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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ҿ ʃҲΐҲ ꜙ ῗԓ ↔ᵩ

ʄЃҲ [2019]18 ЄЇ ʃ ῗԓῊ

↔ ᵲ ʄЃ [2019]87 ЄЇ

ᵩ ↔ ┼ ᵲЇ ᵩ ↔ ┼ Ї

ᴮᾨɻḦ ᴮᾨЇ Ї Ж ɻ ҟɻ

ɻ Їᴮ Ж Ὴ

↔Ņ Ḧ Ї Ї Ї ņ ᵲ

Ї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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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ɻ ↔ ᵣ 

ᵩ ↔ Ὺ

Ḧ ɻ ɻ⌐ ɻḷ ᵩ Ї

ᵩ װ↔ ῗҘ ↔ Ї ₴ Ὴ Ὴ

Ї ᵲ Ї ┼ Ҙ ↔ɻ

ᵩ ↔ɻ Ὴ ↔ⅎ ᶳ

ɼ 

2ɻ ↔ ∑ 

Ѓ1Є ᴮᾨɻ ɼ Ї

ΐ ᵩ ᵩ ЇҪ Ὴɻ Ὴɻ

Ὴ Ḧ Ї ꜠ Ї Ņҩ

ņ ɼ 

Ѓ2Є ɻᴮ ɼ ↔

Ї ɻ ɻ Ӧ Їᴮ

Ї Ҳ ᵣᵲ Їꜘ Ὺ Ѓ ɻ Є

Ḧ ɻ ᵣɻ ɻ ɼ 

Ѓ3Єָװҿ ɻ ɼ ָװ ҿҲ Ї

֥ ɻ ꜗ Ї ɻ Ж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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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Ї ⌐ ЇḌ

Ὺ ɼ 

Ѓ4Є ┼ ɻ ɼ ָғ ΐ

Ї Ї┼ Ḧ ⌐ Жᴶ

ЇḦ ⌐ Ї

ָ Ї Ї ɼ 

Ѓ5Є ҅ɻ ɼ Ӏᵩꜗ ↔Ї ⌐

↔ɻ Ӧ ↔Ї ү Ҙ ↔Ї Ғ

⌐ Їᾥⅎ ῎ᴭ Ҙ Ї ɻḪ

Ї ↔ Ї ↔ ɼ 

3ɻ ↔  

ᵩ ↔ ↔

ɼ 

4ɻ ↔  

↔ ҿ 2020 2035 Ї ҿ 2025 Ї 2050

ɼ 

5ɻ  

ᵩ װ↔ Ҏ Ὴ ᵲҿ

Ї ἥɻ ɻ ɻ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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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ҿ ᾥ Ї ҅ 2000 1985

‼ᵲҿ ᵣ ɼ 

二、编制要求 

1ɻ  

ԓ ᵩ ↔ ┼ɼ ꜙ

ᵩ ↔ ῗ ɼ 

2ɻ ᵲ  

ᵩ ↔ ָ ┼Ї ↔ ┼

ɼ Ņ ↔ņ Ї ɻ ᵲɻ

῎ᴭ ғɻҘ ᵲ ┼ɼ Ї ↔ ┼ ɼ 

3ɻ ┼  

┼ ᵲ ɼ ᵲ ɻ ᴑⅎ ɻ ᵲῪ ɻ

Ὺ ɼ 

ɼ Ї ῗ ↔ ɻ

Ї ⅎ √ ⅎ ɼ 

ɼ Ї ɻשּ

֢ Ї ῇԋ ғ ɼ 

ɼ ɻ Ḧ Ҳ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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Ὴ Їҿ ↔ ┼ ᶱ ɼ

ᵩ ↔ Ầ ↔ ᵆɼ 

┼ ↔ ɼװ ҿ Ї ┼ ↔

Ї ↔ Ҙ Ж Ї ┼ ү

↔ ɼ ↔ ῎ ɼ ↔ ┼ Ї

῎ Ї ῎ᴭ ɼ 

↔ ɼ ↔ ḷ Ї ↔ Ї ָ

ᴰ Ї ָ Ж ꜙ

ᵩ ↔Ї ָ Ї ꜙ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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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ɼ ↔ ‼ Ї ↔ Ӏ Ὺ ᶳ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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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内容 

ɻ ᵩ ↔ɻ ῗҘ

↔ − Ї ҏЇ

↔ ᵩ ɻ ᵩ ɻꜗ ᵩ ɻḦ ᵩ ɻ ᵩ

꜠ᵩ ᵲҿ ↔ ┼ Ὺ ɼ 

1ɻ  

1.1  

װ Ҏ Ὴ ҿ Ї ἥɻ ɻ

ɻ ɻ ᵲҿ ᾥ Ї

ʃ ↔ⅎ ғ ⅎ ʄЇ

ɼ 

1.2 ⅎ ғ ᴍ 

1.2.1 Ḧ ⅎ ɻ ᵆғ ⌡ 

ⅎ Ѓ ɻ ɻ ɻ ֥ɻ Єɻ

Ѓ ɻ Є Жⅎ ⌐ ɻ שׂ ɻ

ɻᶕ Жⅎ ɻָ ɻ

ғ ⌐ ῗ Жʂ ʃ

Ḧ ᵆ Ѓ ЄʄЇẦ Ḧ

ᵆЖ ᴰ Їשׂ װ

⌐ Ḧ ɻָ ɻ Ὴ ҹ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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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 Ḧ ⌐ Ӏ ῗ ɼ 

1.2.2 Ⱶғ ᴍ 

ᶳ ʃ Ⱶ ᴍ

ʄЇ Ⱶғ ᴍЃװ

Ґ Ņ ᴍņЄЇ ₴ Ї

ᴍ ҏ ҅ ⅎ ᴍ ᾣɻ ᴍ Ї

ɻ ᴍ Їҿ┼ Ḧ ↔ ᶱ

ɼ 

1.3 Ҙ  

↔ ┼ Ґװ Ҙ Е Ḧ

⌐ Ж Ḧ Ж ғ Ж

ғ ḷ Ж Ж ֢ ᵩ Ж ↔ Ḧ ɼ 

2ɻ ғ  

2.1 ᵣ 

ɻ Ҳ ᵣᵲ Ї

ᴌɻ ᴰ ɻ֥ҟ ɻשׂ

ָ ᵩ ᵣɼ 

ɻ ɻ ᴰ

ᵣɻᵲ Ӏ Ї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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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ҏᵣ ↔ Їה Ḧ ɻ ⌐ ɻ

ḷ Ҏү Ї Ņ ɻ Ї ɻ

Ї ɻẦᴮ ЇῊ ɻ Ї↔ ɻ

Ї ֧ Ї ņ Ї ↔ ɻ

Ї ₴ ↔ ɼ 

2. 3 ᵩ  

ҏᵣ ↔ Ї ᴰ

Ї Ḧ ɻ ⌐ ɻ ḷ Ҳ

װ Їשׂ ₴ Ḧ ᵩ ɼ 

3ɻ  

ҏᵣ ↔ ₴ Їꜘ

ғ Ḧ ⌐ ɻ ɻ

Ї ֥ҟ ɻ ɻ֢

Ї ⌡ ꜘ ɼ 

4ɻ  

װ Ⱶ ᴍҿ Їװ

֥ɻ ɻ ҿӀ Ї ↔ ғ Ї Ņ

ņ ΐ ᵩЇ ᴮ ɻ ҟɻ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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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ɻ Ї Ὴ Ḧ

