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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四之一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深盐府办„2018‟4 号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驻盐各单位： 

    《盐田区未来五年中小幼建设专项规划（2018—2023年）》

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教育局反映。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0日 

 



 — 2 — 

 

一、总则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深圳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方案（2015—2020 年）》、《深圳

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7年局部修订）、《盐田区城市建设

与土地利用十三五规划（2016—2020）》和《盐田区教育发展“十

三五”规划》《盐田区教育品质提升行动计划（2017—2019年）》

等文件相关精神，区教育局从 2018 年初开始，组织相关人员对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学位需求及现有学位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科学研判辖区内未来学位需求量，对教育预留用地情况进行了全

面梳理，就未来 5年新建和改扩建学校及办学布局调整方案进行

反复论证，制定了本规划。因学校招生和开办以学年度计，本规

划时段第一年指 2018 年秋季学期（9 月）2019 年春季学期（8

月），最后一年指 2022 年秋季学期（9 月）至 2023 年春季学期

（8 月），共计 5年。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

绕打造“深圳质量”的核心任务，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东进

战略”的统一部署，按照区委、区政府“努力建成现代化、国际

化先进滨海城区”的发展定位，进一步优化我区办学资源，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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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5—10年辖区内各学段学位充足，推动我区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保障辖区内居民子女入学需求，不断提高教

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配套和支

撑。 

（二）建设规划目标。 

全面推进盐田教育优质、高位均衡发展，打造教育的“盐田

质量”，切实满足辖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增强盐田居民对教育

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准确摸清近五年学位需求量，按照国家办学

标准要求，科学合理配备学位，力求做到学位充足、布点科学、

结构合理，保障辖区内学位分布均衡。一是结合城市发展需要预

测各片区学位需求，严格落实小区配套学校和幼儿园的相关规

定，充足预留教育配套用地，规划一批中小学和幼儿园；二是改

造提升现有学校，扩大规模、提升质量、优化布局，解决班级超

额及就近入学等问题；三是强化落实建设工程，按规划加大推进

建设进度，确保各年度建设计划落地，确保学位足量供给。 

（三）建设规划原则。 

1.坚持优先发展原则。强化政府办教育的主体责任，将保障

教育优先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足额保障基础教育阶段和学前

教育阶段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擅自改作他用，足额

优先保障教育建设资金，结合城市发展进程不断扩大基础教育办

学规模。 

2.坚持就近入学原则。中小学生、幼儿园乘坐校车或公共交

通工具出行，会造成安全、成本及管理上的诸多问题。对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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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关规定要求：中小学及幼儿园的学位规划首先要考虑方便学

生入学。我区地形呈东西向的狭长走势，片区分割明显，片区面

积不大。对此，我区严格遵行就近入学原则，按沙头角片（含海

山街道，下同）、盐田片和梅沙片分片区供给分配，保障各个片

区内学位均衡分布。以下的学位数据也按三个片进行测算。 

3.坚持适当超前原则。学校建设与调整必需建立在科学预测

需求的基础上，适当超前。盐田区居住环境十分优越，随着未来

地铁的开通，城市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新居民小区的不断落成，

盐田教育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城区魅力不断彰显，人口将快速增

加。为此，在科学预测辖区内人口数的基础上，规划要有一定的

超前性和预留量，确保各学段学位供给充足。同时，由于学校建

设的时滞性，要求我们提早开工建设，以确保辖区学位的及时和

足量供给。 

二、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总体现状。 

1.中小学现状。 

截至 2018 年 3月，全区共有小学 10 所，中学 5所，九年一

贯制学校 1所。其中，沙头角片区有初中 1所，小学 6所；盐田

片区有普通高中 1 所，职业中学 1所，初中 1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 1 所，小学 3所；梅沙片有初中 1 所，小学 1所。各片区中小

学分布总体较为均衡，都为优质公办学校，基本能满足辖区学位

需求。 

截至 2018 年 3 月，全区学校共有公办中小学生 217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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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中学生 4625 人，初中学生 4611人，小学生 12478人。中

小学生中，非深户学生 13381人，占学生总数的 61.62％，其中

高中非深户学生 2009人，占 43.44％；初中非深户学生 3027人，

占 65.65％；小学非深户学生 8345人，占 66.88％。符合在深就

读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100%免费就近入读公办学校，

盐田户籍初三毕业生 100%保障高中学位。 

2.幼儿园现状。 

截至 2018 年 3月，全区共有幼儿园 30 所，其中公办幼儿园

4 所（含机关幼儿园分部），占比 13.33%，民办幼儿园 26 所。全

区四个街道均有幼儿园分布，其中海山街道 11 所，沙头角街道

4 所，盐田街道 12 所，梅沙街道 3所。2018 上半年在园儿童 7243

人，其中非深户儿童 4123 人，占比 56.92%；常住人口 3—6 岁

适龄儿童入园率达 99.8%，学位供给量基本满足辖区适龄儿童入

读需求。目前，除新办园外，全区幼儿园 100%获得市规范化幼

儿园认定；21 所幼儿园创建为市普惠性幼儿园，占全区办园总

数的 70%，其中民办普惠园 18 所，占全区幼儿园 60%；等级幼儿

园 21 所，其中区级幼儿园 12 所，市一级幼儿园 6所、省一级幼

儿园 3所，等级园比例达到 70%。 

（二）存在问题分析。 

总体而言，我区各学段教育资源能基本满足现阶段辖区儿

童、青少年接受幼儿教育和基础教育的需求。但由于辖区人口增

长迅速，建设存在时滞性等现实情况，我区初中、小学、幼儿园

的规划建设落地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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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来学位需求更加强劲。 

