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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三亚南山景区停车场项目在

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内选址论证报告

专家意见：

1、补充完善项目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

2、补充与国道开口可连接的管控要求；

3、补充项目建设时序、要求说明。

意见回复：

1、已增加项目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

2、已增加与国道开口可连接的管控要求；

3、项目建设时序根据满足客流量的需求为前提，完善项目建设。

专家意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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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据统计，自2017 年至2019 年，南山文化旅游区年均接待购票入园游客超过500 万人次。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景区接待购票入园游客仍有

278.4 万人次。然而，随着南山文化旅游区旅游人次的逐年增多，景区基础配套设施不足的问题愈发明显。尤其是每到节假日，三亚南山景区都将迎来

爆棚人流，导致停车位紧张、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问题在时常发生。崖州区政府曾出资租借南山景区附近村民前庭后院作为临时停车场停车，但受

到国道通行能力有限的影响，极易造成南山景区周边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

1.1  工程拟选址背景

工程拟选址可研获

得批复

工程拟选址核实未

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南山详规获国家林

草局批复

市政府同意并印发

关于 《续建南山停

车场项目实施方案》

市自规局支持该工

程能拟选址

2017年

2021年

工程拟选址立项获

得批复

2021年2月《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已获国家林草局批复同意。

2021年12月10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并印发关于 《续建南山停车场项目实施方案》。

2021年12月21日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意 关于三亚南山停车场项目规划意见的复函，工程拟选址符合规

划要求且有利于解决景区高峰期车辆停放问题，原则上支持该工程拟选址。

2017年2月14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 关于三亚南山停车场项目立项的批复，并提出按相关程序启动

前期论证。

2017年3月15日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 关于三亚南山停车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17年5月19日三亚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关于三亚南山停车场项目与生态红线叠加情况的复函，项目用地

15.2946公顷并未占用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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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综合上述背景，为解决南山景区旅游高峰期车辆停放问题，可以真正实现

“快进慢游”，改善景区道路交通条件，提高景区服务质量，依据《风景名胜区

条例》第二十八条“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禁止

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

项目的选址方案应当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

名胜区主管部门核准。“ 及其他相关条款，现启动工程拟选址的论证，为下一

步的建设和相关工作做准备。

“三亚南山停车场工程拟选址”位于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范围

内，在风景名胜区内建设应当办理“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动审批”手续。因此，

现将工程拟选址对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的影响评价进行论证，以核

准整个项目的选址，启动该论证，完善相关手续，加强对风景名胜区的管理。

1.1  项目选址背景

国

家

级

景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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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1.2  工程拟选址区位

本工程位于南山景区入口广场东、西侧，北侧紧邻G225国道，距海南环岛高速崖城互通4.3公里，距三亚市中心40公里，距离三亚凤凰机场24公里。

工程拟选址位置

工程拟选址位置

④

①三亚在海
南岛的区位

②三亚在南部
市县的区位

③工程拟选址在中心城区的
区位

④工程
拟选址
在南山
景区的
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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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1.3  工程拟选址现状概况

现状地块情况：工程拟选址地块位于南山景区入口处东、西侧，崖州区人民政府部门已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组织拆迁、征地，目前具备了停车功能。

现状道路交通：外部道路已基本成系统，地块现状北侧紧临G225国道，南侧为南山景区。

现状停车场照片

海南环岛高速

P1
P2

P3
P4

P5

现状停车场照片

现状停车场照片 现状停车场照片

现状停车场照片 现状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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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崖城镇南山村

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

崖城镇南山村

崖城镇南山村

三亚市人民政府

崖城镇南山村

三亚市人民政府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三亚市人民政府

崖城镇南山村

P2
P1

P3

P4

P5

现状权属情况：南山停车场项目总占地15.33公顷，权属单位分别为崖城镇南山村、三亚市人民政府、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1.3  工程拟选址现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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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2018-2035）》（用地布局规划图）

P1
P2

P3

P4

P5

工程拟选址地块

1.4  工程拟选址与相关法规、规划符合性分析

1.4.1 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2018-2035）相符性分析

本次工程拟选址地块选址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2018-2035

）》中用地性质为旅游建设用地，且拟选址建设内容为停车场设施，因此该

地块选址符合相关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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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1.4.2 与《关于三亚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的符合性分析

“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管理、强化国土空间环境管控

、推进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工程拟选址位于三亚市南山景区内，根据《关于三亚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三亚市划定陆域、海岛、近案海域环境管

控单元共174个，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实施分区管控。拟建工程拟选址五个地块均位于三亚市崖州区陆域优先保护单

元内。总体符合分区管控要求。

1.4  工程拟选址与相关法规、规划符合性分析

工程拟选址地块

工程拟选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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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1.4.3 与《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相符性分析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

2030）》，本次工程拟选址五个地块内的用地

性质均为旅游建设用地，不触及Ⅰ、Ⅱ类生态

保护红线。

P1

P2

P4

P5

P3

1.4  工程拟选址与相关法规、规划符合性分析

工程拟选址地块

工程拟选址地块

拟选址五个地块占地面积分析表

类别 规划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建设用地 旅游建设用地 15.3308

总计 15.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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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1.4.4 与《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2020-2030）相符性分析

《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资源分级保护

只宜开展自然观光和生态旅游，严格控制游客容量，科学组织游赏活动，规

范游赏行为；禁止机动交通进入和静态停车设施建设。依据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

定的范围执行，规划面积6.30 平方公里，具体包括：南山岭、海岸带等重要的景

源和生态资源地段，一级景观单元周边地段。

除风景资源保护、生态修复和必要的游览步道、观景休憩、生态厕所、安全

防护等设施外，禁止建设其它无关的任何设施，已经建设的须限期拆除；游步道需

采用栈道、栈桥、土路、石路等原生态建造方式，严格控制步道宽度。

禁止破坏海岸、沙滩、岛礁、沙洲等核心资源地形地貌；保护自然与历史文

化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加强区域内资源保护和环境整治，逐步疏解区内居民点。

只宜开展自然观光和生态旅游，严格控制游客容量，科学组织游赏活动，规

范游赏行为；禁止机动交通进入和静态停车设施建设。

一级陆域保护区（核心景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风景区陆域山峦、河流、田园、湿地等重要资源保护地段，二、三级景观单元周

