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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区域概况 

1、自然地理概况 

成都市地处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中部，东北与德阳市、东南

与资阳市毗邻，南面与眉山市相连，西南与雅安市、西北与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接壤。全市土地面积为 14335 平方公里，超 5000 米垂直

海拔造就了多元自然地貌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全国唯一能眺望雪

山的超大城市，有“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美誉，呈现出“两山相望、两水

相依、两林相映、两田相异”的自然地理格局。“两山”即龙门山生态屏

障和龙泉山城市绿心，龙门山是水源涵养地、全国重要的生物栖息地；

龙泉山是全国候鸟迁徙的重要廊道，四川盆地盆中重要的山系生态绿

廊。“两水”即岷江、沱江两大水网，呈现“西密东疏、西渠东塘”的特

征。“两林”即连绵葱郁的森林与星罗棋布的林盘，全市约 90%的乔

木林和灌木林主要分布在“两山”区域，约 10 万个林盘点状分布于龙

泉山西侧平原区。“两田”即龙泉山西侧沃野小田与龙泉山东侧缓坡

丘田，龙泉山西侧是成都平原传统精耕细作农耕区，呈现小田生态景

观，6-9 等耕地占比 85%；龙泉山东侧山丘起伏，呈现丘田林壑的特

色形态，10-14 等耕地占比超 60%。 

2、社会经济概况 

产业经济方面，成都经济实力西部领先，但对标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核心城市要求，发展能级和发展质量还有待提升。2020 年成都市

地区生产总值达 17716.7 亿元，占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36.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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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三，但与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相比还

有较大差距，GDP 仅为深圳的 64%、上海的 46%、东京的 24%，城

市产业能级有待进一步增强。 

城市人口方面，人口加速集聚，人才吸引能力不断强化，2019 年

成都市常住人口达 1658.10 万人，占四川省常住人口的 19.9%，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 74.41%，2009-2019 年成都市人口年均增长量 37.2 万

人,年平均增长率达 3%，人口承载能力需同步强化。 

3、空间利用概况 

空间格局方面，成都已逐步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态势，但

空间利用与自然本底仍有待进一步协调，单中心圈层式拓展模式亟需

破解。一是城镇集中在两山之间扩展，西部区域是都江堰平原灌区，

优质耕地富集，开发强度超过 30%，开发强度大；南部区域和龙泉山

以东区域开发强度分别为 24.8%、12.09%，具有极大的空间承载潜能。

二是城市单中心圈层式拓展，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已达 1.59 万人/平方

公里，市辖区城市人口 957 万人，且仍在持续增长，大城市病逐步显

现。 

空间效率方面，土地利用效率逐年提升，但对比先进城市还有待

提高。近五年新增建设用地每新增 1 平方公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的

GDP 为 32.54 亿元，领先于西部其他城市，地均 GDP 逐年提升，但

与上海、深圳等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地均 GDP 仅为上海的 1/3，

深圳的 1/5。 

空间品质方面，伴随公园城市建设，城市品质逐步提升，但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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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基础设施有待完善、优质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一是交通基础

设施仍待完善，出川通道等级数量与国家交通“第四极”的地位不匹配，

和德、眉、资的多通道联系不足，仍存在部分“断头路”， 龙泉山东西

两侧联系不够，市域内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不足，平均通勤距

离和时耗在特大城市中排名靠后。二是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完善，但高

能级重大公共设施数量相对不足，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分布、人口结

构还不匹配，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 

（二）原规划概况 

成都市原法定城市总体规划为《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原法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成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 年）》。《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于 2003 年开

始编制，2015 年 11 月获国务院批准，规划期限为 2011-2020 年；《成

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于 2003 年 6 月开始编制，

2013 年 1 月获国务院批准，规划期限为 2006-2020 年。由于原法定城

市总体规划、原法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时间较早，均难以满足国

家、省、市最新发展要求，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难以保障“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最新战略以及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两区一城”等四川省最新战略明确的重点项

目建设。二是难以适应城市自身发展的诉求。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

实国家区域发展新战略新要求，着眼于治理“大城市病”的现实需要和

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产业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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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建设等系列重大谋划，原城市总体规