随着东进战略的实施，地铁 8号线的开通，盐田区社会经济

不断发展，居住人口不断增加以及我区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使

得我区学位吸引力极大增强。加上免费义务教育、异地高考、幼

儿健康成长补贴、全面二孩等政策的刺激，我区学前和义务教育

阶段学位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到“十三五”中后期学位需求更

加强劲，若规划中的学校不能按时建设完成，沙头角、盐田和梅

沙片都将出现大量学位缺口。  

2.规划参考标准存在争议。 

目前，深圳市学位配套测算依据为《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

准则》，受深圳经济发展和国家二孩政策等因素的影响，2017 年，

对该标准和准则进行了局部修订，较大幅度提高了义务教育阶段

学位规划的千人指标数。由于该规划标准与准则并非无弹性固定

标准，而是范围性标准，不同的使用主体都会选择利己的标准进

行学位配套测算。为此，开发商和教育部门之间难免存在配备标

准依据较高还是较低的争议，开发商往往都力争按最低标准进行

规划，这对片区学位的适当超前和科学供给不利。 

3.零星用地规避学位建设。 

以幼儿园配套为例，根据《广东省加强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

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每 4500人或以上人口区域内，预

留一所 6 个班（每班按 30座计）或以上规模的幼儿园建设用地。

部分居住人口不足 4500人的小区，存在规避学位的倾向。对此，

需规划和旧改部门加强大片区的统筹规划，以确保片区的学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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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足额供应。 

4.学校建设进展难以掌控。 

我区预留教育用地的数量基本适应辖区学位增长需求，基本

都有规划，有法定图则。但预留教育发展配套用地上的建筑物、

构筑物的拆迁以及城市更新进展无法预估，进而影响教育设施规

划的落实。如山海小学、海心小学、海鹏小学、海湾小学、田心

小学扩建用地、沙头角中学扩建用地、实验学校朝阳围村更新释

放用地、云海学校西侧用地等，这些项目的土地整备工作时间进

程难以掌控。 

5.公办幼儿园办园数量少。 

随着深圳市新型公办园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力发展公办

园和挖掘探索办园新模式成为我区当前学前教育学位建设的主

要目标。由于较早形成了由市场配臵资源、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

的学前教育体制，再加之“投入不足”和“投入之后的使用不足”，

我区公办园比例仅 13.33%，远远低于“新型公办园占比达到 30%

以上”的建设目标。 

三、人口发展趋势与学位需求预测 

盐田区 2016 年末常住人口约 22.65 万人，增长 2.4%。其中，

户籍人口约 6.66万人，增长 7.5%；非户籍人口 15.98 万人，增

长 0.4%。“十三五”期间，盐田区各类城市更新项目有 20 项，

城市发展迅速。盐田目前房价尚处于全市低洼点，成熟的公共配

套和即将开通的地铁交通配套，都将对年轻家庭产生强烈吸引

力。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盐田居住人口将如上五年一样，保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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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加态势，学位需求也将持续增加。学位规划可依据的需求数

据有两个测算方法：一是现有学位数+目前学位缺口数+未来五年

新入住人口学位需求数，即为未来五年学位需求总数；二是根据

近几年在校学生的增长规律进行测算。由于城市旧改建设时间进

程和新入住人口的增加量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加上本规划是一

个近五年的短期规划，学生数增长规律可预见性较好，因此，本

规划拟采用上述第二种方式进行学位需求预测。盐田辖区有区属

60 个班规模的普高盐田高级中学和 48 个班规模的职高盐港中

学，另有市属 60 个班规模的市外国语学校高中部和 900 人规模

的民办高中梅沙书院，学位量充足。且高中学校由市政府全市统

筹，市教育局统一招生，因此本规划不作分析。 

（一）初中阶段。 

1.学位统计。 

表 1：目前初中学生数与实际规模相比学位余缺情况统计表 

学   校 沙头角片 盐田片 梅沙片 全区合计 

标准规模学位数 2100 2400 1140 5640 

实际学生数 1891 1466 1254 4611 

学位情况 209 934 -114 1029 

备注 
学位计算说明：初中学位按每班 50人计算，其中区外国语学校按每班 38人计算。 

数据来源：教育科 2018年 3月开班情况统计表。 

 