边及具有典型性景观的地区。规划面积3.80 平方公里。

严格保护山体林地、河流湿地、古树名木、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开展资源保护专

项规划。

严格控制区内设施规模和建筑风貌，禁止新建旅宿设施。严格限制区内机动交通

进入，以电瓶车和步行交通为主。

严格限制游船码头和安全防护设施设置地段和规模，码头设置需开展专项研究和

论证。

二级陆域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三级陆域保护区（限制建设范围）

一、二级保护区以外陆域，景区重要的设施建设、居民生活和环境建设区域。规划面积8.91平方公里。

重点加强设施建设的开发强度控制、建设引导以及景观特色营造。按规划有序开展各项建设，游览设施和居民点建设必须严格履行风景名胜区和城乡规划建设等法定的审批程

序，严格控制建设范围、开发强度和景观风貌，加强详细设计和景观分析。

小结：工程拟选址地块在《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资源分级保护内容中，不涉及保护区范围，依据《风景名胜区条例》及详规相关要求，

可进行适度开发。

1.4  工程拟选址与相关法规、规划符合性分析

分级保护规划图

工程拟选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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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 程 拟 选 址 概 况

P1
P2 P4

P5
P3

工程拟选址地块

1.4.4 与《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2020-2030）相符性分析

根据《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

（2020-2030），工程拟选址范围内，用地性质为内部交通通讯

用地，工程拟选址符合规划要求。

三
亚
热
带
海
滨
风
景
名
胜
区
南
山
景
区
详
细
规
划
—
用
地
规
划
图

1.4  工程拟选址与相关法规、规划符合性分析

P1

P2
P4

P5

P3

拟选址五个地块占面积分析表

规划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内部交通通讯用地 15.3308

总计 15.3308



二、 工程拟选址建设必要性

1、工程拟选址建设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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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工 程 拟 选 址 建 设 必 要 性

2.1  工程拟选址建设必要性

2.1.1 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的相关政策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

旅游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推动旅游与

文化体育、健康医疗、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提升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发展

水平，支持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园，发展特色旅游产业集群，培育旅游新业态新模式，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加快三亚向国际邮轮母港发展，支持建设邮轮旅游试验区，吸

引国际邮轮注册。设立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验区。支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

5A级景区。

贯彻落实大力发展旅游业，景区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也要同步推进，杜绝配套

设施不完善而给三亚市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制约问题，保证景区的持续健康的发展。因

此，本工程拟选址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提出的。

2.1.2 工程拟选址建设符合现代旅游业发展需要

三亚将完善全域旅游专线、乡村旅游风景道等“快旅慢游”的交通无障碍网络

体系，发挥“线”本身的“连接”功能，做到点与点之间顺畅通达，满足游客出行需

求；丰富“线”的旅游功能，做好三亚交通沿线的景观美化，打造旅途上赏心悦目的

风景线，让交通本身成为一种旅游体验。要实现“硬环境”、“软环境”全面发展，

既要加大三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网路覆盖、自助游等硬环

境建设；同时要优化三亚旅游发展软环境，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文明

素质，营造热情好客、文明友好的旅居环境。

本工程拟选址为三亚南山景区停车场项目，为“硬环境”基础服务设施，能够

解决停车位紧张、交通拥堵等问题，有利于三亚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工程拟选址的

建设，满足了现代旅游业在旅游层次和内容深度方面的发展需要。

大三亚旅游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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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工 程 拟 选 址 建 设 必 要 性

2.1  工程拟选址建设必要性

2.1.3 工程拟选址建设是改善交通条件、助推景区形象和品味提升的需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三亚热带气候资源，每年冬季尤其是春节期间都会迎来旅游高峰，呈现出祥和欢乐的繁荣景象，各景区人流量大幅度攀升，南山景区亦是如此。随着

南山景区游客及车辆的不断增加，南山景区的交通停车压力日益加大。

本工程拟选址的建设将完善南山的停车和交通的环境，缓解景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大大提高景区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本工程拟选址建成后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山景区停车位

紧张问题，同时还能够大大提高景区的品位和档次，树立良好的景区形象。有利于促进南山景区旅游业安全、稳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加快海南省的旅游业发展，从

外部环境上实现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2.1.4 工程拟选址建设是景区规划建设的需要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了城区旅游化、城市即景区、城市即风景的发展理念。在“双修”“双城”的引领下，城市空间、设施、景观、道路、服

务、氛围融入旅游功能。“旅游+城市”衍生新功能，旅游统筹三亚城区全域建设，从软件硬件打造兼具城市功能和旅游吸引力的城市标志物系统，实现城市功能旅游化、城市公园景

区化、交通设施旅游化、社会资源旅游化。

《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提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要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规划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

施，改善城市与周边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加强城市内外交通衔接。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各种交通方式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方便不同交通方式的换乘。

做好停车场规划布局，推动城市停车场建设。

《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2017—2030年)》也对本工程拟选址进行了规划和设计。因此，本建设工程拟选址符合规划要求。



三、工程拟选址依据及原则

1、选址的前提条件

2、选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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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工 程 拟 选 址 依 据 及 原 则

3.1.1 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15年修正）

第三十二条提出：“城乡建设和发展，应当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统筹安排风景名胜区及周边乡、镇、村庄的建设。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

——《风景名胜区条例》（ 2016年2月6日修订）

第二十八条提出：“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办理审批手续。

本条款规定了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对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上述建设活动具有审核权。此规定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1）这种审核权的实质是一种具有行政许可性质

的前置性的审查核准力。凡需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上述建设活动的，首先应当经过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的核准同意；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的，其他相关部门

不能按照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继续办相关批准手续。（2）审核主体是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3）审核的主要依据是风景名胜区规划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方案应当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核准。 ”

