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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滨海旅游公路规划 

 

为落实《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2017―2030

年）》，推动发展“交通+旅游”新业态，探索绿色交通发

展新模式，打造广东滨海旅游休闲新名片，促进我省沿海经

济带发展，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制订本规划。 

一、规划的必要性 

广东沿海地区是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区域之一

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滨海旅游

资源极具特色、禀赋优良、潜力巨大。目前，珠三角地区虽

然建设了沿海高等级公路，但未形成全线贯通、功能完备的

普通公路体系；东西两翼沿海地区普通公路网络不完善，与

支撑我省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滨海旅游转型升级发展需要

存在较大差距。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串接广东沿海 14 个地市，辐射沿线

规划的 20多个滨海新区，连通 90个旅游景区，与沈海高速

公路一起形成提供差异化服务、功能互补的沿海复合型公路

走廊，对全面提升我省滨海地区的交通运输服务水平、提振

沿海经济带发展、推动“海洋-海岛-海岸”旅游立体开发、

促进滨海旅游转型升级、补齐我省沿海经济带和旅游休闲带

发展“短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必将为我省沿海社会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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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旅游公路立足“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理念，通过

纵横向特色化设计，打造贴近海岸、连通园区、串接景点、

融入景观、快慢和谐、服务完善的复合型公路旅游休闲廊道，

并使其具备通达滨海城镇、园区、港口、景区的公路功能。 

滨海旅游公路依山、就势、临海，其建设要坚决保护沿

线自然生态，充分展现广东最美的海湾、岸线、沙滩、海岛、

海洋生物等生态资源景观，培育滨海旅游休闲消费新模式，

打造最具广东特色的滨海旅游经济带，使其成为服务沿海经

济重大区域发展平台建设，带动沿海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引

领滨海美丽乡村建设，牵引全省滨海区域建设水平整体提升

的重要支撑。 

三、实施内容 

（一）规划布局要求。 

1.促进沿海经济带发展。与沈海高速公路、国道 G324

线、G325线一起形成功能互补的沿海复合型公路走廊，适应

创新驱动发展新战略、沿海地区发展新格局、产业发展新特

点、城镇发展新要求，为构建沿海“一心两极双支点”（珠

三角“中心带动”、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都市区“两极跃升”、

汕尾和阳江作为珠三角辐射粤东粤西战略支点的“双点支

撑”）发展总体格局，打造沿海创新集聚带提供交通保障。 

2.打造高品质滨海旅游带。串联滨海地区优美旅游景区

和特色旅游资源，优化滨海旅游空间布局、发展滨海旅游新

业态、提升滨海旅游产品品质，促进滨海旅游业全区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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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全产业链综合发展，推进滨海旅游由景点旅游发展模

式向全域旅游发展模式转变。 

3.带动沿海特色小镇和滨海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沿海特

色小镇聚焦海洋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素的新型

载体，带动沿海特色小镇建设；挖掘岭南乡村文化特色，带

动提升农村环境品质，推动交通运输公共服务均等化，引领

滨海美丽乡村建设。 

4.做好生态资源和海岸带保护。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和海

岸带功能管控要求，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贴近自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坚决保护沙滩、湿地等生态资源；尽量减少

用海，不占用严格保护岸线，科学使用、优化利用岸线，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沿海生态绿带。 

（二）规划布局范围。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路线东起饶平县大埕镇粤闽界，由东

往西经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惠州、深圳、东莞、广州、

中山、珠海、江门、阳江、茂名、湛江等 14 个滨海城市，

终于湛江市廉江市高桥镇粤桂界，长约 1570 公里；另设连

接重要沿海海岛（半岛）并纳入省道规划的支线约 305 公里。

主线和支线总里程约 1875 公里，连接 38 个县（区）、164

个乡镇（街道）、15 个产业园区、20 个滨海新区；串接环

珠江口、川岛―银湖湾、海陵岛―水东湾、环雷州半岛、大

亚湾―稔平半岛、红海湾―碣石湾、汕潮揭―南澳等 7 个滨

海旅游组团，辐射 72 个 A级以上滨海旅游景区，其中 5A级

景区 4个、4A 级景区 2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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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布局范围分解 

