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水区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划（2020-2035 年） 

公示稿 

一、 项目背景 

（1）实现孩有所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体落实国家、省的法规

政策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幼有所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将教育放在了前

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十四五”是国家全面推进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

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当前国家着力解决的重大发展问题。

这意味着学前教育不仅要大力推进、积极发展，还要办出质量和成效，满足社会

日益增长的需求。 

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国务院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工作

的决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文件精神，同时根

据新出台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9〕3 号）《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增加幼儿园中小学学位和优

质教育资源供给的意见》（粤府办〔2017〕67 号）《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

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遵循幼儿、适龄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提升幼儿园、

中小学教学品质，建成更多条件良好、管理规范、科学保教、幼儿及中小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基础教育设施。依法落实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定，着力构

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聚焦小区配套幼儿园及片区中

小学规划、建设、办园、办校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治理，进一步提高基础

教育公益普惠水平。 

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以及教育设施配建要求的提高，新的三水区基础

教育建设布局总体规划亟待出台。 

该规划有利于将三水区的基础教育建设选址以法定规划的形式落实到三水



区国土空间规划中，提前谋划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进一步完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切实办好新时代基础教育，更好实现孩有所育，为三水区基础教育事业的

良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协调佛山立法与相关规划，整合优化三水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 

近年，国家及省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资源迅速扩大，配建标准不断完善及

提高。 

同时，三水区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新建住宅区数量增长较快，学前学位刚性

需求不断增加，部分区域已出现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滞后的现象，部分幼儿园、中

小学校不符合现行相关建设标准，部分区域基础教育设施配套数量不足，满足不

了新增人口的需求。随着三孩政策的落实以及广佛同城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的加快，未来全区适龄学生人数将不断增多，基础教育设施的学位如何满足社会

发展需求，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7 年，《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已经国务院批准实施，成为

佛山市指导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的有力依据。三水区目前编制的控规，由于编

制时间存在先后，涉及不同的组织单位和编制单位，在配建标准、区域统筹上将

会存在一定差异性。为统一全区配建标准、优化学前基础教育设施布局，并结合

已编法定规划有效控制教育配套用地，有必要依据总体规划要求，从区域整合角

度，系统地提出基础教育设施统筹布局的要求，并借着本轮规划编制进行基础教

育设施的初步选址，提前进行用地控制。 

2018 年 6 月，为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水平，保证未来幼儿园及中

小学学位供给，《佛山市城镇新建住宅区配建教育设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已启动佛山市立法程序，进一步规范佛山市城镇新建住宅区配建教育设施

建设、管理、移交等行为。《办法》规定基础教育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应对教育设

施的选址位置、用地规模、建设规模和设置标准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时要求专项

规划需依据城镇总体规划，实现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规划的协调统

一。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编制三水区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划，以佛山市地方法规

与总体规划为纲要及依据，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其他规划衔接协调，结合现状对

三水区教育设施进行合理布局和优化。 



二、 范围期限 

规划范围：佛山市三水区的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 827.96 平方公里，包含

西南街道、云东海街道、白坭镇、乐平镇、芦苞镇、大塘镇、南山镇 7 个镇街。 

规划期限：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0-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20-2025 年，远期

为 2026-2035年。 

三、 规划原则 

（1）依法依规。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各层面政策法规和建设要求，建立

公平的基础教育教育体系；保障幼儿园的普惠性供给；确保小学、初中的义务教

育学位供给；推进普通高中的高质量建设。 

（2）网格管理，精准投放。全区按照广东省关于基础教育设施的规范化标

准进行建设。全区按照行政边界、控规管理界线进行网格化划分，以控规编制单

元为基本单位，划分多个教学小区，实现网格化管理。针对供求紧张的教学小区，

实事求是，合理预测供求趋势，提高关键指标，指导中心城区增加供给。 

（3）均衡布局，就近平衡。整合现有教育资源，调整、优化基础教育设施

的总体布局。考虑中心城区的建设现状，对基础教育设施局部失衡的地区提供就

近平衡的建议。 

 

四、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 

（3）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4）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 

（5）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6）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7） 《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 

（9）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10） 《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 175-2016） 



（11）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  

（12） 《幼儿园管理条例》 

（13） 《城市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 号） 

（14）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 

（15）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 号） 

（1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17） 《关于编制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和规范化学校建设规划的意见》 

（18） 《关于进一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实施意见》 

（19） 《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 

（20）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城市幼儿园的办园标准（试

行）>等三份文件的通知》（粤教基〔2012〕1 号） 

（21） 《广东省加强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粤

教基〔2015〕21 号） 

（22） 《广东省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粤教规〔2016〕

39 号） 

（23）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增加幼儿园中小学学位和优质教育资

源供给的意见》（粤府办〔2017〕67 号） 

（24） 《佛山市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25） 《佛山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 

（26） 《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办法》 

（27） 《佛山市城镇新建住宅区配建教育设施管理办法》 

（28） 《佛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5 年修订版）》 

（29） 《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30） 《佛山市三水区分区规划》（三大版块）（2012 年） 

（31） 《佛山市三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调整完善方案》 

（32） 《佛山市三水区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33） 国家、广东省、佛山市和三水区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 

  



五、 规划内容 

（一）教育设施需求分析 

（1）人口规模预测。基于 2019 年现状常住人口，采用常用的人口模型（例

如回归分析法、综合增长率法、经济相关分析法等）预测 2025 年规划人口，取

平均值作为模型预测法的最终结果。基于《佛山市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

对三水区各个镇街的规划人口情况，确定本次规划 2035 年远期人口。 

（2）根据三水区近远期人口规模预测结果、千人学位数标准，可算得各学

段近远期学位需求总数。 

（二）现状及控规教育设施评估 

（1）现状教育设施评估：统计各镇街现状各类教育设施的数量、设施使用

情况、用地面积、建筑面积、运动场及功能场室的情况，并对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按照市专规确定的各类学校标准，对现状各类学校进行办学规模核定，以核定规

模作为方案基础数据，得出现状学位的供需结论。 

（2）控规教育设施评估 

对已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规划新增的教育设施进行分析，统计规划教育设施

的数量、班数及学位数情况，并根据最新标准实际划定的用地面积大小，核定规

划教育设施的学位情况。 

（三）教育设施规划方案 

（1）规划原则。在现状及已批控规核定规模基础上，根据 2035 年人口规模

及学位需求，形成规划方案。规划布局方案需关注设施服务均等性及可实施性，

实现教育设施科学合理布局。 

（2）明确各类教育设施的具体配置要求。明确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的服务人口、服务半径、人均建设用地等相关配置要求。 

（3）规划教育设施的具体空间布局。根据三水区各类教育设施学位供需情

况，以各镇街为单位，确定各类教育设施的办学规模；在总体规模的基础上，预



留一定弹性控制规模。对已有教育设施和规划建设的教育设施，要做出布点规划，

明确其位置、规模，并确定教育设施的状态。 

（4）制定教育设施学位平衡方案。由于部分编制单元不具备新增设施的条

件，需通过周边编制单元进行教育设施平衡。学位平衡片区由一个或多个控规编

制单元组成，划定学位平衡片区是为了避免教育资源在过大的范围内调配，导致

教育设施服务半径过大，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 

（5）制定教育设施分期建设计划，明确规划建设发展目标。根据近远期人

口预测情况，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现有教育设施建设情况，

提出近远期教育设施发展建设方案（包括新改扩建）和规划建设的发展目标，综

合统筹提出新增教育设施布点和规划的可实施性。 

（6）提出规划实施建议和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