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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

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

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

韧性、智慧城市。围绕济南基本建成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的远

景目标，槐荫区作为中心城区重要区县，创新城市更新政策和

模式，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实现城区功能布局更加优化，

助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建设。

二、编制目的

为有序推进槐荫区城市更新工作，发挥城市更新改善人居

环境、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护与传承历史文

脉、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按照《济南市城市

更新专项（2021-2035 年）》的要求，进一步梳理槐荫区城市

更新资源、明确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重点、制定近期实施计划，

编制本规划。

三、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

正）

(4)《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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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科〔2021〕63 号）

(5)《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 年）

(6)《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2016 年修订）

(7)《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9 年）

(8)《济南市城乡规划条例》（2017 年）

(9)《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0 年）

(10)《济南市专项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规定》（济政办字

〔2020〕5 号）

(11)《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济政发〔2021〕9 号）

(12)《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槐荫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

知》（济槐政发〔2021〕1号）

(13)《济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在编）

(14)《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5-2030年）》

(15)《济南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济政办

字》〔2022〕58号）

(16)《关于加快实施城市更新的政策措施的通知》（济政

字〔2022〕80 号）

(17)《关于印发济南市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的通知》（济更组字〔2022〕2号）

四、规划原则

（一）规划引领，全区统筹。落实市级专项规划要求,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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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全区公共资源配置要求，补齐民生短板，改善人居环境。

（二）注重实施，分类引导。坚持以更新项目为抓手，以

更新资源为目标，分类施策，引导实行多样化更新方式，实现

城市精准化治理。

（三）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搭建实施平台，建立政府引

导、市场参与、多行业协同、动态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引

导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合作共赢。

（四）明确计划，有序推进。聚焦重点问题，统筹安排，

合理划分实施时序，确保城市更新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五、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槐荫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区范围，

总面积约 85 平方公里。

第二章 摸清资源家底 梳理更新资源

根据市级更新专项“1+4+N”更新资源体系划分要求，全面

摸清家底，针对现状建筑和用地功能，梳理需要更新改造的建

筑和用地资源。“1”是指历史文化遗产，“4”是指“旧住区、

旧村庄（城中村）、旧厂区、旧市场”，“N”是指其他类型的

更新资源。根据梳理统计，槐荫区范围内更新资源总占地面积

约 8.77 平方公里。

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

槐荫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主要集中在位于纬十二路以东的

历史城区范围内，更新资源主要有历史城区 1 处；传统风貌区

1 处；文保单位 23 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 1 处，省级文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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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3 处，市级文保单位 9 处；历史建筑 73 处，其中，市级历

史建筑 34 处，普查历史建筑 39 处（其中，有 1 处为省级文保

单位）。

表 1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统计表
类型 数量（处） 备注

历史城区 1 230 公顷

传统风貌区 1 26 公顷

文保单位 23 ——

其中

国家级文保单位 1 ——

省级文保单位 13 ——

市级文保单位 9 ——

历史建筑 73 ——

其中

市级历史建筑 34 ——

普查历史建筑 39
其中：省级文保

单位 1处

二、旧住区

（一）棚户区。主要指建成区范围内以平房和简易结构房

屋为主，建筑密度较大（一般在 40%以上）、使用年限久（一

般在 30 年以上），房屋质量差，建筑安全隐患多，功能不完善，

配套设施不健全的居住区域。

棚户区主要分布在纬十二路两侧，该区域是槐荫区城市建

设发展较早的区域。共包含 43 个区域，涉及 93 个地块，9543

户，建筑面积 36.88 万平米，用地面积 33.73 公顷。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棚户区规模普遍较小，零散分布，

无大型集中连片的资源。不具备形成独立棚改项目的条件。从

更新难度上来看，棚户区内部历史建筑与普通建筑混杂，土地、

建筑的权属复杂，更新改造难度较大。

改造建议：未来应与周边其它更新资源或低效用地捆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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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成更新项目进行改造。

