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消息！国内首个！国务院批准了！这些地方迎大机遇

记者 21 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正式获批，这为示范区的规划建设治理提供了基本依据。该规划也

是国内首个经国务院批准的跨行政区国土空间规划。（新闻链接：

“江浙沪”大消息！国务院批复：同意→）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

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全域，“两区一县”约 2413 平方公

里。《规划》中，未来的示范区建设有何新意呢？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提出这些“目标”

总体规划明确，示范区将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进跨区域一

体化空间协同治理；聚焦三地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共同建设太浦河、

京杭运河清水绿廊，统一示范区环保排放标准，三地城镇污水收集

处理率要达到 10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Q5MTkyMA==&mid=2657675860&idx=1&sn=5c3c042d8a3d3da40bffa229a264a1aa&chksm=bd456feb8a32e6fd22043ccc768ec75b95e2e3607dff4b4ad4069075b771e96459167afc600d&scene=21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门晓莹：三省市现在共

同推进示范区，统筹各类专项规划，完善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治理机

制，重点围绕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

共享。统筹示范区轨道交通网络，打通省际的断头路，来促进高等

级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

总体规划还提出，示范区将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河湖田镇村融合

的水乡单元为空间载体，推动存量用地布局优化，着力扩大蓝绿空



间，到 2035 年，河湖水面率不低于 20.6%，森林覆盖率大于 12%，

绿色交通出行比重提升至 80%。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门晓莹：同时在街区里

面，通过布置一些小型的绿地、立体的绿化，还有复合的蓝绿空间，

来建设绿色低碳街区，构建研学产协同共进的空间载体，来促进产

业用地分类整治、提质增效等措施，构建创新驱动、高效集约的产

业发展的新方式。

跨省域 行政区国土空间规划如何实施好？

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战略，建设由上海

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组成的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

手棋和突破口。对于这样一个跨省域、跨行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

如何实施好？

总体规划明确，示范区将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不搞集中成片、大规

模、高强度开发建设，不走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老路，在坚守耕地



保护、生态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安全底线管控的基础上，

到 2035 年，示范区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803.6 平方公里以

内，较现状建设用地减少 15.7 平方公里。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门晓莹：将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这三条控制线作为

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动城乡建设不可逾越的红线，聚

焦生态绿色一体化，严控开发强度。要严禁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

区，违背农民的意愿搞大拆大建。

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方面，示范区将立足资源禀赋和江南水乡特色，

构建多中心、开放式、绿色化的区域一体空间布局，扩大生态空间，

保障农业空间，优化城镇空间。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门晓莹：通过这个规划

逐步提升空间的利用效率，比如更好地引进一些新业态，提升土地

利用效率。同时把空间进行优化整合，把空间布局成集约型、网络

式的空间，更有利于空间的高效和协同，而不是过去的单中心形式。



明确要求示范区“有增有减”

此次《规划》的出台，对推动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规划》中有

这样几个数字，扩大示范区蓝绿空间，到 2035 年，河湖水面率不

低于 20.6%，森林覆盖率大于 12%，绿色交通出行比重提升至 80%。

减少示范区建设用地，到 2035 年，示范区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控

制在 803.6 平方公里以内，较现状建设用地减少 15.7 平方公里。

《规划》中这“有增有减”背后有着怎样的意义？如何透过《规划》

看中国未来发展？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徐洪才：刚刚颁布的

长三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土地、水和森林资源保护以及污染物

的排放和科技研发投入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目标，

要求当地政府做好“加减法”，旨在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长

三角地区 2021—2035 期间，节约使用国土资源和高效保护生态环

境，提供一个政策指引和行动纲领。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镇，在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

举足轻重，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促进长三角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绿色一体化发展，有助于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创新经济的加快发

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积极的示范效

应，这次规划纲要也释放了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就是在规划的引

领下，长三角地区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政策导向，立足于当

地的资源禀赋和江南水乡的特色，保护传承好文化与自然价值，促

进形成多中心、网络化、集约型、开放式、绿色化的区域一体化空

间布局。在国土资源节约和高效使用方面，一张蓝图干到底，并以

此为基础，统筹各类专项规划，完善区域一体化空间治理机制，重

点围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共建

共享、生态环境共治共保，促进实现绿色经济、高品质生活和可持

续发展的有机统一，为全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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