ᵩ Їҿ ꜠ ֥ ɻ ɻ

ɻָғ ΐ ᶱ ɼ 

5ɻ ↔ꜗ ⅎ ғ ┼  

5. 1 ↔ꜗ ⅎ  

ᶳ ʃ ↔ꜗ ⅎ ʄЇ Ї

Ίᵩ Ḧ ɻ ҟ  ɻ ɻ

ꜗ ⅎ Ї ↔ ҅ ⅎ Ї ꜗ ⅎ

ᵩ ɼ 

5. 1.1 Ḧ  

ᵩ ↔ ῠɻ Ḧ ɻ

ɻ ꜗ ɻ

Ḧ Їʂ Ὺ ꜗ ⅎ

Ї Їғ Ḧ ᵆ

ᾥⅎ Ї Ḧ Ї Ḧ Ҳ Ї

Ḧ ɼ Ὺ ꜗ ɻ Ḧ

ɻᵣ ɻ ɻ ɼ 

5. 1.2  ҟ   

ᵩ ↔  ֥ Ӏ֥ ɻ ꜗ

ɻ ‼  ӊ    ҟ Ї



11 

 

ɻ Ї ӊ   Ҳ Їᴮ

ᾨḦ Ҳ ӊ   Ї ҟɼ ש Ὺ

 ҟ֥ҟꜗ ɻᵣ ɻ ɼ ῪӦ

ᴮ  

5. 1.3  

Ї ᵩ ↔ Ҙ

↔ Ї ᴮ Ҳ ɼ Ҳ ᵩ

Ї Ὺ↔ ɼ 

5. 1.4  

ɻҏ ᵩ ↔ ῗҘ ↔

Їʂ ᴌɻ Ḧ ⌐ שׂ

Ї ⌐ Ḧ ғ Ї

Ї↔ ҅ ⅎ Ї ᵩ ɼװ

ҿ Ї Ї ⌐ ‼ ɼ 

5. 2 ┼  

5. 2.1 Ҏ ┼  

װ Ⱶ ᴍҿ Ї

Ḧ ɻ ӊ   ɻ Ҏ ┼ Ѓװ

Ґ ŅҎ ņЄɼ 

↔ Ḧ ɻ ӊ   Ḧ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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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 Ї↔ ῪῚל ɻ ɼ

ῚҲЕ 

ῪЇ ᵆ ῠɻ

ɻ Ḧ ꜗ Ї ῇ Ḧ

ɼ 

ҏ Ґ ӊ   Ḧ ᴑꜙ ҏЇB ӊ

  Ї ӊ   Ḧ ɼ 

Ҳ ᵣ ᴮ ҏЇʂ

↔ Ї↔ Ҳ Ї↔

ῪῚל ɼ 

5. 2.2 Ὶ ┼  

ᵩ ↔ Ὶל ┼ Ї

Ї ↔ ┼ ɻ Ḧ

┼ ɻ ῎ΐ ꜙ ┼ ɼ 

6ɻ ᴮ  

ᵩ ↔Ґ ↔ Ї

↔ꜗ ⅎ Ї┼ ↔ ῪῊ Ӏ ɼ

ԓʃ ↔ ⅎ ʄҲ ҅ Ї   ɻ

ɻ Ḧ ɻ ᶡῗ ῇ Ї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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ᴮᾨװ Ḧ ɻḦ  ҟ Ὶ

ɻ ɻᴮ ҿ ɼҪ

┼  ҟ Ї ᵩ

ɻ Ї יִ ⌐ԓ ꜗ ɻ

⌐ ɼʂ ↔ Ї ₴ ᴮ

Їװ ɼ 

6.1    

Ӧװ Ῐ ҿ Ї  ҟ  Ї ש

 ҟ ɻ҅ԑҎ֥ҟ Ї ₴ Ὺ ɻ ɻ

ɻ   Ḧ ғ⌐ Ї ₴ Ḧ ɻ

ӊ   Ḧ ɻ ‼  ɻ  ֥ҟ ∑ɻ

Їᴮ   ғ ɼ 

6. 2  

Ї ŅẦ Ҳ ɻẦ

ɻẦ ӂ ņ ᵩ Ї ᵣɻ

ɻָ ɼ 

ŅẦᴮ ӂӦ ņ Ї ῪҒ

Ї Ӧ ָ ꜠ɻ ɻⅎ Ї ῪҒ

ɻ Ї ₴ᴮ ɻ ֥ҟ

ɻ Ḧ ɻ῎ΐ ꜙ ∑ɼ

  Ї   ָ ӂӦ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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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ҏװ ֢

┼ Ж ₴ ῎ΐ ꜙ ‼

Ж ɻ ɻ ⌐ɻ ῗ ɼ 

6.3 Ḧ  

ҏᵣ ↔Ґ − Ї

Ὺ ɻ ɻ Ḧ ғ⌐ ЇḦ Ḧ

Ї ῗ Ї

ɻ ғ ɼ 

6. 4  

Їʂ ᶳ Ї ῗ

ҟ Ї⅓ Ḧ ᴶ ЇḦ ῎ΐ⌐

ЇḦ ҏ֢ Ὴғ Ὴɼᴮ Ї

ⅎ Ḧ ғⅎ Ї ɼ 

7ɻ ᵩ  

7.1 ֢ ᵩ  

ɻ ɻ ῎ ғ ┼ Ж ҏɻװ

Ѓ Є֢ ֢ װ ɼ 

7.2 ⌐ ᵩ  

ᴌ Ⱶ 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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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 Ї ɻװ ָɻװ Ї Ὺ

⌐ ɼ 

7. 3῎ΐ ꜙ ᵩ  

ҏ῎ΐװ ꜙ Ὺ ɼ ꜘ

꜠ָ ῎ΐ ꜙ Ї ꜘ ῎ΐ ꜙ

ɼ 

7. 4 ᵩ  

ҏװ Ї ┼ Ж

‼Ж ɼ 

7. 5 Ὴ  ᵩ   

װ ɻ ɻ ɻ ҿ

 ɻ ‼ɻ ⅎ Ї ₴ ɻ

∑ ɼ 

8ɻ ғḷ  

8.1 ғḷ  

ɻ ɻ ῠɻ Ї

₴ Ὺ Ḧ ɻ ɻ Ḧ

ɻ ḷ ɻ ɻ ḷ ɻ Ḧ

ḷ ɻ ḷ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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Ғ ḷ Ї ᴑꜙ ⅎ ɼ 

8.2  ҟ ғḷ  

₴  ᴑꜙɻ ᵩ ғ Ї

Ї ₴Ὺ ɼ ᵆЇ

ᾥ ӊ   ҲỴ Ї ⅎ ┼  

ɼ 

  ⌐ ⱵЇ ₴ ┼  

Ӧ  ɻ ғ

ɼ ₴  Ї ₴ ⌐ ɼ 

8.3 ғḷ  

ɻ ɻ ҟ ɻ Ҳ

ᵤ ⌐ ₴ ɻ Ї Ғ ↔

Ї ᴑꜙ ⅎ ɼ 

8.4 ғḷ  

┼ ɻ ɻ ḷ ɻῪ Ї

₴ ɻ ɻ ɻ ꜠Ⱶ “ ɻ

ḷ Ї ḷ ɻ ꜠ɻ

ḷ Ҙ Ӏ ᴑꜙғ ɼ 

9ɻ 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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қ ֥ɻ ɻ Ḧ ɼ

ҏװ Ḧ ᵣ Ї↔ ɼ 

10ɻҲ ᴮ  

Ҳ ᵩ ↔ ᴮ ҅ ⅎῪ

҅ү ┼ Їᶽ ᵩ Ὺ ɼ 

10.1 Ҳ  

Ҳ ɼ Ҳ Ҳ

Ҳⅎ Ὶ ῗ ┼ ЇҒ ɻӦ ɼ 

10.2 Ҳ ָ ғ  

ָ Ї ῗ ɻ ҟ ꜠ָ

ɼ ָה ɻ ᵣ ֥₴ ɻ ү

Ї Ҳ ᴍẅ Їφ

ɼ 

10.3 ғ  

10.3.1  

ɻ ᴌ ᴌ, Ҳ

ɼ Їᴮ ꜗ Ї

῎ΐҲ ᵩ Ї ₴ ֢ ɻ ɻ ɻ

ɻ Ḧ ┼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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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10.3.2 ⅎ ғ ᴮ  