《风景名胜区条例》（释义）对本条进行详细解释：第一款所指的建设活动范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设施的建设；（2）必要的道路交通、供

电通讯环境卫生、防火防灾、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基础工程设施设；（3）必要的餐饮、住宿、购物、医疗、银行等旅游服务设施建设；（4）适度的传统文化展示、传

统文艺表演、演艺提乐等文化设施建设：（5）其他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的建设活动。

。

第三十条提出：“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并与景观相协调，不得破坏景观、污染环境、妨碍游览。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建设活动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周围景物、水体、林草植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

形地貌。 ”

3.1  选址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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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工 程 拟 选 址 依 据 及 原 则

3.1.1 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十条：“（一）界定风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的范围边界，根据需要划定外围保护地带；

（二）明确风景名胜资源的类型和特色，评价资源价值和等级；

（三）确定风景名胜区的性质和定位；

（四）提出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发展目标，确定风景名胜区的游客容量、建设用地控制规模、旅游床位控制规模等；

（五）确定功能分区，提出基础设施、游览服务、风景游赏、居民点的空间布局；

（六）划定分级保护范围，提出分级保护规定；明确禁止建设和限制建设的范围，提出开发利用强度控制要求；提出重要风景名胜资源专项保护措施和生态环境保护

控制要求；

（七）确定重大建设项目布局；提出建设行为引导控制和景观风貌管控要求；确定需要编制详细规划的区域，提出详细规划编制应当遵从的重要控制指标或者要求；

（八）编制游赏、设施、居民点协调、相关规划协调等专项规划。

3.1.2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划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三亚热带滨海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7-2030年）》

（3）《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2018-2035年）

（4）《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年）

（5）《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2020—2030年)》

（6） 国家、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7） 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

3.1  选址的前提条件

本工程拟选址符合原《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2020—2030年)》中南山景区用地规划及设施布局，不触及景区控规的调整，

工程拟选址建设符合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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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工 程 拟 选 址 依 据 及 原 则

3.2  选址的原则

（1）顺应规划趋势

本工程拟选址的建设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

《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三

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 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中的各项要求，完成规划中

的既定目标。

（2） 合法性原则

本工程拟选址应符合《城乡规划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

（3） 合理性原则

本工程拟选址需综合考虑拟建地区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城乡建设、

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等建设条件及同类项目的建设情况，从科学性、合理

性和可行性的角度对建设项目选址进行综合论证，做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相适应。

（4） 安全性原则

应充分考虑本工程拟选址自身基本情况及选址要求，综合考量其建设

过程及建成后可能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功能布局、景观环境、城市交通、

公共安全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确保不超出当地环境的容量，不存在安全隐

患，满足环境保护，安全等要求。

（5） 统筹协调、利益均衡原则

综合分析规划区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从定位、空间布局、道路交通、

基础设施及环境景观等方面进行综合协调，使规划区建设与周边区域发展

有机衔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6）维持环境生态原则

以保护环境生态不被破坏为原则，合理处理好项目的环境，利用和保

护的关系。



四 、工程拟选址需求分析与建设规模

1、南山景区现状客流情况分析

2、最大停车需求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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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相 关 附 件

（1）南山景区现状客流

据统计，自2017 年至2019 年，南山文化旅游区年均接待购票入园游客超过500 万人次。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景区接待购票入园游客仍有278.4 万人次。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南山景区现状全年客流量按600 万人次考虑（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日均客流量1.6 万人次，极端高峰日客流量达6 万人次，游客团散比例4:6。

其中，小汽车出行比例成逐年增长态势，尤其小长假期间，“散客为主、团队为辅”，自驾游、自助游和高铁游等越来越成为一大亮点。将现状客流按照平峰、一般高峰和极

端高峰三种特征日划分，即：平峰（<2 万人次/日）、一般高峰（3-4 万人次/日）、极端高峰（客流承载能力，5-6 万人次）。

（2）现状客流出行结构

目前南山景区的抵达方式主要有大巴、出租汽车、公交和小汽车。在十一和春节等小长假，由于自驾游散客增多，小汽车比例会有较大增加。根据统计分析，一般高峰、

极端高峰南山景区现状出行结构比例分别为大巴（30%）、出租汽车（10%）、公交（15%）和小汽车（45%）。

（3）现状客流量统计

根据平峰、一般高峰、极端高峰三种情况下的客流总量以及交通出行结构，可计算出各种交通出行方式的交通需求，如下表所示：

取小汽车（出租汽车）平均载客4 人/车，大巴（公交车）平均载客30 人/车，测算全天到达景区的单向交通量如下表所示：

4.1  南山景区现状客流情况分析

序号 特征日 时间安排 日客流量范围（人次）

1 平峰 非节假日 <2 万

2 一般高峰 春节前后和一般小长假、重要节日 3-4 万

3 极端高峰 春节黄金周 5-6 万

表1 不同特征日下的客流规模

特征 大巴 出租汽车 公交 小汽车

平峰 6000 2000 3000 9000

一般高峰 12000 4000 6000 18000

极端高峰 18000 6000 9000 27000

特征 大巴 出租汽车 公交 小汽车 合计

平峰 200 500 100 2250 3050

一般高峰 400 1000 200 4500 6100

极端高峰 600 1500 300 6750 9150

表2 现状分类别交通出行需求（单位：人次/日）

表3 现状景区全天吸引交通量（pcu/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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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相 关 附 件

高峰小时系数取值0.3，测算早高峰期间到达景区的交通量如下表所示：

现状南山景区平峰吸引交通量全天为3050pcu/日，高峰小时交通量915pcu/h；一般高峰吸引交通量全天为6100pcu/日，高峰小时交通量1830pcu/h；极端高峰吸引交

通量全天为9150pcu/日，高峰小时交通量2745pcu/h。旅游高峰期间早高峰产生的交通需求较大，叠加过境交通和景区附近居民生活性交通会使通往景区的唯一通道225 国

道产生较严重的交通拥堵。

（4）现状停车需求测算

根据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三亚南山景区现有6 个停车场，大车停车位为250 个，小车停车位2750 个，合计停车位3000 个，日均停车数量为4500 辆，