表 2：2013—2017年盐田区各片区初中学位增长情况表 

年份 

沙头角片 盐田片 梅沙片 全区 

学生数 
年增

长数 

年增长

率% 
学生数 

年增

长数 
年增长率% 

学生

数 

年增

长数 

年增长

率% 

学生

数 

年

增

长

数 

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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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1959 ／ ／ 1125 ／ ／ 1109 ／ ／ 4193 ／ ／ 

2014 1954 -5 -0.26% 1127 2 0.18% 1139 30 2.71% 4220 27 0.64% 

2015 1972 18 0.92% 1036 -91 -8.07% 1141 2 0.18% 4149 -71 -1.68% 

2016 1987 15 0.76% 1138 102 9.85% 1213 72 6.31% 4338 189 4.56% 

2017 1906 -81 -4.08% 1473 335 29.44% 1253 40 3.30% 4632 294 6.78% 

年均 1956  -13  -0.66% 1194  87  7.85% 1171  36  3.12% 4335 110  2.57% 

备注 数据来源：教育科 2013年至 2017年 9月开班情况统计表。 

 

表 3：2018—2022年盐田区各片区初中学位需求及余缺情况预测表 

目前学位规模 

沙头角片 盐田片 梅沙片 全区 

学位规模 2100个 学位规模 2400个 学位规模 1140 学位规模 5640个 

年份 学生数 学位余缺 学生数 学位余缺 学生数 学位余缺 学生数 学位余缺 

2018年秋季 2017 83 1804 596 1218 -78 5039 601 

2019年秋季 2147 -47 2028 374 1219 -79 5394 246 

2020年秋季 2389 -289 2191 209 1252 -112 5832 -192 

2021年秋季 2408 -308 2403 -3 1358 -218 6169 -529 

2022年秋季 2430 -330 2639 -239 1405 -265 6474 -834 

备注 

区外国语学校每班按 38人，其它学校每班按 50人计算规模。 

计算方法：（1）2018年秋季学生数=18年盐田区春季小学生六年级毕业人数＋

2018年盐田区秋季初一、初二在校学生人数。2019年秋季学生数=19年盐田区

春季小学生六年级毕业人数＋2019年盐田区秋季初一、初二在校学生人数。依

此类推。（2）学位余缺=目前现有学位规模－当年度预计学生数。（3）学位规模

指 2018 年春季现有学位数。 

数据来源：教育科 2018年 3月开班情况统计表。 

2.缺口分析。 

梅沙片区有一所区外国语学校，除解决片区学位需求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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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位于沙头角片区的区外国语小学和东和分校直升的毕业生，

剩余学位面向全区招生。因此，盐田区初中学位供需情况，宜从

全区层面来进行分析。 

从表 1看，因 2016 和 2017年分别建成了盐田实验学校和盐

田云海学校，目前初中学位整体暂有富余。 

从表 2看，2013—2017 年，盐田区初中阶段学位需求增长主

要体现在盐田片和梅沙片。 

从表 3看，2018年，学位整体富余，位于梅沙的区外国语学

校存在少量缺口。与目前实有标准学位规模比，2019 年，沙头

角片和梅沙片开始出现缺口；2020 年和 2021年，沙头角片和梅

沙片缺口进一步加大；2022年盐田片也出现缺口。需加快建设，

补充学位。 

（二）小学。 

1.学位统计。 

表 4：目前小学学生数与实际规模相比学位余缺情况统计表 

学   校 
外国

语 
东和 田心 海涛 田东 林园 

沙头

角片 
盐港 乐群 中山 云海 

盐田

片 
梅沙 

梅沙

片 
合计 

标准规模

学位数 
912 912 1080 1080 1080 1620 6684 1080 1350 1080 1080 4590 540 540 11814 

实际学生

数 
1050 930 1202 1277 1225 1099 6783 1548 1665 1427 380 5020 675 675 12478 

学位余缺 -138 -18 -122 -197 -145 521 -99 -468 -315 -347 700 -430 -135 -135 -664 

备注 

（1）小学学位按每班 45人计算，其中区外国语小学和东和分校按每班 38人计算；（2）

表中前 6所为沙头角和海山片学校，简称沙头角片学校，盐港、乐群、中山和云海为盐田

片学校。 

数据来源：教育科 2018年 3月开班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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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3—2017年盐田各片区小学学位增长情况表 

年份 

沙头角片 盐田片 梅沙片 全区 

学生

数 

年增

长数 

年增

长率% 

学生

数 

年增

长数 

年增

长率% 

学生

数 

年增

长数 

年增

长率% 

学生

数 

年增

长数 

年增

长率% 

2013年秋季 6075 ／ ／ 3688 ／ ／ 502 ／ ／ 10265 ／ ／ 

2014年秋季 6336 261 4.30% 4055 367 9.95% 543 41 8.17% 10934 669 6.52% 

2015年秋季 6512 176 2.78% 4381 326 8.04% 601 58 10.68% 11494 560 5.12% 

2016年秋季 6638 126 1.93% 4701 320 7.30% 641 40 6.66% 11980 486 4.23% 

2017年秋季 6779 141 2.12% 5039 338 7.19% 680 39 6.08% 12498 518 4.32% 

年均 6468 176 2.78% 4544 338  8.12% 593  45  7.90% 11727  558  5.05% 

备注 数据来源：教育科 2013年至 2017年 9 月开班情况统计表。 

 