（二）老旧小区。主要指 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在城市或县

城国有土地上建成，失养失修失管严重、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

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的住宅小区。

老旧小区主要分布在二环西路以西区域，共包含 223 个小

区，涉及 31784 户，建筑面积 226.88 万平米，用地面积

113.72 公顷。

改造建议：根据济南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稳步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结合小区及周边其他更新资源改造，完善老旧

小区配套设施，增加便民市场等内容。

三、城中村

城中村指的是城镇开发边界以内，土地未被征收或部分征

收，原农村居民未转为或部分转为城镇户籍，仍然实行乡村行

政建制，实行村两委管理的区域。

槐荫区开发边界内尚未启动的城中村共包括 12 个，共涉及

5467 户，建筑面积 227.94 万平方米，用地面积 423.39 公顷。

分别为现状建成区内的刘家堂村、刘家场村、孔家村、闫千户

村、老屯村、八里桥居，南沙王庄村、东堡村、南堡村（以上

9 村共涉及 4090 户，建筑面积 152.41 万平方米，用地面积

210.48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新划入的邹家庄村、刘七沟村和

古城村（以上三村共涉及 1377 户，建筑面积 75.53 万平方米，

用地面积 212.91 公顷）。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城中村规模大小不一，但呈现连片

分布的特征。从更新难度上来看，二环以外南堡、东堡、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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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庄村周边建设较少，相对连片，具备多村整合改造条件；二

环以内的城中村存在建成度较高，改造资金需求量大，经营性

用地少的问题，总体看规模小、成本高、平衡难。

改造建议：打破村域界线，全区统一集中进行房屋或货币

安置，统一进行保障房建设和运营；剩余土地统一开发建设，

充分发挥土地规模效益，强化产业空间承载力。打破传统土地

财政平衡模式，探寻城中村综合整治的方式进行社区化改造。

部分具备改造条件的居住空间可作为保障性住房。

四、旧厂区

旧厂区主要指土地利用绩效不高，产能落后或搬迁停产以

及与规划定位不符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旧厂区分布较为零散，主要分布在经十路、绕城高速、二

环西路沿线，共包含 80 个厂区，涉及建筑面积 137.66 万平米，

用地面积 244.38 公顷。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槐荫区旧厂区零散分布、不集中，

除几个大型企业外，其他厂区规模普遍较小，厂区空间品质较

差，土地利用效率低。从更新难度上来看，旧厂区规模小，大

部分为多个小型加工企业连片建设而成，不具备单个厂区原址

改造的条件。

改造建议：扩区调区范围内的旧厂区，具备保留价值的应

以综合整治为主，部分零散、低效地块需统一改造优先发展制

造业。扩区调区范围外的旧厂区，近期以综合整治为主，远期

适时结合低效用地改造，优化产业升级空间载体。针对以加工

为主连片分布的旧厂区，建议结合周边其他更新资源进行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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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五、旧市场

旧市场主要指因产业调整、搬迁、运营不善，商业价值较

低、功能亟待置换或提升的旧批发市场、低端专业市场、低端

商贸物流市场等。

旧市场主要分布在干路沿线，共包含 26 个市场，涉及建筑

面积 41.45 万平米，用地面积 61.42 公顷。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旧市场主要分布在主干路沿线，市

场规模较大且多为专业市场，服务区域较为固定，具有一定影

响力。但大部分市场位于城市建成区内，人流货流量密集，对

城市交通、周边设施、城市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从更新难

度上来看，专业市场涉及的人员、商铺等因素较多，市场改造、

搬迁对经营者收益影响大，因此经营者更新意愿低，更新工作

推进有一定难度。

改造建议：根据市场具体情况，一事一议，可采取逐步外

迁腾退、原址升级改造的形式进行整体改造。

第三章 制定更新目标 研究更新策略

一、更新目标

通过城市更新，助力槐荫区建设济南西部新旧共生、有机

更新的品质生态之城。

二、更新策略

以“留改拆”并举、以改为主，完善功能，提升品质为总

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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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中村。以重塑现代化城市空间，打造城市活力中

