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 立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体 系 并 监 督 实 施 ， 是 党 中 央 、 国 务 院 作 出 的 重 大

决策部署。按照国家和省统一部署，我市自2020年起组织开展了《保山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

作 。 《 规 划 》 紧 紧 围 绕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考 察 云 南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和

省 委 省 政 府 对 保 山 工 作 要 求 ， 结 合 保 山 区 位 、 自 然 生 态 、 产 业 等 特 征 ，

为 建 设 我 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示 范 区 树 典 范 、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排 头 兵 创 先

锋 、 建 设 面 向 南 亚 东 南 亚 辐 射 中 心 立 滇 西 产 业 核 心 ， 为 全 面 建 成 面 向 南

亚 对 外 开 放 的 产 业 聚 集 中 心 、 建 成 世 界 一 流 绿 色 能 源 绿 色 食 品 健 康 生 活

目 的 地 示 范 区 、 全 国 兴 边 富 民 示 范 区 、 国 际 文 化 旅 游 胜 地 提 供 坚 实 的 空

间保障，推动保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目 前 ， 《 规 划 》 已 形 成 草 案 ， 为 广 泛 凝 聚 社 会 共 识 ， 开 门 编 规 划 ，

现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询意见。草案公示时间为2022年4月1日-2022年

4月30日，共30天。

社 会 各 界 可 通 过 保 山 市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 网 址 ：

http://www.baoshan.gov.cn/）、保山发展馆微信公众号进行查阅，

相 关 意 见 建 议 可 通 过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 邮 寄 信 件 、 微 信 公 众 号 留 言 等 方 式

提交。

电 子 邮 件 ： b s s g t k j g h @ 1 6 3 . c o m

邮 寄 地 址 ： 保 山 市 隆 阳 区 传 媒 大 厦 2 号 楼 A 座 8 楼 8 0 9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科

( 请 在 邮 件 标 题 或 信 封 封 面 标 注 “ 保 山 市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意 见 建 议 ” 字 样 ）

联 系 人 ： 王 新 华 ， 苟 佳 ， 董 林

联 系 电 话 ： 0 8 7 5 - 2 2 0 6 7 7 5 ， 1 3 9 8 7 5 6 1 6 0 0 ， 1 3 5 7 7 5 9 9 5 6 5 ， 1 3 7 0 8 7 5 3 2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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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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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
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要
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着
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发挥党组织作用，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19日至21日在云南考察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9日至21日在云南考察时指出

云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4个突出特点，即，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属于欠
发达省份，加快发展和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境问题相互交织；云南是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
维护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重大职责；云南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
度洋地区开放的大通道和桥头堡。



前言前言
保山地处滇西咽喉，自古就是“南方丝绸古道”的重要驿站。2300年前，我国

历史上第一条国际商道——蜀身毒道，经保山连接环印度洋地区。

新时代、新使命。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
殷切期盼。保山仍是后发展和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山最鲜明的主题、最
大的任务，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大抓产业发展、大抓营商环境、大抓市场主体、大
抓改革开放、大抓创新发展、大抓创新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新发展理念，转变
发展方式，抓好工业重镇与旅游开发，抓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抓好强边固防与
民族团结，抓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抓好大通道建设与对外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赋予了保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历史使命。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保山前瞻描绘了城市未来
发展蓝图：

到2025年，基本建成山水田园栖居宜人、历史文化独具魅力、开放创新动能强
劲的美丽保山；

到2035年，建成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示范区、全国兴边
富民示范区、国际文化旅游胜地；

到2050年，全面建成充分体现时代特征、云南特色、保山特质的现代化城市。

让我们共同凝聚智慧，携手共谋保山国土空间发展美好未来，共同期待保山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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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1.1  规划范围和期限
1.2  指导思想、规划思路与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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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为保 山 市 行 政 辖 区 内 全 域 国 土 空 间 ， 保 山 市 辖 1 区 1 市 3 县 ， 市 域
国 土 面 积 1 9 0 6 1 . 7 2 平 方 公 里 。 《 规 划 》 包 括 市 域 和 中 心 城 区 两 个 层 次 。

