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城市承载着我们的希望和梦想。
基于长期规划，我们得以让梦想成真，
打造大家共同期待的家园，并为未来做
好准备。那我们该如何持续地为我们的
梦想打造空间呢?

为梦想打造空间



立足当下，
放眼未来
新加坡不仅是一座城市，也是一个
国家。因此，我们除了要为所有人
规划足够的住房、工作场所、休闲
空间，还必须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
比如公用事业、蓄水池、海港、
机场等。

长期规划，前称概念总蓝图，是指导
我国土地使用和交通系统的战略
性规划。自1971年首次发表以来，
该规划引领了新加坡的发展巨变。
我们每十年为长期规划进行检讨，
以此积极塑造我们的城市，共谋
大家的未来。

长期规划主要关于： 从2021年7月至2022年4月
期间，我们一共举办了多达
50场研讨会，邀请了1万5000多
名来自各阶层背景的公众参与会
谈、线上问卷调查和深入讨论，
让社区全面参与这次的长期规
划检讨。

我们在制定规划与探讨可能性
时，全面参考了公众的意见。
这些反馈内容将指导新加坡在
未来50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
以满足国人的需求。

在多样化的需求当中取得
平衡。

透过创新方式优化空间，
克服外在局限。

为未来保留选择空间、
以满足不可预见的需求、
并把握潜在的机遇。

携手合作，为所有人打造
宜居宜业的地方。

未来几十年中，我们将有机会把
划定为“未来发展区”的地段发
展为各种用途。这些地段将连同 
“预留地段”与“白色地段”，
提供更多的空间让我们调整
规划，应对未来。



P
h

o
to

: S
T

B

P
h

o
to

: H
D

B

P
h

o
to

: H
D

B

住房是新加坡优质生活环境的
核心。我们的居住环境除了需
满足国人对住房的基本需求，
也让国人产生归属感。我们会
继续改善居住环境，以适应
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多样化
的趋势。

和谐共处

1 2 3

提供更多住宅以满足
新需求、新期许

兼具包容性且
紧密相连的市镇

面向未来的
市镇

开发新的市镇，将自然和文化资产
紧密结合。

在市中心内、市中心周围与靠近主要
设施的地点规划更多住宅。

打造多样化的住房类型，满足更多
家庭的需求。

为所有人提供具有包容性和便利的住宅
仍然是新加坡住房规划的目标。我们将：

提高私人住宅区和公共住宅区之间
的融合，让不同阶层的居民有更多
互动。

通过市镇规划，打造有利于居民身心
健康的居住环境。

开发更多适合步行的街道和社区空间，
鼓励社交互动。

我们的市镇将有助于建立居民之间的归属感，
打造充满活力的社区。我们将：

提供适应性更强、更灵活的空间，
满足新的需求。

为旧市镇进行翻新，确保其能继续
满足现有和未来的居民的需求。

随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现有与未来的市镇
都必须适应这些转变。我们将：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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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必须适应全球经济的变化，
并为企业提供具吸引力的空间，
为新加坡人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
随着业务模式转型与灵活工作
安排的兴起，传统的工作场所与
工作性质也随之改变。未来，我们
将可能随时随地工作，不再局限于
办公室或厂房。

随时随地

工作

具吸引力的
工作地点

满足创新创意以及
新需求的灵活空间

面向未来的
经济

继续提升市中心作为全球商业中心的
吸引力，引入更全面的设施、休闲和
生活方式以及更多样化的居住选择，
将市中心转型为用途多样、富有活力
的区域。

在市中心以外的区域引入更多的工作
地点，打造更靠近住宅区、并充满
活力的工作空间。

在指定区域打造结合商务、研究以
及其他相关活动的经济生态系统，
创造更大的协同效应。

我国将继续为所有人提供多样化的工作
和工作场所。我们将：

探讨划定“商业—白色”土地用途，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以满足
新概念与新用途。

设立“企业区域”，为广泛区域的
不同用途提供灵活的规划，而不仅
局限于个别建筑。

于指定地区提供不同的租期以供试行
新用途，支持快速变化的经济需求并
促进重新发展。

要保持新加坡的竞争优势，我们的工作场所
必须具备适应性。我们将：

顺应高价值产业要求和其它新产业
趋势，提供多样化的工作机会和
工作空间。

优化办公用地，为新兴行业提供
更多空间。

随着商业模式、技术趋势以及劳工意愿的变化，
我们的工作空间也必须做出调整。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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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空间可让我们建立社区情感，
拉近彼此关系，并在日常生活中
找到快乐时光。休闲和娱乐空间让
我们的城市环境更有生气，让我们
充满活力，也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各种各样的休闲娱乐项目能吸引
更多人民参与，让国人与游客继续
享受这个富有魅力的宜居城市。

