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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 、 云浮 、 广州
“

一

”

实践与思考

规合

赖寿华 黄慧明 陈嘉平 陈晓明

提 要
“

三规合一
”

是将 国 民经济发

展规划 、 城市规划 与 土地利 用 总体规划三

者进行充分协调的 工作 ， 是 目 前国 内城 乡

规划 发展的 主要趋势之一 年 ， 广

东 省提 出
“

三规合一
”

的要求并确 立河

源 、 云浮 、 广 州 个试点城市 。 现根据这

个城 市 的 工作 实践 ， 总结其经验做法
，

提 出 了 三地分别在技术 、 机制 与政策上的

一

系 列探索与 创新 ，
分析 目 前广 东

“

三规

合一
”

工作在政策 、 机制 以及技术上存在

的 重点难点 问题
，
并对未来工作与研究方

向 予 以展望

关键词

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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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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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 ，

黄慧明 ， 广 州 市城市规 划勘测设计研 究院 ， 高

级 工程师 ， 区 域 交通规 划设计所 所

长 ，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

陈嘉平 ， 广 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 师

陈晓明 ， 广 州 市城市规 划勘测设计研 究院 ， 高

级规划师 ， 区域交通规划设计所副总工

“

三规合一
”

是指把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 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三者进行

充分协调的工作 。 由 于长期 以来我 国部门管理分隔导致三大规划体系矛盾诸多 ， 集

中体现在规划指导思想 、 规划技术方法与规划实施政策 个方面 （蔡云楠 ， 。

年我 国颁布实施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
下文 简称 《土地管理

法 》 ） 及 年开始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 》 （下文 简称 《城 乡规划

法 》 ） 均提出 了
“

三规合一
”

的相关要求 （王俊 ， 何正 国 ，
。 《土地管理法》

第二十二条对城 乡 规划 与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关系作 出 明确规定 ： 城市总体规划 、

村庄和集镇规划 ， 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
城市总体规划 、 村庄和集镇规

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 、 集镇建设用地规

模 。 《城 乡规划法 》 第五条提 出 ： 城市总体规划 、 镇总体规划 以及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的编制 ， 应当依据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

自 年代起 ， 学者们已经开始重点对城规与土规的协调对接问题展开系统研

究 ， 重点集 中在两规衔接存在 问题的研究以及两规衔接途径的探讨 。 在制度层面

上 ， 主要从规划 目标 、 规划 体系 、 规划区范围 、 技术路线 、 规划审批与法律地位等

方面分析两规之间的矛盾 （顾京涛 ， 尹强 ， 吕维娟 ， 朱才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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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用地

仓储用地

道路广场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 绿地

工业用地 ：

特色用 地

：

村镇建设用地

一

露天矿用地
一

水域和其 他用地
一

“

闳地
—

林地
一

牧草地

水域
一

弃置 地
一

城镇总体规划用地类型的分解

城市或中心镇

城 —

农村居 民点 一

独立工矿 及其他

城 乡 挵民点
及 独 、 工矿

水利水 丨 ：用地
一

逑设用 地

■

林地

水

农业用地

未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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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总

土 地利用总体 规划用地类 型的分解

」

在技 术层面上 ， 主要从人 口指标用地要

求 、 城镇发展方向 、 规划项 目等方面研

究两规协调的策略 吕维娟 ， 杨陆铭 ， 李

延新 ，
；
尹向东 ， 。 但总体上

还是集 中在宏观问题的描述与概况 ， 缺

乏操作层面的探讨 王国恩 ， 唐勇 ， 魏宗

财 ， 等 ，
： 。

进人 世纪 ， 国 内土地资源的 日益

紧缺 ，

“

三规
”

矛盾导致的空间资源配置

错位进一步加剧 了城乡 建设用地的供需

矛盾
，
国 内各大城市均不同程度上面临

净增建设用地资源枯竭的局面 ，
均相继

开展了实质性的
“

三规合一
”

规划 以优

化土地资源的利用 。 上海 、 武汉 、 深圳

等地均依托机构改革 ， 有力 地推 进 了
‘‘

三规合一 工作 ， 并形成 了一系列的实

质性工作经验 （黄叶君 ， 姚凯 ，

北京 、 重庆等地也分别由发改委

与规划部 门牵头 ，
开展了

“

四规
”

