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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喀左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以下简称现行规划）

于 2011年底编制完成。辽宁省人民政府于 2012年 4月下发了《辽宁省

人民政府关于双塔区、龙城区、朝阳县、建平县、凌源市、喀喇沁左翼

蒙古族自治县、北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批复》（辽

政发〔2012〕89号）。随着上述规划的批准，标志着喀左县土地规划迈

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现行规划实施以来，土地利用规划作为空间布局规划的“龙头”作

用明显。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质量得到双重保护；新增建设用地得到

充分利用，建设用地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规划在指引各项建设集约高

效用地、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改善县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随着 2016年 4月国家制定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在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等领

域赋予东北新的使命，喀左县现行规划已难以适应“十三五”期间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

文件要求，喀左县启动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2017 年 12

月，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了《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以 2014年

为基期年、2020年为目标年，对喀左县土地利用进行了新的安排。为全

面掌握喀左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宏观调控作用，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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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指导原则与期限范围指导原则与期限范围指导原则与期限范围指导原则与期限范围

一、评估的指导思想

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围绕保

护资源、保障发展和保育生态目标，强化土地用途和空间管制，促进节

约集约用地，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有效参与宏观调控，提高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社会公信力，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加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评估的主要任务

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方法，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

目标、空间布局、重点安排、保障措施等进行评估，掌握规划实施期间

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和特点，分析规划实施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促

进规划有效实施的建议和措施。

三、评估遵循的原则

（一）客观真实原则

规划实施评估依据权威部门发布的经济社会、土地利用等数据和资

料，以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为评估的基础数据，如实反映规划实

施情况，保证评估过程和结论的客观性。

（二）综合评估原则

规划实施评估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规划目标

执行情况、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变化情况、规划措施执行情况等进行综

合评估，全面分析规划实施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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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约集约原则

规划实施评估贯彻资源利用节约优先战略，按照最大限度提高各类

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要求，严格对照各类用地的准入条件、行业用

地定额进行节约集约用地评价。

（四）统筹兼顾原则

规划实施评估基于充分的调查研究，与发展改革、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农经、林业、交通、水利等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广泛听取社会公

众意见和建议，统筹兼顾，提出科学有效的实施措施。

四、评估主要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8《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9.《土地复垦条例》；

10.《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11《辽宁省基本农田保护办法》。

（二）政策规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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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2〕2号）；

2.《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4〕18号）；

3.《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

〔2014〕119号）；

4.《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

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5.《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

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096号）；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卜平衡的意见》（中

发〔2017〕4号）；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

见》（中发〔2016〕7号）；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

1号）；

9.《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

资规〔2018〕1号）；

10.《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

11.生态环境部等 13个部门《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环土壤〔2018〕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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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IT1024-2010)；

13.《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1-2009）；

14.《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IT1027-2010)。

（三）相关规划依据

1.《朝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2.《朝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3.《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

4.《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5.《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调整方案》；

6.《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城总体规划》（2012—2030年）；

7.喀左县城乡建设、村镇发展、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划。

五、评估范围与期限

（一）范围：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一致，评估范围

为喀左县的全部土地，区域面积为 223208.65公顷。

（二）期限：本次评估基期为 2005年，评估期限为 2006年 1月 1

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评估时点为 2017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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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规划情况规划情况规划情况规划情况

第一节 规划的基本情况

一、期限范围及获批情况

2012年 4月，辽宁省人民政府下发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双塔区、

龙城区、朝阳县、建平县、凌源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票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批复》（辽政发〔2012〕89号）

文件，批准了《喀左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基期年

为 2005年，远期目标年为 2020年。

2017年 12月，辽宁省人民政府下发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朝阳

市双塔区、龙城区、朝阳县、建平县、喀左县、北票市、凌源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批复》（辽政〔2017〕238号）

文件，批准了《方案》。

二、采用的基础数据情况

规划编制采用基础数据来源于喀左县国土资源局，并经喀左县国土

资源局确认的 200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规划主要是以土地分类在过渡

期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规划的需要进行了适当归并，将土地利用现状归

并成两级分类，一级地类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其他土地；二级地类

为：农用地中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

中包括城乡建设用地（含城镇工矿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交通水利用

地、其他建设用地，其他土地中包括水域和自然保留地。其它有关人口、

经济、土壤、农业、气象、林业、城市规划、交通、水利等资料，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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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主管部门。