规划范围

2021-2035年
近 期 至

2025年
远 景 展 望 至

2050年

规划期限

2020年

地区生产总值

1052.6 亿元
市域常住人口

243.12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35.09%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保山区域开放格局示意图

保山行政辖区范围示意图



指导思想
1.2 指导思想、规划思路与规划原则

区域协同
协调发展

战略引领
创新驱动

1 2 3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4 5

以人为本
提升品质

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

规划原则

落实国家战略，突出保山“区位独特、文化厚重、资源富集、生态
优越”特征，统筹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

优化空间格局 提升空间品质效率 保障空间安全

一条主线

3个重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中央历次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亲临保山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立足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定位。以高质量发展为纲，落实省委、省政府区域经济布局和战略政
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全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水平，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自
然资源的统一管理，健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保山市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谋划空间格局并提供国土空间保障。

规划思路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
国家安全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始终牢记省委省政府对保山的工作要求。
确定本次规划思路为“1条主线，3个重点”，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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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落实战略
确定城市定位和目标

2.1  城市定位与城市职能
2.2  规划目标、发展规模与战略



城市定位

2.1 城市定位与城市性质

保山

三引领

五基地 一中心

五基地

云南省咖啡特色农产品基地
云南省绿色硅产业基地
云南省绿色能源基地
云南省文化旅游基地
云南省温泉康养基地

“三引领、一中心、
五基地”的城市职能

一中心

滇西面向南亚对外开放
的产业聚集中心

城市职能

三引领

国际文化旅游胜地
全国兴边富民示范区
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践行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提出
“一跨越”“三个定位”“五个着力”重要指示，立足“边疆、民族、山区、美丽”市情新
内涵，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山水田园栖居宜人、历史文化独具魅力、开放
创新动能强劲的美丽保山，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示范区、
全国兴边富民示范区、国际文化旅游胜地，迈向充分体现时代特征、云南特色、保
山特质的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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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
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带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规

划2035年保山市常住人口规模302万人；考虑到产业发展、旅游人口的不确定性，按照
规划城市人口上浮20%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
用地规模

满足“双评价”，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国土开发重点向“两核”（保山中心
城市、腾冲中心城市）和口岸城镇集聚。

发展目标

生态保护取得重大进
展，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
大突破；

特色农业、绿色硅产
业、绿色能源、文化旅游
和温泉康养基地建设取得
新成效，交通、教育、文
化、高原特色体育支撑强
劲。

开放创新能力和区域
带动能力大幅提升。

2025年

生态保护取得极大
成效，绿色产业发展成
效卓著；

滇西面向南亚对外
开放的产业聚集中心地
位进一步锚固，区域发
展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绿色食品、绿色能
源和健康生活目的地品
牌效应明显，国际文化
旅游取得丰硕成果。

2035年

生态价值全面凸显，
绿色产业、文化、旅游等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全
面形成；

区域发展引领作用全
面凸显；城乡特色化、高
品质服务功能全面提升；

充分体现时代特征、
云南特色、保山特质的现
代化城市全面建成。

2050年

生态优先

底线管控

区域协调

内联外畅

绿色集聚

品质发展

特色塑造

魅力提升

以人为本

兴边富民

2.2 规划目标、发展规模与战略

发展规模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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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重塑空间
优化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1  区域空间格局
3.2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3  生态空间
3.4  农业空间
3.5  城镇空间
3.6  兴边富民示范空间
3.7  高质量建设高原特色农业基地
3.8  高质量建设绿色硅产业基地
3.9  高质量建设健康生活目的地



3.1 区域空间格局

12

共筑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屏障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筑牢高黎贡山生物生态安全屏障，推进跨境跨市生态保护

合作。推进“三大水系”流域生态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

构建大滇西旅游西南中心
打造国际文化旅游胜地

促进区域文化旅游联动发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胜地。

发挥旅游品牌优势，全面形成协同发展滇西大旅游格局。

构建省域西南大通道节点城市
分类推进区域交通通道和枢纽建设

强化十字交通走廊，提升保山在区域格局中的交通地位。

打造区域、城际、市域通道，提升区域交通一体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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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业、生态、城镇空间统筹协调，以保山中心城市、腾冲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做
强东西两翼城镇群，把握孟中印缅、中缅、联系怒江和临沧发展廊道，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
局，增强全域发展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