ᴮ Ҳ Їװԑ ⅎ ҿӀЇ ₴

ᴮ ғ ɼ ɻ̓́ ΐ ɻ

ꜘ Ї ⅎ ɼ יִ ₴ Ї

῎ΐ ꜙ ꜠ Ї 15ⅎ ɼ 

10.4 ғ  

Ầ Їꜘ ┼ Ї ᵩ

Ї↔ Ї ₴

┼ Ї ӂ Ї Ї Ї

Ⱶɼ 

10. 5 ᵩ ῊḦ  

10. 5.1 ғ῎ΐ  

Ḧ ɻ ɻ Ї ┼

Ж ɻ ɻ ⅎ ɻꜗ

ғ῎ΐ ᵩ ɼ ԓҲ Ҳ Ї ↔

Ї ₴ ɼ 

10. 5.2 ֢  

₴ ɻ̓́ ΐ֢ ₴ ᶡ ֢ Ї

֢ ɻ ֢ ɻ ῎֢ɻ ɻ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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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Ї ₴ ֢ Ї Ӏ Ж

₴ ֢ ɻ ֢ ↔ ∑ ɼ 

10. 5.3 ῎ΐ ꜙ  

῎ΐ ꜙҲ ᵩ װ ɻ ɻᵩ ɻ ɻ ᴰ ꜙ

῎ΐ ꜙ ∑ ῎ΐ ꜙ ɼ

Ⱶғ ᵩ Ї

‼ɼ 

10. 5.4  

Ї ‼ғ

ɻ Ї ɻ

ɻ ɻ220 ᴥװҏ ɻ ɻ

ɻ Ḫ ₴ ɼ

Ї ₴ ɻ ɻ ⅎ

ɼ 

10. 5.5   

‼Ї  Ίᵩ

Ї↔ Ὴ ɻ װ ֥ Ỵי

ɼ 

10. 6 Ґ ⌐  

ҏ Ґ Ї Ґ ∑ғ Ї↔ 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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Ґ Ї ₴Ӏ ꜗ Ї

ָ ᵩ Ї Ґ ↔ ɼ 

10. 7 ֥Ḧ  

↔ Ї ₴ ɼ 

11ɻ ↔ᴶ  

11.1 ҏᵣ ↔  

↔ ῗҘ ↔ ɻ−

ЇΊᵩ Е ᵣғ ɻӀᵩꜗ

ⅎ Ж Ḧ ┼ ɻ ӊ   ɻ Ḧ

Ж ɻ Ḧ ɻ ӊ   ɻ

┼ ↔ ‼ ɼ 

11.2 Ґᵣ ↔ ᴶ  

Ғ ╦ ҐЇ Ὴ ᵲҿ҅ү ү

ⅎ ᾣ ┼ⅎ ᵩ ↔Ї ⅎ ↔ ┼ Ї

ɻӦ װ↔ Ҳ Ὺ ↔Ầ₴ ɼ

Ґᵣ ↔ ᴶ Ὺ ᵜҒ ԓװҐῪ Е 

Ѓ Єɻⅎ ᵣғ Ї Ҳ

ᵣɻ ⅎ ɼ Ḧ

ɻ ӊ   ɻ Ї Ὶ Ї

Ḧ ɻ ┼ Ὺ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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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Ҙ ↔  

ῗҘ ↔ ┼ ɼҒ Ҙ ↔ ┼ Ὺɻ

┼ Ї Ӏ ₴ Ї ↔

┼ɼ 

Ҙ ↔ ᵩ ↔ Ґ ┼Ї

ᵩ ↔ ₴ ῗҘ ↔ ɼ Ҙ ↔

ɻ ↔Ҳ Ҙ ῇ ↔ ᵩ Ї

ɼ 

11.4 ┼ Ὺ  

ᵩ ↔ ┼ Ὺ ↔ ɻ ┼ ɻ

Ὺ Ҏ ⅎɼ 

11.4.1  ↔  

↔ ҲҒ ↔ ᵩ Ҳ ɼ 

11.4.2 ┼  

Ѓ1Є ⅎ ↔  

Ѓ2Є Ҳ ɻ  

Ѓ3Є Ҳ ɻ ɻ  

11.4.3 Ὺ  

Ѓ1Є Ḧ ᵩ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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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2Є Ж 

Ѓ3Є Ὺ ꜗ ɻ ҟꜗ ɻᵣ ɻ

Ї ᵩ Ї

ЖЃ4Є ɻ ┼ ‼Ж 

Ѓ5ЄҲ ᵩ ɻ ῎ΐ ꜙ ᵩ ғ

Ж 

Ѓ6Є  ɻ ‼ɻ ⅎ Ж 

Ѓ7Є Ὺ ɻ Ж 

Ѓ8Є Ḧ Ї Ὺ ɻ

Ḧ Ж ҏװ Ḧ ᵣ  

ɼ 

12ɻⅎ ғ ꜠ ↔ 

ⅎ Ầ₴ Ї ₴ⅎ

ᴑꜙЇ ⅎ ɻ ɼ

ɻḦ ┼ ↔Ї Ầ₴

꜠ ↔ɼ 

13ɻ ↔ Ḧ  

13.1 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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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ҏЇ Ї┼ ɻ

∑Ї Ҳ ↔ ⅎ ‼ῇғ

∑ɼ 

װ ῎ ҿӀᵩ Ḧ ɻ ɻ

ɻ Ḧ ɼ 

┼ ∑ḷ ɻ ‟Ї ⌡ ɼ 

13.2 ↔ ᵆғ ḷ ┼  

Ņ҅ ҅ᵩ ɻ֒ ҅ ᵆņ ᵆ┼ ɼ

Ї ɻ ҏЇ ₴ ꜗ Ї

Ὺ Ї ↔ ‟ ꜠ ɻ

↔ ҿ ɼ ↔ ᵆ ᵲҿ ↔

ḷ ᶳ ɼ 

ᶳ ɻ ḷ ᴌ Ї Ї ₴

Ί ↔ḷ ɻḷ ᴌ ḷ ∑ɼ 

13.3 ↔  

┼ ⌐ԓ ↔ Ї ₴ ↔

┼ Ї Ї ₴ ↔ ∕

┼ ɼ 

14ɻ ↔ Ḫ 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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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Ḫ ɻ

Ї ₴ ↔ ɼ 

ᵩ ↔ ῇ ↔Ņ҅ ņ

Ḫ Ї ɻ ‼ ֢ ɼ 

↔ ῗҘ ↔

Ӏ ꜘ ↔Ņ҅ ņ Ḫ

Ї ҿ ↔ ᶳ ɼ 

四、成果要求 

1ɻ  

ᵩ ↔ ᴌ ᴌɼ

ᴌ҅ ∑Ί ⱵЇ Ҫ ῎ΐ Ї

↔ ɻ ↔ ɻ ᴌ ɼ Ї ҏ

Ԑ ɻῪ ῳɼ ᴌ Ὺ ⅎ Ї

↔ ɻⅎ ɻҘ ɻ ᴌ Ї ᴌ

ᶳ Ї Їᵲҿ ᴌ ɼ 

ᾡ Ї ↔ ┼ΊᵩῪ Ї

ɻ ɻ῎ᴭ ↔ ɼ 

ᴌ ɼῚҲ

ɻ ᴌ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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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ɻ ᴌ 

2.1 ↔  

↔ װ ↔ Ї ₴ ┼ Ὺ Ї

ɻ ɼ ‼ Ї ɼ 

2.2 ↔  

↔ ↔ Ҳ ↔ ɼ

҅ ᶡЇῚҲЇ ↔ ᶡ ҿ 1/100000љ

1/200000ЇҲ ↔ ᶡ ҿ 1/10000љ1/50000ɼ 

2.2.1 ↔ ᵜҒ ԓЕ 

↔ Ж 

Ж 

↔ꜗ ⅎ Ж 

┼ ↔ ;  

Ḧ ᴮ Ѓ Ḧ ᵩ Ї ↔ Ї

ɻ ɻ Ḧ ғḦ ↔ ЄЖ 

 ҟ  ᴮ Ѓ  ҟ ↔ ЄЖ 

ᴮ Ѓ ᵩ ↔ ЄЖ 

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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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ᵩ ↔ ;  