合
一

的探索 。 广东作为 中 国改革开放 的前

沿
，
也先后通过河源 、 云浮 、 广州等地

开展
“

三规合一
”

的试点工作 ， 并取得

了有用的经验 。

广东 个试点城市
“

三规合
一

工作的主要特征

年 ，
广东省委 省政府提出广东

要
“

率先转型
”

，

“

发挥排头 兵作用
”

。

年 月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

的决定 》 提出 ： 统筹规划城 乡 空间 布

局 ， 建立全省空间规划协调机制 ， 形成

以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为依据 ， 城

乡 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为支撑的空间规

划体系 ， 逐步推进
“

三规合
一

”

。 此后 ，

河源 、 云浮 、 广州 个试点城市陆续开

展了
“

三规合一
”

规划
， 在技术上与机

制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探索 。

河源
一

以 技 术创新 为 主导的
“

三规合
一

”

尝试

河源是最先探索
“

三规合
一

”

的试

点城市 。 为改变长期 以来各类规划之间

不协调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 年开

始编 制 的河源新
一

轮城市总 体规划 以

“

三规合
一

”

为工作 目标 ， 率先以
“

三统

一

、
二协调 、

一

平台
”

为技术 目标 ， 编

制 了广东省 内第
一

个
“

三规合
一

”

的城

市总体规划 。

三统一

统一数据与年限 。 建立共 同 的经

济 、 人 口 、 土地利用 、 各类资源等包括

在 内 的全方位的基础数据资料库 ， 避免
“

三规
”

在基础资料收集方面的重复工作

和 引用数据不一致等问题 。 尽管
“

三

规
”

基础年不尽相同 ， 但三规的规划 目

标年尽量保持统一 。

统一 目标 。 建立
“

三规
”

共同遵守

的城市发展 目标 、 发展地位 、 空 间发展

战略 ， 统领城乡规划 的编制 。

统一标准 。 建立涵盖城 乡 、 内 涵统
一的用地分类与建设标准 ， 可协调转换

的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 的用地

指标 。 明晰两规如建设用地 、 城 乡 （建

设 ） 用地 、 城市 （建设 ） 用地 、 建制镇

用地 、 农村居民点用地等名称内涵 ， 建

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细分标准 （图 。

两协调

协调土地利 用 。 在城市发展战略的

指导下 ， 针对不同功能分区 ， 由 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提出 耕地 、 基本农田 的空 间

分布 ， 由城市总体规划确 定城市 的重点

发展地区和各类建设用地空间布局 ， 确

保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边界不冲突 ， 保证

两规建设用地空间图斑的
一致

协调空间管制 。 根据不同功能分区

的主导功能 、 发展方向 、 开发时序和管

制原则 ，
由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城市重点

发展方 向 、 土地利用结构功能 ， 由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各个分区的用地规模

和土地利用政策 ， 从而规避各个规划均

从 自 身角度出发 ， 出现相互冲突的管制

分区和管制措施 。

—

平台

搭建
“

三规
”

规划信息统一平台 ，

建立
“
一图多规划

”

的空间信息基础平

台 ， 在一张
“

管理图 上同时叠加城市

规划 、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其他部 门 规

划 的相关信息 ，
形成有效可行的信息共

享机制 （ 图 图 。

云浮
——

以
“

规编委 为核心的

机制创新

云浮推进
“

三规合一
”

的主要特点

是积极进行改革创新 ，
整合部 门 ， 优化

行政资源配置 ， 构建
“
一

套规划 ，
统一

编制 ， 统一平台 ， 分头实施
”

的
“

三规

融合
”

的规划管理机制 。

成立审批委员会 ， 集中决策

云浮市规划审批委员会是市人民政

府的规划决策机构 ， 对规划建设的重大

事项进行审查并提出决策意见 ， 其意见

是市人民政府各部 门进行土地规划建设

行政审批 、 管理与决策 的主要依据 。 规

划审批委员会下设的规划监督监察委员

会 ， 作为规划 监督机构 ， 受规划审批委

图 河源市
“

三规合一
”