表 6：2018—2022年盐田各片区小学学位需求及余缺情况预测表 

目前学位规模 

沙头角片 盐田片 梅沙片 全区 

6684 4590 540 11814 

年份 学生数 
年增长

数 

学位 

余缺 
学生数 

年增长

数 

学位 

余缺 
学生数 

年增长

数 

学位 

余缺 
学生数 

年增长

数 

学位 

余缺 

2018 年秋季 6968 189 -284 5448 409 -858 734 54 -194 13129 631 -1315 

2019 年秋季 7162 194 -478 5891 442 -1301 792 58 -252 13792 663 -1978 

2020 年秋季 7361 199 -677 6369 478 -1779 854 63 -314 14488 696 -2674 

2021 年秋季 7566 205 -882 6886 517 -2296 922 67 -382 15219 731 -3405 

2022 年秋季 7776 211 -1092 7446 559 -2856 994 73 -454 15987 768 -4173 

备注 
计算方法：（1）学生数=按表 5中测算出的过去 5年片区年均增长率×上年学生数。

（2）学位规模数指 2018年春季现有学位数。 

2.缺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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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看，与现有标准学位规模比，目前盐田区各片区小学

学位全面存在缺口，靠扩大班额，分流至尚有余位的林园小学，

能基本解决。 

从表 5 看，2013—2017 年，三个片区学位需求平均年增长

率达 5.05%，其中盐田片增速最快达 8.12%，梅沙片其次达 7.9%，

沙头角片增速 2.78%。 

从表 6看，与目前盐田区小学标准学位规模比，各年度各片

区学位缺口非常大，亟需补充学位供给。 

（三）幼儿园阶段。 

1.学位统计。 

表 7：目前幼儿园学生数与实际规模相比学位余缺情况统计表 

学   校 沙头角片 盐田片 梅沙片 全区合计 

标准规模学位数 3420 3120 660 7200 

实际学生数 3478 3228 537 7243 

学位余额 -58 -108 123 -43 

备注 

学位计算说明：小班、中班和大班学位分别按每班 25 人、30 人和 35人计。混龄

班按每班 30人计。 

数据来源：教育科 2018年 3月开班情况统计表。 

 

表 8：2013—2017年盐田各片区幼儿园学位增长情况表 

年份 

沙头角片 盐田片 梅沙片 全区 

学生

数 

年增 

长数 

年增 

长率% 

学生

数 

年

增

长

数 

年增长

率% 

学生

数 

年增

长数 

年增

长率% 

学生

数 

年增

长数 

年增长

率% 

2013 2587 ／ ／ 2510 ／ ／ 323 ／ ／ 5420 ／ ／ 

2014 2681 94 3.63% 2597 87 3.47% 417 94 29.10% 5695 275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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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924 243 9.06% 2830 233 8.97% 447 30 7.19% 6201 506 8.88% 

2016 3053 129 4.41% 2933 103 3.64% 490 43 9.62% 6476 275 4.43% 

2017 3325 272 8.91% 3143 210 7.16% 521 31 6.33% 6989 513 7.92% 

年均 2914  185  6.50% 2876  158  5.81% 440  50  13.06% 6340  392  6.58% 

备注 数据来源：教育科 2013年至 2017年 9月开班情况统计表。 

 

表 9：2018—2022年我区各片区幼儿园幼儿数及学位余缺情况预测表 

目前学位规模 

沙头角片 盐田片 梅沙片 全区 

3420 3120 660 7200 

年份 
幼儿

数 

年增

长数 

学位

余缺 

幼儿

数 

年增

长数 

学位

余缺 

幼儿

数 

年增

长数 

学位

余缺 

幼儿

数 

年增

长数 

学位

余缺 

2018年秋季 3541 216 -121 3326 183 -206 589 68 71 7449 460 -249 

2019年秋季 3772 230 -352 3519 193 -399 666 77 -6 7939 490 -739 

2020年秋季 4017 245 -597 3723 204 -603 753 87 -93 8461 522 -1261 

2021年秋季 4278 261 -858 3939 216 -819 851 98 -191 9018 557 -1818 

2022年秋季 4557 278 -1137 4168 229 -1048 962 111 -302 9611 593 -2411 

备注 

计算方法：（1）幼儿数=按表 8中测算出的过去 5年片区年均增长率×上年幼儿

数。（2）学位余缺=目前实有规模数-当年度预测幼儿数。（3）学位规模数指 2018

年春季现有学位数。 

2.缺口分析。 

从表 7看，目前梅沙片区有学位余额，其余两个片区有少量

缺口，全区基本持平。 

从表 8 看，过去 5 年，盐田区各片区学位需求平均增速达

6.58%，其中沙头角为 6.5%，盐田片为 5.81%，梅沙片高达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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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9看，与目前盐田区幼儿园核准学位规模比，各年度各