三、规划编制的协调衔接情况

规划编制过程中，严格落实了上级规划的各项调控指标，同时做到

了与喀左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交通、水利、能源、环保等其他专项规

划保持了良好的衔接。

第二节 规划的主要内容

一、规划指标调整情况

现行规划中的 14项调控指标，包括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园地面积、林地面积、牧草地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规模及人均城镇工矿用地等指标，具体指标情况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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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2-12-12-1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指标 2005年 2020年

总量指标总量指标总量指标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63227 5780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42823 44973

园地面积 9207 9255

林地面积 69237 91217

牧草地面积 0 24018

建设用地总规模 13086 15137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1765 13323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533 4026

交通、水利设施及其他用地规模 1321 1814

增量指标增量指标增量指标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2006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1831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1286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 8010

效益指标效益指标效益指标效益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354 186

备注：1.表中规划基期年（2005年）数据已由第一次土地调查连续变更到 2005年的

地类面积，转换为第二次土地调查倒推至 2005年的地类面积，使规划基期年各地类

面积与调整完善后规划末期（2020年）各项指标具有可比性。2.表中增量指标新增

建设用地总量、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均为 2006-2014
年全县实际新增量（分别为 749公顷、656公顷和 466公顷），加上调整完善安排的

2015-2020年新增规模（分别为 1257公顷、1175公顷和 820公顷），土地整治补充

耕地规模为 2006-2014 年全县实际开展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数量（6160公顷），加上

调整完善安排的 2015-2020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1850公顷）。

二、土地用途及空间管制

（一）土地用途分区管控

依据土地用途管制的需要，将全县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

般农地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区、风景旅游用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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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林业用地区、牧业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 10类用途区，并实行差别化的土地用途管制措施。其中，基

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 46768公顷，一般农地区面积为 23435公顷，城镇

村建设用地区面积为 11996公顷，独立工矿用地区面积为 1340公顷，风

景旅游用地区面积为 2732公顷，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为 2624公顷，

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面积为 10092公顷，林业用地区面积为 85585公

顷，牧业用地区面积为 22016公顷，其他用地区面积为 16621公顷。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控

规划根据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需要，将全部土地划分为允许建

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 4类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区域。规划期末，允许建设区面积为 1333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97%。

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359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61%。限制建设区面

积为 19218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6.10%。禁止建设区面积为 1410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32%。

三、土地利用的重点安排

（一）中心城区重点安排

喀左县规划中心城区规模 7655公顷（76.55平方公里），包括大城子

街道所辖的大五家子村、小城子村、西村；利州街道所辖的东村、北村、

小河湾村；南哨街道所辖的南窑村、白音爱里村、梁家营子村、五道营

子村、栢沟村、山咀村；兴隆庄乡所辖的头道洼村。其中大城子镇 3013

公顷，南哨镇 2603公顷，草场乡 318公顷，东哨镇 22公顷，兴隆庄镇

1699公顷。按照紧凑发展、集聚发展的土地利用格局，在落实新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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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模的同时，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划定允许建设区。根据

规划期内城市用地规划及中心城区发展方向、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心

城区功能分区，在建设用地集聚发展的片区外，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在

可建用地面积内布局有条件建设区，形成中心城区开发边界。根据区域

土地利用现状、土地适宜性、规划土地利用方向及土地用途管制的需要，

将调整后的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内的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

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风景旅游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林业用地区、其他用地区 7类土地用途区，按照土地用途区管制规则实

行差别化用途管制。

（二）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安排

根据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统筹安排、整体

推进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为保障规划期内土地整治任务的落实，通过对

分散的农村居民点的拆迁、合并、改造，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村

生活和居住环境。规划至 2020 年，通过土地整治，全县新增耕地 1850

公顷。其中，通过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面积 152公顷，主要安排在卧虎

沟乡、坤都营子乡、山嘴子镇、中三家镇、大营子乡、六官营子镇、甘

招镇；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增加耕地面积 422公顷，主要安排在南公

营子镇、中三家镇、六官营子镇、甘招镇、大营子乡；通过土地复垦增

加耕地 140公顷，集中安排在采矿用地规模较大的中三家镇；规划安排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新增耕地面积 922公顷，重点安排在中三家镇、

羊角沟镇、平房子镇、公营子镇、南公营子镇等乡镇；完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建设规模 7966公顷，新增耕地面积 21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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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建设项目安排安排