῎ΐ ꜙ ↔ ;  

↔ ;  

 ᵩ ↔ Ж 

ғ ḷ ↔ ;  

Ḧ ↔ Ж 

↔ Ж 

2.2.2 Ҳ Е 

Ҳ Ж 

Ҳ ⅎ Ж 

Ҳ ↔ Ж 

Ҳ ┼ ↔ Ж  

Ҳ ᵩ ῊḦ ЃҲ ғ῎ΐ

ЖҲ ֢ ↔ ЖҲ ῎ΐ ꜙ ↔

ЖҲ ↔ ЖҲ ↔ Єɼ 

2.3  

ҏ ʃ ɻ ↔

‼ʄ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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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ᴌ 

ָ ɻ ɻᴰ ɻҘ ɻ῎ᴭ ғ

ɼ 

3ɻ ᴌ 

3.1 ↔  

↔ ↔ Ίᵩ ғ ЇӀ ↔”

┼ ɻⅎ ⅎ Ї ↔ ᴌᶕ

ɼ 

3.2 Ҙ  

↔ ┼Ҳ Ҙ ɼ 

3.3 ⅎ  

ῗⅎ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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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市级参考） 

1̔ ⅞ ᵣ  

   
ᵝ  

   

1 

Ḡ  

Ḡ  Ὲ   
      

2 ӄ ῾  Ὲ   
      

3 Ḡ └  Ὲ   
      

4 Ḡ    
      

5 Ḡ    
   

6  Ὲ   
      

7 Ḡ    
   

8  %  
   

9 

≠  

 Ὲ   
      

10 Ӡ  Ὲ   
      

11  Ὲ   
      

12 ֲ Ӡ  /ֲ  
      

13 
Ҭ ֲ

 
/ֲ  

   

14 ᵝ ԋ҈֟ҙ

ⱴṿ 

҆ᾝ/

 
 

   

15 ᶫ ᶛ %  
   

16 

ḱ  

ḱ  Ὲ   
     

17 ḱ  Ὲ   
      

18 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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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ҹ ȁ ̔ ҹ ⅞ ȁ ⅞ ῤҌ

̕ ᴪ ̆ ⅞ ῤꜜⱬ Ҍ Ȃ2̃

ᵣ ⅞ Ҥ ҉ᵝ ⅞ Ȃ3̃ ’ ̆

ⱴҍ ̂ ȁ ̃̕ ᴆ № ᵬҹ Ȃ 

 

ӈ ̔ 

1)  Ḡ ̔ ѿ ῤ ̆ ԍ҉ѿ ̆ ῤ

῾ҙ ̆ⱴ҉ ῤ ȁ ⱴ Ȃ 

2)  ӄ ῾ ̔ҹḠ ῃ̆ ѿ ֲ ᴪ ῾֟ ̆ᶭ

Ҍ ̆ ӄ Ḡ Ȃ 

3)  Ḡ └ ̔ ῤΐ ⱳ ȁ └ Ҥ Ḡ ̆

Ḡ Ḡ Ȃ 

4)  Ḡ ̔ ԑᵬ ̆ ȁ ȁ

ץ̆ ḱ ΐ ⱳ Ȃ 

5)  Ḡ ̔ ԑᵬ ץ̆ ḱ ΐ

Ȃ 

6)  ̔ Ȃ 

7)  Ḡ :Ḡ ȁ Ȃ Ḡ ȁ

ȁ № Ὲ ץ ҕ ҍ ֟ Ȃ 

8)  ̔ Ȃ 

9)  ̔ ῤ Ȃ 

10̃  Ӡ ̔ ᵟ ȁῈ῍ ȁ ҙ ȁדỮ ȁ ҍ֜ ȁῈ

ȁ ҍ ȁ ӊ Ȃ 

11̃  ̔ ῤ Ȃ 

12̃  ֲ Ӡ ̔ Ӡ ҍ ᵟֲ ṿȂ 

13̃  Ҭ ֲ ̔Ҭ ҍҬ ᵟֲ ṿȂ 

14̃  ᵝ ԋ҈֟ҙ ⱴṿ̔ ⅞ ֟₮ ԋ҈֟ҙ ⱴṿȂ 

15) ᶫ ᶛ̔ ⅞ ῤ ᶫ Ҭ ᶛȂ 

16) ḱ ̔ ⅞ ῤ ḱ Ȃ 

17) ḱ ̔ ⅞ ῤ ḱ Ȃ 

18) ḱ ̔ ⅞ ῤ ḱ Ȃ 

 

2̔ ⅞  

≢  

 ⅞  

 

̂Ὲ

̃ 

 

̂Ὲ

̃ 

 

̂%̃  

 

̂Ὲ

̃ 

 

̂%̃  

῾  

      

      

      

      



30 

 

≢  

 ⅞  

 

̂Ὲ

̃ 

 

̂Ὲ

̃ 

 

̂%̃  

 

̂Ὲ

̃ 

 

̂%̃  

ῒז῾       

      

 

      

      

      

      

ῒ

Ҭ 

 

     

Ὲ  

 

 

 

Ὲ  

      

      

      

Ḡ  

Ḡ       

      

      

 

      

      

ῒ

Ҭ 

      

      

ῒז       

      

      

 

̔1̃ ̔ ᵝԍҬ ῤ ᵟ ȁ Ⱶ ȁῈ῍ ȁ

ҙ ȁדỮ ȁ ҍ֜ ȁῈ ȁ ҍ ȁ Ȃ 

      2̃ ̔Ӡȁ ֲ Ҭ ̆ ᵟ ȁ

Ⱶ ȁῈ῍ ȁ ҙ ȁדỮ ȁ ҍ֜ ȁῈ ȁ ҍ

ȁ Ȃ 

      3̃ ̔β ԍ Ҭ ̆ ῾ ᵟ ȁ̔ ֟ ȁ

Ὲ῍ ȁ ҙ ȁדỮ ȁ ҍ֜ ȁῈ ȁ ҍ ȁ῾

Ȃ 



31 

 

 

3̔ ⅞№ ᴨ  

ᵖҌ ԍץҊ ̔ 

3.1 ⱳ ѿ  

 ᵝ  ̂Ὲ ̃ Ḡ  

XX     

XX ֟ Ḡ     

XX №     

XX     

XX     

ŀŀ    

 

3. 2 Ḡ ѿ  

  ᵝ  ̂Ὲ ̃ Ḡ  

Ὲ  Ὲ 1    

Ὲ 2    

ŀŀ    

Ḡ  Ḡ 1    

Ḡ 2    

ŀŀ    

Ὲ  Ὲ 1    

Ὲ 2    

ŀŀ    

 

3.3 ֟Ḡ  

 ᵝ  ̂Ὲ ̃ Ḡ  

֟Ḡ 1    

֟Ḡ 2    

ŀŀ    

 

3.4 ῾ҙⱳ ѿ  

 ᵝ  ̂Ὲ ̃ ᵝ 

ⱳ     

῾֟ ⱴ     

‰῾     

҆֡     

֟ҙ     

ŀŀ    

 

3.5 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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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  ԋ №  
 

̂Ὲ ̃ 
ᶛ 

̂%̃  

 

̂ ̃ Ḡ

 

̂ ̃     

̂ ῒ̃ז     

̂ ̃ Ḡ └

 

└     

ῒז └     

ҙ  

Ῑ     

    

ҙ     

 

    

    

    

ҙҍ ֟

 

ҙ     

    

ᵣ ֟     

Ῥ     

ᴡ ӏ  

    

ᵣᴡ ӏ     

 

´Ԋ     

ῒ     

Ḡ      

 

4̔ 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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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⅞  

 

 

ᾟ ⁞  

⅞

 (+)⁞

(ĺ)  

⅞

 
ⱴ

    

⁞

  

ῒ

 ז

           

 

 

 

 

 

 

4. 2  

̂ ᵝ̔Ὲ ̃ 

 

 
 

⅞Ҭ  ⅞  

  

Ӡ  

 

  

Ӡ  

 
  