心为目标。通过拆除、改造手段，整合城中村土地资源；合理

规划城中村用地，保障并改善村民生活水平。

（二）棚户区。以分区改造，提升居民生活环境品质为目

标。历史城区外以拆除重建为主要更新手段，历史城区内以整

治改造为主要更新手段。在安置方面，充分尊重居民意愿，采

取房屋、货币补偿等多种灵活可选择的方式。

（三）旧市场。以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打造都市消费集群

为目标。通过“引导外迁”、“市场转型”等方式，促进旧市

场更新改造。

（四）旧厂区。以引导产业空间集聚、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为目标。引导企业向合规园区内集聚，整合现有产业空间，提

升产业生产能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五）其他。针对历史建筑、老旧建筑、老旧小区等更新

资源，倡导以改造为主，挖掘可再利用空间，布局完善的配套

设施，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第四章 提炼发展框架 明确更新重点

一、发展框架

借助城市更新工作，在槐荫区重点打造“两轴两带”城市

发展框架。其中：

西客站央企总部中央商务轴：重点发展总部经济、智能科

技、新兴金融、商务服务等业态，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形成新

兴经济主导、双创活力迸发的 TOD 中央商务轴。

经十路城市发展景观轴：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设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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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打造展强省会特色、融泉城风貌、显

“西兴”魅力的城市发展景观轴。

纬十二路都市消费带：沿纬十二路大力发展商务商贸、高

端消费、现代金融等产业。

二环西路产业隆起带：沿二环西路大力发展商务会展、消

费物流、现代金融、总部经济。

二、更新重点

（一）重点区域

依托槐荫区“两轴两带”城市发展框架，结合各类更新资

源现状及规划要求，分析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性，明确近期 5

大重点更新区域分别为：北园高架以北重点更新区域、森林公

园周边重点更新区域、腊山立交周边重点更新区域、市立五院

周边重点更新区域、老商埠周边重点更新区域。

（二）更新重点项目

对影响城市发展框架和形象的重要节点和地块实施重点更

新。近期共划定城市更新项目 24 个，共涉及约 4.72 万户，建

筑面积约 504.2 万平方米，用地面积约 584.3 公顷（约 8764.3

亩）。更新项目信息详见附表三。

第五章 划定更新单元 明确近期计划

2021 年 8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在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63 号），

提出“对拟实施城市更新的区域，要及时开展调查评估，梳理

评测既有建筑状况，明确应保留保护的建筑清单，未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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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未完成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的区域，

不应实施城市更新”的要求。

城市更新单元是指根据区域现状和更新发展需求，将控制

性详细规划中一个或多个街区划定为一个整体的城市更新研究

范围。

一、单元划分原则

更新单元的划定以更新资源的判定与梳理为基础进行合理

划分。主要原则为：（1）遵循管理事权划分的要求，原则上不

突破行政边界；（2）在连片划定的基础上，可综合考虑控制性

详细规划确定的街区边界、主干路、河流等交通自然要素进行

单元切分；（3）可包含一个或多个城市更新项目，不切分城市

更新项目，确保项目可实施性；（4）用地规模一般为 2-5 平方

公里，且拟更新内容可满足政策要求。

二、城市更新单元

统筹考虑更新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城市更新项目推进紧迫程

度，将槐荫区大部分更新资源分布集中的美里东路-腊山河西路

以东区域划分 9 个城市更新单元。总占地面积约 39.28 平方公

里。

表 2更新单元基本信息统计表

序号 单元名称
单元面积

（平方公里）

1 段店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2.48

2 市立五院及周边城市更新单元 2.65

3 商埠区（槐荫区）城市更新单元 2.3

4 营市街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3.23

5 森林公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10.64

6 刘家场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4.81

7 匡山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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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家堡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7.28

