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详细规划专项评估工作指引

序号 评估事项 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 技术标准 评估启动情形 评估报告主要内容 评估成果审定程序 可免于或简化评估成果形式的情形 评估事项主管部门(处室)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3.《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国务院令第559号）

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1.《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我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指导

意见的通知》（粤办函〔2020〕44号）

2.《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函》

（穗环函〔2019〕2158号）

3.《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在规划管理中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和历

史文化保护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21〕24号）

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130）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964）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

8.《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

9.《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1.对区域性的详细规划编制或修编，在规划草案

上报审批前，编制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2.对可能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敏感区的，或

明显增加环境影响（如工业）的详细规划调整或

局部修正，编制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

3.国家和地方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1.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划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应

按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要求编制。

2.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包括的主要内容：总则、规划分

析、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重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

点内容要求和简化建议、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计划、公众意见

及会商意见回复和采纳情况、评价结论等。

3.规划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应包括的主要内容：环境

影响分析依据、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

境影响减缓措施。

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在规划编制的早期阶段介入，并

与规划编制、论证及审定等关键环节和过程充分互动，其结

论作为详细规划方案的组成部分。

2.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1）由人民政府指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召

集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组成审查小组，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

行审查，并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2）规划编制机关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对

规划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并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

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3）规划审批机关在审批规划草案时，应当将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结论以及审查意见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审批中

未采纳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以及审查意见的，应当作出说

明，并存档备查。

3.规划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不需要进行审查。环境影响

篇章（或说明）应作为规划草案的组成部分一并报送规划审

批机关。未编写有关环境影响的篇章或者说明的规划草案，

审批机关不予审批。

1.五年内已依法按程序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且规划内容未进行

重大调整或者修订，仅属于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或技术修正的，可延

用已有评价成果。

2.规划管理单元或片区进行规划调整时，调整区域不涉及环境敏感

区且具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如

调整所涉及的具体建设项目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或仅需填报

环境影响登记表的），或属于正向影响的，应说明相关情况，并可

简化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仅分析与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及规划的相符

性。

3.作为一项整体建设项目的规划，按照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可不进行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 钟志选，83203172

2
历史文化遗产

调查评估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17年修正本）

2.《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国务院令第524号）

3.《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2020修正）

4.《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

（2020修正）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的意见〉的通知》

2.《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州市关于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穗办〔2021〕

10号）

3.《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建设项目历史文

化遗产调查评估工作的通知》

4.《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在规划管理中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和历

史文化保护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21〕24号）

5.《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控规管理工作的通知》

6.《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章编制指导意见（试行）》

（穗规办〔2014〕120号）

7.《广州市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案》

8.《广州市地名保护名录》

9.《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深化落实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要求的通知》

10.《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涉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轨道交

通工程规划设计工作要点>的函》

11.《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核

查工作的通知》

——

在项目详细规划编制及调整优化等阶段应开展历

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工作（即“文评”），加强

规划范围内历史文化资源情况的核查和现状分

析，明确规划范围是否涉及《广州市关于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确定

的法定保护对象以及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古

民居等其他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历史文化遗产调

查评估报告，填写历史文化保护对象核查表，一

并开展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公示等程序；必要

时也可单独组织开展。

1.“文评”核查对象请参照《广州市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主要包括：

（1）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传统村落、地下文物埋藏区。

（2）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单位、尚

未核定为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

建筑、改革开放优秀建筑、传统街巷（骑楼街）、古树名木

及其后续资源、南粤古驿道、工业遗产、海丝文化遗产、水

务遗产、海防文化遗产等）。

（3）其它保护要素：整体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历史环境要

素（古河涌等水系、山体、街巷、铺地等）、其他具备保护

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

（4）优秀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广州市地名保

护名录》的地名文化遗产等。

2.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报告请参照《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关于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深化落实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工作要求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1）项目概况背景，包括项目背景、评估范围、研究内容、