规划对交通、水利、能源、环保、旅游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用地进

行了统筹安排。到 2020年，预测交通用地需求规模 2660公顷，按市级

规划调整控制指标，将全县交通运输用地新增规模安排在 80公顷以内；

预测水利用地需求规模 3511公顷，按市级规划调整控制指标，将全县水

利用地新增规模安排在 100公顷以内；预测能源项目用地需求规模 131

公顷，按市级规划调整控制指标，将全县能源用地新增规模安排在 7公

顷以内；预测环保项目用地需求规模 298公顷，按市级规划调整控制指

标，将全县环保项目用地新增规模安排在 50公顷以内；预测旅游项目用

地需求规模 291公顷，按市级规划调整控制指标，将全县旅游项目用地

新增规模控制在 17公顷以内；全县新增采矿项目用地控制在 100公顷以

内。

四、实施的保障措施

规划从行政、经济、技术、公众参与等方面，制定规划实施保障措

施，以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一是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以

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二是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以优化土地

利用空间格局；三是建立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机制，以促进土地资源高效

利用；四是加大土地生态建设保护力度，促进各类生态系统安全与稳定；

五是加强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建设，实发挥规划对土地利用的统筹管控作

用；六是建立与完善公众参与制度，以扩大规划实施的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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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分析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分析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分析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分析

第一节 土地利用变化条件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

2005年，喀左县地区生产总值为21.00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7.70亿元、8.00亿元和5.30亿元，三次产业比为36.67：38.10：25.24，产

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

2017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为91.75亿元，是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的

4.05倍，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31.21亿元、19.74亿元和40.80亿元，三次

产业比为34.02：21.51：44.47。与2005年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

别下降了2.65%和16.58%,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19.23%。

二、人口与城镇化

2005年底，喀左县总人口为39.2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6.54万人，农

村人口32.70万人。到201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41.9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2.80万人，农村人口29.18万人，城镇化率为30.49%。城镇人口较2005

年增加6.26万人，城镇化率较2005年增长13.82个百分点。

表表表表 3-13-13-13-1 2005-20172005-20172005-20172005-2017年喀左县人口增长情况表年喀左县人口增长情况表年喀左县人口增长情况表年喀左县人口增长情况表

万人、%

年份
年末总人口

城镇化率
合计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2005年 39.24 6.54 32.70 16.67
2017年 41.98 12.8 29.18 30.49

第二节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2005年，全县土地总面积223209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为14504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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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占土地总面积的64.98%；建设用地面积1308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86%；其他土地面积为6508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9.16%；到2017年，

农用地面积为14462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64.79%；建设用地面积为

1480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6.63%；其他土地面积为63784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28.58%。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见表3-2。
表表表表 3-23-23-23-2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05年 评估时点（2017年）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农用地

农用地合计 145042 64.98 144624 64.79

耕地 63227 28.33 63299 28.36

园地 9207 4.12 9062 4.06

林地 69237 31.02 68671 30.77

牧草地 0 0.00 18 0.01

其他农用地 3371 1.51 3574 1.60

建设

用地

建设用地合计 13086 5.86 14800 6.63

城乡建设用地 11765 5.27 13089 5.86

城镇工矿用地 2533 1.13 3122 1.40

农村居民点用地 9232 4.14 9967 4.47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1321 0.59 1711 0.77

其他

土地

其他土地合计 65081 29.16 63784 28.58

水域 3229 1.45 3207 1.44

自然保留地 61852 27.71 60578 27.14

土地总面积 223209 100.00 223209 100.00

一、农用地结构变化

2005年农用地中，耕地63227公顷，园地9207公顷，林地9237公顷，

牧草地0公顷，其他农用地3371公顷。

2017年农用地中，耕地63299公顷，园地9062公顷，林地6867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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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地18公顷，其他农用地3574公顷。

规划实施期间，农用地面积总体减少了 418公顷。其中，耕地增加

了 72公顷，园地减少了 145公顷，林地减少了 566公顷，其他农用地增

加了 203公顷。随着土地整治工作的逐步推进，农用地面积将有所增加，

能达到规划确定的农用地数量。

3-13-13-13-1 2005200520052005年和年和年和年和 2017201720172017年农用地结构变化图年农用地结构变化图年农用地结构变化图年农用地结构变化图

二、建设用地结构变化

2005年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地2533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232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面积为1321公顷。

2017年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地3122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9967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面积为1711公顷。

规划实施期间，建设用地面积总体增加了 1714公顷。其中，城镇工

矿用地增加了 589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了 735公顷，交通、水利

及其他用地增加了 39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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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3-23-23-23-2 2005200520052005年和年和年和年和 2017201720172017年建设用地结构变化图年建设用地结构变化图年建设用地结构变化图年建设用地结构变化图