 

ֲ

 

  
 

ֲ

 

XX                         

 

4.3 ᵣ ⅞  

 

  ҩ  
ֲ  

ֲ̂҆̃ 

 

̂ Ὲ ̃ 

ֲ

( /ֲ)  №  

Ҭ

 
      

◐Ҭ

 
      

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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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ץ ҍ ḱ  

 

  
ᴋ

Ⱶ 
 

̂Ὲ

̃ 

Һ

 
 

 
      

‰῾

 
      

ᵞ ≠

 

      

 
      

ŀ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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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ᵣ ⅞ᴰ   

6.1 ᵣ ⅞ ᴰ  

约束性指标必须传导，预期性指标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择性传导。 

 

 

 Ḡ

 

ӄ

῾  

Ḡ

└  
Ḡ  

Ḡ

 
 

Ḡ

 

ŀ

ŀ 

ᵝ Ὲ  Ὲ  Ὲ    Ὲ  Ὲ   

 

⅞

Ҋ  
    

 
  

 

⅞

 
    

 
  

 

ᴰ  

X

̂ ̃ȁ

№  

    

 

  

 

X

̂ ̃ȁ

№  

    

 

  

 

ŀŀ         

 

6. 3Ғ ⅞ └ᴋⱵ  

Ғ ⅞  ῤ  └ ̂ Ạȁ Ạ̃ 

֜ Ғ ⅞     

Ғ ⅞     

Ὲ῍ Ғ ⅞   

⁞ Ғ ⅞   

Ғ ⅞   

Ḡ ҍ≠ ⅞̂ ̃   

ŀŀ   

 

7̔ ҉ץ ȁ   

≢  ̂

≢̃ 

(ֽ

Ώ)  

̂ ȁ

̃ 
 

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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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ŀŀ       

֜

 

1       

2       

ŀŀ       

 

≠ 

1       

2       

ŀŀ       

 

1       

2       

ŀŀ       

Ḡ  

1       

2       

ŀŀ       

Ḥ

 

1       

2       

ŀŀ       

ῒז

 

1       

2       

ŀŀ       

Ὲ῍

Ⱶ

 

 

1       

2       

ŀŀ       

 

1       

2       

ŀŀ       

ᵣ

 

1       

2       

ŀŀ       

 

1       

2       

ŀŀ       

ῒ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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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

 

2       

ŀŀ       

ῃ

 

⁞

 

1       

2       

ŀŀ       

 

1       

2       

ŀŀ       

 

8̔ ҉ץ  

≢   ̂ ̃ȁ№  

ҕ ֟ 
1̔ 

    
2̔ 

 
1̔ 

    
2̔ 

 
1̔ 

    
2̔ 

҉ץ Ḡ ᵝ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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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Ҭ ᴨ  

9. 1Ҭ Ҭ  

 

ף  ≢  
̂Ὲ ̃ 

 

̂%̃  

ֲ

 

̂ /ֲ̃ 

 ⅞  ⅞  ⅞ 

06 ᵟ        

07 Ὲ῍        

08 ҙ        

Ữד 09        

10 
ҍ֜

 

      

11 Ὲ        

12 
ҍ

 

      

13        

        

 

9.2Ҭ └  

 

≢     ᵝ   

 

1      

2      

ŀ      

 

1      

2      

ŀ      

 

1      

2      

ŀ      

 

1      

2      

ŀ      

 

1      

2      

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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ŀ      

注：干线道路包括快速路和主干路等重要道路，道路位置填起讫点，规模根据指标类别来确

定，包括红线宽度、长度、面积、班级数、床位数等，重点城市紫线的“备注“栏填写重点

城市紫线的类别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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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⅞ⱳ № ̂ ̃ 

1 ⅞ⱳ №  

 
ⱳ №  ӈ 

1 
Ḡ

 

ΐ ⱳ ȁ Ḡ

̆ Ḡ ȁ Ḡ ҍ

ḱ ץ ΐ ѿ ⱳ ῒז Ȃ 

2 
῾ҙ῾

 

ҹ̆ ῾ ῾ҙ ץ ῾ Ҭ

֟ ҹҺ Ȃ 

3 
 

̆ Ҭ

֟ȁ Ȃ 

4 
 

ᾛ Ҭ ≠ ꜚ ≠

ꜚ ץ̆ ╠ⱳ ̆

ΐᵣ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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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⅞ №  

Ẑᴹ ֪ש ҆ ὔ ש֪ ᵿ 

1 

生态保护红线

区 

核心红线区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 

其他红线区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其他控制区，自然公园的

核心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和预留区，

领海基点保护范围，Ⅰ级保护林地（除自然保护地

外），除Ⅰ级保护林地和自然保护地外的一级国家

级公益林、飢用水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极小种群物种分布栖息地、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以及其他具有潜在极

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等。 

2 

生态保护控制

区 

森林生态控

制区 

Ⅱ级保护林地（丌包括零星分布的省级公益林），

除Ⅱ级保护林地外的二级国家级公益林、集中连片

的省级公益林、天然林重点区域、沿海国家特殊保

护林带、古树名木集中分布区、名胜古迹和革命纨

念地林、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区、母树林、实验林等。 

湿地生态控

制区 

省级以上重要湿地，飢用水水源地的二级保护区，

重要江河、湖泊、库塘等水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除核心区外的其他区域。 

海洋生态控

制区 

主要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海洋特别保护

区的生态不资源恢复区和适度利用区、重要河口生

态系统、重要滨海湿地、重要渔业海域、重要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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Ẑᴹ ֪ש ҆ ὔ ש֪ ᵿ 

旅游区、特别保护海岛等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生

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 

其他生态控

制区 

自然公园的其他区域（丌含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区

以及森林生态控制区、湿地生态控制区的区域），

珍稀濒危野生劢植物栖息地，重要风景资源分布

区，坡度 25 度以上退耕还林区和地质灾害隐患区，

重要生态廊道，其他生态功能重要区域。 

3 

一般生态保护

区 

一般生态防

护区 

Ⅲ级保护林地，除Ⅲ级保护林地外的其他天然林、

零星分布的省级公益林、市县级公益林、其他防护

林和特用林、城镇周边山体、城郊绿色空间、省级

以上重要湿地外的湿地、一般水系、一般生态廊道

等。 

一般生态经

济区 

Ⅳ级保护林地，林地之外的树圃、苗圃、经济林等。 

4 

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

田示范区 

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连片，配套设施完善需更严

格保护的农业永续利用区域。 

永久基本农

田集中区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外，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

严格保护的农业永续利用区域。 

永久基本农

田储备区 

可以调整补充为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集中分布区

域。 

5 一般农业农村 农田整备区 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可以复垦补充耕地等农用地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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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区 作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潜力范围的区域。 

一般农地区 

以一般种植业、牧业等农业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

向划定的区域。 

村庄建设区 集聎提升类村庄和规划保留村庄的建设区。 

6 

城镇集中建设

区 

重要绿地水

系区 

包括城市结构性生态绿廊、重要城市公园、重要蓝

线控制区和一般绿地休闲区。 

历叱文化紫

线区 

包括历叱文化街区保护紫线区、文化遗产保护紫线

区和一般历叱保护地区。 

重要交通不

枢纽区 

包括重要城市交通枢纽黄线区和一般交通枢纽区。 

居住生活区 

以城市住宅建筑和居住配套设施为主要功能导向

的区域。 

公共服务设

施集中区 

以提供行政办公、文化、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管

理不公共服务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包括重要公

共设施橙线区。 

商业商务区 

以提供商业服务业、商务办公等为主要功能导向的

区域。 

工业物流区 

以城市工业、仓储物流及其配套服务为主要功能的

区域。 

特色功能区 

为满足特定发展意图设定的创新发展区、文化创意

区、旅游度假区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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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镇弹性发展

区 

 

在城镇开发边界内预留的，在特定条件下可调整为

城镇集中建设区的区域。 

8 

城镇特别用途

区 

 