并提出大巴和小汽车的停车周转率为1.5。

根据南山景区客流特征日划分情况，对一般高峰和极端高峰测算景区停车位需求。小汽车（出租汽车）平均载客4 人/车，大巴30 人/车，周转率取1.5，测算景区的停车

位需求如下表：

考虑到资源利用和经济投入等情况现状景区停车设施配置规模建议按照一般高峰客流规模进行设置，同时考虑极端高峰期间利用周边及城区停车场提供应急保障。按照

一般高峰客流规模考虑，考虑现有的停车位，现状景区的停车位需求缺口为267 个，其中小车停车位缺口数约250 个，大车停车位缺口数约17 个。

4.1  南山景区现状客流

类别 交通量：单位(pcu/h)

大巴 出租汽车 公交 小汽车 合计

平峰 60 150 30 675 915

一般高峰 120 300 60 1350 1830

极端高峰 180 450 90 2025 2745

表4 现状景区高峰小时吸引交通量（pcu/h）

停车位类别 一般高峰 极端高峰

小汽车 大巴车 小汽车 大巴车

人数（人次） 18000 12000 27000 18000

车辆数（车次） 4500 400 6750 600

需停车位 3000 267 4500 400

表5 现状景区高峰小时吸引交通量（pc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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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相 关 附 件

按国家旅游局核定南山景区日最高承载7 万人次游客量测算出南山景区旅游车次及所需要停车位数量分析表。

景区停车场现有大车停车位为250 个，小车停车位2750 个，合计停车位3000 个，小车停车位缺口数约4250 个，大车停车位缺口数约217 个。

综上考虑，结合南山景区一期按规划扩建实施后，必定会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览，因此本工程拟选址按最高承载力考虑计算停车位数。考虑到资源利用和经济投入等情

况现状景区停车设施配置规模建议按照客流规模7 万人次进行设置，规模5000 辆左右，同时考虑公交车及出租车的部分停车位情况，具体设置车位详见建设规模指标表。

4.2  最大停车需求测算

表6 最大停车位需求表

游客及出行方式 需要停车位统计表

游客分类 出行方式分类 占比 游客数量 人/车 停车车次
次日车位周

转次数
需停车位

散客

公交出行【公交、火车、游轮、
出租车】

20% 14000 人
——

—— —— ——

旅游小车 60% 42000 人 4人 约10500 1.5 车次 7000 个

团队 大中客车 20% 14000 人 30人 约700 1.5 车次 约467 个

合计 —— 100% 70000 人 —— 7000 1.5 车次 7467个

表6 最大停车位需求表
总体技术经济指标

规划区总用地 153308 ㎡

其中

1#地块 12354 ㎡

2#地块 19552 ㎡

3#地块 29554 ㎡

4#地块 28319 ㎡

5#地块 63529 ㎡

总建筑面积 79460 ㎡

其中

1#地块 9120 ㎡

2#地块 13800 ㎡

3#地块 20020 ㎡

4#地块 24700 ㎡

5#地块 11820 ㎡

其中
地上 100 ㎡

地下 79360 ㎡

总停车位 4560（4904） 辆

其中

大巴车位 219（548） 辆

机动车车位 4245 辆

公交车 6（15） 辆

出租车 90 辆

备注：大巴车位折算系数2.5，中巴车位折算系数1.5，括号内数字为折算系数小车停车位数。



五 、工程拟选址及影响评价分析

1、工程拟选址方案

2、南山风景名胜区景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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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工程拟选址属于南山景区停车场，规划总用地面积153308㎡。工程拟选址用地由规划道路，水系及景区接引广场划分为5个地块，广场西侧为1#，2#，3#地块，广场东

侧为4#,5#地块。对应《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中的A-04地块、A-05地块、A-06地块、A-07地块、A-08地块和A-09地块，共计6个地块。

本次工程拟选址拟建五座地下一层停车库，分别位于五个地块内,地面停车场，总建筑面积7946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79360平方米。

总停车位4560辆，其中大巴225辆，小机动车车位4245辆，公交车为6辆，出租车位90辆。

5.1  工程拟选址方案

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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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1#—A-05地块

2#—A-04地块

3#—A-06地块

4#—A-07地块

5#—A-08地块

5#—A-09地块

5.1  工程拟选址选址方案

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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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总体技术经济指标

5.1  工程拟选址选址方案

A-05地块

A-04地块

A-06地块

A-07地块

A-08\09地块

A-05地块

A-04地块

A-06地块

A-07地块

A-08\09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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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1#（A-05地块）地块总平面图

5.1  工程拟选址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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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2#（A-04地块）地块总平面图

5.1  工程拟选址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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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3#（A-06地块）地块总平面图

5.1  工程拟选址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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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4#（A-07地块）地块总平面图

5.1  工程拟选址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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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5#（A-08\09地块）地块总平面图

5.1  工程拟选址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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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5.1  工程拟选址选址方案

停车场出入口布局

P1：一个单向进口、一个单向出口；

P2：一个双向进出口，一个应急出入口；

P3：一个单向进口、一个单向出口、一个应急

出口；

P4：一个单向进口、一个单向出口；

P5：一个单向进口、一个单向出口；一个双向

出入口和一个应急出口。

依据《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建筑分册

（试行稿）》中关于建筑退让要求：建筑退让公路道

路红线（红线不明确的可按实际道路边缘线）距离。

（一）高速公路不小于50米，国道不小于20米，

省道不小于15米，县道不小于10米，乡道不小于5

米。位于城镇规划建成区内的公路路段按城市道路退

让规定执行。

该停车场建筑退让国道距离33米，因此停车场

退让距离均满足城市管理规定中提出的最小距离要求。

车辆进出场采用右进右出的交通模式，停车场进出口

为避免影响225国道的交通，确保国道运行顺畅，停

车交通有序合理，尽量配合交通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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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5.2  南山风景名胜区景源分析