1.潮州市:主线长约 41.3 公里，支线长 9.1 公里，经过大埕、所城、柘林、汫洲、海山等 5 个镇及

饶平县城；辐射金狮湾港区、西澳港区、三百门港区等 3 个港区；辐射大埕湾碧海银滩、古哨大所城、

金狮湾度假村、西澳岛的“白鹭天堂”、海山镇“中华海龙”旅游区等 5 处旅游景区。 

2.汕头市：主线长约 76.2 公里，支线长 76 公里，经过澄海市东里、溪南、莲上、莲下、凤翔，

龙湖区外砂、新溪，汕头海湾新区、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濠江区广澳、滨海，汕头保税区，潮阳

区海门，潮南区井都、陇田。辐射南澳港区、广澳港区、海门港区等 3 个港区。辐射 12 处旅游景区，

其中 3A 及以上的有南澳海岛国家森林公园、礐石风景名胜区（4A）、中信汕头高尔夫俱乐部、莲花峰

风景名胜区。 

3.揭阳市：主线长约 52.5 公里，经过仙庵镇、靖海镇、前詹镇、神泉镇等 4 个镇及揭阳城市副中

心、大南海石化工业区；辐射惠来沿海港区的南海作业区、神泉作业区、前詹作业区、资深作业区、靖

海作业区等 5 个作业区；辐射金狮湾旅游度假区、海角甘泉、靖海古堡、靖海炮台、客鸟尾石笋、石碑

山灯塔等 6 处旅游景区。 

4.汕尾市：主线长 181.8 公里，支线长 8.5 公里，经过陆丰甲东镇、甲子镇、甲西镇、湖东镇、

碣石镇、金厢镇、陆丰县城东海镇、潭西镇、上英镇、海丰大湖镇、汕尾新区田乾镇、遮浪镇、捷胜镇、

汕尾市城区、马宫镇、鲘门镇、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镇等 18 个城区及乡镇；辐射陆丰港区、汕尾新

港区、汕尾港区、海丰港区等 4 个港区；辐射 12 处旅游景区，其中 3A 及以上的有碣石玄武山旅游区、

凤山祖庙旅游区。 

5.惠州市：主线长 104.7 公里，经过惠东县黄埠镇、平海镇、铁涌镇、稔山镇、霞涌镇、澳头镇

等 6 个镇及环大亚湾新区；辐射惠东港区、东马港区、荃湾港区等 3 个港区；辐射稔平半岛双月湾、平

海南门海滨旅游区、三角洲旅游区、巽寮湾旅游区、亚婆角旅游区、海滨温泉旅游度假区等 6 处旅游景

区。 

6.深圳市：主线长 104.9 公里，支线长 25.9 公里，经过大鹏新区、盐田区、罗湖区、福田区、南

山区、宝安区等 6 个区及前海新区；辐射大鹏港区、盐田港区、南山港区、大小铲岛港区、大铲湾港区、

宝安港区等 6 个港区及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和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辐射 11 处旅游景区，其中 3A 及以上

的有大鹏半岛金沙湾海滨度假区、东部华侨城、仙湖植物园、地王观光深圳之窗、锦绣中华、中国民俗

文化村、世界之窗、青青世界旅游区、海上田园旅游区。 

7.东莞市：主线长 19.8 公里，经过长安镇、虎门镇 2 个镇及滨海湾新区；辐射东莞港长安港区、

沙角港区 2 处港区，辐射威远岛风景名胜区 1 处旅游景区。 

8.广州市：主线长 23.9 公里，经过南沙新区南沙街道、万顷沙镇等 2 个镇街及明珠湾新城；辐射

南沙港区及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邮轮码头；辐射南沙滨海湿地景区、百万葵园主题公园、南沙天后宫等

