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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空间蓝图支撑现代化建设“走在前”

张国梁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多规合一”以来全国首部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规划》是江苏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也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规

划》的成功获批，是江苏筑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根基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将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为公平、更可

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提供国土空间支撑。

创新理念，着力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规划》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目标，从蓝图式规划走向治

理性规划，整体谋划新时代江苏国土空间开发。

着力构建安全发展的空间屏障。以创建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为目标，以底线约束和安全韧性为前提，为保障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以及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

优先序，严格划定落实“三区三线”。现状耕地应保尽保，并以长期稳定耕地为基础划定了永久基本农田。优先将具有重要水

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海岸防护等功能的生态极重要区域，以及其他经评估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坚持节约集约、紧凑发展，以城镇开发边界引导全省形成更加协同的城镇体系。到 2035 年，全省实现耕地保有量不

低于 5977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5344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1.82 万平方千米，其中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不低于 0.95 万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3 倍以内。

全面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遵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和国家“十

四五”规划纲要的功能布局要求。加快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国家战略引领下的跨区域协调。深度融入上海大都市圈，下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发挥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

的引领示范作用。倡导开放合作、包容共享，促进资源要素在区域中畅通流动和优化配置，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

完善区域互补、陆海统筹的主体功能区战略，促进省内全域一体化和协调均衡发展。

创新构建“两心三圈四带”的省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坚持“生态优先、带圈集聚、腹地开敞”的空间开发保护思路，在

省域空间利用的效率评估、空间利用潜力评估、耕地保护与开发利用协调评估等综合评价基础上，提出到 2035 年，深化“1+3”

重点功能区建设，形成以生态绿心、现代化都市圈、复合功能带为主体框架的“两心三圈四带”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优化太湖

丘陵、江淮湖群生态绿心功能，推动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以及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发展，引导扬子江绿色发展带、沿海陆

海统筹带、沿大运河文化魅力带、陆桥东部联动带协同联动。

多方统筹，推动形成宜居宜业的高承载发展区

统筹保护和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需要解决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人多地少是我省的基本省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资

源环境约束持续加大。《规划》提出了“加强底线管控、强化空间统筹、促进高效集约、提升空间品质、完善协同治理”的基

本原则，强调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方式由注重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品质提升作出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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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落实基础设施和产业空间。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统筹规划省以上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1800 多个，

优化形成安全可靠、智慧高效、绿色安全、创新示范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引导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产业空间布局相协调。

支持差别化供给和复合性廊道建设，合理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降低对生态空间的分割和影响。围绕制造业大

省定位，以建设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目标，加快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太湖湾科技创新圈以及各

类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引导各类开发区功能复合和节约集约用地，以南北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和区域协调。按照“严守总量、提

质增效、产城融合、刚性管控”原则，划定工业用地控制线，保障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空间。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水、森林、

湿地、矿产等资源系统保护利用，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和公共服务。构建城乡生活圈，引导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与人口及经

济发展布局相匹配，有效保障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殡葬、托幼、社区商业、邮政快递等公共服务用地供给，完善

均等共享的公共服务空间体系。

充分彰显“水韵江苏”国土空间品质。从江苏文化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保护传承出发，提出构建国家遗产保护的空间体系，

充分发挥国土空间的载体作用，让“水韵江苏”魅力更加精彩。支持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城水相融的区域文

化风貌特色。以水为媒、以水为脉，坚持沿江沿海沿河沿湖“四沿”联动，以太湖、洪泽湖为核心，沿长江、淮河形成生态涵

养带，以西部丘陵湖荡和东部海岸带构建重要生态屏障，构建依水共生的生态空间格局，营造湖美水清生态空间。

久久为功，全力打造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样板区

规划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以《决定》的贯彻实施为抓手，坚决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建立完善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监督机制，健全责任落实和保障机制，形成共同推动国土空间规划落地见效的合力。

强化纵向传导的规划约束机制。下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服从上级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要服从总体规划。目前，

全省正在加快构建形成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64 个市县总体规划已全部形成规划成果，其中，9 个设区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已正式获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等国批城市的规划成果已上报国务院。镇村布局规划优化完善，已有 3400 多个行政村

编制了村庄规划，占应编规划的行政村 34.2%，力争 2025 年实现应编尽编。持续推进规划师进社区进乡村，开展“陪伴式”规

划服务，打通规划实施“最后一公里”，有近千名规划师活跃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第一线，建成 100 余个工作站，实现了市

县全覆盖。

建立横向协调的规划衔接机制。强化对水利、交通、能源、农业、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文物保护、

林业等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协调矛盾冲突，合理优化空间布局。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

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已初步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专项规划批准后纳入“一张图”实施

管理。

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机制。强化省、市、县分级管控和监督实施，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审查备案制度。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全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将规划评估结果

作为规划实施监督考核的重要依据。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健全省市县国

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盘棋”，提升规划、

建设、治理水平。

（作者系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