 25日，高青县田镇街道办事处关于对田镇街

道龙希苑北部居住地块修改规划指标的申请。

10、2023年 1月 9日，高青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3年第

1次项目审议会会议纪要。

11、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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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3年 2月 2日，关于《高青县 LC01片区（西部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地块修改》的批复。

13、 2023 年 2 月 6 日，高青县自然资源局关于调整

GQ-LC01-11-02地块用地性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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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文件资料

1、2021年 1月 5日，高青县人民政府批复《高青县 LC01片区

（ 西 部 片 区 ）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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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年 6月 27日，高青县自然资源局关于《高青县 LC01

片区（西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改的请示。



30

3、2022年 7月 14日，高青县公安局提请《高青县公安局巡特

警训练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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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年 9月 20日，高青县田镇街道办事处提出《关于对沙

高村安置区西侧地块进行规划调整》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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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年 8月 30日，县政府第 9次常务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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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家评审意见及意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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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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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部门意见及意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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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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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2年 10月 26日，淄博融锋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关于

对高青县法务培训中心建设工程地块修改规划用途的申请



46

10、2022年 11月 25日，高青县田镇街道办事处关于对田镇街

道龙希苑北部居住地块修改规划指标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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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023年 1月 9日，高青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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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次项目审议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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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3年 2月 2日，关于《高青县 LC01片区（西部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地块修改》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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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3 年 2 月 6 日，高青县自然资源局关于调整

GQ-LC01-11-02地块用地性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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