划、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难以适应城市发展最新项目建设的现实需要。

三是原规划指标难以满足城市近期的需要。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建设用地规模等指标均不足以保障未来两年发展的需要。 

因此，为落实国家、省、市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成都高质量发展，

亟需加快编制《成都市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以保证近期项

目建设的合规性、合理性问题。 

（三）编制目的 

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工作的通知》

等相关要求，编制《成都市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近期实施方案”），统筹重大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我市“十四五”近期项目建设用地需求，支撑建设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引领城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四）地位作用 

近期实施方案是全市近期建设项目用地选址、预审、报批和编制

成片开发方案等工作的规划依据，与原法定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并行使用。 

（五）有效期限 

近期实施方案的有效期限从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至《成

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正式获批实施止。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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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已获批实施，区（市）县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尚未批复，相关区（市）县可继续适用近期实施方案。 

（六）编制范围 

除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成都东部新区外的成都市其他区域，

面积为 12903 平方公里。 

（七）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版）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4. 《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

资发〔2019〕87 号） 

5. 《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0〕183 号） 

6.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工

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1〕6 号） 

7.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有

关工作的补充通知》（〔2021〕-522） 

8. 国家、省、市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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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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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及成都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遵循“一尊重五统筹”城

市工作总要求，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支撑建设践行

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保障“双城记”、“新格局”、“示范区”、“大运

会”以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等重大战略落地落实，按照“严控增

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的总体思路，合理安排成都市近

期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为“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提供近期国土

空间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底线约束 

坚持生态优先，严禁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城乡批次项目不得占用

生态保护红线；单独选址项目若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项目实施时应符

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及其他相关政策规定。 

保障粮食安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城乡批次项目不得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必须占用耕地的，要严格

落实“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要求。对于因保障重大民

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确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单独选址项目，暂纳

入近期实施方案重点项目清单。其中，符合自然资规﹝2018﹞3 号文

件要求的项目按程序办理用地手续，不符合自然资规﹝2018﹞3 号文

件要求的项目纳入属地国土空间规划报批后按程序办理用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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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出总量控制 

强化预支指标管控，严格控制增量用地供应。预支指标实行台账

管理，在建设项目报征时进行核减，预支指标使用完毕后使用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 

保障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成都东部新区建设，单列新增空

间布局规模。预支指标使用规模控制在24903亩内。同时，为应对项

目用地位置、规模、建设时序的不确定性，参照自然资源厅书面下达

成都市预支指标的4倍（即99612亩）确定全市新增空间布局规模，单

列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新增空间布局规模不超过9961亩、成都东

部新区新增空间布局规模不超过29884亩，其他区（市）县新增空间

布局规模不超过59767亩。 

对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实行“应保尽保”，全部纳入重点项目

清单，根据项目实施时序，按项目予以保障。 

3、强化规划衔接 

统筹衔接原法定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近期建设项

目应符合原法定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构，符合原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管制分区，不得占用禁止建设区。 

统筹衔接已通过省委专题会审议的《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

2035 年）》。近期建设项目应符合《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尤其是符合“四线”管控要求。所有项目不得占用紫线，除水利

类项目外所有项目不得占用蓝线；除市政类项目外，所有项目不得占

用黄线；除道路、轨道、市政管线等线状交通、线状市政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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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园绿地类项目外，所有项目不得占用国家级、省级绿线。 

统筹衔接在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近期建设项目应符合在编各级

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尤其是在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

“三条控制线”、中心城区功能结构和用地布局，以及能源、交通、水

利等基础设施布局和重大项目等规划内容。 

4、服务重大战略 

优先保障国家、省重点战略项目，切实做到“应保尽保”。优先

保障涉及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点战略项目，以

及四川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两区一

城”建设等省级重点战略项目。 

积极保障市级重点战略项目，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

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等战略部署，支撑市域

空间结构调整，加大东进、南拓区域新增空间布局规模，推动中

优、西控、北改区域适度匹配少量新增空间布局规模。促进市域经

济地理重塑，重点保障产业功能区建设、科创空间建设等市级重点

战略项目用地，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补齐基

础设施和民生设施短板，倾斜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及民生设施项目新

增空间布局规模，推动公共资源向城市薄弱片区倾斜。 

5、促进乡村振兴 

适度保障重点乡镇发展。除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镇（街道）

以外，其他镇（街道）新增建设空间仅用于保障产业功能区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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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以及“补短板”的民生类和基础设施项目。 

