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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济宁市位于山东省南部,素以“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著称于世，

是山东省重点规划建设的三大都市圈之一和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区

位条件优越。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济宁市面临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

山东省实施“一圈一带”建设以来，西部经济隆起带建设为济宁加速

跨越崛起、实现争先进位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战略机遇和助力平台。

济宁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对土地

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济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以下简称“现行规划”）与济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发展

需求之间出现了不协调、不适应。为满足济宁市城市发展定位提升的

要求，保障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迫切需要调

整济宁市土地利用的目标、发展方向和用地格局。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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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及山东省

国土资源厅《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指标调整的通知》（鲁国土

资发〔2016〕10号）文件要求，我市编制了《济宁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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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调整完善总则

第一节 指导思想

济宁市将以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为目标，从市情出发，坚持构建

“一体两翼、三带协同、板块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坚持保护耕地

和节约集约用地的根本方针，强化土地用途管制，统筹土地利用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宏观调控，注重开源节流，提高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科学性和现势性，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能够应对经济社会客观

发展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规划目的

一、严格保护耕地与基本农田

全面落实省下达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加大土地开发

整理复垦补充耕地力度，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提高耕地质量。

二、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合理确定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和结构，充分挖掘存

量建设用地潜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三、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

落实全域城市化、市域一体化战略，立足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优化

和用途管制引导，协调各行各业的用地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加强基础性生态建设用地保护。以建设美丽

济宁为目标，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五、提高土地利用统筹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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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规划调整工作，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各类专项规划的衔接，协调规划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建立健全规划评估机制，增强规划的科学性、

合理性，提高土地利用统筹管控能力。

第三节 规划任务

一、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客观分析现行规划主要控制指标，对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

估，提出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从而提出完善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议。

二、严格落实规划指标

严格落实省国土资源厅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

建设用地总规模 3项约束性指标，并结合各县市（区）“十三五”期间

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科学调整全市各项土地利用规划指标，合

理分解下达规划指标。

三、科学划定“三线”

按照基本农田数量基本稳定、质量有提高的原则，依据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成果，落实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依据《山东省济宁市生态红

线划定方案》，结合生态保护规划，将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

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入最核心的生态保护区域，落实生态保护红线边

界，严格用途管制。以现行规划中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为基

础，并根据《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年）》，划定城市开

发边界。

四、规划空间管控优化

在坚持统筹安排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建设用地布局的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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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布局基本稳定、质量有提高的原则，依据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结果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确保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新

农村建设的战略要求，保障土地利用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用地需求，

完成建设用地布局调整。

五、中心城区规划调整完善

根据《济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济宁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年）》等，在全市规划指标确定的基

础上，合理安排中心城区发展用地布局。

六、实现数据库的同步更新

根据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建设标准及山东省规划衔接

完善数据库检验验收的有关要求，将调整方案落实到图斑，更新规划

数据库，做到图数一致。

第四节 基本原则和思路

一、基本原则

1、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坚持现行规划确定的指导思想、规划

目标和主要任务基本不变，继续实施现行规划确定的土地分区引导原

则、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对现行规划进行局部调

整和完善，强化耕地保护任务，优化建设用地布局。

2、应保尽保、量质并重。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落

实国家和山东省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确保济

宁市耕地数量稳定、质量不降低。

3、节约集约、优化布局。落实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严格控制

建设用地规模，统筹建增量与存量设用地，合理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

构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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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

局部与全部的关系，重点做好建设用地规模调整、结构与布局优化，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5、加强协调、充分衔接。坚持科学论证，强化与“十三五”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协调。

二、规划思路

本次调整完善以 2014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和规划实施评估结果

为依据，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基础，贯彻执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统筹保护资源和保障

发展的关系。强化土地规划引导，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用地布局。

转变规划理念，实行“保护”划定红线，“新增”筑牢边界，“建设”严控

总量，“集约”盘活存量，统筹安排区域各类用地，为促进区域经济社

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土地资源保障。

第五节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2、《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

3、《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发〔2016〕67号）

4、国土资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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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工作的通知》

6、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指标调整的

通知》（鲁国土资发〔2016〕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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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采煤塌陷耕地和基本农田核减

工作的通知》

8、《济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9、《济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10、《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年)》

11、《市（地）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4-2010）

12、《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

13、《市、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质量检查细则》

1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字〔2016〕31号）

第六节 规划期限与规划范围

一、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调整以 2014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规划目标年

为 2020年，规划期为 2006-2020年。

二、规划范围

济宁市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包括任城区、兖州区、曲阜

市、邹城市、微山县、鱼台县、金乡县、嘉祥县、汶上县、泗水县、

梁山县 11个县（市、区），总面积为 1118697.6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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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调整完善背景

第一节 区域概况

一、区位条件

济宁市位于鲁西南腹地，地处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交接地

带。东邻山青水秀的临沂地区，西与牡丹之乡菏泽接壤，南面是枣庄

市和江苏省徐州市，北面与泰安市交界，西北角隔黄河与聊城市相望。

最北端是梁山县小路口镇邹桥村，为北纬 35°57′；最南端是微山

县高楼乡柳新养殖场，为北纬 34°26′；最东端是泗水县泉林乡历

山火车站，为东经 117°36′；最西端是梁山县黑虎庙乡高堂村，为

东经 115°52′；南北长 167公里，东西宽 158公里。

二、自然概况

济宁属鲁南泰沂低山丘陵与鲁西南黄淮海平原交接地带，地质构

造上属华北地区鲁西南断块凹陷区。全市地形以平原洼地为主，地势

东高西低，地貌较为复杂。东部山峦绵亘，丘陵起伏。中部有南四湖

(微山湖、南阳湖、昭阳湖、独山湖的总称)贯穿南北。地势四周高，

中间低，如同一碟形盆地。最低湖底海拔高度：上级湖为 31.5米，

下级湖为 30米。湖北为泰沂山前冲积扇下缘，自东北向西南倾斜，

地面海拔 60-36米，起伏比较平缓，地面坡降 1／3000-1/5000。汶上

县北部军屯、白石一带有孤山分布。

济宁市位于东亚季风气候区，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

季多偏南风，受热带海洋气团或变性热带海洋气团影响，高温多雨；

冬季多偏北风，受极地大陆气团影响，多晴寒天气；春秋两季为大气

环流调整时期，春季易旱多风，回暖较快；秋季凉爽，但时有阴雨。

具有充裕的光能资源，是济宁气候的突出特点。济宁市年平均气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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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一 14.1℃，平均无霜期为 199 天。年平均降水量在 597—820

