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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1990年开始，经过七年时间的努力，

市、区县、乡镇均已全部编制完成。
‘

为了更好地让各部门、各行业了解土地规划内容，强化规划控制，

我们着手编辑土地规划系列丛书。土地规划系列丛书共分四集：第一

集，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二集，11个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三集，3个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四集，7个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土地规划系列丛书，对市、区县政府宏观决策、调控将起重要作用。

此书系第一集。

一九九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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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数量有限、不可移动、

不能再生，但可永续利用的宝贵自然资源。人多地少、耕地资源不足是

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市的基本市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

长，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并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为了加强对土地利用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管理，科学规划各部门的用

地需求，充分合理利用我市有限的土地资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的规定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草案)》和四川省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从1990年7月起，开展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编制工作，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到1994年底全面完成了全市(包括各

区、市、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5年3月21日，四川省国土局、四

川省科技顾问团邀请国家土地管理局及省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对

《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了评审，给予了高度评价。1995年6

月9日，四川省政府对重庆市《关于报请审批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请示》作了批复，同意按规划进行实施。1995年8月3日，重庆市政

府以重府发(1995)147号文下发执行j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一定时期对一定地域范围内全部土地的开发

利用在数量控制和空间布局上所作的总体部署和统筹安排。’《重庆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在充分调查以及组织12个专题研究和49个部门
用地规划、预测的基础上，采用上下结合、综合平衡、反复协调的办法编

制的。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草案的控制、指导下，全面开展了

区、县和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区(市)县土地规划完成的基础

上，修改市级土地规划草案为送审稿。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上下衔

接，有利于协调和减少矛盾，有利于加快进度和提高土地规划的质量。
《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对重庆市土地利用现状和后备资源

潜力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内土地利用的方针



和目标，提出了各类用地控制指标和各部门、各行业用地的总体配置方

案，提出了实施规划的政策措施。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纵横之

间衔接紧密。规划的编制，采取了由市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并甩《纲要》指导部门规划和区(市)县级规划，然后再汇总反馈、修改完

善市级规划的技术路线，较好地解决了规划中横向与纵向之间的协调

和衔接，增强了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二是采取市、区C市)县、乡镇

三级规划同步结合进行的方法，既能起到宏观控制的作用，又达到了宏
观控制与微观管理相结合的目的。三是规划方针突出了重庆市是一个

大城市和大农村、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三峡库区的重要城市特点，在用

地安排上提出了在保持必要农耕地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各类用地，符合

重庆市的实际。具体而言，就是对主城区范围内的几个区的土地规划，
重点考虑城市建设用地和副食品生产基地的要求；对其余区(市)县则

强调优先保证农业用地，统筹安排好各类建设用地。四是基础数据准

确。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资源采用的是土地详查数据，它

真实地反映了我市土地资源的家底，增强了规划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夸五是规划图件完备，除按国家土地管理局技术规程的要求外，

还增加了《重庆市土地资源图》、《重庆市主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图》、《重

庆市城镇体系图》等。六是技术手段较先进。该《规划》在入墨预测、用

地预测等方面都建立了数学模型，进行微机运算。

《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我市今后一个时期内各级政府和部

门编制土地利用计划、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土地管理的重要依据。

规划之可贵，在于施行，规划一经有权机关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全市

各机关、单位、法人、公民个人都应遵守。今后要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宏观控制管理，切实保护好现有韵耕地资源，合理利用上地。对不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不予批地；对违法占地和用地的，要依法查处。

翻肿她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芴l露甲

一九九六年，四月 I



图3重庆市先后

组织有关专家和领导对

区(市)县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进行评审。图为市

国土局局长高群等有关

领导和专家正在对南岸

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进行评审。

^

、’，

图1唐情林副市

长与有关人员研究土地

利用觏划与城市建设。

图2 1995年3月

21日，四川省国土局、

[]JIl省科技顾问团邀请

国家土地管理局及省有

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对

《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进行评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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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为搞好重庆

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市和各区(市)县多次进

行技术培训。图为市国

土局副局长徐泽辉在市

举办的土地规划技术骨

干培训班上讲课。

图6对土地规划

专题研究进行评审。

图5在开展重庆

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过

程中，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办公室召开专家座

谈会。图为参加会议的

专家畅所欲言，发表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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