规划工作中提 出的指标转换体系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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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委托 ，
对各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 并提出 处理意见 。 委员会的处

理意见是市监察局对各项规划实施情况

进行处理的主要依据 ：

成立
“

规编委
”

，
统筹

“

三规
”

编制与审批

为解决规划
“

打架冲突
”

问题
，
云

浮市把原市发展和改革局组织制订全市

国 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职责 、

原市城乡规划局编制城乡 总体规划 的职

责 、 原市国土资源局制订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 的职责整合到云浮市规划编制 委员

会 下文 简称
“

规编委
”

）
， 统筹编制

“

三规
”

， 同时赋予组织编制和审查全市

各部门的专项规划 并监督其实施的职

责 。 此外 ，

“

规编委
”

下设总规划师和总

建筑师 ， 负 责规划审批决策 的技术把

关 ， 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体

规划 、 城乡 建设规划 以及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 在规划 编制 、 实施与 管理上的统

一

， 有效避免了各种规划
“

打架
”

的现

象 。

下设信息中心 ， 统一信息平台

在云浮市
“

规编委
”

下成立云浮市

地理信息中心 构建
“
一个平台 、 统一

标准 、 分类管理
”

的规划管理体系 。 主

要任务 为负责全市规划 、 国土 、 建设 、

交通 、 市政 、 环保 、 人口 、 教育 、 医疗

卫生 、 农林水 、 档案等有关地理信息方

面 的管理工作 ， 梳理 出
一套

“

多个规

整理相关规划制定的战略 、 目 标

： 抅建统一 月 标体 系

： 建立指标关联性 ， 形成相关 规划
；

： 指标的互 动反馈机制

： 粮理相关 规划产业战略与项 目

明确产业发展规模

明确主要产业方向 与布局

；
明确近期 佳设项 目

统一人 口 规模 城市 化水平

；

确 定城乡 逮设用地规模需求

确 定各时 期用地规模指标

划
”

都适用与认可的技 术规范 和标准 ，

实现
“

三规
”

之间 的衔接 ， 让涉及规划

职能的部 门都能通过该平台进行规划管

理。

部 门分头实施 ，

“

规编委
”

统筹

调校

规划编制完成后 ， 分别交由市发改

局 、 市 国土资源 和城 乡 规划 局组织实

施 ，
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问题 ，

则及时

反馈到地理信息平 台上进行技术融合 ，

如有必要 ， 则反馈给市
“

规编委
”

调整

相关规划 ， 从而形成
一个相互反馈 、 调

校 、 融合的 良性循环机制 ， 确保规划的

顺利实施 （图 。

广 州
——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年 月 日
， 中共广州市第

十次党代会提出
“

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

城 乡规划

图 河源
“

三规合
一 技术路线图

—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河源 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年 ）

河源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 图 河 源市中心城 城 市规划用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示 意 丨冬 丨

图 河源中心城 区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年图斑协调图

图 片 来源 ： 广 州 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河源市城市总体规划
“

三规合一
”

技术报告
丨 】

■城市发展各 地 逑议调整出范闹内堪本农

区域绿地 （建议调整为非城铽建设用地 ）



赖寿华 黄慧明 陈嘉平 陈晓明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 河源 、 云浮 、 广 州
“

三规合一
”

实践与 思考

量
”

，

“

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
”

，

“

科学编制

城市总体规划
，
促进三规有机衔接

”

的

要求 ，
全面部署全市新一轮的

“

三规合
一

”

工作 ，
提出广州将于 年底完成

“
一张图

”

、

一个信息平台 、

一个协调机

制 、

一个审批流程 、

一个监督体系 、

一

个反馈机制等 大工作内 容
，
构建具有

广州特色的
“

三规合一
”

综合性协调管

理决策机制 。 并将在
“

三规合一
”

的基

础上 ，
实现电力建设 、 交通 、 环保 、 科

技等专业规划的
“

多规融合
”

。 这表明广

州
“

三规合
一

”

工作从
“

技术创新 ， 总

体协调
”