5.2.1 南山风景名胜区现状景源分析

南山景区现状风景资源类型7 中类13 小类35 处，主要类型包括：

天景：日月星光3 处

地景：山景4 处，海岸景观2 处，河流2 处，湖泊3 处，海湾海域1 处

生景：植物生态类群1 处，古树名木1 处

园景：专类主题游园5 处

建筑：风景建筑1 处，文娱建筑1 处，宗教建筑10 处

风物：其他风物1 处

南山景区现状风景资源分类表

大
类

中类 小类 总规评价的风景资
源11 处

本次详细规划补充评价的风
景资源24 处

自
然
景
源

天景 日月星光3 海上日出、月色观音、南山
星空

地景 山景4 南山岭 海岭、冬瓜岭、梵彻岭

海岸景观2 沙质海岸、基岩海
岸

水景

江河2 朗坟河、椰子园河

湖泊3 鸭仔塘泻湖、西区泻湖、椰
子园、村水库

海湾海域1 小月湾

生景
植物生态类群1 原生沙坝

植物生态类群1 古酸豆树林

人
文
景
源

园景

现代公园

陵园墓园

专类主题游园5 长寿谷 慈航普渡园、吉祥如意园、
妙金山菩提园、梵钟园

建筑

风景建筑1 树屋

文娱建筑1 南海佛学院

商业建筑

宗教建筑10 南山寺、南山海上
观音、不二法门、
多宝佛塔、南海龙

王别院、佛陀馆

金玉观音、空海纪念馆、三
十三观音堂、观音文化广场

史迹
遗址遗迹

摩崖题刻

雕塑

纪念地

风物 宗教礼仪

神话传说

民间文艺

其他物1 南山村落
南山景区综合现状图

拟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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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5.2  南山风景名胜区景源分析

5.2.2 停车场建设后景源影响分析

拟建的停车场属于原《三亚热带海

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中规划

的内部交通通讯用地，用于建设南山景区

入口停车场、大巴车停车。未占用其他景

源用地，拟建停车场修建前后都以“严格

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发展。

工程拟选址属于内部交通通讯用地，

修建前后均不变。未占用特殊景源。从生

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适合南山景区的

开发建设等活动。该片区生态敏感度低，

生态条件差，可以承受一定强度的开发，

完善名胜风景区的建设发展，提供游客

“吃、住、行、游、娱、购”旅游配套措

施，来增加了政府对南山景区建设和资源

保护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的同时，

也有力地促进了风景区的资源保护工作济

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拟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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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5.3  南山风景名胜区景观影响分析

5.3.1 南山名胜区景观分析

从人文资源、自然资源两方面分析，南山景区景观资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

个个特征：

（1）优越的山海相依景观空间

南山景区依山靠海，山谷河湖相间，由南山岭、冬瓜岭、海岭以及鸭仔塘

河流、沿河小型湖泊形成“背山面海、三山两谷”格局，山海空间优良独特、尺

度适宜，山上山下、滨海内陆视野丰富、景观多变，具有较高的自然景观价值。

尤其是紧邻南海之滨、高达478.7 米的南山，面积20 余平方公里，山海相接，

属于难得的直接滨海的大型自然山体景观，在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区之中独具特色。

（2）稀有的原生沙坝海岸生态

南山景区7 公里海岸线地貌景观丰富多样，包括沙坝沙堤、沙滩、海滩岩、

海蚀岩滩和砾石滩等。其中保留着长约2.5 公里、高达20 余米的原生沙坝海岸，

丛生木麻黄、仙人掌等各类海岸沙生植物，并且自海岸至内陆形成沙滩-沙坝-灌

丛-古酸豆林和椰子树-泻湖等一系列生态景观变化，可以反映地域自然生态演变

的过程。由于多年来快速城市化发展以及各类建设开发，三亚市的很多沙坝海岸

遭到了破坏，类似20 余米高的沙坝几乎不存，因此南山景区的沙坝海岸具有宝

贵的生态价值和意义，能够反映出三亚海岸生态的原生历史面貌与发展变迁。

（3）茂密的热带森林植被景观

景区内的山地植被茂盛，形成常绿乔木及灌木林为主的热带森林植被景观。

景区内古树名木众多，数百棵树龄高达百余年的古酸豆树极其少见。景区内已经

形成椰林、热带花卉植物园区以及菩提树为主的佛教典型植物景观等。另外，景

区内还保留着很多热带地区典型的海滨植物自然景观面貌。

（4）优美的日月星光海滨天象

南山依托广阔南海，在自然气候、日月阴晴变幻下呈现出壮观优美的日月

星光等海滨天象景观，充分体现了中国风景文化中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

谐的特色。南山景区南部滨临南海，朝向非常适宜欣赏以海上观音为背景的日出

日落；海上月升、月下观音等更凸显佛教文化意境；南山景区远离城市集中建设

区、无灯光污染，具有良好的暗夜星空观测条件，灿烂的星光银河成为景区特有

天象。

拟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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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5.3  南山风景名胜区景观影响分析

5.3.1 停车场对名胜区景观分析

拟建停车场位于位于景区主入口区，

主要能够优化南山景区资源,满足游客停

车的需要，从而推动三亚市南山景区旅游

业的发展。

南山景区的景观以自然为主题，拟

建风景区停车场规划的首要问题是“自

然”，包括场地本身的“自然”及与周围

风景衔接的“自然”。本工程拟选址借用

自然的地形，就势建造。停车场区内大客

车与小汽车分区停放，用绿化及道路划分

出各自的停车空间。小汽车停车场常常结

合场地地形及建筑物布置情况灵活分散成

几个组来布置。

拟建停车场符合规划提出的规

划要求，不会对景区的景观造成较

大负面影响。

拟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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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根据《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规划按照资源价值等级大小以及保护利用程度的不同，将风景名胜区划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三级保护区。