健康快乐

休闲娱乐

提供居家附近的
休闲娱乐选择

充满绿色生态、蓝色
水域和各种乐趣的岛屿

人人都能玩得
开心的城市

广泛覆盖的休闲娱乐设施网络让居民
可以每天放松身心。我们将:

让更多人充分享受丰富多样的绿色生态和
蓝色水域。我们将：

把各类的休闲娱乐设施整合，增加
居民的选择并优化土地利用。

根据居民意愿，共同创造娱乐空间。

引入不同类型的绿色空间，为繁忙
的城市生活带来休憩的机会，促进
社区之间的联系。

扩大我们以自然为基础的休闲网络，
让蓄水池和水道焕发生机，打造更多
的休闲娱乐选项。

拥抱我们的岛屿特征，在我们的海岸
和近海岛屿中探索机会，开发更多的
娱乐休闲活动。

打造有新鲜、刺激体验的景点，
确保新加坡继续成为世人理想的
旅游目的地。

促进现有景点和空间的改造，
提供新颖的休闲体验。

在城市各处的公共空间，为人们提供
拥有喜悦时刻的机会。

旅游业巩固了新加坡作为国际活力都市的
地位，丰富了本地的经历和新加坡的国家
故事。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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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通讯科技的创新，为城市中
人与物的流动带来转变，也改变了
我们与世界联系的方式。我们将继
续致力于让国人的出行更加便利，
优化我们的交通网络，并转向更加
可持续且高效的出行方式，同时促
进新加坡和与世界的连接。

四通八达、高效快速

出行

完善的
交通网络

更高效的
物流系统

紧密相连的
全球中心

为了让国人的出行更加便利、更具永续性，
我们将：

随着电子商务与物流量的不断增长，
我们将：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活跃通勤的
出行方式。

改造道路，让步行、骑车和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更有吸引力。

利用新科技，改善我们的出行方式。

支持物流行业利用更少的资源，
完成更多的配送。

规划基础设施并借助科技，提高
“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效率。

利用新的基础设施和更好的产业
整合，强化航运和海运与物流的
连接。

通过增强与世界的数码联系，提升
我们作为全球数码中心的地位。

作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与世界其它
国家和地区保持互联互通始终是维持新加坡
竞争力的核心。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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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日渐发展、成熟，它应该
继续让现在和未来几代人都自豪
地称之为家。熟悉的地方、独特的
建筑以及我们的建筑遗产巩固了
我们的归属感，让这座城市独一
无二。我们将共同维持新加坡的
包容性和吸引力，让它继续成为
我们追逐梦想的好地方。

别具一格、惹人喜爱

建筑遗产

人人热爱
的城市

别具一格、
惹人喜爱的空间

社区场所

即便城市在不断变化中，我们的建筑遗产和
特色仍将充满活力，让当代人和后代人感到
弥足珍贵。我们将：

在城市中，经过深思熟虑和协调发展的城市
区域和建筑往往令人最赏心悦目。我们将：

精心选取、保护和维护我们的建筑
遗产，打造和强化地区特色和归属感，
在发展的过程中保留熟悉的场所。

将新旧建筑相互融合，并谨慎进行改
造与活化再利用，让新加坡成为人人
热爱的城市。

赋予建筑遗产物质和非物质层面
的意义，促进记忆和故事的分享、
传承，为这些空间赋予更多意义。

通过谨慎的城市设计和创新的建筑，
打造别具一格的地标性建筑，并营造
归属感。

开辟更多的空间供人们聚集、交流，
或是放松、游玩。

与当地社区共同营造公共空间，
创建更有活力的社区。

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叙述建筑遗产
的故事。

为打造社区归属感，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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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宜居而有韧性的城市，自然
环境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应
对城市化与气候变化更为重要。
绿色空间、蓝色水域共同支撑着
自然生态系统，也有利于我们的
身心健康。我们将继续携手社区，
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座大自然中
的城市。