阶段转人
“

机制创新 ， 面向实

施
”

的阶段 。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城乡 规划

土地利用 体规划

图 云浮市新型城乡规划管理体系架构框图

图 片来月 赵嘉新 黄开华

广州
“

三规合一
”

工作主要进行了

点探索 。

粒机构 ， 统筹工作

广州市层面成立
“

三规合一
”

工作

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和专责小组 ， 由

广州市市长任组长 ， 负责协调解决全市
“

三规合
一

”

重大问题与决策重大事项 ，

同时建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制度 ， 推进
“

三规合一
”

工作 。 各区参照市
“

三规合

一

”

工作架构 ， 分别设立区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 。 区工作领导小组 以 区长为 组

长
，
区发改 、 规划 、 国土 、 经贸 、 建

设 、 财政 、 环保 、 农林 、 水务 、 交通 、

城管等相关部 门为主要成员 ， 负责决定

区
“

三规合一
”

重大事项 ， 并向市领导

小组负责 。 区领导小组下设
“

三规合

一

办公室 （下文简称区
“

三规办
”

） ，

由 区规划 、 国土 、 发 改 个部门主要领

导及技术力量组成 ， 负责与市
“

三规合
一

”

办公室对接技术问题 ， 制定试点区

工作计划与
“

三规合一
”

具体工作开展 。

“

市 区互动 ，
三上三下

”

与河源 ，
云浮等以市域为主体 ， 围

绕总体规划层面开展
“

三规合一
”

工作

相比 ， 广州新一轮的
“

三规合一
”

工作

形成
“

市区互动 ，
三上三下

”

的机制 。

“
一

上
一

下
”

： 图斑衔接 ， 划定
“

四线
”

。

“

三规合一
”

工作最终需要落实

到具体的城市空间 ， 在总体规划中进行

宏观层面的对接与协调后 ，
必须在详细

规划层面进行微观具体的落实 ，
因此直

接面 临规划实施与管理的 区 （县级市 ）

政府成为广州新一轮
“

三规合一
”

工作

的主体。 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与本区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对 比
， 各区 明确各 自

“

三规合一
”

的工作对象——
“

差异图

斑
”

， 并提 出相应
“

差异图斑
”

协调策

略 。 依据协调策略 ， 各区对
“

差异 图

斑
”

进行调整 ，
形成第

一轮
“

三规合

建设用地布局方案与 条空间管制

线 ， 即
“

建设用地控制线——引导城乡

建设项 目布局
”

，

“

产业区块控制线——

作为产业项 目选址区域
”

，

“

生态控制线

——保障城市基本生态安全
”

以及
“

基

本农田控制线一落实耕地保护
”

。 广州

市层面主要制定 《广 州市区 （ 县级市 ）

“

三规合一
”

规划编制技术指引 》 及 《广

州市
“

三规合一
”

规划成果数据标准》 ，

对各区 、 县级市提交的
“

三规合一
”

工

作成果进行初审 ，
提出审查意见 。

“

二上二下
”

： 明确方案 ， 优

化
“

四线
”

。 各区 （县级市 ） 根据市对
“

一上
”

成果回馈的意见 ， 优化调整
“

四

线
”

划定方案 ， 明确
“

两规 图斑调整

方案 ， 依据 已有成果标准修改数据库及

技术报告 ， 形成
“

二上
”

成果上报市
“

三规合一
”

办公室和专责小组审定 。 市
“

三规合
一

”

办公室和专责小组协助市发

改 、 国土 、 规划对区 、 县级市
“

四线划

定
”

成果进行审查 ， 并通过上下协调 ，

指导区 、 县级市完成
“

四线
”

划定 。

“

三上三下
”

： 汇总方案 ， 形成

全市成果 。 各区 （ 县级市 ） 根据市发

改 、 规划 、 国土等部门审查意见修改上

报各项成果 。 市
“

三规合
一

”

办公室 和

专责小组通过分析全市城市空间增长方

向和趋势
，
研究有条件建设区 、 城市生

态绿地差别化管理等相关政策 ， 划定广

州市城市增长边界 ； 整合 区 、 县级市
“

四线
”