三、其他土地结构变化

2005年其他土地中，水域 3229公顷，自然保留地 61852公顷。

2017年其他土地中，水域 3207公顷，自然保留地 60578公顷。

图图图图 3-33-33-33-3 2005200520052005年和年和年和年和 2017201720172017年其他用地结构变化图年其他用地结构变化图年其他用地结构变化图年其他用地结构变化图

规划实施期间，其他用地面积总体减少了 1296公顷。其中，水域减

少了 22公顷，自然保留地减少了 127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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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土地利用布局变化

一、农用地布局变化

农用地以耕地和林地为主，在县域范围内均有分布。规划实施期间，

全县积极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并稳

林地等基础性生态用地面积。从总体布局上看，喀左县耕地集中分布在

东部沿河平原区耕地板块，优质耕地集中在水泉、平房子、草场、兴隆

庄、南哨等沿河平原区域乡镇。林地主要分布在县域的东北部和西南部。

二、建设用地布局变化

规划实施期间，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呈集

群分布或间断式的带状分布。新增建设用地主要以城镇建设、工业生产

等为重点，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对基础设施用地更讲究连贯性和实用性。

新增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公营子镇、大城子街道、南哨街道、水泉镇等。

三、其他土地布局变化

其他土地主要为水域和自然保留地，自然保留地等其他土地的主要

分布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其他土地在全域范围内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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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评估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评估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评估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评估

第一节 主要调控指标实现程度

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

（一）耕地保有量。规划实施期间，通过严格控制新增建设占用耕

地、禁止实施生态退耕、引导农业向有利于增加耕地的方向进行结构调

整，以及大力推进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强化耕地质量管护，稳定了耕地

面积，提高了耕地质量，全面完成了耕地保护任务。截至 2017年底，喀

左县耕地面积为 63298.77公顷，比规划末期耕地保有量 57800公顷多出

5498.77公顷。

（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规划实施期间，全县严格落实了基本农

田保护目标责任制，对基本农田实行严格管护，严禁建设项目占用基本

农田。截至 2017年底，全县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44973公顷，与规划的

指标值完全一致，全县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全部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并建

立了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逐级签订了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

二、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规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安排城镇工矿用地、合理安排中心村发展

用地、协调安排基础设施用地，较好地控制了建设用地规模，促进了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根据《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确定 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5137公顷，

截至 2017年底，全县建设用地总面积 14799.74公顷，占规划期末建设

用地控制规模的 97.77%，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3088.54公顷，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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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期末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 98.24%，城乡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

地规模为 3121.82公顷，占规划期末城镇工矿用地控制规模的 77.54%；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1711.20公顷，占规划期末交通、水利及其他用

地控制规模的 94.33%。建设用地总规模和城乡建设用地均在控制的指标

规模内。

截至 2018年底，喀左县建设用地总面积 15042.00公顷，占规划期

末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 99.37%。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3298.49 公

顷，占规划期末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 99.82%；交通、水利及其他用

地 1743.51公顷，占规划期末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控制规模的 96.11%。

建设用地总规模和城乡建设用地均在规划指标控制范围内。

三、新增建设用地保障

规划实施期间，通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

度，强化单独选址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预审，严格按照行业用地标准节约

集约用地要求供地，合理控制了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有效保障了科学发

展用地需求。2006-2017年，全县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714.00公顷，

其中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1516.30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1122.33公顷。

规划实施期间，全县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和新增建

设占用耕地指标使用率达到 85.44%、82.81%、87.27%，各项指标均在规

划控制范围之内。

四、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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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期间，通过实施土地整治项目，阶段性完成了补充耕地任

务，提高了耕地质量。规划确定喀左县到 2020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为 8010公顷。

规划实施期间，通过实施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复垦和宜耕土地开

发等土地整治项目，提高了耕地质量。2006-2017年，全县通过实施土地

整治项目共补充耕地面积达 6530.53公顷，占规划期末土地整治补充耕

地任务 79.28%。

五、城镇工矿用地效率

规划实施期间，通过引导城镇用地增加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同步

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城镇工矿用地，提高了城镇工矿用地投资强度，城

镇工矿用地效率有所提高。截至 2017年底，全县城镇工矿用地为 3121.82

公顷，城镇人口为 12.80万人，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为 244平方米。随着

小城镇建设、拆旧地块工作逐步完善，城镇人口不断增加，逐步达到规

划目标年 186平方米的要求。

第二节 结构布局优化实现程度

一、城乡用地结构调整

2005年，全县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1765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 2533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21.53%，农村居民点用地 9232公顷，