绿色生态、蓝色水域

自然资产
管理

多功能的绿色生态
和蓝色水域

利用自然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

以科学为依据，将我们的绿色生态、蓝色水域
将更好地融入城市结构之中。

将绿色生态和蓝色水域与城市环境相结合，
增强各生态系统之间的连通，提高城市宜居性，
满足社会和休闲需求。我们将:

开发生态分析工具，并进行生态概况
剖析，将自然环境的价值纳入我们的
长期规划。

基于自然公园网络和生态绿道，扩大
城市环境中的自然资本，以确保长远
的生态韧性。

研究更审慎的发展方式，以达到发展
需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平衡。

划定可同时维护自然生态栖息，也能
作为休闲空间的多用途空间。

在城市景观中融入自然元素以提高宜
居性，缓解城市热，提供多种栖息地
以维护生态多样性。

加强城市已发展区域的绿化，降低
地表和环境温度。

在适当的情况下，将工程解决方案
与自然元素相结合，以提高我们对
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增强生物的
多样性。

绿色生态和蓝色水域能够减轻气候变化造成
的影响，并提供休闲和生态效益。我们将：

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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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永续发展同时平衡了
经济、社会与环境考量，并受限于
我国的陆地和海域空间。在气候
变化和资源匮乏的挑战下，确保
我国长期的永续发展更为重要。
全社会都必须积极参与其中，
确保我们在满足当前的需求的
同时为后代着想。

低碳、韧性

永续发展

低碳城市

在本世纪中叶左右，新加坡将
实现净零碳排放。我们将：

更能应对气候
变化的基础设施
要让我们的城市更好地面对气候
变化的影响和冲击，我们将：

系统性的
规划方法
资源循环经济可以减少浪费、
节约成本、提高环境效益。
我们将：

优化土地
及空间使用
我们会不断寻找优化土地和空间
使用的方法，确保为下一代留有
足够的空间。我们将:

降低碳排放，实现能源
供应的多样化，利用更
清洁的能源和智能的电网
为城市供电。

逐步建设一个可再生的建
筑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
甚至修复对环境的破坏。

回收和重复利用资源，
减少垃圾产量。

通过整合城市的不同系统
和基础设施，最高效率地
使用宝贵资源。

战略性地规划产业布局，
支持循环经济。

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新
区域，如即将开发的
裕廊湖区。

采取综合性和技术性的方
式优化海域空间的使用。

在传统的填海造地之外探
索新的造地方案。

探索使用更多地下空间的
可行性，创造更多的可用
空间。

建设多功能的新型基础
设施，提高防洪能力，
优化土地使用。

通过建筑和环境的设计以
提供舒适的气温，以此
降低城市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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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活跃的社区；
多样化和创造性的
工作和空间

富有特色的邻里社区；
宜居包容的环境

有趣、可持续的社区；
东部绿色生态和蓝色
水域的中心

基于我们现有的多中心发展模式，PLAB将成
为独具特色的就业据点，提供更多居家附近的
就业机会。我们将：

PLAB将有助于满足新加坡未来的住房需求，
创建别具一格的市镇社区，营造居民对社区
的归属感。我们将：

将PLAB与周边社区和邻近市镇直接
相连、优化通勤时间。

基于以人为本的出行网络，提供便捷
高效的出行方式，打造共享空间以提
高生活质量。

有创意的整合生活区域和工作区域，
打造智能、灵活和多样化的工作空间。

规划灵活的空间，以适应不断变化
的需求。

以PLAB独特的建筑遗产和地区特征
为基础，发展具特色的市镇社区。

创建富有邻里精神、拥有自给自足
设施的社区，培育并加强社会联系
和韧性。

通过绿色生态和蓝色水域网，将市镇
和周边地区紧密结合，支持生物多样
性、居民休闲和气候韧性。

采用循环经济和闭环系统，以可持续
的方式为市镇提供能源，其中一半以
上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

PLAB的规划和发展将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
匮乏带来的挑战。我们将探讨：

从2030年起，巴耶利峇空军
基地（PLAB）将逐步搬迁，腾出
空间打造我国东部的新一代市镇。
市建局邀请了新加坡建筑师学会
（SIA）和新加坡规划师学会（SIP）
为PLAB的重新发展提出初步概念，
将其定位为“未来社区”。我们将
深入研究各类想法和建议，探索
如何将它们纳入PLAB未来的总体
规划中。

下一次起飞

巴耶利峇
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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