划定成果 ， 形成坐标统一 、 无缝

对接、 矢量化的
“

四线
”

管控图 ， 并制

定相应的管制规则 （图 。

部门联动 ， 项 目整理

除 了对城乡 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
“

两规
”

进行协调外 ，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对城市空 间的土地需求管理也是
“

三规

合一
”

的重要工作内 容 。 通过项 目协调

会的形式 ，
区

“

三规办
”

召集区各职能

部 门与下属各镇街对各 自 的用地需求进

行上报汇总 ， 并呈报区
“

三规合一
”

领

导小组 ，
对各类重点项 目进行整理 、 甄

别 、 排序 ， 按照项 目立项和资金情况 、

成熟程度 、 开发需求和开发规律进行分

期 ，
最终形成

“

三规合一
”

重点项 目

库 ， 作为
“

两规
”

重点落实建设用地规

模的对象。 以 白 云区为例 ，
共召开 次

大型项 目协调会 涉及 个相关部门

与单位 ， 最终形成包括 项各类项 目

的
“

三规合一
”

重点项 目 库 ， 明确各个

项 目 的近中远期用地需求 ，
原

“

两规
”

落实规模 ，
区

“

三规合
一

”

补充落实规

模等情况 ， 保证了
“

三规合一
”

工作的

有效实施 。

城乡统筹 ，
综合改革

面 向实施的
“

三规合一
”

规划 涉及

到两规大量差异图斑的调整工作 ， 这将

涉及到对国土及规划两大部 门相关管理

与政策 的创新工作 ， 年 月 国土资

源部批复 同意 《广州市城乡统筹土地管

理制度创新试点方案 》 （下文简称 《试点

方案 》 ） 为广州
“

三规合一
”

工作提供

了土地管理政策创新的保障 。

一方面 ， 《试点方案》 提出
“

创新土

地利用规划编制和审批机制
”

， 可以 由广

州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功能片

区方案 ， 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 功

能片 区内实现土地利用规划批量调整 ，

为广州
“

三规合一
”

差异图斑批量调整

提供政策支撑 。

另
一方面 ， 《试点方案》 提出对

“

城

市生态用地差别化管理
”

的政策 ，
对城

市建成区 内大面积连 片的园地 、 山林 、

云浮市

发展 和改革局

技术敲合

佶 反馈

」 云浮市国土资想和

城 乡 理局

浮 市云浮市国丄

资湄 和逼士 管理局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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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布 三规合一
’

办公室

各区 三规合一

领导小组

水面等具有生态功能的用地 ， 以及采取

拆危建绿 、 拆旧 建绿等措施增加的大面

积用地 ， 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提

下
，
纳人非建设用地管理 ，

为优化广州
“

三规合一
”

建设用地规模的空间布局 ，

有效利用建设用地规模指标提供了政策

指引 。

经验总结

广东河源 、 云浮 、 广州三地的
“

三

规合一
”

的实践探索是一个从规划技术

创新到机制创新并最终推进政策创新的

过程 。 河源通过
“

三统
一

、
二协调 、

一

平台
”

形成
“

三规
”

对接与协调的技术

路线 ，
明确 了技术上

“

三规
”

矛盾处理

的基本思路 ， 打下了
“

三规合一
”

的技

术基础 。 云浮在河源 的基础上 ，
通过

“

规编委
”

的建立统筹落实
“

三规
”

在市

层面上 的协调机制 ，
以规划编制权 、 审

批权与信息平台的
“

合一
”

保证各部 门

规划的
“

合一
”

有效实现 。 广州
“

三上

三下
”

机制探索 了一条市区互动 ， 面 向

实施的
“

三规合
一

”

道路 ， 面对具体问

题的解决 ， 促进广州
“

三规合一
”

工作

在机制创新的基础上 ， 形成一系列具体

的政策创新建议 。

广 东
“

三规合
一

”

工作 目 前

的重点难点问题

从河源 、 云 浮 、 广州三地的
“

三规

合
一

”

实践工作来看 ， 广东
“

三规合

一

”