片区学位缺口非常大，亟需补充学位供给。 

四、布点规划情况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学位规划和建设工作，积极推动教育

优先发展，做到优先谋划、优先布局、优先落实，区教育局于

2012年和 2016年分别草拟了《盐田区中小学幼儿园学位需求及

建设建议》和《盐田区未来五年中小幼学位形势分析报告》供领

导决策。国土委盐田管理局于 2017 年 11月制订完成了《盐田区

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十三五规划（2016—2020）》，将学校的布局

纳入区域“十三五”城市空间规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布

局，科学编制盐田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建设规划，加大教育用地

预留力度，合理规划用地选址，以促进辖区各片区学位均衡增长，

满足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的就近入学需求。具体情况见以下

表格： 

表 10：盐田区 2018—2025年规划建设初中计划表 

序号 片区 规划项目名称 地址 建设类型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总投资

（万

元） 

新增

学位

规模

（个） 

项目计划情况 

计划开

工时间 

计划投入

使用时间 

1 

沙头角

片 

沙头角中学 
沙头角东和

路 10号 
重扩建 26869 336483 16000 2100 2015/12 2018/9 

2 
田东中学初中

部 

沙头角梧桐

路 2008号 
重扩建 40747 待定 15000 2700 2020/9 2022/9 

3 

沙头角中学教

师宿舍楼拆除

用地 

沙头角东和

路 10号 
改建 1545.6 待定 待定 600 2020/9 2022/9 

4 盐田片 
云海学校西侧

用地 

盐田后方陆

域 
扩建 6000 待定 待定 600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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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学校朝阳

围村更新释放

用地 

盐田永安路

与北山道交

汇处 

扩建 15847 待定 待定 600 待定 待定 

6 梅沙片 
区外国语学校

综合楼 
盐田大梅沙 扩建 1100 6150 8000 600 2018/12 2020/12 

 

表 11：盐田区 2018—2025 年规划建设小学计划表 

序号 片区 规划项目名称 地址 
建设

类型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总投资

（万

元） 

新增

学位

规模

（个） 

项目计划情况 

计划开工

时间 

计划投入

使用时间 

1 

沙头角

片 

区外国语小学综合

楼  

沙头角海景二路

1011号 
扩建 1400 6150 7000 270 2018/12 2020/3 

2 田心小学综合楼 沙头角田心路 扩建 3000 待定 8000 540 2021/9 2023/9 

3 田东中学小学部 沙头角梧桐路 新建 待定 待定 待定 1620 2020/9 2022/9 

4 

盐田片 

盐港小学综合楼 盐田港后方陆域 扩建 1727 5710 5000 540 2018/12 2020/9 

5 中山学校综合楼 盐田港后方陆域 扩建 7000 14776 9400 540 2018/9 2020/3 

6 乐群小学综合楼 盐田港后方陆域 扩建 800 3650 7500 540 2018/12 2020/6 

7 海心小学 盐田港后方陆域 新建 15326 待定 12260 1620 2019/9 2021/9 

8 山海小学 盐田港后方陆域 新建 13115 27019 13000 2160 2020/12 2022/9 

9 梅沙片 海希小学 
盐田区大梅沙海

梅路 
新建 18875 38227 23000 1620 2016/11 2019/9 

 

表 12：盐田区 2018—2025 年规划建设幼儿园计划表 

序号 片区 规划学校名称 地址 建设类型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总投资

（万

元） 

新增

学位

规模

（个） 

项目计划情况 

计划开工

时间 

计划投入使

用时间 

1 
沙头角

片 
机关幼儿园 

盐田区海涛

路 172号 
改扩建 3592 待定 3592 360 2020/10 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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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沙头角

片 

田心幼儿园 沙头角 配套移交 3900 待定 待定 360 2021/10 2023/9 

3 
恩上村更新幼

儿园 

沙头角恩上

路 
配套移交 2700 待定 待定 270 2023/10 2025/9 

4 

盐田片 

 

盐港幼儿园 
盐田港后方

陆域 
新建 6340 12300 9000 630 2019/3 2020/9 

5 海心幼儿园 
盐田港后方

陆域 
新建 3636 待定 2600 360 2019/9 2021/9 

6 

盐田三四村和

西山吓村搬迁

配套园 

盐田三、四

村，西山吓村 
配套移交 3200 待定 待定 360 2020/9 2022/9 

7 

梅沙片 

上坪村更新幼

儿园 
梅沙上坪村 配套移交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2020/9 2022/9 

8 
成坑村更新幼

儿园 
梅沙成坑村 配套移交 1803 1601 待定 180 2020/9 2022/9 

五、建设推进及应对年度需求情况预判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职能部门相互协助，推动我