（一）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一级陆域保护区的保护措施：

1、除资源保护、生态修复和必要的游览步道、观景休憩、生态厕所、安全防护等设施外，禁止建设其它无关的任何设施，已经建设须限期拆除。建设必要的游步道和码

头时，必须严格审查建设方案，并开展生态环境影响专项工作；游步道的修建应依地形起伏灵活而建，须采用栈道、栈桥、土路、石路等原生态建造方式，严格控制步道宽度，

一般不应超过2米；

（二）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① 二级陆域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二级陆域保护区包括本风景名胜区中的山峦、河流、田园、热带作物保护区域和重要的景观点、视线通道，二、三级景观单元周边及具有典型性景观的地区。

二级保护区的开发利用强度控制:

1、严格控制区内设施规模和建筑风貌，禁止建设旅宿设施。可根据旅游发展需要适度建设风景点建（构）筑物、小体量的旅游服务设施。新建建（构）筑物应严格控制

建筑体量、数量和建筑风貌，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2、严格限制机动交通道路和设施，限制机动交通进入，强调区内交通应以电瓶车和步行交通为主。电瓶车、步行和机动交通要适度分离，必要地段设置换乘点。游览步

道应结合滨海、滨水、山林、景点和观光区域设置，形成完整的慢行游览环；游步道尽量采用现有道路进行升级改造，除重要的景观道路外，一般宽度应控制在3米以内；电瓶

车道路应控制在核心游赏区域，环状设置，道路宽度应控制在6米以内。

② 二级海域保护区（限制海上活动范围）

一级海域保护区以外的海域，适宜安排各类游赏项目和活动，是各景区景点游赏活动聚集区，区内需按照游客容量有序组织游客游赏活动、配置必要的服务设施和管理设

施。海域可根据环境容量适度开展海上旅游和娱乐活动，如冲浪、拖伞、海钓、水上飞机等。

（三）三级保护区（限制建设范围）

三级保护区范围是在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区域，是风景名胜区中可进行适度开发的区域，该区域重点应加强生态环境的培育、对开发项目的指导与合理开发容量控制以

及景观特色的营造。旅游服务区为各景区主要配套设施建设区，用于建设管理、商业、文化娱乐、接待设施等，主要位于三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的开发利用强度控制:

1、该区域内应按规划有序开展各项建设，加强各类设施建设的控制和引导，保持与风景区环境相协调。

2、游览设施和居民点建设必须严格履行风景名胜区和城乡规划建设等法定的审批程序，严格控制建设范围、开发强度和景观风貌，加强详细设计和景观分析。

3、严格控制机动交通道路数量和宽度，一般控制在两个车道以内，宽度在10米以内，道路两侧各控制10米以上的绿化景观带；机动交通道路设置应尽量采用尽端、枝状，

避免与游步道、电瓶车道的交叉和冲突。

4、严格控制静态停车设施、管理设施、市政设施和综合防灾设施分布位置和规模，各项设施建设应采用生态式，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5.4  南山风景名胜区分级保护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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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分级保护规划图工程拟选址在原详规中属于内

部交通通讯用地，不触及陆域、海

域分级保护区范围内。工程拟选址

符合详规要求，不会对保护区造成

破坏影响。

本次工程拟选址地块

5.4  南山风景名胜区分级保护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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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 对生态红线影响

根据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第五项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因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保障项目建设等需要调整的，由省级政府组织论证，提出调整方案，经环境

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功能不降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保持相对稳定，退化生态系统功能不断改善，质量不断提升。

——面积不减少。生态保护红线边界保持相对固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性质不改变。严格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严禁随意改变用地性质。

本次工程拟选址属于原南山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内规划停车场，建设符合规划要求，不触及生态红线保护范围，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对周边的植被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

但在采取积极措施的情况下，可将影响降至最小。

◼ 对片区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工程拟选址修建落实后，车辆流动量和人流量增加、尾气排放，将产生局部的“热岛效应”，这种小气候的变化会对公路原线植物的生长繁殖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病虫

害发生的几率增加，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增加。

工程拟选址主要经过主入口区，未占用风景区内的湿地，因此对风景内的生态指标实际造成破坏的面积较小，其损失量相对较小。用于通道沿线所占用的植被类型均为常

见植被群里，非常适应在当地生长和繁殖，而且影响范围是线状的，损失面积相对于评价区范围来说较小，同时只减少森林资源的绝对数量，不会导致物种灭绝和影响物种的

正常繁殖生长，其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也极为有限，也不会影响植物种群的演替方向。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只要严格执行《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外来有害生物防范和管理

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通道建设对陆水湿地片区受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影响可控。地块内未发现珍贵树种，因此，通道落实不会对景区内的珍惜树种形成破坏。

建议：（1）绿地生态补偿：本项目建成后，在白天时段的人流、车流量较为集中，其生态影响指标——碳循环体系的碳释放量和耗氧量在此时间段内会有所的增加,区域

环境的生态负荷也将随之而有所增加。因此，该项目应根据自然资源损失补偿和受损区域恢复原则，必须采取一定的生态恢复和补偿措施,增大单位面积的吸碳能力和放氧量，

以削减生态影响，减少环境损失。

（2）绿化的物种可根据布局特点，选取有特色的、空气净化效率较好的树种。采用多种方式方法，使自然水系与人工绿化有机结合，组成完整的区域生态环境系统，基

本能达到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一定程度可以改善和提高区域生态系统功能。

◼ 对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停车场未占用南山景区用地，未占用核心景区，但是落实后占用部分植被，对周围野生陆地动物、水动物的正常生存和繁衍造成一定的影响。对动物原有生境的改变较小，

而动物具有迁移的能力，工程拟选址建设对评价区域动物的影响相对较小。地块内未发现珍惜动物，因此，工程拟选址修建落实后不会对景区内的珍惜动物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 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

工程拟选址修建落实未占用风景区用地，未占用核心用地，占地部分原有的植被保持水土、滋养水源、净化水质的效能将随之消失。

工程拟选址建设落实后对沿线绿化工程、排水工程以及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受到破坏的人工林植被将得到部分弥补，水土流失状况也将大大减少。影响范围所造成的损

