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人民政府文件

晋政发〔2017〕40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

简称《调整方案》)主要指标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你们,并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指导土地利用和管理的纲领性文件,

是落实土地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制、规划城乡建设用地的重要

依据。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编制相关规划必须符合《调整方案》确

定的用地规模和总体布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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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市、县人民政府要根据《调整方案》,抓紧完成市、县、乡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调整工作,有序推动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

按法定程序报批。各地在规划调整中,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

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按照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要求,

加快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以深化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健全人

地挂钩机制为着力点,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空间,将耕地

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等约束性指标层层

分解落实,不得突破。

三、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组织落实《调整方案》

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措施,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实现。各级人民政府

主要负责人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调整方案》实施情况和年度计划

执行情况负总责,省国土资源厅要做好《调整方案》实施的年度监

测评估工作。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17年8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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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调 整 方 案

为更好保障“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加强耕地和基

本农田保护,不断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维护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全国方案》)下达的土

地利用规划主要指标,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

度,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强化规划管理和用途管制,加快

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调整原则

(一)总体稳定、局部微调。

坚持原规划确定的指导原则基本不变,继续实施规划确定的

土地分区引导原则、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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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方案》下达的规划土地利用主要指标控制下,结合本省经济

社会发展及各市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对原规划的耕地和基本农

田、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及其布局进行局部的调整和优化,合理调

整全省规划的土地利用规模与布局。

(二)全面谋划、统一标准。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以第二次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二调”)及年

度地籍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以各市人口、GDP增加量、规划实施

情况等作为主要因素,并综合考虑了“十二五”期间土地管理工作

的批、供、用、补、查等环节,统一测算标准,统一计算公式,在新增

用地规划指标安排上,对得分高于全省平均分的,给予适当倾斜。

(三)严格保护、量质并重。

严格落实《全国方案》下达本省的规划耕地保护目标任务,确

保规划的耕地保护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下降。对“二调”查明

增加的耕地,除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纳入生态退耕规划和根据国家

相关规划需要占用的以外,均予以保护;优质耕地除实施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难以避让的以外,均划入基本农

田,实行永久保护。

(四)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重点

做好耕地和基本农田调整、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优化,重点考虑主

要城市、重点园区、生态建设、扶贫攻坚、产业转型、基础设施等方

面的需求,优先保障民生(地灾与扶贫搬迁)、新兴能源(煤层气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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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用地,制定完善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影响

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和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五)节约集约、优化结构。

按照坚定不移地推进节约用地的总要求,遏制建设用地过度

外延扩张,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统筹建设用地增量与存量,合

理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降低工业用地比例,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适当增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保障新型城镇化用地需

求。

(六)加强协调、充分衔接。

坚持科学论证、标准统一、民主决策,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城乡规划和生产力、交通布局等相关专项规划的协调,在

广泛收集各市、各重点行业、各方意见基础上,促进多规融合,经过

充分协调,编制完成调整完善方案。

三、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农用地的调整与布局优化。

农用地规模与结构调整,要以耕地保护为核心,严格控制耕地

流失,加大补充耕地力度,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建设与保

护,统筹安排各类农用地,促进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利用效益的

提高。

到2020年,全省的农用地规模调整为1118.48万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71.4%,比2015年提高7.4个百分点。规划期内,安

排建设用地复垦(挂钩类)为农用地4.2万公顷,安排未利用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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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而增加农用地121.35万公顷,合计增加农用地125.55万

公顷;同期,安排各类建设占用而减少农用地10.02万公顷,因灾

害、采矿等毁损而减少农用地(耕地)0.01万公顷,合计减少农用

地10.03万公顷。“十三五”期间增减相抵,净增加农用地115.52

万公顷。(注:合计增加/减少农用地数不包括其地类内部相互间

调整数)