工作的进
一步推进仍存在政策 、 机

制及技术三大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 。

现行政策突破

广 州市 三规合 一

领导小

各 三规合一

办公室

关于城市生态绿地处理

依据国土资源部批复同意的 《试点

方案 》 ， 广州可以在建成区内划定城市生

态绿地 ，
纳入非建设用地管理 ， 但 目 前

城市生态绿地的界定仍需要政策进一步

明确 。 目前 ， 在广 州
“

三规合一
”

工作

中
， 以土地利用规划是否落实建设用地

规模
，
现状是否已建设开发以 及城乡 规

划调整情况 大因素进行考虑 ，
形成 类

情况 。 类情况的用地规模指标各异 ， 将

对
“

三规合
一

”

建设用地布局及城市增

长边界控制有 巨 大影响 。 以番禺 区为

例
，
原土规已纳人城市生态绿地中现状

未建的用地面积仅有 包括现

状为建设用地的地块则有 ，
如

包括后来
“

三规合
一

”

建议新纳入的城

市生态绿地总量则有 。 可 见 ，

不同的划分标准对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

非常大 （表 。

有条件建设区的使用问题

目前 ， 广州
“

三规合一
”

工作把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 中的
“

有条件建设 区
”

作为协调
“

三规
”

空 间 布局 的重要工

具 。 通过有条件建设区覆盖有用地需求

但未具体落实建设用地规模指标的 地

块 ， 为项 目 落地提供规划弹性 。 但对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落实建设用地规模

而近期内又不准备实施复垦的现状建成

区用地能否作为有条件建设区 ，
目前土

地规划及土地管理政策仍未有明确判断。

历史用地处理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 ， 广州部分地区存在

着
一

定数量的 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并

有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但未有在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的用地 。 目

前 ， 该类用地处理未有明确政策指引 ，

由于建设用地规模为刚性约束指标 ， 广

州
“

三规合
一

”

工作则主要依据各地块

具体情况适当补充少量建设用地规模 ，

具体统一处理标准仍需进一步探索 。

部门协调机制突破

云浮规划 编制委员会模式是广东
“

三规合一
”

机制创新的成功探索 。 目

前 ，
广州

“

三规合一
”

工作则通过
“

领

导小组
——

工作小组
”

的形式形成临时

性的部门协调机制 ， 能够有效针对重点

项 目 建设用地规模落实情况进行充分的

协调与决策 ，
有效保证了重大项 目 的落

地建设。 在广州
“

三规合一
”

具体空 间

方案确定后 ， 相应的
“

领导小组
”

与
“

工作小组
”

是否作为例会机制 ，
继续进

行
“

三规合
一

”

规划后续及相关项 目 的

协调工作 ； 还是参考
“

广州 市三旧改造

工作办公室
”

模式 ， 以新的行政机构继

续统筹
“

三规
”

协调与管理工作 ； 抑或

是通过大规模的部门调整与合并 ， 形成

一个集
“

三规
”

规划编制与管理于一体

的部门 ，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
一步的讨论

与探索 。

广东
“

三规合
一

”

工作未来

研究探索方向

总的来说
，

“

三规合一 工作在广东

的实践已初步建立一套
“

三规合
一

”

的

技术体系和机制 。 未来 ， 广东的
“

三规

表 番禺区
“

三规合
一

”

规划 （在编 ） 城市生态绿地统计表
— —

原土规 纳人非建设用地管理 城市
生态绿地

新规划 纳人非建设用地管理 城市生态绿地
各类标准的城市
生态绿地合计原土规为建设用地面积

原土规为非建设

用地面积

现状建设用地 现状非建设用地 现状建设用地 现状非建设用地 总量

教据来片 ： 引 自

“

广 州 市番 禺区
“

三规合
一

”

规划
”

（在编 ） 相 关数据

汇报工作

丄 差 异情况 初步方案

二上
”

明 确方案 ，

优化 四 线
二

上
”

最终确认 四线及调盩图班

一下 确认策略 ， 制 定标准

二下 确认
“

四线
”

，

三下 无缝对接 矢量化的

四线 管控

屯报 ：作

图
“

三上三下 过程示意图
— —

资料来肩 ： 作者 自绘



赖寿华 黄慧明 陈嘉平 陈晓明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 河源 、 云浮 、 广 州
“