9 海那城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0.97

合计 39.28

城市更新单元调查评估工作共分为四大主要内容：

（1）现状分析。对单元内的用地现状、人口结构、产业业

态、建筑空间、城市安全、生态环境品质等现状要素进行分析；

（2）更新资源识别。明确单元内更新的主要内容，并在分

区更新专项的基础上对其更新内容进行分类；

（3）提出更新指引。基于调查结果，提出单元内更新工作

目标，明确更新思路。确定更新单元内“留改拆”区域范围，

明确不同改造区域的工作重点及建设内容；

（4）划定城市更新项目。对单元内需要进行更新改造的空

间进行分类打包，形成更新项目，明确项目实施时序。

三、城市更新项目近期实施计划

综合评估各更新单元内近期拟实施城市更新项目类型、项

目推进紧迫度以及推进难度，明确各类项目实施时间以及主要

更新内容。

表 3更新项目实施计划

更新单元名称 项目名称
计划启动

时间

段店片区城市更新单

元

段店片区改造项目二期 2023

花圃公园片区项目 2024

市立五院及周边城市

更新单元

槐荫区市立五院周边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一

期（轨道交通与公共枢纽综合体项目）
2022

槐荫区市立五院周边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二

期
2023

槐荫区零散棚户区改造项目 2025

商埠区（槐荫区）城

市更新单元

经七纬十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2024

三十五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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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东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2025

经一纬十二城市更新项目 2022

福音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市城投） 2023

经一纬六西南角城市更新项目 2022

万紫巷（槐荫区）城市更新项目（市城

投）
2023

槐荫区零散棚户区改造项目 2025

营市街片区城市更新

单元

试验机厂城市更新项目 2024

槐荫街 117B 地块城市更新项目 2025

槐荫区零散棚户区改造项目 2025

森林公园片区城市更

新单元

八里桥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2025

老屯村、闫千户村、刘家堂村、刘家场

村、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老屯村、闫千

户村）

2025

森林公园北城市更新项目 2024

森林公园东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2025

御景城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2024

槐荫区零散棚户区改造项目 2025

刘家场片区城市更新

单元

腊山立交桥西北角地块项目二期 2024

老屯村、闫千户村、刘家堂村、刘家场

村、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刘家堂村、刘

家场村、孔村）

2024

吴家堡片区城市更新

单元
东堡、南堡、南沙城市更新项目 2024

海那城片区城市更新

单元
美里路以北地块项目 2022

第六章 强化保障机制 提高项目收益

一、规划类政策

（一）容积率奖励政策

在规划可承载条件下，对超出规定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的，可给予容积率奖励。

将风貌保护对象或工业遗产纳入更新范围的项目，可给予

建筑面积奖励。

（二）促进公共服务设施时空多元共享（设施混合设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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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折减）

在保障生活圈配套设施服务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优化设施

配置规模和布局。

除基础教育等独立性较强的设施外，体育、文化、绿地等

使用性质相容的公共服务设施可混合布置。

在满足相关规范的前提下，可在商业、商务办公建筑内安

排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功能。

参考停车配置标准，划定城市更新设施配置折减区域，研

究设施配置折减标准。

（三）开发权转移政策

因历史风貌保护需要，难以按照已批规划容量实施的项目，

允许开发权转移，并优先在临近地块和本行政区内平衡。

（四）完善危房翻建、改建、扩建政策

优化审批程序。简化审批前置要件，压缩审批时间。

放宽建设规模。具备条件的危房可适当增加建筑规模，非

成套住宅按照成套住宅设计，可适当增加厨房、卫浴面积。

（五）放宽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标准要求

在按照现行技术规范进行管控的基础上，进行城市更新项

目建设的，在满足消防等安全要求并征询相关权利人意见后，

部分地块的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退界和间距、机动车出入

口等可按不低于现状水平控制。

二、资金保障类政策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作用，推动实施城市更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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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金优先用于公共利益类、民生类的城市更新项目。