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78.47%；2017 年，全县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3088.54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 3121.82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

模的 23.85%，农村居民点用地 9966.72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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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5%。规划实施期间，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下降了 2.32

个百分点。

二、土地用途管制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全县依据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城

镇村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区、风景旅游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控

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林业用地区、牧业用地区、其他用地区

10类用途区，实行差别化的土地用途管制措施，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

制度，积极引导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向基本农田保护区布局，将各项城

乡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和独立工矿用地区之内，进一

步强化全县土地用途分区的用途管制。

三、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情况

根据上级规划下达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结合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需要，规划确定了喀左县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

界，并将喀左县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

建设区 4类建设用地管制区。规划实施期间，喀左县各类城乡建设用地

安排均符合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要求。截至 2017年底，全县新增建设用地

已经使用允许建设区 1324公顷，禁止建设区面积保持不变。

四、基础性生态用地保护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全县高度重视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域和

部分具有生态功能的自然保留地等基础性生态用地的保护，保护以山、

林、人文生态为特色的自然和文化景观风貌，支持生态用地的保护建设、

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逐渐形成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环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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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土地生态空间格局。截至 2017年底，喀左县基

础性生态用地面积为 208408.91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比重为

93.37%。

第三节 规划重点安排实现程度

一、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情况

规划确定，到 2020年全县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的任务为 8010公顷。

截至 2017年 12月底，全县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为 6350.53公顷。

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实施了凌兴线吉利玍大桥至小城子段改建工程、老

大线、京沈客专喀左站连接线建设工程、锦承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发展格局的转变，逐步完善城镇功能，促进喀左县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节 规划保障措施实现程度

一、行政管理手段落实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全县各类建设用地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

度计划进行申报，取得农用地转用许可；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项目，

严格执行占补平衡的制度，对不能自行补充耕地的单位和个人，按规定

足额缴纳耕地开垦费。

二、经济技术手段落实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全面落实了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的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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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实行了保护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并通过土地整治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利用 3S技术加强对土地利用活动的监测，及时向国家和社

会提供信息服务。

三、规划实施公众参与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喀左县人民政府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对规划的主要

内容进行了广泛宣传，提高了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增强了对科学用

地、节约用地、保护资源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了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社会认知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土地利用安排和土地综合整

治活动，均认真、广泛听取了公众和土地权利人意见，得到了社会公众

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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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规划实施情况定量评价规划实施情况定量评价规划实施情况定量评价规划实施情况定量评价

第一节 主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根据规划确定的规划基期年和规划目标年主要控制指标规模，计算

评估时点阶段目标（2017年 12月时点，下同），结合主要控制指标实际

执行情况，确定规划主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详见表 5-1。

表表表表 5-15-15-15-1 主要规划控制指标执行情况表主要规划控制指标执行情况表主要规划控制指标执行情况表主要规划控制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 2005年 2020年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实际执行

情况

实际/阶段

目标

总量指标总量指标总量指标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63227 57800 58885 63298.77 107.49
基本农田面积 42823 44973 44543 44973.00 100.97
园地面积 9207 9255 9245 9062.37 98.02
林地面积 69237 91217 86821 68670.74 79.09
牧草地面积 0 24018 19214 18.41 0.10
建设用地总规模 13086 15137 14727 14799.74 100.50

城乡建设用规模 11765 13323 13011 13088.54 100.59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533 4026 3727 3121.82 83.75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1321 1814 1715 1711.20 99.76
增量指标（公顷）增量指标（公顷）增量指标（公顷）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2006 1605 1714.00 106.8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1831 1465 1516.30 103.52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1286 1029 1122.33 109.09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 — 8010 6408 6350.53 99.10

效率指标（平方米）效率指标（平方米）效率指标（平方米）效率指标（平方米）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354 186 220 244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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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评价指标体系

为更好评价规划实施的总体情况，通过建立规划实施定量评价体系，

采用不同的指标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具体量化。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分为

评价目标与评价指标两个层次，由 4个评价目标、15个评价指标构成，

主要从用地规模指标执行、用地结构和布局变化、节约集约用地、规划

修改等方面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价。规划评估定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及

其评价目标、评价指标权重见下表。

表表表表 5-25-25-25-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权重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权重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权重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权重表

评价目标 评价目标权重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权重

用地规模

指标执行
0.40

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 0.15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程度 0.15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0.2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0.25
补充耕地目标实现程度 0.25