1.耕地调整及布局优化

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耕地,确保规划的耕地数量不减

少、质量不下降。到2020年,全省规划的耕地保有量目标不少于

383.8万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34.3%,比2015年耕地面积减少

22.08万公顷。与原规划的耕地保有量400.27万公顷相比,减少

16.47万公顷。

按照“实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耕地数量质量并重”和“保护优

先、应保尽保”的原则,切实落实好规划的耕地布局,因地制宜地合

理安排好生态退耕,对采矿破坏(难恢复)耕地适度调出。“十三

五”期间,通过实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及安排其他草地、滩涂等

未利用地开发而增加耕地4.21万公顷,安排建设用地复垦(挂钩

类)为耕地3.36万公顷,合计增加耕地7.57万公顷;同期,安排生

态建设退耕和结构调整发展园地而减少耕地20.76万公顷,安排

各类建设占用而减少耕地8.88万公顷,因灾害、采矿等毁损预计

减少耕地0.01万公顷,合计减少耕地29.65万公顷。增减相抵,

净减少耕地22.08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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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农田调整及布局优化

按照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基本稳定、优质耕地优先保护的原

则,严格落实上级调整下达的目标任务并合理布局,确保全省规划

的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十三五”期间,全省规划的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目标为325.93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率为

84.9%(按占2020年规划的耕地面积计),比原规划基本农田净减

少13.28万公顷。

关于基本农田结构和布局优化。在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和

保持现有基本农田布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依据二次调查和耕地

质量等别评定成果,对基本农田布局作适当调整。将现状基本农

田中林地、草地等非耕地尽可能调出,原则上25度以上坡耕地不

作为基本农田,不将各类生态用地划入基本农田,同时将城市周

边、道路沿线和平川区应当划入而尚未划入的优质耕地划入基本

农田,做到基本农田保护数量基本稳定、布局更加优化,切实提高

基本农田质量。

3.园地规模与结构调整

到2020年,全省规划的园地规模仍为45.04万公顷,占农用

地面积的4%。与原规划园地规模一致。

“十三五”期间,要重点发展优质果园,建设优势果产品基地。

新建园地在布局上,要重点向立地条件适宜的丘陵、台地和荒坡地

集中发展。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现有果品品质差、产量低果园

的更新改造与管理,不断提高果园的果品品质和单产,促进园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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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利用效益的提高。对于因果树老化淘汰而不宜再作为园地的,

要及时进行复耕以恢复种植利用。

4.林地规模与结构调整

到2020年,全省规划的林地规模仍为580.24万公顷,占农用

地面积的51.9%,比2015年增加3.5个百分点。与原规划林地

规模一致。

“十三五”期间,要加强对现有林地保护与管理,严禁毁林开垦

和非法占用林地,严格控制各项建设占用重点保护区的林地。要

充分利用宜林荒山荒坡地的植树造林,并做好退耕地的种树造林,

积极扩大有林地面积。在发展布局和重点建设上,要继续完善和

建设“三北”、太行山、吕梁山及黄河中游等防护林体系,并大力发

展农田林网及“四旁树”绿化建设,以促进全省土地生态条件的不

断改善。

5.牧草地规模与结构调整

到2020年,全省规划的牧草地规模仍为40.65万公顷,占农

用地面积的3.6%,比2015年增加3.3个百分点。与原规划牧草

地规模一致。

“十三五”期间,要加强牧草地的综合整治,合理利用草场资

源,坚持用养结合;要积极改良和培育天然牧草地,建设高产人工

草地和饲料饲草地,提高牧草地的生产能力,以促进全省牧业生产

发展。

(二)建设用地布局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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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各地要

对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进行适当调整,促进形成合理的区域、城乡

用地格局:

一是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基础,加强与新型城镇化、城镇

体系、生态环境等相关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的协调衔接,认真落实

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引导人口和产业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