毫米左右。

全市天然水资源总量水平年为 55亿立米，其中地表水 34亿立米，

地下水天然补给量 21亿立米；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 30.37亿立米，

其中地表水 17.44亿立米，地下水 12.93亿立米。与全省平均情况的

比较是：济宁市天然水资源每平方公里为 44.50万立米，比全省平均

值 21.17万立米多 110.2％；人均占量 740立米，比全省人均 449立

米多 64.8％；可利用水资源每平方公里为 27.04万立米，比全省平均

15.29万立米多 76.8％，人均可利用水量为 449立米，比全省人均 324

立米多 38.7％。

济宁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和探明储量的矿产有 70多种。以煤

为主，其次为石灰石、石膏、重晶石、稀土、磷矿、铁矿石、铜、铅

等。全市含煤面积 4826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45％，估计储量

1500米以上的为 178亿吨，主要分布于兖州、曲阜、邹城、微山等

地。经勘探预测，全市煤储量 260亿吨，占全省的 50％，为全国重

点开发的八大煤炭基地之一。主要含煤地层都在 10层以上，可采厚

度 10米左右，不仅储量大，而且煤质优良，易于开采。稀土矿，位

于微山县塘湖乡郗山，已探明大小矿脉 60余条，地质储量 1275万吨，

在国内仅次于内蒙古的白云鄂博矿。铁矿分布于汶上县李官集和泗水

县北山，铜矿分布在泗水县境内北孙徐和小富庄，铅矿分布于汶上县

毛村。这些矿储量小，品位低，有的埋藏较深，开采不易，因此仅具

有远景意义。

三、社会经济条件

依据《济宁市统计年鉴（2014年）》，2014年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GDP）3800.06亿元，居全省第 6位，人均 GDP46213元。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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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34.20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245.22亿元，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 466.69 亿元，其中民生支出 260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55.7%。国税税收收入 203.1亿元，地税税收收入 229.6亿元。

2014年全市常住人口 824.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414.1万人，农

村人口 409.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12.4万人，死亡人口 4.7万人。济

宁城市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 32816元，增长 6.5%，人均可支配收入

30428元，增长 8.8%；人均家庭总支出 29998元，增长 7.1%，人均

消费支出 19989元，增长 8.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2650元，

增长 11.5%；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7109元，增长 13.5%。

四、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14年变更调查数据统计，济宁市农用地面积为 773845.65

公顷，占总面积的 69.17%。其中，耕地面积为 607820.36公顷，园地

面积为 9401.43公顷，林地面积为 60498.55公顷，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96125.31公顷。

建设用地面积为 186141.36公顷，占总面积的 16.64%。其中，城

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46218.87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99043.53

公顷，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面积为 6394.85公顷，交通水利用地

面积为 32870.40公顷，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 1613.71公顷。

未利用地面积为 158710.62公顷，占总面积的 14.19%。其中，水

域面积为 133691.22公顷，自然保留地面积为 25019.40公顷。

第二节 规划实施评估情况

一、耕地和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

1、耕地保有量：现行规划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 597873.00公顷。

济宁市严格实行耕地保护制度，高度重视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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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济宁市耕地面积为 607820.36公顷，比规划指标多 9947.36

公顷，完成了耕地保有量目标。

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现行规划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524302.00公顷。2014年全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526413.78公顷，

总体来看，全市下辖的 11县市（区）均完成了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二、建设用地剩余空间分布不均

1、建设用地总规模：现行规划至 2020年，济宁市建设用地总

规模控制在 193150.40公顷以内。截至 2014 年，济宁市建设用地总

规模为 186141.36公顷，与规划指标相比还有 7009.04公顷，发展空

间较大，但分布不均衡，其中兖州区已超出规划指标 225.12 公顷。

2、城乡建设用地：现行规划至 2020 年，济宁市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控制在 150043.90公顷以内。截至 2014 年，济宁市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为 151657.25公顷，已超出规划指标 1613.35公顷。

3、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现行规划至 2020年，济宁市城镇工矿用

地规模控制在 65973.00公顷以内。截至 2014年，济宁市城镇工矿用

地规模为 52613.72公顷，与规划指标相比还有 13359.28公顷，发展

空间较大，但分布不均衡。梁山县、泗水县、金乡县发展空间较大，

邹城市已超出规划目标 182.71公顷，出现“倒挂”现象。

4、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现行规划至 2020年，济宁市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43106.50公顷以内。截至 2014

年，济宁市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34484.11公顷，与规划

指标相比还有 8622.39公顷，发展空间较大。

5、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现行规划至 2020年，济宁市新增建设用

地规模控制在 20253.00公顷以内。截至 2014年，济宁市新增建设用

地规模为 9771.36公顷，与规划指标相比还有 10481.64公顷，发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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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大，能够基本满足济宁市规划期用地需求。

6、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现行规划至 2020年，济宁市建设占用耕

地规模控制在 14335.90公顷以内。截至 2014年，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为 8137.24公顷，与规划指标相比还有 6198.66公顷，发展空间较大，

能够基本满足济宁市规划期占用耕地需求。

7、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现行规划至 2020年，济宁市整

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达到 14336.00公顷。规划实施以来，济宁

市推进实施了一系列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至 2014年整理复垦开

发补充耕地规模达到 7076.12公顷，与规划指标相比，完成了整理复

垦开发补充耕地任务的 49.4%。

8、人均城镇工矿用地：现行规划要求，规划期内提高城镇用地

利用效率，到 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控制在 110平方米以内。

根据济宁市土地变更调查及 2014年统计年鉴，2014年全市的城镇工

矿用地面积为 52613.72公顷，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127平方米，

与 2005 年（144平方米）相比有明显下降。但是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仍略高于规划目标（110平方米），这是产业集聚区和新增工业园区

发展过快而人口集聚相对滞缓造成的，下一步需加强用地管理，提高

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三、重大项目用地得到基本保障

截至到 2014 年，已完成重点项目 44个，55个在建，规划期内

计划完成的京沪铁路电气化、西气东输管网、新菏兖日铁路电气化改

造、济南至徐州高速公路等一批国家、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完成。

第三节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根据《山东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技术要求的通知〉》（鲁国土资字﹝201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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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别从土地资源承载力、

水资源承载力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土地资源承载力

土地资源承载力分为耕地、建设用地两子系统承载力，通过总体

评价分析，由于济宁市平原区较多，土地单位生产力较高，整体水平

比较高。

1、耕地资源承载力

济宁市 2014年单位耕地生产力为 952.97吨/平方公里，2014年

耕地面积为 607820.36公顷，粮食产量为 579.23万吨，按照人均粮

食消费标准 500千克/人，将有 1158.46万人的粮食供应量，济宁市

2014年人口数为 824.00万，粮食自给率为 140.59%；调整后 2020年

济宁市耕地面积为 595082.00公顷，根据 2014年单位耕地生产力推

算 2020年粮食产量为 567.10万吨，将有 1134.20万人的粮食供应量，

据《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年）》中人口预测，2020年预

计常住人口达 900.00万，粮食自给率为 126.02%。由此可见，济宁

市的耕地资源承载力较好。

2、建设用地承载力

根据《2014 济宁统计年鉴》统计，济宁市 2014 年常住人口数

824.00 万，城镇人口数 414.06 万；根据《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4-2030年）》中人口预测，2020年预计常住人口达 900.00万，

城镇人口数为 558.00万。

根据 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济宁市 2014年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为 151657.25公顷，按照宜居型城市人均建设用地 150.00平

方米的标准测算，济宁市现状城乡建设用地承载人口数为 1011.05 万

人，远远超出 2014年人口，表明现状建设用地承载力状况良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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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至 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将达到 150120.90公顷，则 2020

年可承载人口数为 1000.81 万人，仍然远远超过济宁市 2020 年预测

人口数，说明济宁市城乡建设用地承载力状况良好。济宁市 2014年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 52613.72公顷，可承载城镇人口数为 414.28