技术路线、项目依据、现状情况等内容。

（2）历史研究，包括历史沿革及脉络、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等内容。

（3）相关规划分析，包括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保护规

划和单元详细规划等的衔接分析。梳理法律法规政策，以及

上层次规划和其他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的保护范围、管控

要求及落实情况。

（4）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包括历史文化资源情况总述、

历史文化保护对象（已公布或登记的保护对象）、摸查发现

的其他历史文化资源等内容。

（5）保护要求，包括整体保护要求，历史文化保护对象的保

护利用要求与措施建议，摸查发现的其他历史文化资源的保

护利用措施建议等内容。

（6）结论与建议，包括总结涉及保护对象情况、评估分析项

目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并推荐保护对象的建议等内容。

1.调查评估成果应征求市工业和信息化、民政、规划和自然

资源、水务、农业农村、文化广电旅游、林业园林等相关主

管部门和调查范围所属镇街意见。

2.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报告和历史文化保护对象核查表应

纳入详细规划编制及优化调整方案，一并开展征求意见、专

家论证、公示（采用现场公示、政府网站公示）等程序，且

专家意见需明确是否通过“文评”成果。必要时可单独组织

开展。

1.前期已开展区域评估且评估结论仍处于有效期，详细规划方案符

合区域评估结论的，经评估事项主管部门同意，可免于开展专项评

估。

2.在单元详细规划编制阶段已开展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地块详

细规划不突破单元详细规划层面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管控要求的，无

需重复开展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

3.规划调整内容不涉及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法定保护对象的，经

现场调查未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古民居等其他历史文化资

源的，如实填写历史文化保护对象核查表，在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

估报告中重点阐述现场调查情况。

1.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名城保护处

2.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生产服务业处

3.广州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

4.广州市水务局规划计划处

5.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

6.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管理处

7.广州市林业园林局规划设计处

1.张玉凤（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83310173

2.徐济光（工业和信息化局），83123965

3.林景晖（市民政局），83178755

4.王硕（市水务局），88521174

5.李颖杰（市农业农村局）36680691

6.叶丽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38925456

7.刘玛兰（市林业园林局），83849841

3 交通影响评估

1.《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

2.《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

（市府令第168号）

3.《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

1.《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建设项目停车泊位配建指标

规定的通知》（穗规划资源规字〔2023〕5号）

2.《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交通

影响评估编制指引》（穗规划资源字〔2021〕14号）

3.《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调整类）

交通模板（试行)>的通知》（20221611）

1.《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

（GB/T22484-2008）

2.《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GB/T51328-2018）

3.《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GBT51149-2016）

4.《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GB50490-2009）

5.《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T15-2011）

6.《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141-2010）

7.《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CJJ69-95）

对于详细规划编制类项目以及建设规模较大、地

处交通敏感地区、或涉及调整交通设施的详细规

划调整类项目，应开展交通影响评估工作。

1. 概述：说明该交评的项目背景、区位、评估范围及年限，

并介绍方案主要内容及相关研究依据。

2.现状与规划分析：分析项目范围内及周边的现状用地情

况，以及交通现状（包括道路交通、公共交通、静态交通、

慢行交通等）；分析研究范围内主要土地利用性质与布局、

周边土地利用的主要发展方向，以及交通设施的规划情况。

3.交通需求预测：包括背景交通需求预测和项目自身交通需

求预测，项目交通需求预测包括交通生成、分布、方式划分

、机动车出行量等。 

4.交通影响评估与改善：分析项目对周边道路交通、公共交

通、慢行交通、静态交通等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改善建

议。

5.结论与建议：评价结论、必要性措施和建议性措施。

1.交评报告应与详细规划同步编制，并作为成果附件同步提

交审查，征求交通主管部门意见。市辖各区的详细规划由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提交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

议，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2.涉及建设规模较大，地处敏感地区、重大交通设施调整的

项目，应结合需要组织专家论证。其中，涉及规划轨道交通

线、站位调整的项目，严格按照《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一张图”规划管理工作指引（试行）》要求，落实专项论

证、专家评审、征求意见及提请审议程序；涉及高速公路、

快速路、主干路及其立交节点等主骨架路网调整的项目，应

进行专项论证、专家评审、征求意见及提请审议等程序。

1.前期所处规划单元或片区已开展专项规划或评估，调整地块的详

细规划方案对单元或片区影响较小或属于正向影响的，且符合既有

规划要求的，经评估事项主管部门同意，可延用已有评估结论，并

简化交通影响评估内容，仅在成果中提供专项主要结论和必要的分

析说明。

其中，对单元或片区影响较小的情形包括：不增加总计容建筑面

积，不调整用地性质；道路网密度保持较高水平（中心城区≥

8km/km2，居住片区≥8km/km2，商业及就业集中区≥10km/km2，工

业及物流园区≥4km/km2）；道路设计速度保持较高水平（快速路

≥80km/h，主干路≥60km/h，次干路≥40km/h，支路≥30km/h）。

属于正向影响的情形包括：规划建设量相比现行规划减少、规划新

增交通设施等。

2.在详细规划调整或修正阶段，涉及以下情形，经评估事项主管部

门同意，可简化交通影响评估内容，仅在成果中提供专项主要结论

和必要的分析说明：

（1）将经营性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如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