3 处旅游景区。 

9.中山市：主线长 27.3 公里，经过民众镇、翠亨新区、南朗镇等 3 个镇及新区；辐射中山港区、

马鞍港区等 2 个港区；辐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詹园景区等 3 个旅游景区。 

10.珠海市：主线长 129.7 公里，支线长 7.1 公里，经过唐家湾新城、珠海市区吉大、拱北、南坪、

湾仔、横琴新区、三灶新城、金湾新城、南水、平沙、富山新城等 11 个镇街及城区；辐射唐家港区、

香洲港区、九州港区、洪湾港区等 5 个港区；辐射凤凰山风景名胜区、农科奇观、圆明新园景区、横琴

岛风景名胜区等 4 处旅游景区。 

11.江门市：主线长 178.3 公里，经过斗门、都斛、赤溪、广海、川岛、海宴、汶村、北陡等 8

个镇及银湖湾滨海新城、广海湾工业新城；辐射新会港区、广海湾港区等 2 个港区；辐射 12 处旅游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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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布局范围分解 

区，其中 3A 及以上的有古兜温泉综合度假区、富都温泉度假邨、川岛风情、江门市川岛旅游度假区，

以及浪琴湾旅游区。 

12.阳江市：主线长 116.5 公里，支线长 60.5 公里，经过东平、大沟、雅韶、阳江滨海新区、平

冈、海陵、闸坡、溪头、上洋、沙扒等 10 个镇街及新区；辐射海陵湾港区；辐射大澳渔村风景名胜区、

海陵岛大角湾风景名胜区、阳西咸水矿温泉、沙扒旅游区等 4 处旅游景区。 

13.茂名市：主线长 63.1 公里，经过岭门、电城、博贺、高地等 4 个镇及茂名滨海新区、电白县

城、水东湾新城；辐射吉达港区、博贺新港区、博贺港区、水东港区等 4 个港区；辐射浪漫海岸、滨海

旅游带、放鸡岛风景名胜区、放鸡岛海上游乐世界、水东湾第一滩旅游度假区、小良风景名胜区等 6 处

旅游景区。 

14.湛江市：主线长 449.9 公里，支线长 117.5 公里，经过覃巴、吴川城区、塘尾、吴阳、乾塘、

南三岛、麻斜、坡头、海东新区、湛江城区、湖光、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太平、沈塘、附城、雷高、调

风、和安、下洋、前山、龙塘、海安、徐闻县城、南山、迈陈、西连、覃斗、乌石、企水、江洪、乐民、

港门、杨柑、界炮、安铺、营仔、车板、高桥等 40 个镇街及城区；辐射吴川港区、、坡头港区、霞山

港区、霞海港区、宝满港区、南三岛港区、东海岛港区、徐闻港区、雷州港区、遂溪港区、廉江港区等

12 个港区；辐射 10 处旅游景区，其中 3A 及以上的有吉兆湾旅游度假区、蓝月湾温泉度假邨、湛江南

亚热带植物园、湖光岩风景区、湛江东海岛旅游度假区、天成台度假村，以及南三岛旅游规划区。 

（三）系统规划设计。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顺应滨海地区自然肌理，充分利用水

系、防护林、海堤等开放空间边缘和现有道路系统，坚持快

速通道与慢行系统有机结合，总体由车行系统、慢行系统、

滨海风貌带、配套服务设施等 4部分组成。车行系统服务车

辆正常的通过性交通，技术标准以需求为导向，结合建设条

件因地制宜确定，原则上采用高等级普通公路标准（主线与

支线的技术要求总体一致）；慢行系统主要服务休闲性骑行、

徒步、观光等，与车行道并线或分离设置；滨海风貌带是公

路两侧自然生态、人文风貌的展示区域，也是休闲活动和旅

游服务设施相对集中的区域；配套服务设施包括为车辆服务

的公路配套服务设施和为旅客服务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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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滨海旅游公路纵向分城市海滨段、旅游观光段、美