万人，不足以承载快速增长的城镇人口，现有城镇用地与村镇建设用

地规模比例不合理，需要进一步调整城镇用地与村镇建设用地规模比

例，进一步扩大城镇用地规模。

二、水资源承载力

全市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695毫米，水资源总量为 46亿立方米，

在全省 17市中居第 2位，其中地表水 32.4亿立方米，地下水 17.7亿

立方米（地表水和地下水重复量 4.1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558立方米，约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1/4，比山东省平均水平多 2/3，在

全省列第 3位。现状条件下，全市多年平均可利用量 30.2亿立方米，

其中地表水 16.2亿立方米，地下水 14.0亿立方米。虽然我市水资源

在全省较为丰富，但由于降水时空差异大、水系自然连通差等原因，

“河多水少、洪多流少，丰枯不均、总体缺水”的特点十分突出。

地下水资源受地形、地貌、水文气象、水文地质条件及人类活动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地差别很大，总体是平原区水资源量大于山丘

区。平原区地下水以孔隙水为主，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其次是

山前侧渗补给和地表水体渗漏补给，全市平原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

模数为 19.3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年。山丘区地下水一般为基岩裂隙

水和岩溶水，补给来源单一，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全市山丘区多

年平均地下水资源模数为 14.8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年。地下水位区

域间差异较大，湖西平原区地下水位埋深为 0.5-3.5米，湖东平原区

为 5-10米，东部山丘区大多超过 10米，山丘区地下水位年际变化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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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于平原区。

就目前水资源利用情况而言，我市供水水源以地下水为主，地表

水、雨洪水、中水和矿坑水利用不足，地下水超采较为严重，兖州西

部、任城东北部、汶上东南部是浅层地下水超采区，金乡、鱼台是深

层地下水超采区。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深入实施，我市用水

总量呈稳中有降趋势，用水效率逐步提高，万元 GDP用水量、人均

用水量均呈逐年下降趋势，现阶段水资源承载能力基本满足目前需

求，一般平水年份不缺水，但干旱年份和局部地区存在缺水现象。

三、生态环境承载力

按照《济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济

宁市 2015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30.2%，济宁市空气质量二级及以上天

气比重为 38.63%，重点河流水质达标率为 82.50 %。近年来，济宁市

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战略任

务、民心工程，坚持生态立市、绿色惠民，不断巩固提升“蓝天、绿

水”的生态优势，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大力开展林水会战、积极发

展低碳生态经济、切实加强重点污染防治、着力构建生态文明制度，

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惠普的民生福祉。综上，济宁市生态环境承

载力整体较好，可满足济宁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四、环境影响评价

本次规划调整在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对调整后可能的环境影响问

题进行预测、分析并做出评价。

1、生态环境影响：规划调整方案实施后，一方面改变地下水位、

水资源的区域分配以及水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对景观生态及项目区的

植被土壤的数量结构和空间格局产生影响。生态环境很容易受到土地

整治、开发等人类行为的影响。因此，规划期间，济宁市将大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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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建设泗河综合治理、微山湖东滞洪区、东鱼河治

理等水利工程，把济宁市建设成为社会和谐有序、环境舒适宜居的现

代化生态城市。

2、建设用地影响：规划期间，济宁市的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较

大变化，对比 2014年数据，农用地面积减少，这多数是由于建设占

用土地所致，进而将增加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

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需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开

发的规模和布局，明确划定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红线，禁止各类建设活

动，以最大限度减少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3、采煤塌陷地：济宁市煤炭资源丰富，长期对煤炭的开采导致

部分地面采空塌陷，从而对地质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我

们要积极开展采煤塌陷地的复垦治理、地质环境恢复工作，制定专项

规划编制方案，多渠道筹措治理资金，恢复土地的生产力，保持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

4、环境污染：规划期内，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交通水利等重点

项目的建设、矿产资源的开发、农业生产等活动将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积极推进水污染综合治理，必须从源头控制、末端治理与布局优化相

结合来进行治理，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定期洒水降尘，降低灰尘对大

气的影响；对主干道噪声敏感的区域采取措施降低噪声污染，新建工

业区尽量远离学校、住宅等噪声敏感区，加大对噪声污染源的环境监

管力度；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开采对土壤的污染，对工业垃圾和固体废

弃物及时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综上，本次规划调整通过一定的防治措施，能够使规划调整前后

环境影响较小，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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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建设用地适宜性及限制性评价

一、建设开发适宜性评价

根据土地资源、地质环境、生态环境等资源环境要素进行筛选，

其中影响或限制土地建设开发的因素有优质耕地、生态红线区、地形

坡度、地壳稳定性、突发性地质灾害、地面沉降等。

根据各因素对建设开发的影响或限制程度，并结合济宁实际情

况，将因素分为两类：强限制性因子与较强限制性因子。强限制性因

子包括：永久基本农田、采空塌陷区、生态红线、行洪通道。较强限

制性因子包括：地震活动及地震断裂带、一般农用地、地形坡度、地

质灾害、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济宁市建设开发适宜性划分为适宜、基本适

宜、不适宜三类，其中不受强制性因子约束，且非强制性因子分值最

高的区域为适宜开发区域。其中，济宁市适宜开发区域面积为

231200.8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0.67%；基本适宜开发区域面积为

40344.0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61%；不适宜开发区域面积为

847152.7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5.73%。

二、建设用地现状开发程度和现状建设用地布局匹配度

依据建设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与现状建设用地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济宁市建设用地现状开发程度较高；根据现状建设用地布局与适宜

评价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得出济宁市现状建设用地匹配度较高。

第五节 规划实施面临的形势

“十三五”时期，是济宁市建设鲁西科学发展高地、确立淮海经济

区中心城市定位、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新的形

势对济宁市土地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土地利用应充分体现城市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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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挥好区域经济发展载体的作用。

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压力增大

济宁市本次规划调整完善首先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要求，进

一步强化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严格死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实有耕地

面积基本稳定，质量逐步提高。规划实施以来，济宁市通过一系列土地

整治活动，加大补充耕地力度，但由于宜耕后备资源匮乏，补充耕地任

务艰巨。同时由于煤矿资源的开采，造成地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塌陷，

部分常年积水，积水地带失去种植条件，原有的粮田变成了积水涝洼

地，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压力将日益加大。

二、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济宁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到 2020年，城镇化水平

将达到 62%。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将会引起城镇工矿及基础设

施用地的增加。但随着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的加大，建设用地的供

给面临更大的压力，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土地资源瓶颈制约更加突出。

第六节 调整完善的必要性

一、落实国家和山东省关于规划调整完善的部署与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土地利用和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

问题，现行规划与客观实际、发展需求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适

应，不仅影响了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不利于地方的用地和发展。

因此，社会各界对现行规划进行调整完善的需求均极为迫切。2016

年，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发〔2016〕67号）》（以

下简称“纲要”）并开展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视频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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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根据国家和山东省政策要求，积极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工作。在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下，按照济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市域一体化战略、谋划“十

三五”期间区域发展与重大项目用地安排，调整优化生产、生活和生

态空间，为保障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服务。

二、保障济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济宁市积极推进与鲁南经济带、西部经济隆起带的联系，加快运

河新城、济北新区开发建设，引领城市空间优化和转型升级。土地利

用和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形势和新问题，特别是第二次土地调查

中查明的耕地、建设用地等状况与规划修编时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

现行规划与济宁市客观实际、发展需求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适

应，影响到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下辖区市、

开发区园区用地。落实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已成为保障济宁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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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目标调整

第一节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济宁今后 5年将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创新驱动、工业强市、文旅突破、