3.2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带
以高黎贡山为核心的生物生态
安全带
两群
隆阳、昌宁、施甸一体化带动
集聚的东翼城镇群
腾冲和龙陵一体化带动集聚的
西翼城镇群

四廊
中缅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廊道
怒江-保山-临沧联系廊道
经临沧对外开放廊道

形成“一带两群四廊”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强 化 保 山 中 心 城 市 功 能
引 领 滇 西 城 镇 群 新 发 展 格 局

强化保山中心城市功能，引领滇西城镇群
发展。强化核心引领，提升保山在滇西城
镇群的核心功能。

推 动 保 山 “ 1 + 1 + 1 ” 协 同 发 展
提 升 区 域 竞 争 力

保山市内形成“1+1+1”的市域协同结
构。打造保山综合发展型都市圈，推动腾
冲发展为综合性节点城市，发展龙陵为重
要的跨界协调城镇。

保山市域国土空间规划总体格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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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态空间

一屏：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屏障
三带：以澜沧江、怒江、龙川江
三大水系构成的生态廊带
多点：块状分布的重要生态功能
区、生物基因库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一屏三带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立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
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保护
率维持在90%以上。
继续推动高黎贡山建设国家公
园创建，积极申报腾冲地热火
山国家公园。

优先确定生态保护空间，筑牢滇西生物生态安全屏障

保山市域生态格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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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农业空间

两带：高黎贡山-怒江特色农业
经济带、大瑞高速（高铁）农特
产品运输流通带

三区：高效农业发展区、山林
种植经济区、特色农产业发展区

八基地：国家“南菜北运”基
地、生猪-肉牛养殖基地、两烟
种植基地、国家水稻繁育基地、
全国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优质
红茶种植基地、精品小粒咖啡种
植基地、特色林果种植基地

构建“两带三区八基地”农业格局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牢固树立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理
念，划入坝区永久基本农田的优质耕地实施特殊保护。围绕特色农业，提升农业空间效益，
高质量建设高原特色农业基地。

保山市域农业格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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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两核两群多点”的城镇空间结构

优化“两核”引领

促进“两群”集聚

强化“多点”联动

保山中心城市综合服
务功能，腾冲城区旅
游及开放服务功能

推进隆施昌一体化、
腾龙一体化发展集聚
作用

一批优势特色突出、经
济实力强、服务功能优
的经济强镇和特色名镇，
边境口岸城镇

3.5 城镇空间

保山市域城镇格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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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个一体化“集聚要素，着力提升城镇核心竞争力

3.5 城镇空间

隆施昌一体化
强核提质、圈层联动，形成“核心-圈层”的一体化空间，将隆施昌一体化空间打造
为市域东翼城镇核心、滇西绿色智造核心。

腾龙一体化
文旅联动、通道联系，构建“核心-环带”的一体化空间，将腾龙一体
化空间打造为市域西翼城镇核心、大滇西国际文化旅游核心。

隆施昌空间一体化格局图 腾龙空间一体化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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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腹联动、合理分工、互联互通，打造“口岸-廊道-腹地”的沿
边空间发展格局

口岸：猴桥口岸+
腾冲机场航空口

岸

通道：中缅、孟中印缅

国际大通道、沿边对外开
放支撑带

腹地中心城市：保山中心城

市、腾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龙陵美丽边城综合服务核心

形成“2个国家美丽边城+4个沿边特色小镇+10个边境小康村”的兴边
富民示范区

3.6 兴边富民示范空间

坚持强边固防与兴边富民相统一，努力成为兴边富民示范区

缅

甸

至长三角经济区

至曼德勒、皎漂港

至密支那、印度

至奇布韦

缅 甸
至粤港澳大湾区

保山综合
保税区

跨境经济
合作区

绿色边贸
特色区

龙陵美丽边城综
合服务核心

木城边民互市贸易
区

猴桥口岸

腾冲机场航空口岸

滇滩镇

木城通
道

胆扎
通道

滇滩
通道

自治
通道

明光镇

猴桥镇

木城乡

腾冲国家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

2个国
家美丽
边城：
腾冲，龙

陵

4个边贸特
色小镇：猴
桥、滇滩、明

光、木城

10个边境小康村：
木城社区、老满坡村、
花椒村、胆扎社区、
大园子村、下街社区、
自治社区、鱼塘丫口
村、猴桥社区、联族

社区

保山兴边富民示范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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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聚焦咖啡、水稻、中药材、石斛、茶叶、肉牛6大产业，突出“一县一业”，促进重点产