用地结构与

布局情况
0.25

土地利用率 0.15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0.30
允许建设区符合率 0.35
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0.20

节约集约

用地
0.25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0.35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0.15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实现程度 0.20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 0.30

规划修改 0.10
规划修改频率 0.40
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0.60

第三节 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其中，评价指标权重值的确定采

用特尔斐法，理想值的确定采用专家咨询法，指标标准化处理采用理想

值比例推算法。确定指标分值后，通过加权求和依次计算目标分值和综

合分值。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计算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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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35-35-35-3 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计算方法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计算方法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计算方法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评价目标 评价指标 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用地规模

指标执行

耕地保有量目标

实现程度

（评估时点耕地保有量/2020年耕地保有量目标）*100，依计算结果取值；计算结果大于 100时，指标分值取

值为 100。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实现程度

�评估时点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时，分值为 100；

�当评估时点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目标时，分值为 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目标实现程度

①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阶段目标时〔1〕，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②当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阶段目标≤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时，按〔60-100〕

线性评分，计算公式为，60+〔（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2020年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城乡建设用地阶段目标）〕*（100-60）；

③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时，按〔0-60〕线性评分，计算公式为：

60*（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控制规模实现程度

①当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阶段目标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②当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阶段目标≤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

时，按〔60-100〕线性评分，计算公式为：60+〔(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

耕地规模)/(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阶段目标)〕*(100-60);

③当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时，按（0-60〕线性评分，计算公

式为：60*〔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补充耕地目标

实现程度

〔评估时点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2020年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目标〕*100，依计算结果

取值；计算结果大于 100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用地结构

与布局

情况

土地利用率

土地利用率=〔（农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土地总面积〕*100，指标分值计算方法为：

①当规划基期土地利用率≤评估时点土地利用率≤土地利用率阶段目标时〔1〕，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②当评估时点土地利用率＜规划基期土地利用率时，计算公式为：（评估时点土地利用率/规划基期土地利用率）

*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③当评估时点土地利用率＞2020年土地利用率目标时，计算公式为：（2020年土地利用率目标/评估时点土地

利用率）*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城镇工矿用地占

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城乡建设用地面积）*100%，指标分值计算方法为：

①当规划基期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城镇工矿用

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阶段目标时〔1〕，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②当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规划基期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时，计算公式

为：(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规划基期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100，依计算结

果取值；

③当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2020年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目标时，计算公

式为：(2020年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目标/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100，依

计算结果取值。

允许建设区

符合率
截止评估时点实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在允许建设区面积/规划实施期间实际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

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规划实施期间新增建设（符合禁止建设区管制规则的环境治理等保护性建设除外）未占用禁止建设区，指标分

值为 100，否则为 0。

节约集约

用地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①当评估时点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时，计算公式为：

（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②当评估时点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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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目标 评价指标 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人居农村居民点

用地规模目标

实现程度

①当评估时点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2020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时，计算公式为：

（2020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人均农村军民点用地规模）*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②当评估时点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2020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

目标实现程度

①当评估时点地均二三产业产值≥2020年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时，取值为 100；

②当评估时点地均二三产业产值＜2020年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时，计算公式为：

(评估时点地均二三产业产值/2020年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城镇化与

用地增长系数

〔（规划实施期间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规划人口增长幅度）/(规划实施期间城镇工矿用地增长幅度/规划城镇工矿

用地增长幅度)〕*100依计算结果取值；计算结果大于 100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其中，人口增长幅度=

〔(评估时点人口规模-规划基期人口规模)/评估时点人口规模〕*100%，用地增长幅度=〔(评估时点用地规模-

规划基期用地规模)/评估时点用地规模〕*100%。

规划修改〔2〕

规划修改频率 规划实施期间年均规划修改 0次，得分为 100；每增加一次扣 20分，扣完 100分为止。

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1-规划修改的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期间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1〕阶段目标是指根据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20 年的主要规划控制指标推算出的规划评估时点目标，计算公式为：

阶段目标=2010 年规划目标+〔（2020 年规划目标-2010 年规划目标）/10〕*(评估年份数-2010)，下同。

〔2〕规划修改不包括因自然灾害引起的规划修改。

按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对选定的 15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

（一）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

耕地保有量目标得到全面实现。现行规划确定喀左县到 2020年

耕地保有量为 57800公顷，截至 2017年底，喀左县耕地面积的阶段

目标为 58885公顷，实际耕地面积为 63298.77公顷，完成了规划目

标的 109.51%，完成了阶段目标的 107.49%。

表表表表 5-45-45-45-4 规划实施期间耕地保有量指标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耕地保有量指标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耕地保有量指标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耕地保有量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耕地保有量