划入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管控的各类生态、人文景

观等开敞空间。 

9 

陆域其他保护

利用区 

文化遗产保

护区 

在城镇开发边界以外，以历叱文化遗产保护为主要

功能的区域。 

工矿及矿藏

区 

以矿产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功能的区域。 

10 渔业用海区 

养殖用海区 指供养殖或培育海洋经济劢物和植物的海域。 

增殖用海区 

指经过繁殖保护措施来增加和补充生物群体数量

的海域。 

海洋渔业基

础设施区 

指适亍渔业基础设施建设，供渔船停靠、进行装卸

作业和避风的海域，以及用来繁殖重要苗种的场

所。 

11 港口航运区 

港口用海区 

指供船舶停靠、进行装卸作业、避风及货物存放的

海域。 

航道用海区 指供船只航行使用的海域。 

锚地用海区 

指供船舶聍检、候潮、待泊、避风以及进行水上装

卸作业的海域。 

12 

工业不矿产能

源用海区 

工业用海区 指核电、石化、船舶等临港工业生产的海域。 

油气用海区 指供油气勘探和开采作业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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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矿产用

海区 

指供固体矿产勘探和开采作业的海域。 

可再生能源

用海区 

指供开发利用潮汐能、波浪能等海洋可再生能源的

海域。 

13 

旅游休闲娱乐

用海区 

风景旅游用

海区 

指具有一定质和量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可供游

人参观游览的海域。 

文体休闲娱

乐用海区 

指供海上文体娱乐、运劢和度假等的海域。 

14 特殊用海区 

´Ԋ  ᶫ´Ԋ ᶏז Ȃ 

ῒ

 

ᶫ ȁ ȁẁṕ

ᶏז Ȃ 

15 海洋保留区  

目前功能尚未明确，有待通过科孥论证确定具体用

途的海域海岛，为保留海域海岛后备空间资源，在

规划期限内限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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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⅞ № ̂ ̃ 

3 ⅞ № ̂ ̃ 

 ҆  є  ַᵃ  ᵌѱ 

01   ᶉα01β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

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休耕地）；以种植农

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

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涂

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

<2.0 米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梗）；临时种

植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临时种植果

树、茶树和林木丏耕作层未破坏的耕地，以及其他

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包括水田、水浇地、旱地等 

 0101 ₯Ⱶα0101β 指用亍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

实行水生、旱生农作物轮种的耕地。 

0102 ₯ ᶉ

α0102β 

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

溉，种植旱生农作物（含蔬菜）的耕地。包括种植

蔬菜的非工厂化的大棚用地。 

0103 ᶉα0103β 指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生农作物的

耕地，包括没有灌溉设施，仅靠引洪淤灌的耕地。 

02   ‼ ⱴᶉ

α02β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

生木本和草本作物（含其苗圃），覆盖度大亍 50%

或每亩有收益的株树达到合理株树 70%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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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用亍育苗的土地，包括果地、菜地、橡胶园等 

03   Ὸᶉα03β 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包括迹地，丌包

括绿地不广场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内的附属绿地 

04   ᶉα04β 指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用亍畜牧业的土地 

05   ԍң֓ⱴᶉ 指上述耕地、种植园地、林地、牧草地以外的农用

地 

 050

1 

 设 施 农 用 地

（1202） 

指直接用亍经营性畜禽养殖生产设施及附属设施

用地；直接用亍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等农产品生产

的设施及附属设施用地；直接用亍设施农业项目辅

劣生产的设施用地；晾晒场、粮食果品烘干设施、

粮食和农资临时存放场所、大型农机具临时存放场

所等规模化粮食生产所必需的配套设施用地 

  05010

1 

农 业 生 产 设

施用地 

直接用亍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等农产品生产的设

施及附属设施用地 

  05010

2 

农 业 配 套 设

施用地 

直接用亍设施农业项目辅劣生产的设施用地 

  05010

3 

农 业 附 属 设

施用地 

晾晒场、粮食果品烘干设施、粮食和农资临时存放

场所、大型农机具临时存放场所等规模化粮食生产

所必需的配套设施用地 

 050

2 

 农 村 道 路

（1006） 

指在农村范围内，南方宽度≥1.0 米、≤8.0 米，北

方宽度≥2.0 米、≤8.0 米，用亍村间、田间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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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幵在国家公路网络体系之外，以服务亍农村农

业生产为主要用途的道路（含机耕道） 

 050

3 

 田坎（1203） 指梯田及梯状坡地耕地中，主要用亍拦蓄水和护

坡，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2.0 米的地坎 

 050

4 

 坑 塘 水 面

（1104） 

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蓄水量＜10 万立方米的

坑塘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050

5 

 沟渠（1107） 指人工修建，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2.0 米

用亍引、排、灌的渠道，包括渠槽、渠堤、护路林

及小型泵站 

06   ṖӉⱴᶉ 指主要用亍人仧生活居住的各类住宅建筑及其附

属设施用地 

 060

1 

 城 镇 住 宅 用

地 (R) 

（0701） 

指城镇用亍生活居住的各类住宅建筑用地及其附

属设施用地，丌含配套的公共设施等用地 

  06010

1 

一 类 住 宅 用

地 

设施齐全、环境良好，以低层住宅为主的住宅建筑

用地及其附属道路、附属绿地、停车场等用地 

  06010

2 

二 类 住 宅 用

地 

设施较齐全、环境良好，以多、中、高层住宅为主

的住宅建筑用地及其附属道路、附属绿地、停车场

等用地 

  06010

3 

三 类 住 宅 用

地 

设施较欠缺、环境较差，以需要加以改造的简陋住

宅为主的住宅建筑用地及其附属道路、附属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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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等用地，包括危房、棚户区、临时住宅等用

地 

 060

2 

 农 村 住 宅 用

地（0702） 

指农村用亍生活居住的各类宅基地 

  06020

1 

一类宅基地 

指农村村民用亍建造独户住房的集体所有土地 

  06020

2 

二类宅基地 

指农村村民用亍建造集中住房的集体所有用地 

 060

3 

 城 镇 社 区 服

务设施用地 

指为居住区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包括社区卫

生服务站、文化活劢站、小型综合体育场地、商业、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环卫、变电设施等用地，丌

包括中小孥、幼儿园、托儿所用地 

 060

4 

 农 村 生 产 生

活 服 务 设 施

用地 

指为农村社区配套的生产不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包

括供销社、兽医站、农机站、咨询服务、晒场；农

村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劢室、综合礼埻、农家书屋、

村民广场不绿地、社区卫生服务站、商店、环卫、

变电设施、宗祠、仓储埼场等用地，丌包括中小孥、

幼儿园、托儿所用地 

07   Ԇԉ ᾜⱴ

ᶉ 

指行政、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社会福利、科

研、商服、社区服务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 

 070  行 政 办 公 用 指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办公机构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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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

(A1)(08H1) 

相关设施用地,包括乡政府、村委会、各类村民自治

组织的办公用地 

 070

2 

 文 化 用 地

(A2)(O8H2) 

指图书、展览、游乐等文化娱乐活劢设施用地 

  07020

1 

图 书 博 览 用

地 

指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公共美术馆、纨

念馆、规划建设展览馆等设施用地 

  07020

2 

文 化 活 劢 用

地 

指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文化站、工人文化宫、

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劢中心）、妇女儿童活劢中心

（儿童活劢中心）、老年活劢中心、综合文化活劢

中心（社区）、文化活劢站（街道），公共剧场等

设施用地 

  07020

3 

影剧院用地 

电影院、剧场、音乐厅、杂技场等演出场所 

  07020

4 

游乐用地 

绿地率小亍 65%的大型游乐设施用地 

 070

3 

 教 育 用 地

(A3) (O8H2) 

指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中小孥教育、特殊教

育设施等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为孥校配建的独

立地殌的孥生生活用地 

  07030

1 

高 等 教 育 用

地 

指大孥、孥院、高等职业孥校、高等与科孥校、研

究生院、电视大孥、党校、干部孥校及其附属设施

用地，包括军事院校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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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0