开放带动、城乡一体、生态立市六大战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大力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综合实力进入全省第一方阵，当好

鲁西科学发展排头兵，确立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地位，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济宁全面转型振兴。

根据《济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到

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 8%左右，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7万元，城镇化率达到 62%以上。人民群众普遍过

上经济更加殷实、文化更加丰富、环境更加宜居、社会更加安定、生

活更加幸福的小康生活。全力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鲁西科学发

展排头城市、转型发展先行城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示范城市和宜居

宜业幸福城市。

第二节 规划调整完善目标与指标

规划期内，保持耕地总量基本稳定，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得到有

效保护，耕地质量逐步提高，农业用地产业化、集约化程度明显提高，

土地产出效益显著；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城乡一体化

建设格局逐步形成，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土地整理有序展开，土地

后备资源适度开发，采煤塌陷区得到有效治理，社会、经济、生态效

益明显；土地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制全面实施，土地利用结构和布

局得到优化，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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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持续发展全面协调。

2016年 9 月 7 日，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主要指标调整的通知》（鲁国资发〔2016〕10号），明确济宁市

规划调整完善的主要控制指标，其中耕地保有量 595082.00公顷，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 500151.00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 193227.00公顷。

全市将指标分解下达到 11个县（市、区），形成规划调整完善后相

关指标，其中主要指标如下：

一、耕地保有量

耕地保有量由现行规划的 597873.00公顷调整为 595082.00公顷，

减少 2791.00公顷。

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现行规划的 524302.00 公顷调整为

500151.00公顷，减少 24151.00公顷。

三、园地和林地

园地、林地面积与现行规划面积保持一致，分别为 28207.00公

顷和 38483.80公顷。

四、建设用地总规模

建设用地总规模由现行规划的 193150.40 公顷调整为 193227.00

公顷，增加 76.60公顷。

五、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由现行规划的 150043.90 公顷调整为

150120.90公顷，增加 77.00公顷。

六、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由现行规划的 65973.00公顷调整为 67170.00

公顷，增加 1197.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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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由现行规划的 43106.50公顷调

整为 43106.10公顷，减少 0.40公顷。

八、新增规模调整

根据调整前后建设用地总规模，结合 2006-2014新增建设用地报

批情况、2014现状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的实施情况，

到 2020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为 20329.60公顷，比现行规

划增加 76.60公顷；按照建设占用耕地和占用农用地比例测算，得出

建设占用农用地 14689.60公顷，建设占用耕地 14412.50公顷，分别

比现行规划增加 76.60公顷和 76.60公顷。

九、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指标调整

为确保全市实现建设占用耕地的占补平衡，根据规划新增建设占

用耕地的规模，调整后的规划 2020年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指标为

14412.60公顷，比现行规划增加 76.60公顷。

十、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调整

按照《济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济

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年）》和《济宁市统计年鉴》（2014）

以及 2014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等，2014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为 127

平方米，预测 2020年全市总人口 900.00万人，城镇人口 558.00万人，

根据调整后的城镇工矿用地 67170.00公顷的规模，测算得出 2020年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为 120平方米，比 2014年现状少 7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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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按照规划目标

和上级下达的控制指标，适当减少农用地数量，适度扩大建设用地规

模，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发未利用地。2014-2020年间，全

市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面积分别从 773845.65公顷、186141.36

公顷、158710.62 公顷调整为 751079.16 公顷、198996.47 公顷、

168622.00 公 顷 ， 三 类 用 地 比 例 从 69.17:16.64:14.19 调 整 为

67.13:17.78:15.09。

第一节 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原则

一、落实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协调好各类建设用地与基本农田的布局，充分发挥农用地生产、

生态、景观间隔和环境保护的综合功能。

二、调控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

在生态保护屏障和基本农田布局的间隔地带，确定城镇体系空间

布局及发展方向，协调居民点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布局的空间关系，

形成方便生产、有利生活、环境优美的城镇村用地格局。

三、优化城乡生态空间，增加生态功能用地

加强维护和改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形成基本的国土生态保护屏

障，尽量增加绿色空间用地，合理利用自然景观资源，推进耕地保护、

城乡建设与生态屏障建设的有机统一。

第二节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一、农用地结构调整

规划期内，以增强农用地生产、生态景观和环境保护的综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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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规划下达的控制目标，园地、林地面积

基本稳定，其它农用地数量适当。到 2020年农用地规模由 770632.57

公顷调整为 751079.16公顷，减少 19553.41公顷。

1、耕地

规划期内，以耕地质量管护为主，不断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规划 2020年调整前耕地面积为 599208.18公顷，调整后耕地面积为

598141.10公顷，减少了 1067.08公顷。

2、园地

规划期内，以提高果业生产效益为主。园地面积由 25201.34公

顷调整为 19909.91公顷，减少了 5291.43公顷。

3、林地

规划期内，进一步完善生态防护林，强化国土生态保护屏障、增

加绿色空间为主。到2020年林地面积由48548.70公顷调整为54437.32

公顷，增加了 5888.62公顷。

4、其他农用地

规划期内，以提高其他农用地利用效益为主，基本稳定其他农用

地结构。规划 2020年调整前其他农用地为 97674.35公顷，调整后其

他农用地为 78590.83公顷，减少了 19083.52公顷。

二、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规划期内，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统筹安排城乡建设用地

布局，以内涵挖潜为主，外延扩张为辅，在集约利用的前提下，适度

增加建设用地规模。到 2020年建设用地规模由 192232.00公顷调整

为 198996.47公顷，增加 6764.47公顷 (其中包含省级下达新增指标

76.60公顷，省级及以上重点项目新增规模 5709.43公顷，省级及以

上重点项目规模以实际占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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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乡建设用地

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调整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引

导城镇和农村住宅集中、集约式发展。规划 2020年调整前城乡建设

用地面积为 149086.17公顷，调整后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151014.96

公顷 ，增加 1928.79 公顷(其中包含省级及以上重点项目新增规模

1851.79公顷，以实际占用为准)。

2、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规划期内，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交通运输能力，提高水利

设施建设水平，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以风景旅游设施建设为主，

促进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规划到 2020年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由 43145.83公顷调整为 47981.51公顷(其中包含省级及

以上重点项目新增规模 3857.64公顷，以实际占用为准)。

三、未利用地结构调整

规划 2020 年调整前未利用地面积为 155833.06公顷，调整后面

积为168622.00公顷，增加了12788.94公顷,其中水域面积增加8230.54

公顷，自然保留地面积增加 4558.41公顷。未利用地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济宁市根据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采煤塌陷耕地和基本农田

核减工作的通知》，核减了耕地面积。

第三节 三线划定与空间优化

一、农业生产空间优化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1、农业生产空间优化

坚守耕地红线，确保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

高、布局基本稳定；统筹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利用，确保农业生

产合理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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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农业生产规模化促进农业生产空间优化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主体壮大发展。大力建设粮油、蔬菜、瓜果等各类优质农产品

基地，培育壮大市场型、加工型、科技型等龙头企业，提升农业生产

规模化水平。

（2）提高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空间优化

科学布局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强化鲁西南优质农产品基地品

牌建设，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形成农业服务规模化、要素投入集

约化、生产过程安全化、经营管理体系化、产品销售品牌化的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

（3）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农业生产空间优化

抓好农产品交易畅通工程，构建农产品产销联盟，形成“生产、

加工、流通、销售”四位一体的产销模式。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积极培育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推