2020年规划

目标

评估时点阶

段目标

评估时点面

积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完

成情况

喀左县 57800 58885 63298.77 109.51 107.49

（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切实落实了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现行规划确定喀左县

到 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 44973公顷，截至 2017年底，基本农

田面积阶段目标为 44973公顷，实际基本农田面积为 4497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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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55-55-55-5 规划实施期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020年
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评估时

点面积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

完成情况

喀左县 44973 44973 44973 100 100

（三）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现行规划确定到 2020年喀左县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3323公顷，

2017年的阶段目标为 13011公顷，实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3088.54

公顷。

表表表表 5-65-65-65-6 规划实施期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城乡建设用地

2020年
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评估时点

面积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

完成情况

喀左县 13323 13011 13088.54 98.24 100.59

（四）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数量有效控制在规划指标范围内。现行规划确

定喀左县到 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为 1286 公顷，2017年的

阶段目标为 1029公顷，截止 2017年底，实际占用耕地面积为 1122.33

公顷。

表表表表 5-75-75-75-7 规划实施期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目标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目标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目标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目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2020年
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规划实施期

间实际占用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

完成情况

喀左县 1286 1029 1122.33 87.27 109.09

（五）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现行规划确定喀左县到 2020年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

为 8010公顷，2017年阶段目标为 6408顷，截至 2017年底，实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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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耕地为 6350.53公顷。

表表表表 5-85-85-85-8 规划实施期间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执行情况表规划实施期间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

2020年
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规划实施期

间实际补充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

完成情况

喀左县 8010 6408 6350.53 79.28 99.10

（六）土地利用率

现行规划确定喀左县到 2020年土地利用率为 90.09%，基期土地

利用率为 70.84%，2017年土地利用率阶段目标为 86.24%，实际土地

利用率为 71.42%。

表表表表 5-95-95-95-9 土地利用率执行情况表土地利用率执行情况表土地利用率执行情况表土地利用率执行情况表

单位：%

地区

土地利用率

规划基期土地

利用率

2020年土地利用率

目标

土地利用率阶

段目标

评估时点土地

利用率

喀左县 70.84 90.09 86.24 71.42

（七）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喀左县规划基期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为 25.13%，

规划到 2020年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为 30.22%，评估时

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为 23.85%，城镇工矿用地占城

乡建设用地比例阶段目标为 28.48%。

表表表表5-105-105-105-10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执行情况表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执行情况表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执行情况表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执行情况表

单位：%

地区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规划基期城镇工矿

用地占城乡建设用

地比例

2020年城镇工矿

用地占城乡建设

用地比例

阶段城镇工矿用

地占城乡建设用

地比例

评估时点城镇工矿

用地占城乡建设用

地比例

喀左县 21.53 30.22 28.48 23.85

（八）允许建设区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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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建设区使用情况完全符合规划。规划实施期间，全县实际新

增城乡建设用地均布局在规划的允许建设区范围内。

（九）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禁止建设区保护情况完全符合规划。规划实施期间，新增城乡建

设用地不涉及占用禁止建设区，禁止建设区保护率达 100%。

（十）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现行规划确定喀左县到 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186平

方米，2017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阶段目标为 220平方米，截至 2017

年底，实际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244平方米。

表表表表5-115-115-115-11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平方米/人

地区
人均城镇工矿面积

2020年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规划阶段目标 时点数-规划目标

喀左县 186 244 220 58

（十一）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现行规划确定到 2020年，全县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为 328平方

米，截至 2017年底，全县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为 342平方米，比规

划目标高 14平方米。

表表表表5-125-125-125-12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平方米/人

地区
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

2020年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时点数-规划目标

喀左县 328 342 14

（十二）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实现程度

评估时点二三产业产值为 60.54亿元，评估时点地均二三产业产

值为 194万元/公顷，规划 2020年地均二三产业产值为 283万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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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135-135-135-13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指标执行情况表地均二三产业产值指标执行情况表地均二三产业产值指标执行情况表地均二三产业产值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公顷

地区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

2020年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地均产值 时点数-规划目标

喀左县 283 194 -89

（十三）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

现行规划实施期间全县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达到 48.91%，规划人

口增长幅度 52.16%，现行规划实施期间城镇工矿用地增长幅度达到

18.87%，规划城镇工矿用地增长幅度达到 37.08%。

表表表表 5-145-145-145-14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指标执行情况表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指标执行情况表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指标执行情况表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