丽乡村段、景观过渡段 4 类路段进行特色设计。城市海滨段

经过城镇化区域，展示沿海城市风貌,主要服务城市集散交

通，兼顾游客慢行休闲需求；旅游观光段经过旅游景区和生

态视域良好区域，强化滨海旅游休闲功能，注重行车舒适性，

服务游客慢行旅游观光需求等；美丽乡村段串联特色小镇、

特色乡村等节点，突出乡镇特色文化，注重交通的通达性，

服务游客体验观光需求等；景观过渡段经过旅游资源一般性

区域，侧重交通的快速通过性。广东滨海旅游公路主线全长

1570公里，其中旅游观光段 703公里、城市海滨段 430公里、

图 1 横向空间组织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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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段 243公里、生态过渡段 194公里；支线 305公里，

全部为旅游观光段。具体路段划分如下： 

潮州市:饶平城区段 11.5公里为城市滨海段外，起点至

所城段 17.5 公里、汫洲至汕头市界段 12.3公里为旅游观光

段。 

汕头市：76.2 公里全部为城市滨海段。 

揭阳市：汕头市界至周田段 19.8 公里为美丽乡村段，

其余路段均为生态过渡段。 

汕尾市：碣石作业区至捷胜段 72.5 公里、马宫至鲘门

段 12 公里为旅游观光段，汕尾市区段 11.7公里、深汕合作

区段 22.8公里为城市滨海段，其余路段为生态过渡段。 

惠州市：环巽寮半岛路段 55.4 公里为旅游观光段，范

和港至霞涌段 9.6 公里为城市滨海段，其余路段为生态过渡

段。 

深圳市：惠州市界至罗湖段 48.8 公里为旅游观光段，

罗湖至东莞市界段 56.1公里为城市滨海段。 

东莞市：深圳市界至虎门段 17.2 公里为城市滨海段，

虎门段 2.6公里为旅游观光段。 

广州市：23.9 公里全部为城市滨海段。 

中山市：27.3 公里全部为城市滨海段。 

珠海市：唐家湾至横琴段 49.9 公里为旅游观光段，中

山市界至唐家湾段 6.7公里、横琴至三灶新城段 17.9公里、

金湾新城至富山新城段 42.6 公里为城市滨海段，其余路段

为生态过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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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广海至海宴段 43.0 公里为旅游观光段，广海

段 25.5公里为城市滨海段，崖门水道至广海湾作业区段 43.5

公里、镇海湾至阳江市界段 39 公里为美丽乡村段，其余路

段为生态过渡段。 

阳江市：江门市界至北津港区段 32.5 公里为美丽乡村

段，北津港区至海陵岛支线段 16.8 公里、溪头至市界段 48

公里为旅游观光段，海陵岛支线至溪头段 19.2 公里为城市

滨海段。 

茂名市：阳江市界至龙山段 46.7 公里、水东湾至湛江

市界段 11.7 公里为旅游观光段，龙山至水东湾段 4.7 公里

为城市滨海段。 

湛江市：吴川市区至坡头段 47.5 公里、和安至江洪段

184.5公里、北潭至终点段 33.5公里为旅游观光段，海东新

区至沈塘段 57.2公里为城市滨海段，坡头港区段 2.5 公里、

沈塘至和安段 47.5 公里、江洪至北潭段 58.5 公里为美丽乡

村段，其余路段为生态过渡段。 

四、发展目标 

将茂名、阳江、汕头等地市路段作为全省示范工程，先

行启动建设。 

到 2020年，滨海旅游公路各市路段全面启动建设，先

行示范段的主体功能部分（含车行系统、慢行系统、公路配

套服务设施）基本建成；建成若干滨海风貌带和特色服务设

施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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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2年，临海岸线自东向西的滨海旅游公路主体功