广应用互联网技术。发展休闲农业，加快打造集农业观光、采摘体验、

休闲娱乐、养生养老多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农业休闲项目。

2、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1）城市周边基本农田划定结果

济宁市城市周边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 1335.20公顷，划入耕地国

家利用等级平均是 6.73等，其中 6等地 408.33公顷，占新划入耕地

的 30.58%；7等地 873.87公顷，占新划入耕地的 65.45%；8等地 53.00

公顷，占新划入耕地的 3.97%。

全市本次新划入的永久基本农田落地后，与原有的基本农田一

起，并结合城市周边河流、湖泊等天然生态边界，在城市外围形成绿

色空间：东部与西浦路东侧的基本农田相连，形成基本农田屏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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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基本农田与太白湖为主，形成基本农田、湖泊屏障；西部老运河

以东有集中连片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形成基本农田屏障；北部以运煤

铁路线为主，运煤铁路线两侧集中连片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行成基本

农田屏障。通过城市周边基本农田的划定，构建起道道生态屏障，对

中心城区进行了有效的合围和隔离，进一步固定了城市开发边界，避

免城市连片发展而影响生态、景观和城市整体环境水平，有利于控制

城市无序扩张蔓延。

2）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面积及调整比例

现行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为 524302.00公顷，规划

调整完善后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为 500151.00公顷，基本农

田保护目标减少 24151.00 公顷。本次划定后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面积为 500151.00公顷。划定面积达到了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目

标任务，布局调整符合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应保尽保的要求。

二、生态空间布局优化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1、生态空间布局优化

济宁市构建国土生态屏障，重点保护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

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及重要饮用水水

源保护地等生态环境区域。合理布局和规划各类生态用地，确保区域

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完整、过程有序、功能高效以及生态系统的连通。

（1）构建生态良好的土地利用格局

1）因地制宜调整各类用地布局

通过调整布局各类用地，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空间格

局。规划期末，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耕地、园地、林地、水域和部分

未利用地占全市土地面积的比例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2）积极构建国土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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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基本农田建设等重大工程，

加快建设以大面积、集中连片的森林、基本农田等为主体的国土生态

安全屏障。

3）努力构建景观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环境

在城乡用地布局中，将大面积连片基本农田、优质耕地作为绿心、

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景观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生态环境。

着力构建济宁市运河沿线两岸、微山湖湿地、北湖湿地等生态保护区

域。

（2）加强采煤塌陷地的综合治理

密切结合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建设，因地制宜，加强采煤塌

陷地的综合治理。济宁、兖州、曲阜、邹城组群结构城市范围的采煤

塌陷地以营造湿地和旅游景观为主，建造都市区“绿心”；任城北部、

汶上、嘉祥等地的塌陷区，采取划方整平、引黄淤填等方式营造耕地；

微山、鱼台、金乡等地势低洼、长期积水的塌陷区，营造鱼鸭混养、

禽蛋加工、旅游观光的综合利用格局；城镇工矿周边的塌陷区，营造

建设用地、生态湿地和休闲娱乐用地。

（3）加强土地利用空间管制，因地制宜改善生态环境

针对不同分区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因地制宜改善生态环境。

严格执行国家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标准，严禁改变禁止建设区域生态用

途环境，严格控制工业生产中的三废排放和生活排污，加大对河流的

保护力度，以防为主，防治结合，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以地

更绿、天更蓝、水更清、景更美为目标，因地制宜改善生态环境。

2、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济宁市生态红线划定成果包括以下几部分：

1）将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中核心区、缓冲区及试验区全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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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生态红线。

2）将大运河遗产边界内、“三孔”文化遗产划入生态红线。

3）将峄山风景名胜区、泗水泉林泉群风景名胜区、水泊梁山省

级风景名胜区德全部区域划入生态红线。

4）将 7处森林公园的全部区域划入生态红线。

5）将 21处湿地公园的全部区域划入生态红线。

6）将水源地保护区 12处的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划入生态红线。

按照《济宁市生态红线划定方案》，全市生态用地具体包括自然

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

质公园及重要饮用水水源保护地 7种类型。其中，自然保护区共 1处，

为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共 2处，为大运河和曲

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风景名胜区共 3处，为峄山风景名

胜区、泗水泉林泉群风景名胜区、水泊梁山省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共 7处，为邹城峄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曲阜尼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泗水泉林国家级森林公园、泗水青龙山森林公园、邹城凤凰山森林公

园、嘉祥青山森林公园、水泊梁山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总共 21处，

为曲阜孔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金乡金水湖国家

湿地公园、泗水泗河源国家级湿地公园、运河入湖口省级湿地公园、

兖州兴隆省级湿地公园、曲阜崇文湖省级湿地公园、邹城北宿省级湿

地公园、邹城香城省级湿地公园、邹城太平省级湿地公园、邹城蓝陵

省级湿地公园、鱼台鹿洼省级湿地公园、金乡彭越湖省级湿地公园、

嘉祥老僧堂省级湿地公园、嘉祥吉祥湖省级湿地公园、汶上莲花湖省

级湿地公园、汶上大汶河省级湿地公园、泗水尹城省级湿地公园、泗

水青源省级湿地公园、梁山运河省级湿地公园、高新区廖河省级湿地

公园。地质公园总共 7处，为曲阜尼山省级地质公园、邹城峄山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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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邹城凤凰山省级地质公园、金乡羊山省级地质公园、嘉祥

青山省级地质公园、泗水龙门山省级地质公园、梁山省级地质公园。

重要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共 12处，包括 T1济宁集中水源地保护区、兖

州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T11 梁山城区集中水源地保护区

等。

三、建设用地布局优化与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1、建设用地布局优化

（1）城镇工矿用地布局

城镇建设要坚持“突出重点，兼顾平衡”的基本原则，重点保障中

心城区发展用地，节约用地，合理用地，最大限度地减缓占用耕地的

速度和数量，逐步形成等级、规模结构和布局合理、用地集约的城镇

体系。严格控制和引导各类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建设，统一规划用地。

规划形成“一心五轴”市域城镇体系，“一心”即济宁市中心城区，“五

轴”为两纵两横一斜轴，即泰安-曲阜-邹城-枣庄、汶上-嘉祥-鱼台-金

乡、嘉祥-任城-兖州-曲阜-泗水、任城-邹城、梁山-汶上-兖州-邹城等

五条城镇发展轴线。

（2）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

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按照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的要求，保障新农村建设的必要用地，重点保障农业生产、农民生活

必需的用地，加强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农村居民点

向城区、中心镇、集镇、中心村集中，提高农村居民点节约集约用地

水平，形成一个等级规模合理，空间分布适宜，交通联系便捷，各项

公共设施服务经济和城镇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初步现代化城乡一体

化网络，从而提高城乡建设用地的整体利用效益，改善城乡土地利用

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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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的调整、转移、合村并点应以尊重群众意见为前提，

最大程度地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村居民点的调整、转移应有利于

环境和资源保护，有利于基础设施共享，有利于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统一管理。农村居民点规划与实施应采取“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村

民参与、循序渐进”的策略。

（3）交通水利用地

构建“四主八副”的铁路客运枢纽和铁路货运枢纽体系。“四主”

