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 2期 总第 268期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县域城镇规模结构优化和规划关键技术”（2018YFD1100802）

提 要 县 （市） 是我国发展经济、保

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层级；“五级”体系

中，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县 （市）

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抓手。江苏省

县域经济发达、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兼

具了先发地区的示范性和一般地区的普

遍性，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基于江苏省

县级总规的编制实践，从规划编制的逻

辑和重点入手，探讨县级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编制实践中 4个关键问题，即“底

图底数的认定、发展战略的谋划、三条

控制线的划定和纵向横向的传导”，并提

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和关注重点。

关键词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关

键问题；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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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ssues in the Making of County-level Territorial Spatial Master Plans
ZHAO Yi, ZHENG Jun, XU Chen, CAO Yang, YUAN Xinguo

Abstract: The county-level un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hina to develop

economy, safeguard people's livelihood, maintain stability, and promot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In its "five-level" planning system, the spatial master plan at

the county-level is not only the blueprint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d

resources within the county boundary, but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for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unty-level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is

relatively develop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county-level units varies. The

paper showcases both advanced and typical cases for whole China.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making county-level territorial spatial master plans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issues in identifying basic data,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setting restrictive conditions, and designing plan-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key methods.

Keywords: county level;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master plan; key issues; Jiangsu

province

2019年 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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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出台，明确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这既是国

家在体制层面构建统一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目标的重要举动[1]。国土空间规划“四梁八柱”体系构建，是对原有主体功能区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多规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

县（市）在我国行政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

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层

级。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正在上下联动、压茬推进。现有规划体系中除市辖区的

规划管理权外，基本都在县级政府，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下简称“县级总规”）

是空间规划的基本层[2]。自然资源部于2020年1月和9月分别出台省级、市级试行的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①，尚未对县级总规的编制出台统一指引，而是留待地方实践

探索形成适用于本地区的、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要求和技术规定。江苏于

2020年10月出台《江苏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②，较早地对市、

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进行了探索。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达，40个县（市） 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总量4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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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③占25席。同时，

江苏县域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2020年，

全省县（市）中昆山市GDP总量最高，

达到 4276.76亿元，是最低的 12.68倍

（图 1）。江阴市人均 GDP最高，达到

23.11万元/人，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3.2
倍，人均GDP最低的则只有同期全国平

均水平的 70%左右（图 2）。江苏省县域

单元的发展兼具了先发地区的示范性和

一般地区的普遍性，可为其他地区县

（市）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基于江苏省县级总规的编制实

践，从规划编制的逻辑和重点入手，聚

焦县级总规编制的 4个关键性问题，即

“规划基础——底图底数的认定、战略引

领——发展战略的谋划、刚性管控——

三条控制线的划定、规划实施——纵向

横向的传导”，探讨相应的解决思路和关

注重点，以提升县级总规的编制水平和

适应能力，探索引领县级单元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

1 规划基础：底图底数的认定

一般来说，“底图”是指国土空间规

划基期土地利用现状空间分布图，“底

数”是指各类用地现状规模统计数值。

统一形成一张底图，摸清现状底数，既

是构建国土空间“一张图”工作的要求，

也是科学编制规划的基础。目前底图底

数认定最大的难点在于国家层面转换标

准还存在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在现阶段

有必要在现有规则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实

用可行的方法，为规则明确后及时准确

地认定底图底数提供保障。从实践工作

来看，以三调④成果为基础，按照“类型

衔接、属性核对与基数入库”三步走的

工作流程，搭配基数转换定制化软件，

通过一定的工作程序转换和核定[3-4]，可

以方便快捷地形成规划必需的准确底图

底数。

县（市）是我国行政职能体系相对

完整，审批权与管理权相对独立的基层

行政单元。受限于经济发展阶段、规划

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原有县域层

面“两规”（指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

划）内容的空间一致性不高。因此，县

级总规编制需更加注重规划底图底数的

统一，保障基础数据的空间唯一性。

1.1 三调成果是认定国土空间底图底数

的基础

2021年 8月，三调主要成果正式发

布，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奠定了坚

实基础，但在用地性质的表达与管理

权属认定方面仍需要进一步优化，以

适应规划编制的需要。主要涉及两方

面原因：一是三调工作分类与国土空间

规划用地用海分类不完全对应，具体

涉及“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与无对

应”⑤等4种情况，需要结合用地用海分

类进行转换衔接，同时也存在部分三

调地类不能满足规划表达深度的情况，

需要进一步细化补充调查（表 1）；二是

三调成果基于“所见即所得”原则反

映土地利用状况，较难准确体现用地

审批权限与管理属性，不能完全满足

规划编制的需求[5-6]。

1.2 基数转换是核实底数与细化底图的

保障

针对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需求，

需以三调数据为基础进行基数转换，核

实底数与细化底图。核实底数是指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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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0年江苏省县（市）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Fig.1 GDP of each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2020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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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0年江苏省县（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Fig.2 Per capita GDP of each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2020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 2021》