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精深化加工、品牌化建设、集群化发展。

15

打造国家水
稻繁育基地

全链条重塑
咖啡产业

打造世界级
红茶品牌

做大做强石
斛产业

隆阳：打造中国

最好喝的咖啡

龙陵：打造中国

紫皮石斛之乡

昌宁：打造世界

级红茶品牌产业

基地

打造中药材
产业

大力发展肉
牛产业

“三江一河”流

域：全省重要优

质肉牛生产加工

基地

腾冲：打造中国

一流绿色中药材

产业示范县

施甸：打造全国

规模最大的水稻

两用核不育系良

种繁育基地

水稻繁育基地
示意图

咖啡产业基地
示意图

石斛产业基地
示意图

茶产业基地示
意图

肉牛产业基地
示意图

中药材产业基
地示意图

高质量建设高原特色农业基地



衔接“十四五”规划，构建绿色硅光伏全产业链体系

工业硅 单晶硅 多晶硅

电池片 电池组件 光伏电站

配套企业 平台建设 要素保障

现状支柱产业

未来主导产业

产业配套支撑

存量——技术改造
提质增效

增量——培育壮大
集聚成势

流量——集群做强
效益提升

高质量建设绿色硅产业基地3.8

高质量建设绿色硅产业集群
全力推进绿色硅光伏全产业链发展，产业链以保山产业园区为主着力建设绿色硅千亿级产
业集群，以龙陵、昌宁为主形成硅矿采选集群。

划定工业引导线
优化提升“园中园”发
展模式，提升以园区为
主体的工业用地绩效，
万元GDP 地耗降低到21
平方米以内，优化园区
布局

保山绿色硅产业格局示意图 保山工业空间引导示意图

16



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和国际
文化旅游圣地
着 力 打 造 腾 冲 、 高 黎 贡 山 、 潞 江 坝 三 大 世
界 一 流 健 康 生 活 目 的 地

高质量建设健康生活目的地3.9

打造世界一流文化体验目的地
重 点 打 造 红 色 文 化 旅 游 长 廊 、 南 方 丝 路 古
道 文 化 体 验 长 廊 、 中 缅 跨 境 文 化 旅 游 长 廊

民俗风
情、红
色文化
体验片
区

高黎贡山生
态文化体验
区

滇西抗
战历史
文化体
验片区

保山历史城区
（永昌文化体验

中心）

腾冲历史城
区

（腾越文化体
验中心）

高黎贡山

潞江坝

世界健康生活目的地
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现代公园城市

世界级生态康养目的地
世界级研学旅游目的地
国际生态文化体验目的地

世界级四季康养旅游目的地

腾冲
保山文化体验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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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严守底线
明确资源环境约束和粮食安全底线

4.1  统筹划定三区三线
4.2  控制线体系



严格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

优先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

合理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

4.1 统筹划定三区三线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优化三大空间布局

58%
38%

4%

农业空间生态空间

城镇空间

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空间布局
优先确定生态保护空间
保障农业发展空间
科学划定城镇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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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控制线体系

历史文化保护线 安全防灾控制线

27

建立“5+4”控制线体系
“5”：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历史文化保护线、安全防灾控
制线等5条约束性底线

“4”：绿色食品发展引导线、绿色能源开发引导线、乡村振兴示范引导线、温泉康
养发展引导线等4条发展引导线

绿色食品发展
引导线

绿色能源开发
引导线

乡村振兴示范
引导线

温泉康养发展
引导线

保山历史文化保护线图 保山安全防灾控制线图 保山绿色食品发展引导线图

保山绿色能源开发引导线图 保山乡村振兴示范引导线图 保山温泉康养发展引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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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畅通廊道
打造互通高效的交通网络