用设施、城市道路用地、绿地、林地、水域等），调整后不涉及开

发建设、不涉及交通设施调整；

（2）仅对地块内高度、密度、绿地等指标进行调整，或者勘误

等，调整后用地性质、总建筑面积、容积率、停车配建指标、公服

配套等不发生变化。

（3）符合《广州市独立用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控制性详细规划管

理规定》的规定，容积率上限、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等指标，统一

用“—”表示的公益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4）因道路交通、市政、水利等工程实施需要，在保持蓝线、绿

线等规划控制线等级、走向基本不变和总量不减少，保持规划单元

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紫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生态红线以及其

他各类保护区边界等强制性要求，不增加原规划确定的总建筑面积

的前提下，对蓝线、绿线等规划控制线进行微调，或对道路及市政

设施的线位、部分技术参数以及沿线用地规划控制指标进行修正的

。

1.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交通处

2.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展规划处

1.陈佳裕（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83054065

2.李昕（市交通运输局），38180067

4 城市树木保护专章

1.《城市绿化条例》

2.《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加强保护古树名

木工作的决定》

3.《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4.《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年修订稿）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1〕19号）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21〕48号）

3.《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

（穗办〔2021〕11号）

1.《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

（LY/T 2738-2016）

2.《园林树木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

（DB4401/T 17-2019）

3.《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专章编制指引》

（穗林业园林通〔2022〕176 号）

4.《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专章编制指引》

涉及现有绿地和现状城市树木的，在详细规划阶

段应编制城市树木保护专章。

主要内容按照《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专章编制指引》编制：

1.树木资源调查

2.资源状况分析

3.树木保护措施：（1）现有绿地；（2）连片成林；（3）古

树名木；（4）古树后续资源

城市编制树木保护专章内容应发函征询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意见。

1.前期所处规划单元或片区已开展专项评估，调整地块的详细规划

方案对单元或片区影响较小或属于正向影响的，经评估事项主管部

门同意，可延用已有评估结论，并简化城市树评保护专章内容，仅

在成果中提供专项主要结论和必要的分析说明。其中，对单元或片

区影响较小的情形包括对涉及树木资源的地块进行用地或道路修正

、容积率微调等；属于正向影响的情形包括将连片成林或数量较多

且集中连片分布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的区域或将项目用地性质

调整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农林用地，调整后不涉及开发建设的

。

2.规划调整范围内不涉及城市树木的，无需编制树木保护专章。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不属于城镇建设用地的（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除外），无需编制树木保护专章。

4.储备用地详细规划调整项目，可由市土地储备机构或属地区政府

承诺在用地出让前完成城市树木保护专章编制评估工作，并将相关

保护要求纳入“用地清单”。详细规划编制单位应对项目范围的在

册古树名木情况进行核查，并在成果中落实相关保护要求。在册古

树名木的有关数据由详细规划组织编制单位向属地区绿化主管部门

获取。

广州市林业园林局绿化管理处 余晓碧，8376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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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绵城市

（含洪涝安全评估）

1.《广州市排水条例》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88号）

2.《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018修订)

3.《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

（2014年9月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07号）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5号）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粤府办〔2016〕53号）

3.《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

（穗府办规〔2020〕27号）

4.《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以碧道建设为

引领全面加强我市防洪排涝基础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穗厅字〔2021〕5号）

5.《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印发海绵城市建设——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洪涝安

全评估审查要点的通知》（穗水规计〔2021〕18号）

6.《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及审查落实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工作模板>的通知》（2020年）

7.《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在规划管理中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和历