合理保障乡村地区发展。乡村地区新增建设空间仅用于合理保

障农村聚居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和健康养老、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手工作坊以及符合相关

规定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6、强调集中集约 

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用地标准和相关控制

指标，有效落实能源、交通和公用设施、公共设施等各类建设用地定

额标准。推动存量低效用地利用，经营性房地产项目尽量使用增减挂

钩节余的流量指标。促进集中集约，近期建设项目尽可能与既有建设

集中连片开发。 

三、近期建设主要目标 

坚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一极一源两中心两地”定位，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按照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确定近期建

设主要目标为：推动国家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加快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城市核心支撑功能不断增强，带动

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战略支撑作用不断显现，

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加快建成以创新为新

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以协调为新形态的融合性发展先行区、以

绿色为新优势的可持续发展先行区、以开放为新引擎的双循环发展先

行区、以共享为新局面的人本化发展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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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建设重点任务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为战略牵引，紧扣“一极一源两中心两地”目标定位，按照新时

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充分衔接“十四五”规划，重点保障“双城

记”、“新格局”、“示范区”、“大运会”以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等

重大战略落地落实，为“十四五”期间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

示范区开好局、起好步，助力国家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一） 加快建设重要经济中心，助力打造全国发展新极核 

坚持以高能级产业生态圈建设为牵引，以产业功能区高质量发展

为支撑，加快建设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的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提

高经济发展质效。 

一是创新经济组织方式，加快培育产业生态圈，建设产业功能区。

聚焦先进制造业、新兴服务业和新经济，加快构建“5+5+1”现代化开

放型产业体系。加快完善 14 个高能级产业生态圈，聚焦主导产业细

分领域，统筹产业链的上下游协作、左右岸配套，系统整合产业配套

链、要素供应链、产品价值链和技术创新链，培育若干产业生态链。

加快建设 66 个高水平产业功能区，合理布局生产、生活服务设施，

推动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实现功能与空间布局适配。规划建设威高

医疗装备产业园、崇州市捷普工业园等产业功能区功能性项目。 

二是聚焦重点领域，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聚焦高端产业和关键环

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制造业向龙泉山东

侧布局。以春盐商圈、交子商圈、西部国际博览城商圈、空港新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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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圈四大都市级商圈为引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

以增强金融核心功能为支撑，加快构建“1+5+N”金融产业布局，建设

全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建设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大数据+、5G+、供

应链+等为重点的新经济新场景。推动成都新经济活力区、白鹭湾新

经济总部功能区等建设。规划建设白鹭湾数字新经济科创园项目、航

空大部件及零部件制造项目等现代产业体系构建项目。 

（二）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助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落实《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新时代西部打开形成新格局的实施

意见》推动成渝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着力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构建多层次科创体系，打造全国重要的创

新驱动动力源，形成科技创新新优势。 

一是加快构建“1 个创新策源地+4 个创新承载区+11 个环高校知

识经济圈+54 个高品质科创空间”的创新空间体系。重点依托“一核四

区”布局，规划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和科技创新基

地，加快组建天府实验室，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设国家

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及成果转化基地、国际深地科学研究中心等重

大创新平台，形成环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环高校知识经济圈，

以实验研发为主，突出学研联动，作为专业化的技术研发节点。加快

打造 54 个高品质科创空间，围绕科技研发、产品创新和产业化转移，

完善生产配套、生活服务和政务服务体系。规划建设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天府创新港项目、航空科创大厦等创新驱动引擎项目。 

二是加快“两区一城”发展，共同塑造创新策源牵引动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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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能级科技创新共同体。围绕空天科技、生命科学、先进核能、

