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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科学治理
绘制综合的布局总图
一是开展“双评价”。立足该县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定位，开展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
价，摸清县域“家底”。

根据评价结果综合分析，确定该县
开发上限为 152平方公里，2025年规划
期内县域总体开发强度为 3.65%，即
81.49平方公里，确保开发建设与环境保
护相平衡，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与规划目
标指标相匹配。

二是划定“三区三线”。坚持生态优
先，按照从严从紧的原则，将全县域划为

“三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
间）、“三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线”作为约
束性指标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

三是绘制“一张蓝图”。按照“先布
棋盘、后落棋子”的原则，对“三区三线”
赋予差异化管控措施，完善基础设施网
络、城镇建设、乡村发展、生态保护、产业
布局、公共服务等空间要素，形成空间规
划底图，不断优化县域空间。

目前，该县生态空间从50.8%提升至
80.43% ，城 镇 空 间 从 10.25% 降 低 到
2.34%，农业空间调整到17.23%的合理范
围，消除矛盾图斑1739公顷，整合并腾出
2.03平方公里的用地空间，增强了县域
空间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二、聚焦系统治理
构建集成的规划体系
一是明确发展战略。立足高质量绿

色发展，明确空间发展的战略定位、主要
目标、产业格局和发展方向，重点在用地
布局上确定各类空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和
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在产业发展上有
机融合《浙江省开化县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明晰县域产业
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编制“一本规划”。统筹城乡建
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总体性规划核
心内容，编成内容齐全、达到总规深度的

“一本规划”——《开化县空间规划
（2016—2030 年）》（以下简称《空间规
划》），作为全县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
战略性、纲领性、约束性规划。《空间规
划》于2017年8月由省政府审批通过，成
为全国第一个获批的县级空间规划。

三是构建“1+X”规划体系。按照“一
本规划管到位”要求，建立以《空间规划》
为“1”，各类控制性详细规划、空间性专
项规划和其他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为

“X”的“1+X”地方空间规划体系。同步
精简空间规划数量，下位规划数量减少
近 60%，规划的编制费用缩减约 5000万
元。

“1+X”空间规划体系有效解决“规划
打架”问题，为实施空间治理提供了依
据。比如，根据《空间规划》谋划建立新
材料新装备产业园，将处于中心城区的
一些企业搬迁入园，为中心城区腾出了
近500亩的城市发展空间。

三、聚焦规范治理
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程
一是破除技术壁垒。针对基础数

据、空间定位、用地分类等不一致问题，
统一采用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作为规划编
制的基础数据；统一采用 2000国家大地
坐标系作为空间定位基础；统筹以往各

类空间型规划用地分类，形成空间规划
用地分类标准。

二是统一指标体系。通过平衡各规
划主管部门职责，形成共同认可的规划
目标及指标，包括生态环境、人口发展、
经济发展、空间开发、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六大类 23项核心指标，并重点就人口
规模、建设用地、城镇化水平等指标，协
调统计口径和预测数值，形成一套统一
的指标体系。

三是形成技术规程。系统梳理在开
发强度测算、三类空间划定、空间管控等
方面的主要做法和技术经验，编制形成
技术规程。统一的技术规程，在技术上
为各部门利用“多规合一”改革成果开展
县域空间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双
评价”与“三区三线”两项技术规程已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相关技术导则。

四、聚焦数字治理
搭建高效的信息平台
一是实现数据共享。整合全县28个

部门的数据资源，建立统一的基础数据
库，搭建由基础、管控和审批“三大模块”
并联运行的“多规合一”信息平台，提供
现势数据服务，实现规划编制审批、项目
用地选址、环境影响评估等空间信息跨
部门使用。

二是建立空间预审机制。将项目用
地红线导入信息平台，与“一张蓝图”智
能比对分析，快速形成预审结果，解决了

“能不能布项目”“在哪里布项目”“布什
么项目”的问题。

三是实行并联决策。根据预审结
果，各部门结合各自管控要求，并联开展
项目可行性研判，即时出具研判结果，保
证各项控制性指标有效落地。

信息平台上线以来，共预审436个项
目，项目决策时间从以往3个月以上缩减
为平均8个工作日。比如，该县第二人民
医院因“规划打架”问题，耗费半年四次
选址，意见难以协调，最终通过信息平台
仅用了8个工作日就完成了项目选址。

五、聚焦协同治理
建立联动的管理机制
一是强化职能整合。2016年 2月，

整合原发改、规划、国土、环保等部门职
能，组建“多规合一”办公室，负责规划立
项管理、统筹协调、审议发布、监督实施
及评估修订等工作。

在机构改革中，将“多规合一”办公
室职能统一划转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强化部门职责衔接，明确专门科室负
责，进一步推动规划职能优化协同高效。

二是强化规划实施。实行“编管分
离”，《空间规划》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组织编制，各部门通过空间性专项规划、
行动计划与实施性方案组织实施管理。
制定空间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列入政府
年度考核。

三是强化规划监管。实行“五年一
评估、一年一体检”，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五年规划对空间规划同步实施评估，并
加强动态监测。

发动公众参与，广泛吸纳民意民智，
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权衡规划编制水平和
实施效果的标准。比如，向社会广泛征
求对芹江大桥及两岸地块改造规划方案
意见，表决比选保留大桥提升改造和拆
桥重建两种方案，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
城市治理的积极性。

开化县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
提升县域空间治理效能

12月9日，《浙里改（领跑者）》专刊第57期刊发《开化县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提升县域空间治理效能》，向全省推广开化县国家级“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先
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浙里改》是由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编发，旨在为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提供最佳实践案例。省委
改革办选树领跑者的过程，要求十分严格，是一个“洗沙淘金”的过程。

下面是《开化县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提升县域空间治理效能》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
协调管控制度。省委十四届六次全
会提出，加强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建设并监督实施，强化用途统筹协调
管控，推进“多规合一”。

开化县自2014年开展国家“多规
合一”试点以来，积极构建“五个一”
（一张蓝图、一本规划、一套技术规
程、一个信息平台、一套体制机制）的

“多规合一”工作架构，有效破解各类
规划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缺乏衔接
等问题，有力提升了县域空间治理效
能。

2016年2月，中央深改组第二十
一次会议听取了开化县关于“多规合

一”试点情况汇报。2019 年 6 月，开
化县“多规合一”改革试点项目获得
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优胜奖。

开化县试点“五个一”规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