5.1  优化全域综合交通系统
5.2  优化中心城区路网交通结构



5.1 优化全域综合交通系统

全域建成以铁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公路、铁路、机场、码头等客货运输枢纽为节点，
能力充分、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善、运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实现
“12443出行交通圈” 和“113快货物流圈”，综合交通体系与国土空间新格局相适应，强
力支撑国土空间发展。

打造外畅内联的区域对外交通格局

建设开放便捷的空中走廊

建设大容量、快速化铁路网

建设便捷高效的快速公路网

建设生态特色的航运交通

推进城乡交通网络提档升级

打造“两主、三副”物流枢纽格局(两

主：隆阳物流枢纽、腾冲物流枢纽；三副：

昌宁、龙陵、施甸三个县级物流节点）
市域综合交通规划图

12443出行交通圈：保山市与主要县市1小

时通达、各主要县市间2小时通达，保山市与滇中

城市群主要城市4小时通达、与全国主要城市4小

时通达、与南亚东南亚主要城市3小时通达。

11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南亚东南

亚国家1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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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优化中心城区路网交通结构

优化路网结构与布局，形成以中运量公交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辅助公交为补充的多
模式、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逐步缓解老城区拥堵，城市出行结构不断优化，绿色出行分担
率达80%。

优化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布局
构建2个城市核心级综合客运枢纽
（保山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保山火车
站综合交通枢纽）
构建3个中心城市物流枢纽（小永物
流枢纽、蒲缥物流枢纽、工贸园区物
流枢纽）

中心城区城市道路网结构和布局
形成“五横五纵”城市骨架路网（五
横：板桥路、拱北路、保岫路、开元
路、云瑞大道；五纵：正阳路、大保
路、昌宁路、腾冲路、南大湾路）格
局，推进老城新城交通通道一体化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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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优化中心城区路网交通结构

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系统
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和站点布局，积极建
设公交专用道，推进公交枢纽和场站建设，
构建地面公共主导、其他共享交通方式为
补充的公共交通系统。
鼓励采用TOD发展模式，加强公交枢纽与
周边土地一体化规划与设计，形成功能复
合、出行便捷、充满活力的高品质城市中
心。

构建系统安全的慢行系统
提升骑行环境和步行交通设施，构建以旅
游休闲、健身娱乐、运动竞赛等功能为主
的特色慢行网络。
城市功能特色慢行道
历史文化街区慢行
坝区生态田园慢行道
郊野生态慢行道

不断完善智慧交通系统
构建日趋完善的智慧交通管理体系，实现
基础设施、交通工具、运行环境、停车泊
位等互联网化。
建立智慧出行体系
建立智慧停车体系
建立智慧城市物流配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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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提升品质
营造健康舒适宜居的城乡空间

6.1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6.2  构建蓝绿开敞空间系统



划定15、10、5分钟城镇社区生活圈和30、15分钟乡村社区生活圈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6.1

突出保山市地域特色和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特殊性，优化“山坝、旅
游、沿边、民族”四类区域不同区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大滇西旅游环
线建设、国际
文化旅游胜地

自然地形复杂、
乡村居民点分

布分散

世居少数民族
13种

步入老龄化社
会

沿边开放

文化体育类旅游
文化类设施
区域服务设施

山区、坝区分类
施策
合理制定社区生
活圈服务半径

民族特色类公
共服务设施

完善老年设
施配置

完善固边、兴
边富民类设施

26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步行15分钟覆盖率，完善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形成以人为本的高品质城乡生活圈。



健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社区生活圈

中心城区

村/组

15min

村/组

15min

村/组

15min

村/组

15min
村/组

15min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公
服

以培育滇西城市群的公共服务中心为重点，优化社会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强化城乡统筹

的公共服务要素配置，推进滇西区域及保山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6.1

构 建“七级六类”全 域 覆 盖 的 城 乡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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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域 形 成 “ 一 屏 、 四 区 、 七 廊 、 多 点 ” 的 蓝 绿 开 敞 空 间 格 局 ， 按 照 经
济 生 产 类 、 防 护 隔 离 类 、 风 景 游 憩 类 、 生 态 保 护 类 “ 四 类 蓝 绿 空 间 ” 进 行
管 控 。