积极争取国家、省级相关奖补资金，加大市、区两级财政

投入力度。

充分利用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贷款等资金渠道。

完善城市更新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进一步明确用于城

市更新的财政资金来源渠道、使用方向和审批流程。

实行差异化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政策。经认定的城市更新项

目，取得的市、区两级全部土地出让收入，在扣除按国家、省

规定计提的专项资金后，全部返还用于平衡片区改造投入。

（二）鼓励市场主体参与

完善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的收益保障机制，创新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的城市更新实施模式。

鼓励市、区级功能性国企承担辖区内城市更新工作。

研究使用城市更新政策性贷款、专项债券、PPP 等多元灵

活的融资工具。

（三）优化资金平衡模式

统筹全市城市更新项目，统筹短期与长期、静态与动态、

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采取多类型更新项目组合、跨区捆绑组合

等模式，实现整体资金平衡。

用地性质调整需补缴土地价款的，可分期缴纳，首次缴纳

比例不低于 50%，分期缴纳的最长期限不超过 1 年。

（四）设立城市更新基金和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资金

以大型国有企业为出资主体，积极吸引银行、其他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参与，成立市级城市更新基金，未来用于拆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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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土地整治、复建工程等全周期城市更新项目。

专项资金用于历史建筑的日常保养、修缮维护。对于保护

责任人承担历史建筑修缮项目确有困难的，可申请专项资金补

贴。

三、实施保障类政策

（一）明确城市更新市区联动、以区为主的实施机制

在市政府领导下，由区政府作为实施主体，承担辖区内城

市更新改造任务，统一组织项目包装策划，统一推进实施。

（二）强化征收拆迁及安置房源管理

根据城市更新项目类型，科学制定房屋征收差异化标准，

加强对居民合法权利的保障。

建立全市“安置房源管理平台”，统一调配各类安置房源，

提高安置房源统筹使用效率。

调整优化城中村生活保障房政策。

（三）完善相关审批程序

研究完善重大更新项目的实施方案备案、审批路径程序，

加强市级主管部门对方案编制的指导，提升方案备案和论证工

作效率。

（四）探索申请式腾退、换租、改善政策

研究制定历史文化街区内平房申请式腾退、换租及申请式

改善政策。盘活房屋资源，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五）探索出台城中村综合整治政策

研究将具备一定空间基础，无法进行拆除重建的村庄，采

取综合整治的相关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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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更新资源信息统计表

类型
数量

（个）

户数

（户）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用地面积

（公顷）

旧住区
棚户区 43 9543 36.88 33.73

老旧小区 223 31784 226.88 113.72

城中村 12 5467 227.94 423.39

旧厂区 80 -- 137.66 244.38

旧市场 26 -- 41.45 61.42

合计 384 46794 670.81 876.64

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参考前文表 1

附表二城市更新单元主要控制指标表

内 容 要 求

建筑拆除面积占比
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

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 20%

拆建比 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建比不应大于 2

就近安置率
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居民就地、就近安置率不宜

低于 50%

住房租金上涨比率
统筹解决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租赁住房问

题，城市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 5%

注：本表主要指标控制要求根据《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

题的通知》（建科(2021)63 号文）相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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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城市更新项目库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改造

总量

（户数）

占地面积

（亩）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规划用地性质（亩）

土地出让收入

（万元）

项目资

金需求

总额

（万

元）

修改盈亏情

况

（万元）
居住用

地

商业商

务用地

学校等配

套设施用

地

道路

用地

绿化用

地

1
槐荫街 117B 地块

城市更新项目
697 79.05 58800 42.6 -- 36.45 -- -- 22663.2 122487 -99823.8

2

槐荫区市立五院

周边片区城市更

新项目一（轨道

交通与公交枢纽

综合体项目）

469 40 30000 -- -- 40 -- -- 40764.36
77614.9

8
-36850.62

3

槐荫区市立五院

周边片区城市更

新项目二期

2000（总

户数

5179

户）

942 371876 234.45 27.75 359.05 250 70.75 398096

350000

（总投

资

810000

）

48096

4
试验机厂城市更

新项目
97 119.2 52400 61.48 -- 44.92 -- 12.8 55602.51 171398 -115795.49

5
段店片区改造项

目二期
387 306.86 15000 86.25 85.5 39 -- -- 11650.08 15000 966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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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腊山立交桥西北