史文化保护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21〕24号）

8.《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海绵城市专章

（含洪涝安全评估）模板、市政基础设施专章上会材料模板的通知》

9.《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

（穗水〔2017〕16号）

1.《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318-2017）

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21）

3.《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T50805-2012）

4.《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2014年10月）

5.《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技术指引及标准图集

（试行）》（2017年1月）

6.《广州市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定》

（2018年9月）

7.《广州市城市开发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洪涝安全

评估技术指引（试行）》

8.《广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分类指引（试

行）》

9.《广州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2017年11月）

10.《广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分类指引

（试行）》的通知（穗水河湖〔2020〕7号）

11.《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在详细规划阶段，应同步开展洪涝安全评估，其

结论作为详细规划方案“海绵城市建设”章节的

组成部分。

1.上会材料编制内容：

（1）海绵城市总体建设目标、策略

（2）控制指标

（3）低影响开发设施建设要求

（4）洪涝安全评估结论

（5）蓝绿空间布局

（6）海绵设施建设

（7）竖向管控要求

2.上会材料附件编制内容：

洪涝安全评估“三图一表”（蓝绿空间规划图、海绵设施布

局图、竖向高程推荐方案图、洪涝安全评估特性控制表）

1.洪涝安全评估内容不进行单独审查，其结论作为详细规划

方案中海绵城市章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市、区水务部门按

照规划管理权限在详细规划征求意见阶段，按照《审查要点

》对该内容出具符合性审查意见。各区水务部门审查意见同

步抄送市水务局与市水务工程技术中心。

2.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开展海绵城市章节成果完备

性审查。在详细规划行政审查环节对说明书、文本、论证报

告、PPT文件开展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核查成果有无设置

海绵城市建设章节，海绵城市章节是否纳入相关内容。海绵

城市建设相关技术内容应征求市海绵办、市水务局、市林业

和园林局意见。

1.前期已开展专项规划或评估，调整地块的详细规划方案对片区影

响较小或属于正向影响的，经评估事项主管部门同意，可延用已有

评估结论，并简化海绵城市专章内容，仅在成果中提供专项主要结

论和必要的分析说明。对片区影响较小的情形包括：增加水利工程

设施的详细规划修正项目；调整范围不涉及河湖临水控制线、水务

设施用地，不涉及把水体、绿地、防护绿地、林地等用地调整为建

设用地，不在高风险区域内，不涉及地质灾害、山洪等不安全区

域；属于正向影响的情形包括调整为绿地、水域、农林用地、排水

用地、防洪用地等有利于片区防洪排涝的用地。

2.单一地块涉及内部指标申请调整或修正详细规划的，不再单独开

展洪涝安全评估。如所属片区前期已开展洪涝安全评估的，可参照

评估结论执行；如所属片区前期未开展洪涝安全评估的，由规划和

自然资源部门征询所在区水务部门意见，由区水务部门根据相关政

策规定和技术标准明确该项目或该地块的洪涝安全建设要求，纳入

详细规划。

3.对于现状大部分已建成的片区，仅对规划管理单元内的部分地块

的指标进行统筹优化，且属于对洪涝安全影响较小或属于正向影响

的，相关要求按照第2点执行。

1.广州市水务局规划计划处

2.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政处

1.王硕（市水务局），88521174

2.郭贤浩（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83194248

6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

（启动详细规划编制

前开展）

1.《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8号）

2.《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9号）

中央、省、市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相关文件 《广州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涉及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项目，应

当在开展前期工作、开展项目位置选位（选线或

选点）、编制或调整专项规划、启动项目立项等

阶段即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明确项目在社会

稳定风险方面的可行性，评估结论作为开展详细

规划编制或调整的依据。具体包括：

1.涉及拆迁安置的城市更新项目。

2.资源开发利用的园区、片区开发项目及其他重

大公共建设项目。

3.垃圾站、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医院、养老院

及其他邻避设施项目。

4.涉及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

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1.决策事项基本情况

2.评估依据及评估过程

3.各方意见及其采纳情况

4.决策事项风险分析论证

5.决策事项风险等级

6.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

7.风险评估结论和建议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表或报告要向同级党委政法委备案，评估

结论作为开展详细规划编制或调整的依据。

评估主体经分析认为决策事项风险较小的，可以在召开本单位防范

化解社会稳定风险专题会议基础上，编写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易程

序报备表，进行简易评估。严格简易评估程序，防止简单化、随意

化、确保评估不走过场。对《广州市重大决策事项目录》中涉及民

生的重大决策、邻避建设项目，不得采用简易评估方式。

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员会维稳指导处 陈茂，8310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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