县（市）

表1 三调数据与现状底图底数需求的差别
Tab.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urvey data and the base map demand

项目
分类体系不同
表达属性不同

用途认定偏差

三调数据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
根据统一时点遥感卫片解读判断
遥感卫片人工判读可能会存在用地性质认定
误差

现状底图底数需求
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分类
体现地块实际的用地审批权限与管理属性
结合管理、权属、专项调查等多维度信息综合判断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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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地类表征属性与管理部门掌握的用地

审批权限及用途管制信息套合，综合反

映土地实际利用现状。在具体操作中，

需要结合三调数据、土地审批用途权属

等土地管理数据以及遥感影像、POI兴趣

点、行业专项调查等各类专题数据，依

据自然资源部下发的基数转换规则（A
类至G类，见图 3），对不同地块实际属

性进行核实认定，形成现状底数。细化

底图则是重点将公共管理、公用设施、

特殊用地等三调一级地类进行细化，对

应到国土空间用地用海二级分类，满足

县级总规对成果表达深度的要求。

1.3 底图底数认定的方法探索

依据目前已公布的基数转换要求，在

实践中，笔者通过类型衔接、属性核对、

基数入库等步骤，辅以开发基数转换软

件，准确、灵活、便捷认定底图底数。

一是类型衔接，实现地类转换与图

斑细化。根据三调工作分类与国土空间

用地用海分类规则，借助转换软件，实

现地类的初步衔接转换。依据国土空间

规划用地表达深度的要求，结合三调用

地现状、遥感影像、POI等多源数据，进

一步开展对三调地类图斑的深化、细化

工作，综合判别地块边界与实际属

性（图4）。
二是属性核对，结合多源数据核实

图斑属性，理清现状底数。主要涉及两

种情况：一类是校核用地管理信息，在

三调地类初步衔接转换的基础上，进一

步套合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用地管理权属

信息，针对存量建设用地、已批未用、

已验收耕地等多种情况分类认定，核实

土地实际利用状态；另一类是纠正属性

偏差图斑，结合地形图、影像图、宗地

图等多源信息，核对单位内部附属的绿

地广场或与实际类型不符的用地图斑。

例如，三调通过影像解译对军事、殡

葬、重大设施等要素进行识别，可能存

在精度误差，因此需要通过属性核对进

行地类细化，保障转换结果的准确

性（图5）。
三是基数入库，制作标准化模板绘

制现状底图，并纳入“一张图”系统。

在明确现状底数的基础上，依据《市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图规范 （试行）》

中图例与图面要求，设计现状底图符号

样式库、样式表等，并建立GIS制图模

板，标准化绘制国土空间现状底图。在

理清现状底数并绘制现状底图的基础上，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

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要求，将现状底

图的矢量格式文件及地类转换过程中相

关用地批文等辅助证明材料归档至数据

库，实现规范化管理。

2 战略引领：发展战略的谋划

《若干意见》指出“发挥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中的战略

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一张蓝图绘到

底，既是一张战略愿景式的“引领蓝

图”，也是一张刚性底线类的“管控蓝

图”[7]。蓝图绘就，需要深刻理解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锚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战

略。基于县域的发展阶段、发展特征和

发展问题，在县级总规编制中，尤其要

重视和加强城市定位、人口发展、产业

发展、空间发展等引领方向的战略性内

容的研究。

2.1 城市定位是战略方向

科学的城市发展定位，对于城市可

持续发展和国土空间高质量利用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县级政府是国家基层政

权，是大量国家事权与地方事权交接的

“界面”，县级总规既是国家事权的基层

规划，是国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重要载体[8]，也

服务于地方发展的需要，与地方政府的

事权高度匹配[9]。因此，城市定位既要体

现自上而下的管控意图，也要合理呼应

城市发展的需求。

一方面，县级总规确定的发展定位

需要落实省、市相关要求，实施主体功

能区战略。江苏省为深化“强富美高”