三规合一
”

实践与 思考

合一
”

将在
“

多规融合
”

等方面进行深

化探索 。

进一步明确
“

三规合 规划工作

的法定定位

从广东
“

三规合一
”

的工作实践来

看 ，

“

三规合一
”

由于并未纳入法定的规

划编制体系 ，
因此各城市均按 自 身的实

际需求 出发进行编制工作的界定 。 为维

护原部门规划的编控体系 ，
广州

“

三规

合
一

”

规划提 出 了
“

这是一个协调 规

划
， 不触动原三规规划体系

”

的原则 。

其工作完全是靠政府行政推动 ， 已解决

现阶段
“

三规
”

矛盾的问题 ， 不一定可

以推广复制 。 也难以在相应的法规 、 办

法中 明确
“

三规合一
”

的法定地位与相

应编制细则 。

在有条件的城市推广建立
“
一

图多

规划
”

的空间信息基础平台

该平台是
“

三规合
一

”

工作的最终

体现。 在
一张

“

管理图
”

上同时叠加城

市规划 、 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及其他部门

规划的相关信息 ， 形成有效可行的信息

共享机制 ， 从 而结束各部 门规划 在指

标 、 坐标等方面长期
“

打架
”

的状况。

尽快建立以
“

三规合一
”

工作为 基

础的审查制度

建议每个县级 以上行政范围编制总

体规划和各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必须 同

步编制
“

多规
”

衔接报告 ， 作为县市编

制总体规划和各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前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审查每个总

体规划时 ，
应先审查

“

三规
”

衔接的 内

容 ， 在
“

三规
”

衔接的基础上审查
“

三

规
”

相关规划 。

注释

① 北京
“

四规
”

包括主体功能区规 划 ，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城市总体规划

与 土地利 用 总体规划
；
重庆

“

四规
”

包

括 国 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规 划 、 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 、 城 乡规划和环保规划

② 云浮
“

规编委
”

相关职责详见 《 中共云

浮市委 、
云 浮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云浮

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 （云发

号 ）

③ 云浮地理信 息 中心相关职责详见 《关于

印发云浮 市地理信息 中心机构编制方案

的通知 》 （
云机编 号 ）

④ 可参见 广 州 市规划 局 网站规划在 线相关

新 闻 报 道

参考文献 （

蔡云楠 新时期城市四种主要规划协调统

筹 的 思 考 与 探 索 规 划 师 ’

，

顾 京涛 ， 尹强 从城市规划视 角审视新一

轮土地利 用 总体规划 城市规划 ，

黄叶君 体制改革与规划整合
——对 国 内

“

三规合一
”

的观察与 思考⑴ 现代城市研

究 ，

—

吕维娟 城市总体规划 与 土地利 用 总体规

划 异 同 点 初 探 城 市规 划
，

—

⑴
—

吕维娟 ，

杨陆铭
， 李延新 试析城市规划与

土地利 用 总体规划的 相互衔接 城市规

划 ， ⑷ ：

王 国恩
，

唐 勇 ， 魏宗财 ， 等 关 于
“

两规
”

衔

接技术措施的若干探讨
——

以 广 州 市为

例 城市规划学刊 ，

—

王俊
’
何正 国

“

三规合 一
”

基础地理信息

平台 研究与 实践——以云 浮市
“

三规合

一

”

地理信息平台 建设为 例
】

城市规划 ，

增刊

’

姚凯
“

资源紧约束
”

条件 下两规的有序衔

接——基于上 海
“

两规合一
”

工作 的探索

城市规划学刊 ，

—

尹向 东
“

两规
”

协调 体 系初探 城市规

划 ，

—

赵 嘉新 黄开华
“

三规融合
”

视角 下的城

乡 总体规划 编制 实践——以 广 东 云浮 市

为例 ： 中 国城市规划 学会
丨

多 元与 包容

中 国 城 市 规 划 年 会论 文 集 ，

“

“

，

朱才斌 城市总体规划 与 土地利用 总体规

划 的协调机制 ⑴ 城市规划 汇刊 ，

收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