为曲阜东站、梁山高铁站、济宁北站和兖州站。“八副”包括济宁东站、

曲阜南站、嘉祥北站、泗水南站、济宁站、邹城站、梁山站、峄山站

等。兖州北站、黄屯站、嘉祥站和梁山北站作为主要货运站，泗水站、

曲阜站、疃里站、邹城站、金乡站、鱼台站、汶上西站和梁山站作为

辅助货运站。

规划构建“十二放十八连”的市域公路交通网络。放射线为济宁市

中心城区向市域各县（市）放射性连接线，规划两条以上的高等级公

路联系，保证中心城区出发一小时抵达济宁各县市，其中，新 G105

国道（借西二环南北延）、新 G327国道、S104省道、S335省道、

运河路北延、滨湖东路为规划改线或新建公路，S337省道、G237国

道（S251省道提级南延）、滨湖大道、S611省道为规划提级公路。

联络线为济宁各相邻县市之间的联络通道，规划至少一条以上的

高等级公路联系，其中，新 G327 国道、G518 国道、兖颜线、滨湖

大道南延为规划改线或新建公路，S244省道、大黄线、S252省道、

金清线、李淳线、S611省道、S255省道、S338省道、梁汶线为规划

提级公路。

完善农村公路网络建设，提高骨架公路的覆盖范围和公路等级，

实现村村通柏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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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运河在济宁境内全面提级成为二级航道。泉河航道、洙水河

航道、白马河航道、新万福河航道、老万福河航道、湖西航道等提级

成为三级航道；兼顾旅游，重点发展泗河、洸府河、老运河、微山湖

沿线等特色航道。

（4）其他建设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包括风景名胜用地和特殊用地；风景名胜附属设施

建设必须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系统下进行，并注重对自然和人文景

观的保护。全市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主要包括经国家、省、市确定

的文化遗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等保护性区域。如“三

孔”、“四孟”、鲁国旧址、泉林、峄山、梁山、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等。

2、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1）划定要求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允许建设区和有

条件建设区为基础，依据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做好资源环境承载力

和建设用地适宜性、限制性评价，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尽量避开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区等，充分利用线型基础设施和自然地

物边界综合确定。

（2）划定成果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坚持建设用地总量不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确定的控制目标，不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空间框架，立足

于空间布局优化，促进城市有机增长。根据《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4-2030年）》（鲁政字﹝2016﹞304号）和城市周边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的成果，使用河流、道路等具有明显隔离作用的标志物或行

政界线为范围界限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的范围，划定济宁市中心城

区城市开发边界规模为 39381.6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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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及管制

根据不同地区开发现状、开发潜力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土

地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等要求，将全市划分为七种土地利用功能

区：基本农田集中区、一般农业发展区、林业发展区、城镇村发展区、

独立工矿区、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和生态安全控制区。

第一节 基本农田集中区

基本农田集中区面积 566269.2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0.62%。

管制规则：鼓励开展基本农田建设，区内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

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理、复垦或调整为基本农田。不得破坏、污染区

内土地，不得在区内建窑、建坟、挖沙、采石、取土、采矿、堆放固

定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第二节 一般农业发展区

一般农业发展区面积 145916.1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04%。

管制规则：切实保护耕地，引导发展高效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

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严格控制村镇建设用地，本区内的土地只能用于种植业生产和直接为

农业生产服务使用，鼓励区内的其他土地转为农业生产用地。

第三节 林业发展区

林业发展区面积 29393.8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63%。

管制规则：区内的土地主要用于林地生产，以及直接为林业生产

和生态建设服务的营林设施使用，不得擅自改变用途。鼓励区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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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产的其他用地，调整到适宜地类。严禁城镇工矿建设占用水源

涵养林和其他各种防护林用地，确需占用的必须严格审批。禁止占用

区内土地进行毁林开垦、采石、取土、挖沙等活动。

第四节 城镇村发展区

城镇村发展区主要为中心城区、县城、建制镇和村庄，面积

189285.0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6.92%。

管制规则：本区内的土地主要用于城镇村建设，要严格执行城镇

建设总体规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和低效利用，充分利用存

量土地。各类建设用地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合理确定用地规模。

优化工矿用地结构，支持集约用地程度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循环经济

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发展。鼓励通过村庄整理、村庄合并等形式，向

小城镇和中心村集中，逐步缩小乡村建设占地规模。

第五节 独立工矿区

独立工矿区面积 4524.5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40%。

管制规则：区内土地主要用于能源化工以及其他不宜在居民点内

安排的工业用地；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工矿建设规划；区内

因生产建设挖损、塌陷、压占的土地应及时复垦；区内建设应优先利

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

之前，应当按现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第六节 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

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面积 58423.9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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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规则：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保护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区内土地利用必须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相关规划，切实

保护好山体、水体、植被等自然资源，建立良好的生态系统。区内影

响景观保护的土地用途，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的用途。严禁占用

区内土地进行破坏景观、污染环境与景观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

第七节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 124884.8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1.16%。

管制规则：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

止与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建设与开发活动。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

划期内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边界不得调整。在不影响生态功能和环境

协调的情况下，允许适度进行以自然生态为主的旅游和公益性服务设

施等低强度建设活动。区内禁止开山采石、取土制砖、乱砍滥伐林木、

倾倒废弃物等破坏景观资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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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

根据《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指标调整

的通知》（鲁国土资发﹝2016﹞10号）文件及济宁市重点建设项目

的面积，统筹存量与增量建设用地，确定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扩展边

界和禁止边界，确定规划调整后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

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第一节 允许建设区调整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所包含的范围，包括全市规划期内将保留

的现状建设用地以及新增城镇、工矿、村庄建设用地规划选址的区域。

全市允许建设区由 176025.60公顷调整为 196559.58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比例由 15.73%调整到 17.57%。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或工矿建设发展空间；

2、区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

统筹增量与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3、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空

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4、允许建设区边界（规模边界）的调整，须报规划原审批机关审批。

第二节 有条件建设区调整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有条件建设区是规划调整期内预期新增城乡

建设用地落实到空间上的用地区，其规模与规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相

匹配。全市有条件建设区由 4427.46公顷调整为 2497.65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0.40%调整到 0.22%。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

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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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

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原审批机关审批。

第三节 限制建设区调整

济宁市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之外的区域为

限制建设区，是城镇村、工矿建设空间与生态保护空间的缓冲隔离带。

包括各县（市、区）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用地整理、复垦区域，

其他生态功能保护区、河流水网区域等。全市限制建设区由 920899.97

公顷调整为 897751.3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82.32%调整到

80.25%。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发展农业生产，开展

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

2、区内禁止城、镇、村建设。

第四节 禁止建设区调整

禁止建设用地边界所包含的空间范围，是具有重要资源、生态、

环境和历史文化价值，必须禁止各类建设开发的区域。济宁市的禁止

建设区主要分布于土地用途分区中的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以及自然

与文化遗产保护区，面积由 17344.61公顷调整为 21889.10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1.55%调整到 1.96%。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主

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

2、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划期内禁止建设用地边界不得调

整。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划期内禁止建设用地边界不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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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心城区规划调整完善

第一节 土地利用现状

济宁市中心城区是济宁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高新

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地。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控制范围西至杨甄村、105