区基础教育学校和幼儿园建设基本满足盐田区各教育学段的就

近入读需求，2018 至 2022年建设推进具体情况如下： 

（一）分学年度分析。 

1.2018 年秋季。 

（1）初中与小学。 

沙头角中学建成，投入使用，最大可容纳 42 个班（建设规

模 36 个班），2100 个学位。田东中学搬迁至沙头角中学后待拆

建。初中学位只有梅沙片的区外国语学校略有缺口，该校部分学

位面向全区招生，缺口可调剂解决。 

2018 年秋季，无新建小学学位。小学沙头角片、盐田片和

梅沙片分别缺口 284、858 和 194 个位。通过扩班，沙头角片可

开 153个班，预计在校生数 6968人，将平均班额调高至 4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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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基本补足缺口。盐田片可开 113 个班，预计在校生数 5448人，

班均达 48 人，可基本补足缺口。梅沙小学缺口通过扩班和少量

跨学区调剂，可补足。 

（2）幼儿园。 

2018年秋暂无新园建成。与核准规模比，全区总缺口仅 249

个，梅沙片有富余，沙头角片和盐田片缺口小，基本可满足需求。 

2.2019 年秋季。 

（1）初中与小学。 

2019年秋季无初中建成。梅沙小学搬离区外国语学校，区外

国语学校增加 12个班，456个学位，该校学位总额增至 1596个。 

沙头角片区和盐田片区学小学位缺口分别达 478 个和 1301

个。2019年秋沙头角片小学在校生预计 7163 人，通过扩班，可

开班级数为 153 个，将班额扩大到 46.8 人，可解决学位需求。

盐田片区预计在校生 5891人，在 2017年建成的云海学校一年级

招生 8 个班，整个片区小学可开设 121 班，将班额扩大至 48.7

人，可解决学位需求。位于梅沙片区的海希小学建成，投入使用，

36 个班，1620个学位，未来三年梅沙片小学学位都充足。 

（2）幼儿园。 

2019 年秋暂无新园建成。与核准规模比，全区总缺口 739

个。当年预计在园幼儿数 7939 人，通过扩班，可开班 224 个，

班额 35.4位，基本可满足需求。 

3.2020 年秋季。 

（1）初中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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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头角片和盐田片无新校建成。区外国语学校综合楼建设完

成，若需要，可新增 12 个班 456 个学位。沙头角片预计在校生

人数 2389人，与沙头角中学 2100人的规模比，学位缺口 289 个。

区外国语学校是一所品牌学校，面向全区招生，对家长吸引力大，

可通过调整招生计划，用区外国语学校学位解决需求。 

沙头角片区外国语小学综合楼建成，增加学位 270 个。沙头

角片学位总规模增至 6954 个，可开班级数为 159 个。当年沙头

角片预计学生数为 7361，片区平均班额 46.3 人。盐田片新增中

山学校综合楼、盐港小学综合楼和乐群小学综合楼，综合楼建设

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功能室。但为了应对尖锐的学位矛盾，可临

时增加 36个班教室，1620个学位，作为过渡。全片区当年盐田

片学位矛盾化解。可部分调整位臵较偏的云海学校 2017、2018

和 2019年秋季入读的各 8—10个班学生回归上述三所学校。 

（2）幼儿园。 

沙头角片学位缺口 597 个，预计在园幼儿 4107 人。当年机

关园本部拆建，减少 10 个班，片区可开班数只有 104 个，平均

班额将达 39 人。拟从 2018年起，引导、鼓励社会力量租赁场地

举办幼儿园，扩大学前教育学位供给。位于盐田片的盐港幼儿园

建成，新增 630个学位，盐田街道学位矛盾化解。企业自建的梅

沙片华大幼儿园开办，新增 270个学位，梅沙片学位供给充足。 

4.2021 年秋季。 

（1）初中和小学。 

2021年秋季，初中无新建校。沙头角片预计在校生人数 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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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沙头角中学 2100 人的规模比，学位缺口 308 个。区外国