中心城区形成“双心、一带、一
环、三廊、多园”的城市蓝绿开敞空
间格局

一屏——以高黎贡山为核心的全市蓝绿空间屏障

四区——四个防止城镇粘连发展的功能明确的生态隔离区

六廊——以三大水系为主的的山水廊道和区域主干路网两侧的防护绿廊

多点——块状生态蓝绿节点

双心：青华海公园和工业园区创智公园
一带：东河滨水生态景观带
一环：中心城区绿道环
三廊：生态绿化廊道
多园：各个组团综合公园

构建蓝绿开敞空间系统6.2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和开敞空间规划图

打造“绿廊交错、公园棋布、田城相
融、山水相拥”的蓝绿开敞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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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突出特色
塑造独特多元的魅力空间

7.1  构建特色魅力空间格局
7.2  塑造城乡特色风貌



中心城区形成“一带两屏三心四廊七区多节点”特色魅力空间结构，高
水平建设“三城”——山水田园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开放创新之城

构建特色魅力空间格局7.1

抗战历史
和爱国主
义魅力带

历史文化展
示区

南方丝绸
之路景观

带
魅力边城风

情区

高山河谷名
胜区

构建全域 “两带、三区”魅力空间分区特色魅力空间

一带：东河滨水景观风貌带
两屏：西部太保山生态屏障和东部东山生态屏障山地景观风貌区
三心：老城主中心、青华湖和青阳副中心三个景观风貌核心
四廊：三横一纵山水景观通廊，正阳路纵向视线通廊、保岫路山水通廊、高铁站恒山水通廊、组团水
通廊
七区：老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城南文化生活风貌区、城北综合服务风貌区、青华湖滨湖生态文化风貌
区、田园风光风貌区、山水人文新城风貌区、现代绿色产业工贸园产业风貌区
多节点：中心城区多个景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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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形成现代都市风貌、边贸绿城风貌、
民族风情田园风貌、山地景观风貌等四类
风貌分区，构成高品质国土风貌空间。

塑造城乡特色风貌7.2

中心城区

突出生态田园特色，打造田城相拥风光

突出历史文化特色，塑造古今辉映城市

突出开放创新特色，凸显时代魅力新风

温泉美玉
石斛之乡

永昌古邦
现代花园城

腾
冲

龙
陵

隆
阳

昌
宁

施
甸

热海边贸
旅游胜地

山水田园
茶香昌宁

善洲故里
水墨施甸

城镇人文风貌核心

门户风貌节点

交通走廊

山地景观风貌区

现代都市风貌区

边贸绿城风貌区

民族风情田园风貌区

图例

山
地
景
观
风
貌
区

现代都市风貌
区

民族风情田园风貌
区

边贸绿城风貌区

猴桥镇
芒宽乡

木城镇

旧城乡

温泉镇

水寨乡

市域风貌分区示意图

31



08
保障安全
构建韧性、智慧的基础设施体系

8.1  合理引导市域重大基础设施布局
8.2  优化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布局
8.3  健全城市综合防灾减灾体系



8.1 合理引导市域重大基础设施布局

构建“一横四纵”区域油气通道格局
规划建设天然气南环线、天然气支线;
预留区域油气通道建设空间。

加强绿色硅产业集群绿色能源保障
完善区域骨干电网、外送电网主网架；
加快区域变电站增效扩容工程；
合理预留电力通道。

完善市域重大水利工程布局
构建 “三纵两区五片多点 ”的水资源配置；
推进城镇重点水源工程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不断完善城乡防洪减灾水利工程体系。

保障新型基础设施通道工程
构建高效经济智能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支撑“数字保山”建设；
推进国干光缆、省干光缆和节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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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优化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布局

给排水
推进提调水工程，强
化城市供水保障能力；
完善污水处理设施，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电力电信
提升生活用电供给能
力，保障工业用电需
求 。提升5G网络覆
盖深度和广度。

能源供应
完善城镇燃气管网及
配套设施，推进燃气
下乡，构建多元能源
供应格局。

环境卫生
加快完善分类收集、
分类投放、分类运输、
分类处置设施；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