创新实践，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样

板”，省级规划提出打造“太湖及以西丘

陵生态绿心”和“洪泽湖及周边水网生

态绿心”的战略意图，并将周边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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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国土空间规划底图底数转换逻辑框架图
Fig.3 Logical framework of base map conversion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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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三调分类与用地用海分类转换衔接关系图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rvey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the planning data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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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三调地类初步衔接转换后属性核对逻辑流程
Fig.5 Logic flow of attribute check after initial connection and the survey data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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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总规则通过

强化生态功能定位实现上位规划意图的

传导与落实，如溧阳定位为“国家城乡

融合美丽试验田、长三角全域旅游休闲

目的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公园城

市”，高邮定位为“淮河生态经济带乡村

振兴示范区，大运河文化文明融合区，

里下河宜居宜游魅力区”，并在规划内容

中体现自然环境之美、景观特色之美、

文化交融之美，展现了美丽江苏的山水

林田湖城格局。

另一方面，县级总规确定的发展定

位也需要发挥本地特色和优势，在区域

城镇体系分工中找准自身定位。如：南

通市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定位为“长三角北翼中心城市、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启东市除落实南通市要求外，还结合自

身科创、生态、旅游、特色、宜居等综

合发展目标，提出“长江口创智型生命

健康城、长三角北翼重要海洋经济基地、

江海交汇生态示范区、江风海韵魅力花

园城市”的定位，其功能选择更具根植

性和本地化特色。

2.2 人口发展是持续动力

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

的重大挑战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江苏省 40
个县（市）中人口流入的仅10个，流出

的有30个；相比六普，七普常住人口增

加的县（市）仅 15个、减少的达 25个。

但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在快速推进，

作为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核心阵地，

县域城镇化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县级总规需要充分考虑人

口规模与变化趋势。一要关注人口的区

域流动，2019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在官方

文件中提到了“收缩型城市”，明确指出

“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

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

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对于

长期人口净流出的县（市），应在分析历

年人口总量和变化情况的基础上，实事

求是地论证规划人口总量，并相应做好

城乡建设用地减量安排。此外，部分处

于都市圈地区的县 （市） 人口净流入，

如句容市作为南京都市圈的特色节点城

市，两地通勤人口较多，应结合其服务

人口规模，为外来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

二要关注人口的城乡流动，县城作为县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城乡融合发展

的关键节点，承担着农业转移人口“落

脚城市”的作用。如沭阳县作为江苏人

口规模最大的县，城镇化水平尚停留于

60%，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制造企业

招引落地以及公共服务短板补足两条路

径，以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加速城镇化

进程。

另一方面，县级总规还要重点优化

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一是要通过补短

板强弱项提高县城承载能力。以15分钟

社区生活圈构建为抓手，高效配置城乡

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同时应

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推动城市公共

设施的适老化建设和改造，完善教育设

施布局，实现儿童友好。二是通过探索

乡村特色化发展路径助力乡村振兴，包

括明确村庄分类、整合城乡资源，有效

推动城乡公共资源的精准投放等。如昆

山市提出传承乡村文化、培育特色产业、

激发乡村活力，开展特色田园乡村试点

建设等行动。

2.3 产业发展是坚实基础

实体经济是价值的源泉，稳住实体

经济就是稳住经济基本盘。对于江苏等

发展基础较好的省份，保障粮食生产、

提升先进制造和引领区域创新，是实现

“十四五”高质量双循环发展的重要内

涵。县级总规应结合县域产业发展的特

点和规律，呼应区域、立足县域，以空

间供给为抓手，贯彻绿色创新发展理念，

驱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增长

点的形成和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空

间保障。

第一，农业是县域产业经济的发展

基础，在充分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区域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建立市场导向的农业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促进互联网与传统农业融