2 

中 等 职 业 教

育用地 

指普通中等与业孥校、成人中等与业孥校、职业高

中、技工孥校等用地，丌包括附属亍普通中孥内的

职业高中用地 

  07030

3 

中小孥用地 指小孥、初级中孥、普通高中、九年一贯制孥校、

完全中孥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07030

4 

孥 前 教 育 用

地 

指幼儿园、托儿所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07030

5 

特 殊 教 育 用

地 

指盲、聋、培智孥校、综合类特殊教育孥校、工读

孥校等用地 

  07030

6 

其 他 教 育 用

地 

业余孥校、国际孥校、培训中心等非公益性的教育

培训机构用地 

 070

4 

 体 育 用 地

(A4) (O8H2) 

指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丌包括孥校等

机构与用的体育设施用地 

  07040

1 

体 育 场 馆 用

地 

指室内外体育运劢用地，包括体育场馆、游泳场馆、

全民健身中心、大中型多功能运劢场地及其附属的

业余体校等用地 

  07040

2 

体 育 训 练 用

地 

指为体育运劢与设的训练基地用地 

  07040

3 

康体用地 赛马场、高尔夫球场、跳伞场、射击场、溜冰场、

水上运劢的陆域部分等用地 

 070  医 疗 卫 生 用 指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康复和急救设施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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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 (A5) 

(O8H2) 

地 

  07050

1 

医院用地 指综合医院、中医类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

医院和民族医院）、与科医院（儿童医院、传染病

医院、精神与科医院、妇产医院、妇幼保健院、肿

瘤医院、职业病医院、口腔医院、康复医院等）、

护理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设施用地 

  07050

2 

公 共 卫 生 用

地 

指卫生防疫站、与科防治所、检验中心、急救中心、

血液中心、劢物检疫站等卫生设施用地 

  07050

3 

其 他 医 疗 卫

生用地 

高端医疗等非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机构用地 

 070

6 

 社 会 福 利 用

地

(A6)(O8H2) 

指为老年人、儿童及残疾人等提供社会福利和慈善

服务的设施用地 

  07060

1 

老 年 人 社 会

福利用地 

指为老年人提供居住、康复、保健等服务功能的设

施用地，包括养老院、敬老院、养护院等 

  07060

2 

儿 童 社 会 福

利用地 

指为孤残儿童提供居住、护养等慈善服务的设施用

地，包括儿童福利院、孤儿院、未成年人救劣保护

中心等 

  07060

3 

残 疾 人 社 会

福利用地 

指为残疾人提供居住、康复、护养等慈善服务的设

施用地，包括残疾人福利院、残疾人康复中心、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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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等 

  07060

4 

其 他 社 会 福

利用地 

指除以上之外的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包括救劣管理

站、非公益性的养老机构等 

 070

7 

 科 研 用 地

(A35) 

(O8H2) 

指科研事业单位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070

8 

 商 服 用 地

(B)(05) 

指商业、商务、物流、批发、农村游览接待等设施

用地 

  07080

1 

商 业 服 务 用

地(B1) 

指商业及飠飢、旅馆等服务业用地，包括以零售功

能为主的商铺、商场、超市、市场，飡店、飠厅、

酒吧，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度假村，

电信、邮政、供水、燃气、供电、供热等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等用地 

  07080

2 

商 务 办 公 用

地(B2) 

指釐融保险、艺术传媒、研发设计、技术服务、创

意产业、物流管理中心等综合性办公用地 

  07080

3 

批 发 市 场 用

地(B12) 

以批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 

  07080

4 

加 油 加 气 站

用地（B41） 

指零售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等用地 

  07080

5 

其 他 商 服 用

地 

宠物医院、通用航空、汽车维修站等其他服务设施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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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80

6 

农 村 新 业 态

服务用地 

指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产生的农村农业发展新业

态配套的复合型服务设施用地 

08   ṩ ѝ ⱴ ᶉ

(M)(0601) 

指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包括与用铁路、码头和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丌包括露天矿用地 

 080

1 

 一 类 工 业 用

地(M1)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规划布局无特殊控制要求的工业用地 

  08010

1 

工 业 新 业 态

用地(M11) 

符合国家、省新产业、新业态政策要求的一类工业

用地 

  08010

2 

其 他 一 类 工

业用地(M12) 

新产业、新业态以外，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

扰、污染和安全隐患，规划布局无特殊控制要求的

工业用地 

 080

2 

 二 类 工 业 用

地(M2)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丌可布局亍居住区和公共设施集中区内的工业

用地 

 080

3 

 三 类 工 业 用

地(M3)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严重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规划布局有防护、隔离要求的工业用地 

09   ҡ ӳ ⱴ ᶉ

(W)(0508) 

指物资储备、中转、配送等设施用地，包括附属设

施、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090

1 

 一 类 仓 储 用

地(W1)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规划布局无特殊控制要求的物流仓储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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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

2 

 二 类 仓 储 用

地(W2)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丌可布局亍居住区和公共设施集中区内的物流

仓储用地 

 090

3 

 危 险 品 仓 储

用地(W3) 

指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规划布局有防护、

隔离要求的物流仓储用地 

10   јҏ

ᾜⱴᶉ(S) 

指道路、交通设施等用地，丌包括其他用地内的附

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100

1 

 城 镇 道 路 用

地(S1)(1004) 

指城镇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等用地，包

括其交叉口用地 

 100

2 

 村 庄 道 路 用

地(1004) 

指村庄内的各类道路用地，包括其交叉口用地 

 100

3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用 地

(S2)(1002) 

指独立占地的城市轨道交通地面以上部分的线路、

站点用地 

 100

4 

 交 通 枢 纽 用

地(S3) 

指铁路客货运站、公路长途客运站、港口客运码头、

公交枢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100

5 

 交 通 场 站 用

地(S4)(1005) 

指交通服务设施用地，丌包括交通指挥中心、交通

队用地 

  10050

1 

公 共 交 通 场

站用地 

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附属设施，公共汽（电）

车首末站、停车场（库）、保养场，出租汽车场站

设施等用地，以及轮渡、缆车、索道等的地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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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10050

2 

社 会 停 车 场

用地 

指独立占地的公共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丌包括其

他各类用地配建的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 

  10050

3 

其 他 交 通 场

站用地（S9） 

指除以上之外的交通场站用地，包括教练场等用地 

11   Ԇⱴ ᾜⱴ

ᶉ(U)(0809) 

指供水、排水、供电、供燃气、供热、通信、广播

电视、环卫、消防、防洪等设施用地 

 110

1 

 供 水 用 地

(U11) 

指取水设施、供水厂、再生水厂、加压泵站、高位

水池等设施用地 

 110

2 

 排 水 用 地

(U21) 

指雨水泵站、污水泵站、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厂等

设施及其附属的构筑物用地，丌包括排水河渠用地 

 110

3 

 供 电 用 地

(U12) 

指变电站、开关站、环网柜等设施用地，丌包括电

厂用地。高压走廊下规定的控制范围内的用地应按

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 

 110

4 

 供 燃 气 用 地

(U13) 

指分输站、调压站、门站、供气站、储配站、气化

站、灌瓶站和地面输气管廊等设施用地，丌包括制

气厂用地 

 110

5 

 供 热 用 地

(U14) 

指集中供热厂、换热站、区域能源站、分布式能源

站和地面输热管廊等设施用地 

 110

6 

 通 信 用 地

(U15) 

指邮政中心局、邮政支局、邮件处理中心、电信局、

移劢基站、微波站等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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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7 

 广 播 电 视 用

地(U16) 

指广播电视的发射、传输和监测设施用地，包括无

线电收信区、发信区以及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

差转台、监测站等设施用地 

 110

8 

 环 卫 用 地

(U22) 

指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危险废物处理（置），以

及垃圾转运、公厕、车辆清洗、环卫车辆停放修理

等设施用地 

 110

9 

 消 防 用 地

(U31) 

指消防站、消防通信及指挥训练中心等设施用地 

 111

0 

 防 洪 用 地

(U32) 

指防洪堤、防洪枢纽、排洪沟渠等设施用地 

 111

1 

 其 他 公 用 设

施用地(U9) 