语学校可提供学位 2052 个。该校是一所品牌学校，面向全区招

生，对家长吸引力大，可通过调整招生计划，用区外国语学校学

位解决沙头角片学位矛盾。盐田片学位供需持平。 

沙头角片小学学位总规模 6954 个，通过扩班，可开班级数

为 159个。当年沙头角片预计学生数为 7566，片区平均班额 47.6

人。盐田片新增海心小学，增加 36 个班，1620个学位。片区小

学学位供给最高可达 7830个，有近 1000个富余。因盐港小学、

乐群小学和中山学校综合楼主要用于补足学校功能场室不足的

问题，从 2021 年秋开始，这三所学校可考虑减少教室规模，进

一步丰富功能场室。 

（2）幼儿园。 

沙头角片学位缺口 858 个，预计在园幼儿 4278 人。若无新

增幼儿园，片区可开班数只有 104 个，平均班额将达 41 人。因

此，必需引导、鼓励社会力量租赁场地举办幼儿园，扩大学前教

育学位供给。盐田片的海心幼儿园建成，新增 360 个学位。新增

学位需求可化解。梅沙片学位供给充足。 

5.2022 年秋季。 

（1）初中和小学。 

2022年秋季，田东学校（校名未定，九年一贯制）建成，新

增初中部 54 个班，2700 个学位。田东学校小学部 36 个班，新

增 1620 个学位。沙头角中学教师宿舍拆迁用地教学楼建成，新

增 600个学位。沙头角片区初中学位矛盾全面化解。原田东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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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迁。沙头角中学办成九年一贯制学校，24 个班办小学，24 个

班办初中。盐田片初中学位开始吃紧，出现 239个学位缺口，可

从盐田片新建成的山海小学中进行调配部分学位使用。2022 年

秋季，沙头角片小学学位压力全面化解。盐田片山海小学建成，

新增学位 2160个。盐田片和梅沙片学位充足。 

（2）幼儿园。 

沙头角片机关幼儿园建成，新增学位 360 个。沙头角片幼儿

园学位矛盾有所缓解，但仍存在一定空缺。盐田片区三村、四村

幼儿园建成，新增学位 360个，盐田片在没有幼儿园旧改拆建的

情况下，学位略有富余，供需基本平衡。梅沙片区上坪村幼儿园

和成坑村幼儿园建成，学位富余。 

（二）学位规划及推进建设情况小结。 

1.整体需求基本保障。 

综上分析，盐田区在未来几年内学位基本能保证符合在盐就

读条件、有入读需求的适龄学生、幼儿入读。但沙头角片初中

2020 和 2021 年存在一定缺口。小学有 3、4 个学年度和部分片

区平均班额将超过 45 人。沙头角片小学最高平均班额出现在

2021年，达 47.6 人。盐田片小学最高平均班额出现在 2019 年，

达 48.7人。2019 至 2022年，沙头角片区幼儿园存在一定缺口。 

2.片区均衡需再推进。 

虽然盐田整体学位能够满足需求，但是以部分学校在标准规

模的基础上占用功能室，扩大办学规模为前提的，这一点三个片

区都很突出。盐田片和梅沙片在中后期建设项目完成后，这一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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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将得到有效化解。在田东中学建成，沙头角中学小学部投入使

用前的 2019、2020 和 2021 年，沙头角片区小一扩班存在困难。

沙头角片区是盐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近年新建了大量楼盘，且

入住率逐年提高。沙头角作为老城区，旧改用地基本上都是零星

用地，很多用地虽新增了居住人口，但难以落地学位配套，更难

找出一所新的学校用地，导致未来沙头角片区将成为盐田区学位

最紧张的片区。为此，必需推进沙头角片学校的重建，最大限度

地加大建设规模，以缓解沙头角片义务教育阶段学位紧张问题。

同时，在后期规划中，要抓住沙头角片区现有小学周边旧改机会，

增加现有小学用地面积，增加现有小学学位供给，例如大力推进

海涛小学旁边海涛花园旧改供应教育用地工作等。还要适时对现

有学校（如田东小学）进行重扩建，以推进小学配套的片区均衡。 

3.学段均衡需再强化。 

盐田区初中和小学规划较为充分，但学前阶段还有欠缺。学

前学位总量虽基本能满足需求，但学位品质有待提升。现有 30

所幼儿园，其中独立占地和小区配套园只有 16所，共 129 个班，

3870个学位，仅占全部核准学位的 54%。其它 46%的学位为租赁

改建类幼儿园。这类幼儿园大多先天不足，特别是户外运动面积

大多不够，办园场地条件有限，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在城市旧改

和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一情况，在满足新增需求的同时，

逐步将租赁改建园替换为配套园。这一点，在后期规划中要逐步

加强。未来几年，沙头角及盐田片区将启动多项城市旧改项目，

部分幼儿园位于旧改项目范围内，如秘密花园幼儿园、东和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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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乐群幼儿园等，这些幼儿园的拆除必将进一步加剧我区的学