合发展，探索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大

力发展服务城市、富裕农民的品牌农业，

科技创新、优质高效的智慧农业和乐居

生态、传承农耕文明的绿色农业[10]。
第二，工业是县域实体经济的重要

支柱，县级总规要积极推进产业绿色转

型，在集约高效的前提下，对产业空间

予以保障。可以借鉴苏州地区昆山市、

常熟市、张家港市、太仓市等划定工业用

地保障线的做法，因地制宜划定县域工

业区块线。逐步退出保障线外工业用地，

将空间腾挪至保障线内，优化产业用地

布局，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产出效益。

同时制定产业准入标准，严守环境负面

清单和环境核准清单，保障区域生态格

局完整性和稳定性，有效减少碳排放。

第三，部分县（市）可以充分利用

区位条件和生态资源，发挥创新创业低

成本优势，塑造出特色化、网络化的新

型空间，提供有品质、高效率的空间载

体来承载创新功能。在保护生态的前提

下布局产业，打造生态经济区而非单纯

保护区，在有风景的地方萌发新经济。

如江阴市发挥南部地区丰富的湿地资源、

生态空间、优势农业、历史人文、景观

资源等优势，打造成为以生态城镇建设

为依托、以科技创新和现代农业发展为

特色、以新型工业及旅游休闲为支撑、

以优美环境为吸引的生态开敞片区。

2.4 空间发展是核心要务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把每一寸土地规划得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

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

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

土空间格局，是国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

核心要求。县级总规在“五级三类”规

划体系中侧重实施性，需将新发展理念

作为工作的总遵循，做深节约集约、存

量发展的文章，理性务实推进规划编制

工作。

县域层面。一是结合区域协同发展

要求，提出县（市）与周边地区跨界协

同要求。如太仓市在产业共建、创新共

通、文旅共荣、设施共享、生态共维等

方面推动嘉昆太板块协同发展。二是推

动城镇、农业、生态三生空间动态完善，

强化三条控制线底线约束，构建开放式、

网络化、集约型、生态化的国土空间总

体格局。三是推动城镇村用地结构优化，

划定建设控制区，明确建设用地节约集

约利用及存量改造措施。如昆山市采取

的村庄建设用地整治、“三优三保”专项

实施、工业用地腾退、低效用地再开发

等建设用地整治路径。四是乡镇空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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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应严格衔接落实县级总规相关内容，

可以尝试采用“功能分区+用途管制”的

方法，划示乡镇边界、谋定主导功能、

制定分区指标、明确管控要素和措施，

强化对村庄建设的底线管控[11]。
县城层面。一是应结合城镇开发边

界划定，优化城区结构，避免过度集中、

摊大饼式的空间发展模式。如昆山市提

出“培育大城市核心，分组团平衡发展，

城市集中建设区形成“一核两翼三区”

六个组团构成的空间布局结构”。二是结

合城市消费趋势，构建县城中心体系，

提出相应的发展引导要求。如昆山结合

上海轨道11号线和苏州市域轨道S1线沿

线站点，引导会展文体、生活服务、商

业商务、总部办公等特色节点功能错位

布局。三是在城市体检评估的基础上，

研判城市安全、公共设施及支撑体系补

短板的需求，完善城区道路网络体系，

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做好重大设施

与廊道控制，明确防灾减灾的针对性措

施。如扬州宝应县避让地质灾害风险

区和蓄滞洪区等不适宜建设区域，引导

人口、产业和用地合理规模和布局。

3 刚性管控：三条控制线的划定

县（市）是三线划定和管控的统筹

单元，县级总规通过划定空间管控边界

不断强化“刚性管控”作用。刚性管控

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城

乡保护和发展的基底，是夯实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基础。其中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三

条控制线（以下简称“三线”）是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刚性管控中最核心的工具，

分别是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三

线”划定倒逼城市转型，走绿色集约的

高质量发展道路。

3.1 优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

护的耕地。随着国际贸易形势、国内耕

地“非粮化”形势日益严峻，高质量落

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不仅事关粮

食安全，还关乎社会稳定。

当前，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划定普

遍面临着一些难题。一方面由于农业结

构调整、划定不实等情况，永久基本农

田中存在一定比例的非耕地；另一方面

由于城镇发展较快，永久基本农田在城

镇周边布局，紧紧“锁固”城镇发展空

间，在较好地制约城镇蔓延的同时，也

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城镇空间的进一步优

化。因此，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时，需调

出永久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和不稳定耕

地，结合三调中的稳定耕地，在全域层

面统筹，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江苏某县在永久基本农田调整优化

过程中，结合城镇发展战略和空间布局，

依法依规调整城镇周边部分永久基本农

田，优化城镇发展空间（图 6）。在划定

的同时，还应深入探索永久基本农田的

保护机制：一是通过补偿机制缓解永久

基本农田划后难保的困境，增强保护永

久基本农田的动力；二是可尝试建立基

于粮食产量为标准的异地永久基本农田

指标代保机制。

3.2 优化提升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

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

严格保护的区域，对于国家构建结构完整、

功能稳定的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成果

已经上报，但生态保护红线中允许的 8
类有限人为活动应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因缺乏细则，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仍有较

