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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 年 9 月 18 日，《成都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通过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

全体会议审议。该规划待近期经省政府批复实施后，将成为全

国首个省级人民政府批复的国家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成都

都市圈“1+1+N”规划体系的构建完善，高度契合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决定》第 16 条“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

撑作用”和第 20 条“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要求，

为中央决定落地落细持续贡献基层实践和地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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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在自然资源厅指导下，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会同德眉资自然资源部门，积极发挥成都都市圈国土空间

规划专项合作组职能，坚持“一盘棋”思想，加强统筹协调，

强化规划传导与衔接，历时四年共同编制形成《成都都市圈国

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对形成都市圈空间发展总体蓝图、引领区域经济地理重

塑、指导四市国土空间规划衔接、促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具

有重要基础性作用。 

一、完善都市圈“1+1+N”规划体系。近年来，成都都市圈

初步建立起“以都市圈发展规划为统领、国土空间规划为基

础、各类专项规划和毗邻地区规划为支撑”的“1+1+N”规划

体系。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的《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省政

府即将批准实施的《成都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和陆续印发的

《成德眉资同城化综合交通发展规划（2022-2025）》《成德眉

资同城化公共服务专项规划（2021-2025）》《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0-2025）》等 13 个专项规划，有

力推动了都市圈定性、定量、定点多规合一格局加快成型。

《成都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提出构建极核引领、轴带串联、

多点支撑的网络化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和“都市圈中心城市-都

市圈副中心城市-功能节点城市-中心镇-其他镇”五级城镇体

系，统筹融合四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和优化国土空间

保护、开发、利用格局，夯实了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暨成都都



 

 —— 3 —— 

市圈建设空间基础。 

二、构建国土空间规划跨域协同机制。一是成立专项合作

组。按照省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要求，在自然资源厅指导下，

成立了以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为组长单位、德眉资三市自

然资源部门为副组长单位、四市发改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国土

空间规划专项合作组，相继印发《成德眉资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专项合作组工作规则》《成德眉资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实施细

则》《成都都市圈规划协同工作机制》等文件，构建起从规划

研究和编制协同到规划联合审查审议全流程的都市圈规划协同

机制。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成都市分管市领导刘玉泉同

志，先后两次组织四市专题会议，深入研究规划编制工作。二

是融入规委会架构。2024 年 4 月，成都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印发《成都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工作章程》，将涉及都市圈

及其“三带”“两廊”“交界地带”等重点区域相关国土空间

规划列入议事范围，并明确省同城化办公室为规委会成员单

位，参与相关议题审议。德阳、眉山、资阳市规委会参照成都

市做法，也将各市同城化工作牵头部门作为列席单位参与相关

规划审议。三是共编共审规划。2020 年以来，成德眉资四市共

同编制了《规划》《四川天府新区国土空间规划》《天府大道

北延线、南延线科创走廊和成资协同开放走廊国土空间专项规

划（2021—2035 年）》等跨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四市同城化重

点区域和“交界地带”区（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均邀请省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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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办公室参与审议。省同城化办公室先后参加了省国土空间规

划委员会、成都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眉山市国土空间规划

委员会相关议题审议。 

三、保障同城化重点领域要素供给。一是建立量化指标。

把握成都都市圈从起步期到成长期发展阶段，从要素流动和同

城生活两个维度系统总结同城化成熟区域具有人流往来密切、

产业统筹共生、交通方便快捷、公共服务共享等八大特征，并

相应构建 8 类 12 项指标，测度同城化发展水平判识发展阶段。

二是突出重点方向。围绕建强动能更加充沛的现代化成都都市

圈，结合发展阶段，立足优势特征和主要矛盾，重点协调好耕

地保护和城镇化集聚发展的空间关系，推进都市圈国土空间布

局优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产业协作共兴、对外开放协

同共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统筹谋划都

市圈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三是共保空间底线。严格落

实省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

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地质灾害防控线、历史文化保护

线、重要资源控制线，强化底线管控约束，为推动都市圈安全

发展、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四、助力同城化重点区域协同发展。一是保障“两廊”建

设。共同编制印发《天府大道北延线、南延线科创走廊和成资

协同开放走廊国土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 年）》，提出将

天府大道北延线科创走廊打造成为“成都都市圈科技成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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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先导区，世界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天府大道南延

线科创走廊打造成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成资协同开放走廊打造成为“成

都都市圈未来产业技术创新集聚区，链接全球的临空智造新高

地”。二是强化“三带”发展。《规划》作出“引导产业用地

向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带、成资临空经济

产业带起步区及核心区布局，原则上新增产业用地面积占新增

经营性用地面积的比例不低于 40%”要求，发挥产业共生效

应、空间布局联动效应，形成同城发展先行示范。其中，成德

临港经济产业带以门户枢纽为核心、以临港经济为引擎、以智

能制造为主导的产业协同带；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带以创新驱动

为引领，以公园城市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带；成资临空经

济产业带以门户枢纽为核心，以临空经济、公园城市为特色，

引领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同城化率先突破区。三是打造交界地

带。在城镇空间邻接区域着重推动两侧城市功能、交通和形态

统筹协调，推进区域规划布局融合；在郊野空间邻接区域，着

重共同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及生态控制区

保护；依托都市圈 2 批 12 个交界地带融合发展启动项目，共同

争取政策支持，探索按照“整体立项、分类实施、整体验收、

分别使用”的原则开展跨区域土地综合整治。 

（国土空间规划专项合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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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

室、成都平原经济区联席会议办公室。  

 送：领导小组成员及成员单位；成德眉资四市市委办公厅（室）、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室）、政府办公厅（室）、政协办公厅（室）；

成德眉资四市纪委监委；成德眉资四市相关市级部门（单位）；

成德眉资四市区（市）县党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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