高的区域集聚。

二是坚持保护优先,建设用地安排要避让优质耕地、河道滩

地、优质林地,严格保护水流、森林、山岭、草地、荒地、滩涂等自然

生态空间用地,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空间。

三是适应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以农村土地综合

整治为抓手,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对农村建设用地按规划进行土地

整治、产权置换,促进农民住宅向集镇、中心村集中。

四是合理调整产业用地结构,保障水利、交通、能源、通信、国

防等重点基础设施用地,优先安排脱贫攻坚、开发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以及国家扶持的产业发展用地,优先安排宽带中国、教育体

育、养老医卫、固废回收体系、公交站场及停车设施等社会民生用

地,严禁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安排用地。

1.建设用地调整及布局优化

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

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到

2020年,全省规划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为不超过109.8万公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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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比2015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与原规划

的建设用地总规模98.18万公顷相比,其面积规模增加11.62万

公顷。

2.城乡建设规模与结构调整

到2020年,全省规划的城乡建设规模不超过90.6万公顷,占

建设用地面积的82.5%,比2015年减少1.1个百分点。与原规

划的城乡建设用地77万公顷相比,面积增加13.61万公顷。“十

三五”期间,因规划安排新增城乡建设占用农用地8.13万公顷、占

用未利用地0.9万公顷,合计增加城乡建设用地9.03万公顷;因

规划安排实施建设用地复垦(属“挂钩”类)为耕地等农用地,使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4.2万公顷。增减相抵,净增加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4.83万公顷。

3.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与结构调整

到2020年,全省规划的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不超过34.97万公

顷,占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38.6%,比2015年增加4.1个百分

点。与原规划城镇工矿用地28.5万公顷相比,增加6.45万公顷。

“十三五”期间,因规划安排新增城镇工矿建设占用农用地

6.8万公顷、占用未利用地0.76万公顷,合计增加城镇工矿建设

用地7.56万公顷;因规划安排实施工矿建设用地复垦(属“挂钩”

类)为耕地等农用地,使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减少2.17万公顷。

增减相抵,净增加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5.39万公顷。

到2020年,全省规划的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预计为146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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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比2015年的人均城镇工矿用地(146.7平方米)降低0.7平方

米(当年的城镇人口为2016.37万人),比原规划的人均城镇工矿

141平方米增加5平方米。

4.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与结构调整

到2020年,全省的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不超过19.2万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17.5%,比2015年增加1.1个百分点。

与原规划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21.18万公顷相比,减少1.99万公

顷。

“十三五”期间,因规划安排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占用农

用地1.9万公顷、占用未利用地0.47万公顷,合计增加交通水利

及其他建设用地2.37万公顷。

(三)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标调整。

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十三五”

期间,全省规划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在11.4万公顷以内,其

中:新增建设用地占农用地为10.02万公顷,占耕地为8.88万公

顷。

1.按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来源分

———规划的增量类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合计为7.2万公顷以

内,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占农用地为6.24万公顷,占耕地为5.52

万公顷。本类指标属约束性指标,这包括国家本次新追加下达的

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以及截止2015年底与原规划(经同“二调”

衔接后)的建设用地规模相比的剩余发展空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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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流量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合计安排为4.2万公顷

以内,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占农用地为3.78万公顷,占耕地为

3.36万公顷。本类指标属预期性指标,是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而

确定安排的,包括规划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

利用、矿业存量建设用地利用等用地新机制而安排的有关建新用

地指标,这部分指标是同规划的建设用地复垦相挂钩的,其在规划

实施中的具体使用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进行(并确保其对应的建设

用地复垦的完成);各地在市级、县级、乡级规划中,可在上级分解

的流量指标的指导下,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不突破上级下

达的规划建设用地控制规模和不影响规划耕地保有量目标的前提

下,合理安排和适当调整本级规划的流量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规

模;在使用流量指标和实施挂钩建设项目时,应编制相应的项目实

施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相应的建设用地复垦按要求完成。

2.按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类型分

通过统筹合理安排各类建设用地,保障交通、水利、能源等重

点项目建设用地和必要的城镇发展建设用地。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合计为9.03万公顷,其中占农用地