地区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指标

2020年规划人口

增长幅度

2020年城镇工矿

用地增长幅度

评估时点城镇人

口增长幅度

评估时点城镇

用地增长幅度

喀左县 52.16 37.08 48.91 18.87

（十四）规划修改频率

规划调整完善实施后，规划修改频率为 0次。

（十五）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规划调整完善实施后，规划修改面积比例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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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定量评价结果

一、定量评价指标分值

综合以上分析，通过评价指标分值计算方法，得到规划定量评价

指标分值表，具体分值见表 5-15。

表表表表 5-155-155-155-15 规划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表规划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表规划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表规划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表

评价目标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分值

规划主要指标

实施情况

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 100.00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程度 100.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90.1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85.45
补充耕地目标实现程度 79.28

用地结构和

布局变化

土地利用率 100.00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100.00
允许建设区符合率 100.00
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100.00

节约集约用地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76.23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95.91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实现程度 68.42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 100.00

规划修改
规划修改频率 100.00
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100.00

二、定量评价综合分值

结合各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的权重，用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得到

评价目标分值和喀左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定量评价综合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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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165-165-165-16 规划定量评价综合分值表规划定量评价综合分值表规划定量评价综合分值表规划定量评价综合分值表

综合分值 评价目标
评价目标

加权分值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加权分值

91.87

用地规模指标

执行
35.68

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 15.00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程度 15.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18.02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21.36
补充耕地目标实现程度 19.82

用地结构和

布局变化
25.00

土地利用率 15.00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30.00

允许建设区符合率 35.00
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20.00

节约集约

用地
21.19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26.68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14.39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实现程度 13.68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 30.00

规划修改 10.00
规划修改频率 40.00

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60.00

通过对规划实施进行定量评价，确定规划评估的综合分值为

91.87分，说明规划实施状况良好，规划实施成效显著，耕地与基本

农田保护工作到位，节约集约水平不断提高，达到了省及国家相关文

件的要求，符合规划修改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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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相关建议主要结论与相关建议主要结论与相关建议主要结论与相关建议

第一节 规划实施评估主要结论

一、实施成效

（一）耕地和基本农田得到了保障

规划实施至 2017年，实有耕地面积 63299公顷，高于规划的耕

地保有量目标，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没有突破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

标，保护耕地、建设不占、少占耕地政策执行良好。

严格落实了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制，对基本农田实行严格管

护，严禁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截至 2017年底，全县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为 44973公顷，保护目标全部落实。

（二）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重点项目建设

规划较好地满足了全县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各项用地需求。规划

实施期间全县新增建设用地得到了高效利用，满足了交通、能源、民

生工程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促进了

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任务完成情况欠佳

规划实施期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未达到规划指标，主要原

因是农村居民点复垦工作难度大、推进慢，对低效建设用地复垦不及

时，导致喀左县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任务完成情况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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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部地区建设用地布局与规划存在一定偏差

规划实施期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在新举措、新要求、新目标、

新思路的指引下，更加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的立足

点由扩大增量用地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全县经济社会逐步转

向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从而导致局部地区建设用地布局与宏观发

展战略发生偏差，使得规划建设用地布局存在一定偏差。

（三）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高

规划实施期间，农村建设用地面积没有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而减

少，反而有所增加，2017年底，全县农村居民点面积 9967公顷，人

均农村居民点用地 342平方米，高于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 150平方米，

且农村居民点分布散乱、内部用地粗放、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待

提高，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较大。

第二节 规划实施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完成补充耕地任务

规划实施期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任务完成进度滞后。今后要进

一步加大土地综合整治力度，扩大补充耕地来源，将土地整治重点由

增加耕地数量逐步转变为数量质量并重。规划期内，通过田、水、路、

林、村综合整治，有效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耕地数量的同时，

稳步提高耕地质量，按时保质完成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任务。

二、优化建设用地布局

规划实施期间，全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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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逐步转向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

部分重点区域在空间布局上出现了新的用地需求，特别是产业结构转

型、城镇民生工程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对用地布局进

行优化和调整。

三、提高土地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为解决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粗放，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过高的问

题。规划期内，应加大力度对村庄内废弃、闲置建设用地进行综合整

治，提高土地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按照规划总量控制和局部动态修改

的原则，对规划进行适度修改，将废弃、闲置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从允

许建设区调入限制建设区，为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做好准备，进一

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保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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