多的不确定性。一刀切的管控措施并未

考虑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价值及生态敏

感性，县（市）应在对生态系统进行评

价的基础上，以提高生态价值和生态环

境质量为目标，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的管

控细则。

3.3 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开发边界是在一定时期内因

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

建设、以城镇功能为主的区域边界。城

镇开发边界引导空间形态和空间结

构，其合理与否对城市运行效率、发展

质量、功能布局和特色塑造具有非常重

要的影响[12]。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涉及动

态发展的城镇化、多元的城镇功能和空

间要素，面临着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13]。既要体现城市发展的战略意图，

又要根据自然地理基础，是各系统综合

协调的结果。

基于城镇开发边界的不确定性，各

地实践中也存在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规模

偏大、上位规划划定下位规划中城镇开

发边界不适应实际发展需求等情况。目

前，在县级总规中划定中心城区和各类

开发区的开发边界既是要求也是共识，

但各镇的开发边界在县级总规中应该是

划定还是划示的问题，在规划编制实践

和学界还存在讨论。虽然县级总规的工

作对象是县域空间，但由于编制深度和

侧重点不同，难以对每个镇的土地利用

现状、未来拓展空间等进行深入的思考

和解析，精准划定镇的开发边界确实存

在难度[14]。结合苏南某县县级和部分镇

级总规同步编制的实践，笔者认为可以

采用差异化的应对措施，县级总规划定

中心城区的开发边界，对于同步编制镇

级总规的城镇，通过上下多轮互动反馈，

可以在县级总规中划定镇（如图 7中A、
B、C、H、I、L等镇）的开发边界，对

于未同步编制镇级总规的城镇（如图 7
中D、E等镇），允许在规模不变的情况

下，在镇级总规中适当优化县级总规中

划示的城镇开发边界。

图6 某县（市）永久基本农田优化方案前后对比示意图
Fig.6 Comparison chart of the adjustment scheme of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in a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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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开发边界因发展需要存在调整