综合管廊
构建“干线—支线—
缆线沟”三级综合管
廊系统，推进综合管
廊建设

面向城市高质量发展需求和城市转型提质，完善中
心城区给排水、能源、环境卫生、信息等市政基础设
施，提升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适度超前，预留弹性。

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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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健全城市综合防灾减灾体系
明确市域重大防灾设施标准和布局要求，完善综合防灾体系。以社区生活圈为基础构建

城市健康安全单元，完善应急空间网络和设施布局，提升应急避难、疏散、保障和救援
能力。

抗震
严格抗震设防要
求，完善应急避
难场所、疏散通
道

防洪
执行防洪标准，
完善城市堤防

地灾防治
明确市域重大防
灾设施标准和布
局要求

人防
平战结合，长远
建设与应急建设
相结合

消防
完善城镇消防设
施，提升森林防
火、旅游景区消
防能力

中心城区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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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提升功能
推动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9.1  落实生态修复
9.2  推进国土综合整治
9.3  开展城市有机更新



落实生态修复

地质灾害防治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矿山修复

林草修复

河湖生态治理

“四类”生态修复重
点区域
水土流失重点修复区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区
石漠化、沙化修复区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命共同体理念，识别
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
样性下降等问题区域、
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实
施矿山修复、林草修复、
河湖生态治理、地质灾
害防治、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

9.1

市域生态修复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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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土综合整治

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整体开展农用地整治和建设用地整治，推动空间
高质量发展，提高国土空间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9.2

 高标准农田建设
 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耕地质量提升
 农用地整理

 建设用地复垦
 低效用地再开发
 工矿废弃地整理

农用地综合整治

建设用地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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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片区统筹的思路，结合功能、设施差异特征和
更新需求，综合自然界线，以适宜的尺度划分城市
更新单元。

按城市更新的紧迫性确定更新重点区域。活化存量
空间，盘活利用“批而未供土地、闲置用地、城镇
低效用地” ，推动节约集约用地纵深发展。

分类 措施

批而未供 完善优化规划计划，优先安排、尽量落位新招商引资项目。

闲置用地
依规调整土地用途、安排临时使用、协议有偿收回、置换土地等分类更
新和利用。

低效用地
城镇闲置土地、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城镇棚户区等低效用地再利用、
重点做好基础设施落后、人居环境较差及与城镇功能定位不符区域的更
新改造。

开展城市有机更新

划定城市更新单元，分类分区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以城市更新，推动空间质量变革、土地利用效率变革、城市发展动力变革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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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效管理
构建一张图实施监督保障机制体系

10.1 强化规划传导
10.2 完善国土空间治理政策
10.3 建立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强化规划传导

规划传导

建立市-县规划传导机制，有效落
实市级规划制定的目标定位、约
束性指标和总体格局

县（市、区）指引

传导规划目标与整体格局

传导城镇定位

传导三条控制线

传导指标约束

传导规划分区

详细规划指引

发挥市级总规指引和约束专项规划的双重作用；
制定专项规划编制清单和计划备案制度。

专项规划指引

建立以1个中心城区国土空间用地规划+N个控制性详细规划+N个规划设计导则的
传导体系，划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单元进行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指引。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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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严格保护的土地利用政策

•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 强化节约集约的城乡用地制度。

• 加强绿色协同发展的产业用地政策。

推进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 加强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

• 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休养生息。

• 加快推进国家及地方生态公益林划定。

• 实行阶梯差价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健全生态补偿力度和机制

• 积极运用碳交易等市场化手段，完善市
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 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和调整机制。

探索实施财税协同政策

• 进一步加大对重大生态功能区保护、生态修复治理等的财政
支持，设立专项资金。

• 创新跨园区的税收分享机制和税收征管协同共享机制，研究
制定针对重点创新项目、产业升级示范项目、节能环保改造
等的税收优惠政策。

完善国土空间治理政策10.2
国土空间治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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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划实施保障机制10.3

建立规划传导机制

健全规划传导体系，衔接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实现
纵向和横向传导。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着力推进多种共享发展机制和模式的有效运用和创新延伸，完善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和服务机制。

强化规划实施协同机制

推动跨区域发展协同机制，强化跨区域突发事件联合应急机制，建立
统一的信息共享、规范治理、应急预警、联动实施联控体系。

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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