角地块项目二期
390 358 162951 89.7 53.45 --

164.

85
50 79869.92

196423.

87
-116553.95

7
苗圃公园地块城

市更新项目
1040 170.5 96981 63.3 -- 82.65 -- 24.55 56399 166646 -110247

8
美里路以北地块

项目
9 136.9 4027 28.4 -- -- -- 10.28 15107.74

14731.9

6
375.78

9

东堡、南堡、南

沙城市更新项目

（市城建）

680 2120 538200 471 296 544 605 204 778855.76 953029 -174173.24

10
森林公园北城市

更新项目
400 380 182426 123.46 17.4 128.42

74.2

5
36.47 128181 177532 -49351

11
森林公园东片区

城市更新项目
500 221.25 177000 -- 7.5 -- -- 166.65 85429.92 47687 37742.92

12

老屯村、闫千户

村、刘家堂村、

刘家场村、孔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

2774 1457.25 659200 502.62 71.4 77.34
353.

56
25 323983.04 2700000 -2376016.96

13
八里桥片区城市

更新项目
585 98.25 66000 -- -- 2.7 47.4 48.15

规划为绿地及

道路，无产出

122472.

03
-122472.03

14
御景城北片区城

市更新项目
190 128 46160 -- 82.65 20.25 25.1 -- 51357

46363.9

6
4993.04

15 经一纬十二项目 8 32.7 20000 -- 11.35 -- -- 4.35 7245.84 58286 -51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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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跃东里片区城市

更新项目
109 7.5 4346 2.4 -- 4.95 0.15 --

地块零散且面

积较小，周边

存在低矮楼

房，不具备出

让条件，建议

综合整治

10703.8

5
-10703.85

17
经一纬六西南角

城市更新项目
45 12 6609 -- 3.01 8.99 -- -- 1830.2

15971.4

2
-14141.22

18

万紫巷（槐荫

区）城市更新项

目（市城投）

304 18.45 18700 -- 9 9.45 -- --

地块内存在历

史建筑，周边

存在低矮楼

房，不具备出

让条件，建议

综合整治

68897.8

9
-68897.89

19

福音里片区城市

更新项目（市城

投）

279 22.65 14000 -- 16.05 5.1 1.5 --

地块内存在历

史建筑，周边

存在低矮楼

房，不具备出

让条件，建议

综合整治

34765.2

4
-34765.24

20
三十五中片区城

市更新项目
529 69.8 33033 -- -- 24.9 -- --

规划为教育用

地，无产出
50700 -50700

21
经七纬十二片区

城市更新项目
367 67.13 37000 -- 37.1 --

25.5

3
4.5 19737.2

34765.2

4
-15028.04



20

22

经十纬七东北地

块项目（国大太

阳都市广场二

期）

69 5.1 8000 5.1 -- -- -- -- 5814 9963.79 -4149.79

23
槐荫区零散棚户

区改造项目
3440 265.91 170866 101.61 67.65 28.2

30.8

1
16.95 6522.32 371500 -364977.68

24 老旧小区改造 31784 1705.8 2268800 -- -- -- -- -- -- 19800 -19800

合计 47152 8764.3 5042375 1812.37 785.81 1456.37
1578

.15
674.45 2189109.09

5836739

.23
-3647630.14

注：规划用地性质(亩)应以实测为准，土地出让收入(万元)应以实际挂牌成交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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