电子信息、生态环境 5 大方向，加快布局 6 个专业领域实验室，形成

专业领域实验室牵头研发、基地承接应用技术转移的协同创新格局。

加快推动世界级大科学设施集聚区建设，以成都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

为载体，集中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打造全国重要影响力的原始创新

高地。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空间落地，围绕基础领域和产业领域

前沿问题，创建国家实验室和招引国际科创机构落地，推动高校与创

新机构融合联动发展。规划建设成都高新区天府国际生物城绿叶国际

医学中心、通威太阳能生产基地新型基础设施等项目。 

（三） 加快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助力提升对外开放新高度 

深入贯彻落实“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新要求，

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桥头堡作用，

支撑建设国家第四极，着力推进“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努力成为

国内大循环的关键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撑。 

一是加快拓展对外通道，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加快建成投运天府

国际机场，持续拓展“48+14+30”国际客货航线网络，积极推动成都国

际铁路港建设，打造 7 条国际铁路通道和 5 条国际铁海联运通道，加

快建设亚蓉欧陆海联运战略大通道，构建国际铁路客运枢纽，强化国

铁对外联系通道，实现由国家高铁网络“尽端”向枢纽的转变，构建

“3820”高速公路交通圈，建设国家高速公路枢纽和国际通信枢纽。规

划建设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高速公路等国际门户枢纽及通道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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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强开放合作载体，提升“中国—欧洲中心”对欧合作能级，

加快建设中国（四川）-东盟自由贸易中心、“一带一路”进出口贸易集

散中心和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等，构建全方位开放平台，推动中国（四

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升服务西部开放能力，建设“一带一路”

开放高地和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规划建设成都国际职教城共享示范单

元等开放平台项目。 

（四） 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力开创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以公园城市理念引领市民健康

生活方式，全面提升城市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增强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构筑城市未来竞争新优势。 

一是不断提升公园城市品质和空间特色。加快建设星罗棋布、类

型多样的公园体系，保护龙门山自然生态屏障，建设龙泉山森林公园

和城园相融的环城生态公园，彰显水润天府的滨水空间轴线，塑造蓝

绿交织的特色廊道空间，实施高效集约的 TOD 综合开发，推动多元

复合的地下空间利用，营造公园多元场景。规划建设锦城绿道、TOD

示范工程等公园城市品质和特色提升的项目。 

二是持续提升公园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构建 5-10 分钟、15

分钟两级社区生活服务圈，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结合国际社

区、产业社区等不同社区的特色需求，精准配置特色提升类公共服务

设施，营造“公园+”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塑造完善便捷、高品质

特色化社区生活服务圈。营造“公园+”简约健康的绿色出行方式和

融汇古今、特色鲜明的人文生活。规划建设桂溪生态公园、社区综合

体等公园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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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快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大力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继续保持生活成本竞争力、实施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计划、持续提升

城市通勤效率、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打造稳定公平可及营

商环境、建设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环境友好城市、建设生态惠民示范城

市、提升城市智慧韧性安全水平、建设全龄友好包容型社会。规划建

设安置房、中小学、医院等民生项目。 

（五） 积极推动区域协同联动，助力打造协调发展新样板 

深入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和四川省“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战略，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布局。 

一是大力促进成渝相向发展。共同培育世界级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共建高水平汽车产业研发生产制造基地，合力打造数字

产业新高地和西部金融中心。实施成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共建西部

科学城，打造“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协

同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共建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强化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成渝中线高

铁、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 

二是加强与四川省经济区协同发展。与攀西经济区强化生态保护

与旅游产业合作，协同共建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的铁路货运大

通道。与川西北经济区共建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协同保障川藏

铁路建设，加快推动成阿、成甘等合作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与川南

城镇群加强自贸区试验区合作，合作开行经内自宜至钦州港集装箱班

列。与川东北城镇群强化绿色能源开发合作，共建国家天然气综合开

发利用示范区，共建生物医药协作研发基地，推动开通成南达货运班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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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动成都平原城镇群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和科创空间布局，