前教育学位紧张局面，必须加快小区配套园、独立占地园，特别

是政府产权园的建设进度，大力引导、鼓励社会力量租赁场地办

园，扩大学位供给作为未来几年的临时补充。 

4.推进进度必需确保。 

根据以上分析，盐田学位能够基本满足学位增长需求，但前

提是本文第四部分的建设计划能够如期落地。为此，必需按期完

成计划，以保证学位供给。目前各新建（改扩建）学校推进进度

如下： 

（1）沙头角片新建学校（幼儿园）建设进度。 

田东九年一贯制学校：近期，区委、区政府拟将海鹏小学

部分地块并入田东中学整体规划，拟建成1所规模为90个班（初

中54班，小学36班）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区前期办正在研究概念

性方案设计，区工务局将启动协调代建方案事宜。按计划，需在

2022年9月建成开办，需加大推进力度。 

机关幼儿园：加固更改为拆除重建，区发改已立项，区前期

办已完成概念性方案设计，正在设计招标。按计划，需在 2022

年 9 月建成。 

  沙头角中学教师宿舍楼拆除用地：沙头角中学教师宿舍楼住

户共 28户，已签约臵换 26户，尚有 2 户“钉子户”，土地整备

工作存在着一定难度。要在 2022 年 9 月建成一栋教学楼，需加

大推进力度。 

田心幼儿园：为支持桥东新村城市更新项目，田心幼儿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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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 年前关闭停办，致使沙头角片区幼儿学位持续紧张。按计划，

区机关幼儿园也将于 2020 年 9 月拆除重建，因周边楼盘没有新

建幼儿园予以及时补充，预计届时幼儿学位更加紧张，学位供求

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相关部门务必督促侨东新村城市更新

项目开发商早日动工，或先行动工田心幼儿园，在 2020 年 9 月

前竣工并开办。 

（2）盐田片新建学校（幼儿园）建设进度。 

山海小学：按计划山海小学需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建成使

用，但由于盐田三四村整体项目拆迁缓慢，受拆迁完成时间难以

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该项目只完成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调整

和设计招标，完成了 36 个班调整为 48 班方案设计，2022 年 9

月 1 日开办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需加大推进力度。 

海心小学、海心幼儿园：教育局将于 2019 年初将位于该地

块上的乐群幼儿停办，并妥善分流在园师生。按区政府要求，海

心小学、海心幼儿园地块需于 2018 年底前完成该项目地块的土

地整备工作。目前，区土地整备局正在对村民房屋查账确认及编

制赔偿方案；区发改局、区住建局、区工务局正在筹建代建单位

预选库；区工务局正在议定代建方案、代建合同等工作。要在

2021 年 9 月 1 日建成开学也存在着很大难度，需各部门协力加

大推进力度。 

 盐港幼儿园：盐港幼儿园的前期工作已完成，预计 2018 年

底开工建设，建设周期为 18 个月，如无特殊情况，预计到 2020

年 9 月 1 日能按期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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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梅沙片新建学校建设进度。 

海希小学：该项目 2017 年 1 月 8 日开工建设，目前主体已

封顶，正在室内墙面装修，管道安装。因海希小学加层导致认定

为违建，需建成后重新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然后区工务局

根据有关批复再办理施工许可变更和竣工验收、规划验收等手

续。要确保 2019 年 9 月开学前完成二次装修工作困难重重，相

关部门必须加快海希小学加层后办理施工许可变更和竣工验收、

规划验收等手续进度工作，争取在 2019 年 3 月交付区教育局进

场二次装修施工。 

（4）综合楼扩建项目建设进度。 

区外国语小学、区外国语学校、中山学校、乐群小学、盐港

小学等 5 所学校：区前期办已完成区发改立项、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调整、规划审批、消防审批、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正在

编制概算。10 月份移交区工务局招投标建设。盐会纪„2018‟

69 号要求“力争今年底动工，2020 年 9 月建成”。  

就目前看来，多项工程目前均处于前期工作阶段，部分项目

在进度上已滞后，需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领导统筹。 

牢固树立教育是第一民生的思想，优先保障教育发展。成立

盐田区学校建设工程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分管规划建设、教育的

副区长共同任组长，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前期办、

区城市更新局、区工务局、区土地整备局、盐田规划国土局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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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学校规

划建设各环节的主体责任和有关标准，及时研究解决学校建设重

难点问题，做到教育用地优先保障，学校建设经费足额配套。落

实教育部门在学校规划建设的全程参与和联审作用，法定图则制

定、城市更新项目审批、涉及住宅项目学位供给方案等必须充分

听取教育部门意见。 

（二）优化建设制度。 

由于学校建设规划落地、审批报建、招标施工环节非常复杂，

涉及的部门众多，导致学校往往不能如期完成。未来 5年，盐田

区学校建设拟采用代建制，招标实力强的公司全程代理前期办和

公务局相关职能，一站式完成设计报建、施工建设等工作，实现

学校建设的提速提质，确保按建设计划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三）加强经费保障。 

盐田区委、区政府将不断加大教育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坚

持把教育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予以优先保障，将学校建设的

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落实教育经费法定增长要求，并按当年

实际建设需求及时、足额安排项目资金。已立项的 8 所义务教育

学校建设项目总投资概算共计 7.4 亿元，还安排了教育费附加等

四大专项总资金 2.24亿。 

（四）强化跟踪督查。 

区委区政府根据建设台账，定期对学校和幼儿园建设工作情

况进行专项督查。区人大、政协将学校建设进度、建设质量以及

资金使用效率等纳入重点跟踪督查内容，对学校建设工作定期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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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确保学校建设工程质量与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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