的可能和必要，可以建立相应的调整机

制，对调整条件、内容、程序予以规范，

减少自由裁量空间[15]。结合国土空间规

划城市体检评估中年度体检、五年评估

结果，明确开发边界内集中建设区和弹

性发展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和外等量增

减的规模和范围等细则。当国家和省级

重大战略实施可能对城镇开发边界产生

影响时，可根据战略发展需要，科学、

合理确定调整细则，依法依规调整。

4 规划实施：纵向横向的传导

从实施管理的角度，要保障整个规

划体系有机统一，规划能用、好用、管

用，就需要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若

干意见》明确了“五级三类”规划的分

工和规划编制的方向，并未明确各级各

类规划的具体要求。从治理的视角来看，

县级政府是拥有完整行政职能的基层政

府[8]，县级总规也是体现国家事权的最基

层规划，是规划体系中最重要的传导

界面。

关于传导的内容和方式，近年业界

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16-20]。传统的

城乡规划上下传导机制明确，但从实施

成效来看约束性稍弱，下位规划往往会

突破上位规划，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衔

接也不够；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强调约

束性指标、刚性管控边界的上下传导，

但县、乡层级要求无差异，导致不同层

级规划事权不清晰。县级总规作为空间

管控实施权力最集中、最基础的层级，

通过承上启下纵向到底、全域统筹横向

到边的传导实现全域全要素规划管理、

分类分层指导约束。

4.1 承上启下，纵向传导

在纵向的“五级”体系中，县级总

规侧重实施性，是国家、省、设区市发

展战略和要求转化成地方发展具体行动

不可或缺的纽带，同时也需要对辖区内

乡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提出具体要求，

为促进城乡融合提供支撑，向上对接城

市、向下带动镇村发展，承上启下，将

国家的发展要求纵向传导到每一寸土

地。从传导的载体来看，主要是通过县

级总规的核心内容发挥上下链接和传导

作用，具体包括战略定位、目标指标、

空间格局、资源保护、要素支撑等核心

内容。

战略定位层面，县级总规既要落实

上位规划的意图和要求，体现自上而下

的管控和引导，也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实际，尊重客观规

律，呼应自身的发展需求，对县域内乡

镇发展定位和方向提出相应要求，并在

乡镇总体规划中落实；目标指标方面，

县级总规需要落实上位规划的约束性指

标要求，制定体现自身发展定位和特色

的指标体系及分阶段的发展目标，同时

将主要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辖区内乡

镇，通过定量的方式层层分解和落实，

保障总体目标的实现；空间格局方面，

县级总规需要落实和传导三条控制线

的相关要求，通过逐层明确控制线的位

置和边界的方式，保障发展底线；资源

保护、要素支撑等方面，县级总规主要

是通过明确项目清单的方式，提出本

级政府事权内的相应要求，乡镇总体规

划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一步补充和

完善[21]。

4.2 全域统筹，横向传导

县级空间单元是总体规划、详细规

划、专项规划“三类”规划编制集中的

地域，县级总规是统领县域所有空间性

规划的法定规划，统筹全域全要素，对

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发挥重要的指导和

约束作用。

尤其对于仅在县级以上层次编制的

专项规划，在县级总规中需根据各地的

特点和需求，明确编制哪些专项规划、

在专项规划中要深化哪些内容。县级总

规要加强对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发展趋

势和需求的研判，明确相关专项内容的

目标、指标和空间布局总体要求[22]，明

确专项规划的重大建设项目清单，同时

也要保障各专项规划反馈的重大设施建

设空间需求，将各类设施专项规划的要

求纳入县域“一张图”系统。对于详细

规划，县级总体规划应对城镇开发边界

内的建设用地划分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并根据编制单元的区位、规模、主导功

能等的不同提出差异化引导要求，落实

县域总规的传导要求，并分类细化具体

地块的用途，划定各类控制线，保障依

法依规开展项目建设[23]。在城镇开发边

界外，明确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提出

乡村地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和要

求，指导“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

5 结语

县级总规是县域的发展蓝图和战略

部署，是县域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高

效能空间治理的规划保障。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实施导向，发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战略

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把握关键、守住

底线、谋好发展，为国家发展规划落地

实施提供空间保障，促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县级总规既要满足地方政府追求高

质量发展的诉求，为地方发展目标及战

略实施提供空间支撑，体现规划的战略

引领作用，也要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对资

源环境保护利用的严格要求，发挥刚性

管控的作用。县级总规编制内容涉及面

较广，本文探讨了当前县级总规编制面

临的关键性问题，除此之外，综合交通

的规划引导、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基

础设施的高水平建设等内容对城市发展

也至关重要。如何引导城市实现更高质

量发展、更高品质生活和更高水平治理，

值得规划师们在实践中继续深入探讨。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图7 某县（市）城镇开发边界划示（
县级总规）与划定（镇级总规优化）

方案对比示意图
Fig.7 Comparison of the delineation (county-level
master plan) and delineation (town-level master plan
optimization) of a county (city)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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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2020年9月自然资源部发布《市级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并指出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尚处于实践探索阶

段，该指南侧重提出原则性、导向性要

求，待地方实践探索后总结并适时修订。

② 2020年10月，江苏省自然资源厅贯彻落

实中央要求和自然资源部部署，在深化落

实自然资源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指南（试行）》基础上，结合江苏省情

实际，制定《江苏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指南 （试行）》，规范和指导江苏

省设区市和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工作。

③ 数据来源于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编

制 的 《2021 中 国 县 域 经 济 百 强 研 究》

（2021年8月4日发布）。赛迪顾问县域经

济研究中心从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

程度、绿色发展等4个维度构建了包含24

个三级指标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

系，对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全面解

析，最终形成2021年赛迪强县榜单。

④ “三调”是指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于

2017 年 10 月启动，2020 年全面完成，

2021 年 8 月 26 日正式发布。“三调”以

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全面查清

了全国国土利用状况，全面掌握了全国主

要地类数据，建立了覆盖国家、省、地、

县四级国土调查数据库。

⑤ “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与无对应”是

指“三调”用地工作分类与国土空间调

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在具体

地类对应过程中存在的四种情况。“一对

一”是指三调分类与用地用海分类可以直

接对应转换；“一对多”是指一个三调分

类定义涵盖多种用地用海地类，需要将三

调分类细化后转换；“多对一”是指多个

三调地类对应一个用地用海分类，需要将

三调分类归并后转换；“无对应”是指三

调分类无法对应到具有共同含义的用地用

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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