推动先进制造业向龙泉山东侧布局，加快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

协同中国（绵阳）科技城，结合遂宁高新区、雅安经开区等创新节点，

共建成绵军民融合、成资基础科学、成乐自主创新、成遂科技转化 4

条科创走廊。加快建设成兰（西）铁路、川藏铁路、成达万高铁等国

铁干线，推进成都枢纽环线、成都外环铁路、成自宜高铁等城际铁路

建设，建设互联互通公路交通网，推动成都东部新区至遂宁、成绵高

速扩容、成乐高速扩容等公路建设。 

四是加快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创建成德眉资同城化综合试

验区，促进“三区三带”产业协作带和交界地带融合发展。推进功能

平台相互开放，联动共建国际铁路港、国际空港、总部商务区等合作

平台。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有序推进市域铁路建设和公

交化运营，实施成都都市圈高快速路畅通行动，建成金简仁快速路、

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彭广青淮和益州大道南延线等快

速通道，规划建设成都外环铁路。 

五、近期建设项目空间规模与布局 

强化增存并重，统筹安排使用预支指标和流量指标，谋划近期建

设项目。使用预支指标的近期项目空间布局严格按照四川省要求，优

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民生项目、重大产业等项目用地布局；使用流

量指标的经营性项目，结合各区（市）县流量指标整理潜力，合理谋

划近期项目空间布局。 

（一） 使用预支指标的近期项目空间布局方案 

1、新增空间布局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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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市（不含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和成都东部新区）拟使

用预支指标的项目 1802 个。城乡批次项目共 1081 个，项目范围共

101860 亩，其中 35819 亩已报征，6539 亩为上轮法定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尚未使用的新增建设用地，本次新增空间布局规模为 59502 亩

（在控制规模 59767 亩以内）；单独选址项目共 721 个，全部纳入近

期建设重点项目清单，根据项目实施时序，按项目予以保障。 

2、城镇开发边界内城乡批次项目 

依据《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在编）及

各区（市）县在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结合近期城市发展方向，按照

就近连片的原则，形成近期实施项目空间布局。近期拟建的城镇开发

边界内城乡批次项目共计 1017个项目，新增空间布局规模 55962亩。 

从项目类型来看，产业类项目 261 个，新增空间布局规模 25339

亩；基础设施类项目 691 个，新增空间布局规模 25665 亩，民生类项

目 65 个，新增空间布局规模 4958 亩。 

3、城镇开发边界外城乡批次项目 

严格限制城镇建设用地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近期拟建在城镇

开发边界外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严格控制总规模及单个图斑大小。

近期拟建的城镇开发边界外城乡批次项目共计 64 个项目，新增空间

布局规模为 3540 亩。 

从项目类型来看，乡村振兴类项目 60 个，新增空间布局规模为

3130 亩；其他类项目 4 个，新增空间布局规模为 410 亩。乡村振兴

项目中，35 个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7 个农村聚居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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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14 个乡村旅游和健康养老项目，4 个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

手工作坊项目。其他类项目中，1 个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配套设施

项目，1 个为石油天然气钻探用高性能发动机生产项目，其余两个为

公墓、生态葬等特殊用地。 

4、城镇开发边界外单独选址项目 

将近期拟建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单独选址项目全部列入单独选

址项目清单，共计 721 个项目。交通项目主要为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成都都市圈建设的高快速路、轨道交通等项目；能源项目主要

为输变电站工程、集输气工程等项目，水利项目主要为水库、水厂、

控流站等项目。 

（二） 使用流量指标的近期项目空间布局方案 

统筹增量和存量，结合各区（市）县流量指标整理潜力，预留流

量指标落地空间，近期全市拟使用流量指标的建设项目 508 个，新增

空间布局规模为 58557 亩。 

六、近期建设项目与空间规划衔接情况 

（一） 近期建设项目与原城市总体规划的关系 

1、发展方向方面  

原城市总体规划规划形成“一区双核六走廊”的多中心、组团式、

网络化、集约型的城镇空间布局，推进城镇体系结构的优化和城乡统

筹发展。近期实施方案符合原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发展方向。 

2、功能结构方面 

原城市总体规划规划形成由 1 个特大中心城市、8 个卫星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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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中心城、10 个小城市、68 个特色镇构成的全域统筹、城乡一

体、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并由各区（市）县卫星城总体规划明确具

体功能结构。近期实施方案符合原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体系与功

能结构要求。 

（二） 近期建设项目与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 

1、管制分区方面 

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禁止建设区面积为 15.65 万公顷，主要包括

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鞍子河省级

自然保护区、黑水河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以及都江堰国家

森林公园、西岭雪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天台山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龙门山银厂沟风景名