国道、西外环、运河东岸；南至小北湖、六四农场、六四一分厂、中

贾村、东外环、济邹路、廖沟河、黄山路；东至黄山路、济微路、西

郭营村；北至郭营村、济菏铁路、北外环、105国道。包括任城区的

金城、古槐、仙营、济阳、越河、南苑、观音阁、柳行、安居、许庄

和兖州区的黄屯、王因街道辖区内的部分土地，面积为 14471.44公

顷。

根据 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济宁市中心城区农用地面

积 3710.22公顷，占中心城区土地总面积的 25.64%；其中耕地 3188.59

公顷，园地 53.36公顷，林地 206.61公顷，其他农用地 261.66公顷。

建设用地面积 10509.42公顷，占中心城区土地面积的 72.62%。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9121.61公顷，城镇工矿用地 8137.88公顷，农村

居民点用地 983.73公顷，交通水利用地 1179.96公顷，其它建设用地

207.85公顷。

未利用地面积 251.80公顷，占中心城区土地面积的 1.74%。其中

水域 233.69公顷，自然保留地 18.11公顷。

第二节 发展方向

济宁市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包括南部以太白湖新区为主体，加强太

白湖与接庄街道、石桥镇的联系，重点进行环湖地区的开发建设；东

部从现有老城区向东发展，推进高新区转型、任兖一体化战略，任城

区与兖州区通过高新区的建设，以交通网络联系为重点，逐步实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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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中部优化现有老城区空间，强化综合服务功能，改善城市环

境，打造精致城市；北部合理利用经地质勘探确定可开发建设的区域，

注意高铁站区域与周边乡镇的一体化建设；西部城市向西跨越采空

区，重点发展经开区，逐步实现经开区与嘉祥城区的一体化发展。

加速济宁都市区融合发展。济宁都市区包括任城区、兖州区和邹

城、曲阜、嘉祥 3个县市的部分城镇，规划总面积 2890平方公里。

都市区范围内人口密集、政治经济集中、物产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

厚，有三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四大千亿级产业集群（装备制造、能源工

业、化学化工、食品工业）。以交通网络、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民

生服务为突破口，制定任城区、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与兖州区一

体发展的措施办法，强化中心城区，引领都市区融合发展。

第三节 规划调整方案

一、指标调整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充分依据《济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年）》

等规划，针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考虑满足未来 5年城市发展用

地需求，对济宁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进行调整。

规划调整调入的地块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涉及调整区域主要包

括金城、古槐、南苑、南张、李营、柳行街道（镇）。经统计，本次

规划调整完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由 12257.64 公顷调整为

12497.31公顷，增加了 239.67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0187.16公

顷，较现行规划增加 153.32公顷。由于市中区、任城区合并，对原

来两区相连部分进行重新规划，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引起建设用地规

模增加。调整后济宁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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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率得到提高，产业集聚效应更加明显。

二、空间调整

1、规划用地布局调整

与《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年）》衔接，规划中心城

区的城市空间发展方向为“中优、北进、西跨”，综合确定建设用地新

布局。

2、空间管控调整

按照管住城乡建设用地总量、盘活存量的目标，划定允许建设区，

同时考虑规划实施中的不确定性，适当安排城市建设弹性空间（有条

件建设区），将生态保护核心区划定为禁止建设区。

3、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

根据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划定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设置

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1）允许建设区

中心城区允许建设区面积由 12242.14公顷调整为 12497.31公顷，

占中心城区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84.60%调整到 86.36%。

（2）有条件建设区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有条件建设区是规划调整期内预期新增城市

建设用地落实到空间上的用地区，其规模与规划新增城市建设用地相

匹配。中心城区有条件建设区面积由 292.29公顷调整为 6.92公顷，

占中心城区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2.02%调整到 0.05%。

（3）限制建设区

城市与生态保护空间的缓冲隔离带。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

用地整理、复垦区域，其他生态功能保护区、河流水网区域等。中心

城区限制建设区面积由 1632.11公顷调整为 1516.78公顷，占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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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11.28%调整到 10.48%。

（4）禁止建设区

禁止建设用地边界所包含的空间范围，是具有重要资源、生态、

环境和历史文化价值，必须禁止各类建设开发的区域。中心城区限制

建设区面积由 304.90公顷调整为 450.34公顷，占中心城区土地总面

积的比例由 2.11%调整到 10.48%。

三、调整后土地利用结构

调整后，济宁市中心城区农用地面积 1523.64公顷，占中心城区

土地总面积的 10.53%。其中耕地 253.27公顷，园地 8.17公顷，林地

1234.95公顷，其他农用地 27.25公顷。

建设用地面积 12497.31公顷，占中心城区土地面积的 86.36%。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10422.46公顷，城镇工矿用地 10187.16公顷，农

村居民点用地 235.30公顷,交通水利用地 2001.54公顷，其它建设用

地 73.30公顷。

未利用地面积 450.49公顷，占中心城区土地面积的 3.11%。全为

水域，面积为 450.4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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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土地整治挖潜

第一节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

一、总体目标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范有序推进土地整治的决策部

署，以整体推进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为平台，以优化城乡用

地结构、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综合生产力和改善生态环境为

重点，整理资源、引导资金、协调好土地整治与耕地保护、产业发展

和城乡建设等的关系，统筹安排规划期间市域土地整治活动。规划到

2020年，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14412.60公顷。

二、农用地整理

积极稳妥地开展山、水、林、田、湖等综合整治，加大中低产田

改造力度，重点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

质量。农田整理方式包括平坟、填沟、零星未利用地开发，完善田间

道路、林网配套、沟渠（包括明渠改暗渠，喷灌），改造中低产田、

园地、林地和水面等。全市通过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面积 7722.60公

顷。

三、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据土地适宜性条件，本着“因

地制宜、适度开发”的原则，有步骤地推进后备土地资源开发。主要

开发泗水、曲阜、邹城、嘉祥等县（市）低山丘陵区的未利用地。以

小流域治理为基础，缓坡地以开发为耕地为主。规划到 2020年，通

过宜耕后备资源开发，新增耕地 6690.00公顷。

四、采煤塌陷地治理

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快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济、

兖、曲、邹组群结构城市范围的采煤塌陷地以营造湿地和旅游景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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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建造都市区“绿心”；任城北部、汶上、嘉祥等地的塌陷区，采取

划方整平、引黄淤填等方式营造耕地；微山、鱼台、金乡等地势低洼、

长期积水的塌陷区，营造鱼鸭混养、禽蛋加工、旅游观光的综合利用

格局；城镇工矿周边的塌陷区，营造建设用地、生态湿地和休闲娱乐

用地。规划到 2020年，通过采煤塌陷地治理恢复耕地 6843.00公顷。

第二节 工矿废弃地调整利用

遵循“统一规划、统筹部署，明晰产权、维护权益，规范运作、

严格管理”的原则，积极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调整利用，优化建设用

地空间布局，促进土地资源节约、合理和高效利用。

通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依法取

得的零星工矿废弃地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废弃地的复耕，使废

弃建设用地得到更新改造、充分利用，确保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

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规划至 2020年，计划实施工矿废弃地

复垦项目涉及全市各县（市、区），项目总规模 2318.19公顷。

第三节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挖潜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挖潜主要是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其他建

设用地的整理，对居民点建设用地的集约化、标准化整理。按照“依

法依规、尊重民意、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依据城乡建设规

划，结合新农村建设、新型社区建设和压煤村庄搬迁，采用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的方式，加大农村建设用地的整治力度，积极引导农村

居民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中心村集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本次调整完善仍执行现行规划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挖潜