失相对整个风景片区来说是少量的，经过一段时间后，人工林生态系统将逐渐形成新的动态平衡与稳定。工程拟选址修建落实后对南山景区生态系统造成的明显影响较小，不

会破坏风景区内湿地片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典型性河代表性，更不会产生生态脆弱性地带。

5.5  南山风景名胜区生态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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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 建议

（1）建立生态监测网络，建立生物多样性、趋势和预测模式，建立综合保护的区域管理模式和开发模式。

（2）保持和维护陆域原有生物种群、结构及其功能特征，保护典型而有示范性的自然综合体；提高自然环境的复苏能力，提高氧、水、生物量的再生能力与速度，提高

其生态系统或自然环境对人为负荷的稳定性或承载力。

（3）科学规划，保护生物多样性。

（4）应加强保护生态系统，避免盲目开发和破坏。充分保护和培育各景区内的热带植物，尤其是珍稀名贵树种，加强保护木黄麻、椰子、槟榔、橡胶、油棕、芒果、木

菠萝等热带植物。

（5）重视风景区内植物景观的培育。补种椰子、木黄麻、琼崖海棠、玉蕊、海巴戟、水黄皮、海岸桐、榄仁、海芒果、草海桐、海南槐、马鞍藤等海岸适生沙生植物。

（6）加强风景区内所有水系、湿地的保护，保持水系的贯通性、水质质量标准、水系两侧地貌和植被，保持湿地的原真性，进行系统化的养护保护。

（7）强化海洋海岸工程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海岸带保护管理规定

（8）严格控制游客车辆容量，加强海岸生态环境建设和修复，保持海岸生态系统的稳定。

（9）加强通道的安全运营管理，尤其应加强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运输车辆的管理，制定相应的风险措施。

（10）通道进入湿地片区路段要设置禁鸣标志，避免对鸟等动物的搅扰。

5.5  南山风景名胜区生态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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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 景点建设规划

按照《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7-2030）确定的总体布局具

体落实，在现状南山海上观音、南山寺、观音文化苑的基础上，续建、完善南海佛学

院，新建入口服务区和南山小镇、佛教文化博物馆、景区东部佛教文化交流区。

按照功能分区中风景游览区规划内容，重点在礼佛大道、观音文化区、南海佛

学院、国际佛教文化区及南山岭生态观光区五大片区进行风景游赏活动。

◼ 游览线路组织

以景区车行游览主环线为依托、步行礼佛线路为基础，按照景区空间及游览主

题，分别组织8 类主题半日游线，8 类游线可以自由组合成为多样化的一日游或两日

游线。

（1）车行游览主环线：

依托景区主要车行游览路，利用游览电瓶车串联景区东西重要景点的游线。

可以全面体验景区佛教文化与自然景观。

（2）步行礼佛游线：

串联景区礼佛大道中轴线、观音文化苑的游览线路。

沿中轴线按序列参拜，南山海上观音为游线终点，以礼佛为主题内容。

◼ 小结：

依据详细规划，工程拟选址不位于风景游览区，且未与车行游览环线、

礼佛游线、主题游线等有所冲突，停车场的修建落实不会对景区的游线造

成影响。

5.6 游线影响分析 风景游赏规划图
本次工程拟选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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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 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范围游览道路分车行游览主路、车行游览支路、步行游览路三级。

（1）车行游览主路

8 条，分别为椰子园村-南山村、椰子园-佛学院、南山小镇-佛陀馆、南山小镇

东侧主路、主入口-东入口联络线、佛学院-鸭仔塘、鸭仔塘-东入口、佛学院-小月湾，

道路红线宽为9 米、7 米两种。

（2）车行游览支路

15 条，主要是由游览主路连接到各景点、服务设施的道路以及南山一组、二组

内的主要道路，道路红线宽为5 米。

（3）步行游览路

礼佛景观大道，以步行游览为主，电瓶车为辅，采用绿化、广场、水系等要素

相结合的方式。从入口广场通往南海观音的广场大道，道路宽度为20 米；

（4）其他步行道路根据建设实际需要另行设置。

◼ 停车场：

（1）外部社会车辆停车场

景区主入口、东入口集中设置外部社会车辆停车场，停车场建设指标按照《规

划停车场一览表》要求执行。

（2）游览电瓶车停车场

景区内电瓶车停车场包括南山小镇、东入口、鸭仔塘、郞坟、禅悦院东共5处。

停车场建设指标按照《规划停车场一览表》要求执行。其中南山小镇站是该片区规模

最大，功能最全的站点，具备电瓶车保养、停靠、调度等功能。

（3）自备停车场

游览服务设施、景区管理机构、居民点内可配建相应规模的停车场。配建的停

车场可采用地下车库、地面停车等多种形式，严禁占用规划批准的绿地和道路为停车

泊位。地面停车泊位一般不应超过总泊位数的20%。

◼ 小结：

依据详细规划，景区规划在主入口处新建15.34公顷停车场用地，用

作外部社会车辆停车场，规模6300标准车辆，本工程拟选址建设符合详细

规划提出的建设要求。

5.7 游览交通规划影响分析

序号 位置 占地（公顷） 规模（标车）

1 主入口外部车辆停车场 15.34 6300

2 东入口外部车辆停车场 2.1 870

3 南山小镇电瓶车停车场 1.29 210

4 东入口电瓶车停车场 1.02 170

5 禅悦苑电瓶车停车场 0.48 80

6 郞坟电瓶车停车场 0.25 30

7 鸭仔塘电瓶车停车场 0.25 30

规划停车场一览表

道路交通规划图

本次工程拟
选址地块

本次工程
拟选址地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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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1）旅游服务设施布局