胜区、鸡冠山—九龙沟风景名胜区、朝阳湖风景名胜区的一级保护区

以及柏条河、徐堰河、沙河、青白江、岷江都江堰段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近期实施方案不涉及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建设区，

符合禁止建设区管控要求。 

2、基本农田保护方面 

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了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近期实施方

案的城乡建设项目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部分单独选址项目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按相关政策规定进行实施。 

（三） 近期建设项目与在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关系 

1、战略目标方面 

《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在编）提出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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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走”战略目标为：至 2025 年，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显著提

升，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至 2035 年，加快建设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全面建成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

城市；至 2050 年，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天府，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城市。近期实施方案符合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安排。 

2、 “三条控制线”方面 

《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在编）全面落实

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目前生态保护红线已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暂未划定，采用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永久基

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采用报自然资源部的城镇开发边界试划方案。

近期城乡建设项目均不占用已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确需占用生态保

护红线的单独选址项目列入项目清单，按照相关保护要求进行实施；

近期城乡建设项目均不占用原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确需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线的单独选址项目列入单独选址项目清单，按相关政策规

定进行实施。除 1 个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配套设施项目、1 个为石油

天然气钻探用高性能发动机生产项目和两个公墓、生态葬等特殊用地

外，近期城镇建设项目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3、中心城区功能结构和用地布局方面 

《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在编）及各区（市）

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尚未形成中心城区功能结构和用地布局，下一步

依据近期实施方案报批的项目用地需纳入正在编制的《成都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在编）以及各区（市）县国土空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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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 

4、基础设施布局和重大项目方面 

《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在编）初步确定

了部分基础设施布局和重大项目。近期实施方案符合在编空间规划基

础设施布局和重大项目相关要求。 

七、实施保障措施 

（一） 确保规划衔接一致 

近期实施方案批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纳入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作为用地报批和规划许可等各类开发利用

活动的依据。近期实施方案报批的用地纳入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

督系统“一张图”管理，用于后期审查区（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布局，

确保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布局与近期实施方案保持一致。各区（市）县

在用地预审和农用地转征用组卷时，应明确依据的规划类型（原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或近期实施方案），具体参照《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1〕6

号）和《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有关

工作的补充通知》（〔2021〕-522），符合不同类型规划的用地分不同批

次进行组卷。 

（二） 实行指标台账管理 

积极贯彻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的要求，近期实施方案明确的项

目用地新增空间布局是项目用地的规划依据。按照《四川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下达新增建设用地预支规模的通知》下达成都市 24903 亩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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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建立指标动态管理台账。除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成都东

部新区切块保障外，其余区（市）县报批用地原则上依申请“先报先

用，先到先得”，直至 24903 亩预支指标使用完毕。建立省、市级重

点项目用的保障机制，采取下发省、市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工作任务清

单的方式，为各区（市）县省、市重点项目保留部分指标。 

（三） 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统筹“增量”与“存量”，强化土地指标与存量盘活紧密挂钩。切

实加大批而未供和限制土地处置力度，对于非省市重点保障的项目用

地，以当年处置的存量土地规模作为核定计划指标的依据。 

（四） 加强规划实施监督 

对采取工作任务单方式保留的用地指标，若相关区（市）县未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征组件、征后实施和开工建设造成预留指标闲置的，

按照 35 万/亩缴纳土地指标闲置费，由市级统筹管理，用于购买异地

增减挂钩指标。同时，对未及时动工建设造成指标浪费的，不得申请

其他项目预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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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图 
附图 1 成都市项目用地布局图（使用新增指标） 

附图 2 成都市项目用地布局图（使用流量指标） 

附图 3 成都市锦江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4 成都市青羊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5 成都市金牛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6 成都市武侯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7 成都市成华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8 成都市高新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9 成都市龙泉驿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0 成都市青白江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1 成都市新都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2 成都市郫都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3 成都市温江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4 成都市双流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5 成都市新津区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6 成都市金堂县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7 成都市简阳市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8 成都市彭州市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19 成都市都江堰市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20 成都市崇州市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21 成都市大邑县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22 成都市邛崃市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23 成都市蒲江县项目用地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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