能基本实现，与沈海高速公路（粤境段）共同形成提供差异

化服务、功能互补的复合型公路走廊，全面提升我省滨海地

区的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为沿海经济带提振发展、“交通+

旅游”融合发展和特色小镇（滨海新区）加快建设提供交通

支撑；若干具备条件的典范工程（先行段、示范段）全面完

成。 

到 2025年，滨海旅游公路兼具交通运输、生态保护、

旅游休闲复合型功能全面实现，国家东南沿海风景道广东段

成为我省的新名片，沿线极具潮汕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

化、琼雷文化和海丝文化的特色小镇、滨海新城在数量和品

质上实现跨越发展，全面支撑我省滨海旅游转型升级。 

五、环境影响分析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整体沿海岸线布线，所涉区域包括滨

海乡村和自然生态区、城镇人口密集区、近海工业区以及海

域等，全线生态系统类型丰富，环境影响类型的多样化较为

明显。滨海旅游公路规划建设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做好沿线

环境、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落实噪声、废水及大气

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建立健全公路环境风险应急防范机

制。坚持保护优先理念，严格保护森林和湿地，保护海岛生

态。积极引导公众参与，营造公路与人居环境、生态系统与

滨海景观的和谐统一，把滨海旅游公路建设成一条具有广东

特色的“滨海生态廊道”。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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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领导机构，加强组织协调。 

省政府成立“广东滨海旅游公路建设领导小组”，省政

府领导担任组长，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交通运输厅、国

土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环境保护厅、林业厅、水利厅、

海洋与渔业厅、旅游局和广东海事局等部门和沿海 14 个地

级以上市政府作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省交通运

输厅承担。沿海 14 个地级以上市政府参照省的做法，建立

健全市级领导工作协调机制。  

（二）加强规划建设指引，突出整体特色。 

加强规划设计指引，充分利用和保护沿线沙滩、湿地、

林地等生态资源，认真贯彻落实节能减排和绿色交通有关要

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交通旅游大数据应用，发展智

慧交通，推广使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推进服务区、

房车营地、驿站等服务体系建设，将滨海旅游公路建设为最

具代表性的绿色公路、旅游公路。 

规划设计指引由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旅游局编制，其中车行系统和公路配套服务设施由省交通运

输厅负责，慢行系统、滨海风貌带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

统筹，旅游配套服务设施由省旅游局负责。省交通运输厅会

同省有关部门成立包括交通、城乡规划、区域经济、海洋渔

业、旅游、生态、林业、环保等专业的联合技术专家组，为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提供技术服务。 

（三）强力推进前期工作，保障建设要素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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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总体以市分段、主体功能部分整体审

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

厅、旅游局等部门进行联合审查后按规定程序报批。将广东

滨海旅游公路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由省国土资源厅指

导统筹解决用地指标。省林业厅、环境保护厅结合林区交通

和旅游需要，研究指导慢行系统在林业防护林带、湿地中布

设事宜。规划选址、用地、用海、环评等专项审批由省有关

部门对口指导、地市政府负责落实，涉及国家部委的审批事

项，由省有关部门对口协调、落实。 

（四）省市联动，凝聚合力全面推进实施。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总体由省统筹规划建设，由省制定前

期和建设工作绩效评价制度。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总体统筹协

调，并具体负责车行系统、公路配套服务设施的行业指导和

督导考核；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慢行系统、滨海风貌带的

行业指导和督导考核工作；省旅游局负责旅游配套服务设施

的行业指导和督导考核工作。 

省统筹规划滨海旅游公路连通干线公路、村镇、景点、

新区、交通枢纽的连接线（其中连通干线公路的连接道路原

则上每 20—30 公里设置一处），地市政府纳入地方公路网

规划组织实施，重点路段与滨海旅游公路同步建成。征地拆

迁工作及费用由地方政府负责。滨海旅游公路建成后由地方

政府负责落实管理和养护工作。 

（五）统筹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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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国土资源厅、海洋与渔业厅指导地

市政府及时将滨海旅游公路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和用海规划。省、市做好广东滨海旅游公路与沿海经济带、

岸线保护利用、城市发展、生态保护、南粤古驿道等相关规

划的衔接，确保各项规划协调一致，有效指导我省滨海区域

的空间管控和开发建设。 

（六）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 

省、市共同加大筹资力度，通过争取中央资金支持、安

排财政性资金、引入省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实行沿线土地综

合开发、运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解决建设养

护资金。省制定适合滨海旅游公路特点的“PPP”模式操作

指南，完善合同示范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