以游客为服务对象的游览服务设施主要有公共管理中心、旅游服务中心、旅游

服务点和旅游服务站。各项游览服务设施的位置、规模及建设标准应按照《游览服务

设施规划一览表》执行。旅游服务设施分为三级：

旅游服务中心及公共管理中心：1 处，位于景区主入口及南山小镇；

旅游服务点：3 处，景区东入口、南山休闲会馆、迎宾馆；

旅游服务站：5 处，佛学院、观音苑、鸭仔塘、朗坟、南山岭。

（2）管理服务设施规划

管理服务设施的主要功能包括管理办公、安全监控、医疗救护等。规划布局如

下：

公共管理中心：位于景区主入口，配备景区入口管理、调度、保卫、监控、救

护设施。

游客中心：位于在景区主入口，配备购票、展示、宣传、咨询、导游、休息等

设施。

管理服务区：位于规划南山小镇以南临山地带，设置景区管理办公、后勤服务

等。

结合3 处旅游服务点，在东入口、迎宾馆、南山休闲会馆设置管理站。

（3）住宿设施规划

根据《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南山-大小洞天总床位规模不超过

1200 床。本详规确定景区内住宿设施主要位于南山小镇、迎宾馆、南山休闲会馆，

应严格控制景区内住宿床位总规模在1000 床以内，并以中高档宾馆为主。

（4）文化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在景区东部设置国际佛教文化交流、展示等文化服务设施。景区文化服务

设施建设应与佛教文化主题、性质和景区氛围相符合，不得建设大型娱乐设施、主题

公园。重要项目需开展专项研究和论证，充分分析项目与景区环境关系、建筑体量、

风貌和景观等，符合规划确定的建设强度和风貌要求。

5.8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影响分析

◼小结：依据详细规划，景区规划建设旅游服务设施、管理服务设施、住宿设施

及文化服务设施，工程拟选址建设并未占用服务设施用地，符合详细规划提出的

建设要求。

服务设施规划图

本次项目
地块

本次工程
拟选址地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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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工 程 拟 选 址 方 案 及 影 响 评 价 分 析

为了严格控制景区人口规模，建立适合景区特点的社会运行机制和居民点系统。

考虑村寨聚居历史和社会因素，规划对风景名胜区内的居民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

对景区现有不利景区整体保护与发展的居民点尽可能向就近的村镇疏解，对风貌较好，

发展健康有序，对景区整体生态环境和管理影响较小的居民点以聚居方式或控制改造

方式进行保留。

（1）按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南山景区规划期末居民人口将达到约4200 人。

其中：

疏解型居民点：鸭仔塘、朗坟村疏解至南山安置区，规划人口1700 人。

控制型居民点：椰子园村，规划人口共1000 人。

聚居型居民点：南山村一二组，规划人口1500 人。

（2） 村庄建设用地管控

景区范围内居民点包括南山一组、南山二组、椰子园村、南山居民安置区。南

山一组、二组，以现状保留为主，对村内环境整治提升；椰子园村，改造为主，严控

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突出旅游村庄风貌；南山居民安置区，新建为主，严控建筑高

度、建筑密度。规划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共56.30 公顷，居民点建设用地各项指标及

设施按照《居民点建设用地指标一览表》要求控制。南山安置区19.97 公顷；（另有

旅游点建设用地4.80 公顷；购物商贸用地3.78公顷；）椰子园村9.19 公顷；南山一

组17.12 公顷；南山二组10.02 公顷。

5.9  关于居民点建设规划影响分析

村庄名称 村庄调控类型
人口（人） 用地面积

（hm²）

人均用地面
积

（m²/人）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鸭仔塘村
疏解型（到景区
内村庄安置区）

714 
800

19.97 117.47

朗坟村
疏解型（到景区
内村庄安置区）

792 
900

椰子园村 控制型 876 1000 9.19 96.30

南山二队
聚居型

1353 1500 27.14 180.93

南山一队
聚居型

合 计 —— 3735 4200 56.3 134.05

◼小结：依据详细规划，原景区内居民点统一安置至新村居点，工程拟选址建设

不占用规划村居点用地，但工程拟选址施工期间对未搬迁居民会生产生活造成一

定的影响，建议施工期间加强清理，将影响减至最小。

◼ 对策建议

为了避免对未搬迁居民造成严重干扰，尽量避免夜间施工。

居民点建设规划图

本次工程拟
选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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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结 论 与 建 议

6.1、结论

工程拟选址建设后对景区的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1. 对景区景源的影响分析结果：拟建的停车场属于内部交通通讯用地，未占用特殊景源，因此影响相对较小，调整前后都以“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进行

规划和发展。

2. 对景区景观影响分析结果：工程拟选址修建采取平面设计方式，对景区景观视线方面不会产生遮挡。

3. 对景区分级保护影响分析结果：修建停车场在原详规中属于内部交通通讯用地，不触及陆域、海域分级保护区范围内。修建此停车场符合详规要求，不会对保护区造成破坏影响。

4. 对景区生态影响分析结果：工程拟选址建设对评价区域动物的影响相对较小。通道地块内未发现珍惜动物，因此，停车场落实后不会对景区内的珍惜动物造成影响。停车场落实后对南

山景区生态系统造成的明显影响较小，不会破坏湿地片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典型性河代表性，更不会产生生态脆弱性地带。

5. 对景区游线影响分析结果：拟修建停车场不位于风景游览区，且未与车行游览环线、礼佛游线、主题游线等有所冲突，不会对景区的游线造成影响。

6.对游览交通规划影响分析结果：景区规划在主入口处新建15.34公顷停车场用地，用作外部社会车辆停车场，规模6300标准车辆，本工程拟选址建设符合详细规划提出的建设要求。

6. 对景区公共服务设施影响分析结果：工程拟选址与景区公共设施几乎没有交集，所以影响较小。

7. 对居民点建设规划影响分析结果：原景区内居民点统一安置至新村居点，工程拟选址建设不占用规划村居点用地，但施工期间对未搬迁居民会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建议施工期间

加强清理，将影响减至最小。

综上所述，工程拟选址符合《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南山景区详细规划(2020—2030年)》中的用地要求，是对规划的一种实施落

实。工程拟选址建成后能够解决南山停车场的问题，对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有促进意义，因此本次工程拟选址在规划层面上是可行的。

6.2、建议

工程拟选址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施工期间，建议工程拟选址实施过程中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将影响将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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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结 论 与 建 议

分级保护图

本次工程拟选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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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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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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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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