8.13万公顷,占耕地7.22万公顷。包括:① 新增城镇工矿建设用

地为7.56万公顷,② 新增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为1.46万公顷。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合计为2.37万公顷,其

中占农用地1.9万公顷,占耕地1.66万公顷。包括:① 新增交通

建设用地为1.68万公顷,② 新增水利建设用地为0.7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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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安排。

全面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与整治。通过实施土地开发与

整治,确保全省耕地的建设占用与新增补充相平衡,促进土地利用

率的提高和土地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善。

“十三五”期间,全省拟规划安排土地整治总规模为125.55万

公顷,其中土地整治补充耕地7.57万公顷;通过整治新增补充的

这部分耕地,连同截止2015年底全省“耕地占补平衡储备库”中的

耕地1.31万公顷,则达到(实现)全省耕地的“占补平衡”。

———土地整治开发规模:合计为121.35万公顷,其中土地整

治补充耕地4.21万公顷,主要通过宜农的其他草地和其他未利用

地的开发来实施。

———土地整治复垦规模:建设用地复垦规模合计为4.2万公

顷,其中复垦补充耕地3.36万公顷。本类指标属预期性指标,其

土地复垦是结合规划的新增流量建设用地指标的使用及有关“挂

钩类”项目建设而安排的,包括规划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

矿废弃地复垦利用、矿业存量建设用地利用等对应安排的建设用

地复垦规模,拟通过对现有(存量)的工矿和村庄建设用地的复垦

来进行,这也是规划的“挂钩类”项目实施及其有关建设的基础与

前提保证。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和适当调整本级

规划的建设用地复垦规模,其复垦规模需与规划安排的流量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相对应,以确保上级分解下达的规划建设用地规模

不突破和规划耕地保有量目标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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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自上而下完成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各市要按照《方案》确定的指标、布局优化原则和有关政策要

求,以土地变更调查和规划实施评估成果为基础,编制市、县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确保上下级规划之间的协调衔接。调

整工作完成后,以市为单位,将调整结果报省国土资源厅。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中,做好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衔接。

(二)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和机制。

健全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充分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加强和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平台,多措

并举,严格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严格耕地占补平衡实施

监管,坚决防止补充数量质量不到位的问题。以提高耕地产能为

目标,总结地方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

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工作。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加强耕

地内在质量建设,实现“藏粮于地”。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

制实施各级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三)健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

加强相关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衔接,相关规划在

土地利用上的安排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和总

体布局。以二次调查成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镇)总体规

划为基础,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

线,推进“多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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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批而未征、征而未供土地的盘活利用,总结完善并推广有

关经验模式,全面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

挂钩的政策。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规范推进工矿

废弃地复垦利用和重度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严禁随意侵

占或破坏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

(四)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进一步严格土地用途管制,控制耕地、

林地、草地等转为建设用地,以最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位置,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统筹协调城乡结构和空间布

局,继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工程,加快实

施国土综合整治,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的原则,全面做好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各类自然生态系

统安全稳定。

(五)同步更新规划数据库。

各市要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统筹安排、同步更新

规划数据库,重点更新规划图层。做好质量核查,确保耕地保有

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规模等符合要求,做到图、数和实

地相一致,保持规划数据库的现势性。省国土资源厅将组织技术

力量,对各市、县(区、市)规划数据库进行审核,确保符合相关要求

和技术标准。

(六)加强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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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协调研究相关标准的衔接统一,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定期评估修改制度,完善编制和审批程序,严格实施管理,提高

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切实发挥规划对土地利用的统筹管控作

用。

附件:1.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关指标调整情况表

2.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20年土地利用

面积及结构调整情况表

3.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农用地及基本农田保

护目标/指标表(分市)

4.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关建设用地规模/指标

调整情况表(分市)

5.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20年规划新增

建设用地及复垦安排表(分市)

6.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十三五”新增重点建设工

程(项目)及用地情况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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