指除以上之外的公用设施用地，包括施工、养护、

维修等设施用地 

12   ᶉјẌᶊ

ⱴ ᶉ

(G)(0810) 

指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放空间用地 

 120

1 

 公 园 绿 地

(G1) 

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景

观、文教和应急避险等功能，有一定服务设施的绿

地 

 120

2 

 防 护 绿 地

(G2) 

指具有卫生、隔离、安全、生态防护功能，游人丌

宜进入的绿地 

 120  广 场 用 地 指以游憩、纨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为主的公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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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3) 劢场地 

ⱴᶉ 指需要预留幵进行控制、但尚未确定具体用途的城יִꜜ   13

乡建设用地 

 130

1 

 城 镇 留 白 用

地 

城镇集中建设区内需要预留幵进行控制、但尚未确

定具体用途的城镇建设用地 

 130

2 

 农 村 留 白 用

地 

村庄（含集镇）建设用地区内需要预留幵进行控制、

但尚未确定具体用途的建设用地 

 130

3 

 城 镇 空 闲 用

地 

指城镇、工矿范围内尚未使用的土地。包括尚未确

定用途的土地。 

 130

4 

 农 村 空 闲 用

地 

指村庄内尚未使用的土地。包括尚未确定用途的土

地。 

ᶞᶡ︠ש   14

ᾜⱴᶉ (H2) 

指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管道运输、能源、水

利、通信等区域基础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丌包

括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铁路客货运站、公路长途

客货运站以及港口客运码头 

 140

1 

 铁 路 用 地

(H21)(1001) 

指铁路编组站、线路等用地 

 140

2 

 公 路 用 地

(H22)(1003) 

指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用地及附属设施用地 

 140

3 

 港 口 码 头 用

地

指海港和河港的陆域部分，包括码头作业区、辅劣

生产区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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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3)(1008) 

 140

4 

 机 场 用 地

(H24)(1007) 

指民用及军民合用的机场用地，包括飞行区、航站

区等用地，丌包括净空控制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140

5 

 管 道 运 输 用

地

(H25)(1009) 

指运输矿石、石油和天然气等地面管道运输用地，

地下管道运输规定的地面控制范围内的用地应按

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 

 140

6 

 区 域 公 用 设

施 用 地

(H3)(0809) 

指为区域服务的公用设施用地，包括区域性能源设

施、水利设施、通信设施、广播电视设施、环卫设

施、排水设施等用地，丌包括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

的公用设施用地 

15   ◕ ₔ ⱴ ᶉ

(H4) (09) 

指指用亍军事设施、涉外、宗教、监教、殡葬、风

景名胜等各类特殊性质土地。 

 150

1 

 军 事 用 地

(H41) 

指直接用亍军事目的的设施用地，丌包括部队家属

生活区和军民共用设施等用地 

 150

2 

 外 事 用 地

（A8） 

指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国际机构及其生活设施

等用地 

 150

3 

 宗 教 用 地

（A9） 

指宗教活劢场所用地 

 150

4 

 文 物 古 迹 用

地(A7) 

指具有保护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

寺、近代代表性建筑、革命纨念建筑等用地，丌包

括已作其他用途的文物古迹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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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5 

 安 保 用 地

(H42) 

指监狱、拘留所、劳改场所和安全保卫设施等用地，

丌包括公安局用地 

 150

6 

 殡葬用地 

指殡仦馆、火葬场、骨灰存放处和墓地等用地 

 150

7 

 储备库用地 指国家和省级的粮食、棉花、石油等战略性储备库

用地 

 150

8 

 其 他 特 殊 用

地（H9） 

指除以上之外的特殊用地，包括边境口岸和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的管理不服务设施用

地 

Ⱶⱴם   16

ᶉ 

指采矿、产盐等地面生产用地 

 160

1 

 采 矿 用 地

（ H5 ）

（0602） 

指采矿、采石、采砂（沙）场，砖瓦窑等地面生产

用地及尾矿埼放用地 

 160

2 

 盐田（0603） 指以生产盐为目的的土地，包括晒盐场所、盐池及

附属设施用地 

17   ▒ӟꜜᶉ 指盐碱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等土地 

 170

1 

 盐 碱 地

（1204） 

指表层盐碱集聎，生长天然耐盐植物的土地 

 170

2 

 沙地（1205） 指表层为沙覆盖、基本无植被的土地，丌包括滩涂

中的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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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3 

 裸 土 地

（1206） 

指表层为土质，基本无植被覆盖的土地 

 170

4 

 裸 岩 石 砾 地

（1207） 

指表层为岩石或石砾，丏覆盖面积≥70%的土地 

 170

5 

 其 他 草 地

（0404） 

指树木郁闭度﹤0.1，表层为土质，丌用亍放牧的

草地 

 170

6 

 冰 川 及 永 久

积雪（1110） 

指表层被冰雪常年覆盖的土地 

18   ᶉ₯ᶞ 指河流、湖泊等陆地水域用地及沼泽、陆域滩地，

丌包括滞洪区和已垦滩涂中的耕地、园地、林地、

城镇村庄建设用地、道路等用地 

 180

1 

 河 流 水 面

（1101） 

指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河流常水位岸线之间的水

面，丌包括被堤坝拦截后形成的水库区殌水面 

 180

2 

 湖 泊 水 面

（1102） 

指天然形成的积水区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180

3 

 水 库 水 面

（1103） 

指人工拦截汇集而成的总设计库容≥10 万立方米

的水库正常蓄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180

4 

 沼泽(0304、

0306、0402、

1108) 

指经常积水或渍水，一般生长湿生植物的土地，包

括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地、草本沼泽、苔

藓沼泽和内陆盐沼等 

 180  内 陆 滩 涂 河流、湖泊常水位至洪水位间的滩地，时令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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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06） 洪水位以下的滩地，水库、坑塘的正常蓄水位不最

大洪水位间的滩地 

19   ─∏₯ᶞ 指沿海滩涂、海水水域、无居民海岛等用地 

 190

1 

 沿 海 滩 涂

（1105） 

指沿海大潮高潮位不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 

 

  19010

1 

红 树 林

（0303） 

指海洋中生长红树植物的水域 

  19010

2 

其 他 沿 海 滩

涂 

指沿海大潮高潮位不低潮位之间除红树林以外的

其他潮浸地带 

 190

2 

 海水水域 

潮间带及红树林生长地以外的海域 

 190

3 

 无居民海岛 

指丌属亍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 

20   历叱用海 海洋功能区划实施后现状海岸线（有效岸线）向陆

一侧除已纳入土地管理外的区域 

 200

1 

 有权属用海 持有特定用途海域使用权证的填海或围海等区域，

用途一般分为农业、建设、养殖等 

 200

2 

 待 处 置 围 填

海 

已纳入围填海历叱遗留问题清单处置的区域 

 200

3 

 其 他 历 叱 用

海 

除有权属用海和待处置围填海以外的其他历叱用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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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10 地下道路与交通设施 

指地下道路设施、地下轨道交通设施、地下公共人行通

道、地下交通场站、地下停车设施等 

  UG1008 地下人行通道 指地下人行通道及其配套设施 

UG11 地下公用设施 

指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实现城市给水、供电、供气、供热、

通信、排水、环卫等市政公用功能的设施，包括地下市

政场站、地下市政管线、地下市政管廊和其他地下市政

公用设施 

  

  

UG1112 地下市政管线 

指地下电力管线、通信管线、燃气配气管线、再生水管

线、给水配水管线、热力管线、燃气输气管线、给水输

水管线、污水管线、雨水管线等 

UG1113 地下市政管廊 

指用亍统筹设置地下市政管线的空间和廊道，包括电缆

隧道等与业管廊、综合管廊和其他市政管沟 

UG28 地下人民防空设施 

指地下通信指挥工程、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与业队工程、

人员掩蔽工程等设施 

UG29 地下商业服务设施 

指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实现商业、商务、物流、批发等商

服设施用地。 

UG30 其他地下设施 指除以上之外的地下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