（挂钩）指标 8174.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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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土地利用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

本次济宁市规划调整完善中重大项目的确定，主要依据《济宁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济宁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4-2030年）》等进行调整深化，充分研究各专项规划成果，

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协调确定。

第一节 交通运输设施建设项目

规划期内应以航空、铁路、公路、县（市、区）乡联络线等为骨

干打造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交通网络。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包括鲁

南快速铁路客运通道菏泽至曲阜城际铁路、济宁机场搬迁项目（含机

场连接线）、济微高速公路项目（连接董梁高速与枣荷高速）、济宁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G327连固线任城孟庄至嘉祥邵官屯段、兖州北

站扩能改造项目、环湖大道东线等工程。

其中省级以上交通项目的总规模 5274.05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4257.37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3661.51公顷，涉及曲阜市、邹城

市、梁山县、任城区、金乡县等 11县（市、区）。

第二节 水利设施建设项目

优先保障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水利建设用地，推动农村水利设施

建设，促进农业生产条件、农村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主要包

括微山滞洪区、南四湖湖东堤改造、孟宪洼水库堤坝、东鱼河治理、

羊山水库等重点工程。

其中省级以上水利项目的总规模 645.73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603.53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471.38公顷，涉及微山、任城、金乡、

梁山等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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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能源设施建设项目

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为核心，以合理布局和科学运

输为原则，以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为主线，以新能源、清洁能源发

展为主体，以重大电源工程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能源项目建设。

济宁市规划期内安排能源建设项目主要包括小孟煤矿(山东宏河矿业

集团)、杨店铁矿、张保庄铁矿、鲁西煤矿扩建、王楼煤矿扩建、等

项目。

其中省级以上能源设施建设项目的总规模 147.92公顷，新增建

设用地 147.50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92.40公顷，涉及任城、兖州、

汶上等县（市、区）。

第四节 其他项目

为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规划期内安排济宁

市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济宁市看守所（济宁市拘留所）、山东比亚

迪云轨生产基地等项目。

其中省级以上其他建设项目的总规模 1090.19公顷，新增建设用

地 701.0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611.40公顷，涉及任城、兖州、

曲阜、邹城等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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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县级土地利用调控

第一节 基本要求

济宁市下辖的两市两区七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将市级规划的

各项控制指标根据土地利用条件准确落实。严格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

保护责任，依据基本农田划定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要求，合理调整基本

农田布局，确保基本农田质量有提高。落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划定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和扩展边界；落实土地综合整治补充耕地项

目、工程和重点区域；优先布设基础性生态用地，协调安排基本农田

和基础设施用地，优化城镇村用地布局。

各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划分土地利用管制分区，

明确土地用途和管制规则，并把各项指标分解落实到乡镇。

第二节 县（市）区规划指标调整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通知》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

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济宁市调整

了耕地、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和建设用地总规模，进一步强化耕地数量

和质量保护，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切实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统筹推进“三线”划定和“多规融合”，推进节约集约用地。

山东省下达给济宁市耕地保有量比调整前减少 2791.00公顷，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减少 24151.00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 76.60公顷，

济宁市根据各县市区实际、采煤塌陷地分布情况，分解核减耕地保有

量和基本农田指标；根据优先保障中心城区用地需求，将新增加的

76.60公顷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到任城区，将调整完善后剩余指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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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到 11个县（市、区），形成调整完善后相关指标。

一、任城区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2013年济宁市任城区和市中区行政辖区合并为现在的任城区，

现在的任城区原规划指标为原任城区和市中区的指标之和，规划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49686.00公顷调整为 46733.30公顷，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43601.00公顷调整为 37276.80公顷，建设用地总

规模由 25805.00 公顷调整为 25881.60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由

20304.00 公顷调整为 20381.00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由

3957.00 公顷调整为 4033.60 公顷，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由

340.00公顷调整为 416.60公顷，人均城镇工矿用地由 106平方米调

整为 110平方米。

二、兖州区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40059.00公顷调整为 37316.6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34247.00公顷调整为 30177.1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14553.0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11804.0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1315.0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保持在 1315.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由 110平方米调整为 121平方米。

三、曲阜市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46461.00公顷调整为 45792.6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40919.00公顷调整为 38887.3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16264.0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11975.0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995.0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保持在 1140.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由 128平方米调整为 13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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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泗水县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54863.00公顷调整为 56038.3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48683.00公顷调整为 48248.4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14747.0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11571.0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714.0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由保持在 1860.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保持在 124平方米不变。

五、邹城市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78762.00公顷调整为 83172.1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68295.00公顷调整为 65111.9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25400.0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19601.0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1466.0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保持在 2043.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由 114平方米调整为 121平方米。

六、微山县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31802.00公顷调整为 30485.9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27338.00公顷调整为 24922.5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14201.0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10357.0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1053.0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保持在 1053.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保持在 108平方米不变。

七、鱼台县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39785.00公顷调整为 39459.9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34653.00公顷调整为 33789.6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12049.0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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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7.0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1073.0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由保持在 1178.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由 118平方米调整为 120平方米。

八、金乡县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60503.00公顷调整为 62539.9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53445.00公顷调整为 52519.3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16284.0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12818.0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833.0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由保持在 1297.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保持在 115平方米不变。

九、嘉祥县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67087.00公顷调整为 66087.0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58863.00公顷调整为 57093.8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19875.0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15675.0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955.0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保持在 1037.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保持在 117平方米不变。

十、汶上县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62573.00公顷调整为 62037.1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56057.00公顷调整为 55024.3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16849.0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14143.0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1052.0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保持在 1052.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保持在 123平方米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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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梁山县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控制指标

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66292.00公顷调整为 65419.30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 58201.00公顷调整为 57100.00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在 17123.40 公顷不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在

13588.90公顷不变，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保持在 922.90公顷不变，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保持在 2021.00公顷不变，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保持在 111平方米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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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坚持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切实采取措施，

把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指导方针转化为全民共识，落实各

级地方政府的责任。综合采取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手段，确保

规划目标的实现。

第一节 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

县、乡级人民政府要按照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的原则，组织调

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落实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必须与城市、交通、林业、水利、环保等规划衔接，保障

各部门、各行业编制的专项规划所涉及的土地利用相关内容与本规划

一致。

第二节 建立规划实施的激励机制

一、建立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

试行各项支农资金对农民直接补贴，实行耕地、基本农田保护责

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充分发挥农户在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中的主动

性与积极性，逐步建立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的长效机制。

二、建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激励机制

引导建设用地整合，提高用地效益，促进土地向集约高效方向流

转。将市（县、区）土地规划效益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根据年度考核

结果，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改善的市（县、

区））倾斜，并优先办理农转用、土地征收审批手续。

第三节 健全规划实施的公示制度

一、健全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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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规划实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各县（市、区）在安排具体项

目用地和土地整治活动时，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全社会依法、依规用

地意识。

二、加强规划实施的公众监督

经批准的规划调整方案，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公示。建立土地规划

信息公开制度和可查询制度，向社会公开规划实施方案、规划实施措

施和规划实施进展等信息，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社会舆论和广大群众

对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作用。

第四节 强化技术支撑，加强规划实施的动态监管

加强规划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采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土地

调查和监测，及时发现、制止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行为。为便于实

施土地用途管制和各项土地整理复垦开发活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

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图、土地综合整治规

划图等数、图、实地三者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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