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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修改的必要性与意义

（一）规划修改的背景

《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于 2012 年 6月经山西

省人民政府《关于运城市盐湖区等十三个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 年）的批复》（晋政函〔2012〕81 号）批准后实施，

2014 年垣曲县开展了县级规划修改工作，批准文号为《山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运城市盐湖区等 12个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修改方案的批复》（晋政函〔2015〕21 号）。 2018 年 5 月按国

家和省有关土地规划调整完善的统一部署编制完成的《垣曲县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晋政函〔2018〕41 号）。

规划的实施对加强垣曲县土地宏观管理和实施土地用途管制、严格保

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障重点建设项目和生态环境用地、促进土

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全县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规划实施期间涌现出了大批重点

项目，包括垣曲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项目、风电、抽水蓄能等重点

项目，这些新项目不在已安排规划指标布局范围内，不符合现行规划，

需要对现行规划进行修改，加重点项目的建设进程。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72号）和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十三五”

实施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晋国土资发办〔2018〕97 号）等文件精

神，垣曲县结合自身的土地利用特点和《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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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20 年）“十三五”实施中期评估报告》的结论和建议，编制

《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修改方案》。

（二）规划修改的必要性与意义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管理的龙头，应该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体目标，随着规划实施目前已进入中期阶段，原规划布局

与经济发展形势已不相适应,为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

用地保障，规划修改势在必行。

第一，促进产业发展和城乡建设的需要。通过规划修改，协调平

衡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用地矛盾问题，满足全县新增能源、民生、

产业等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建立完善的配套政策、措施，完善服务

体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二产优化三产，加强土地资源与产业

的科学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经济转型跨越发展。

第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本次规划修改，新增建设用地尽

量少占耕地，少占农用地，多利用未利用土地。通过规划进一步优化

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三，严格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用地。通过规划

修改，更好的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各项建设少占耕地，不占用

生态空间，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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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修改的原则与依据

（一）基本原则

1、依法合规编制原则

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 号）、《山西省国

土资源厅关于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晋

国土资发[2013]171 号）（简称“171 号文”）、《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工作的指导意见》（晋国土资发

〔2014〕117 号）（简称“117 号文”）、《运城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开

展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十三五”实施中期评估工作的紧急通知》

（运国土资发[2018]201 号）等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在符合上述有关政

策的前提下，按照省厅和市局的指导，开展规划修改，对现行规划有

关用地布局和规模进行修改和完善。

2、严格指标控制原则

本次规划修改严格控制指标，确保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不减少，建设用地总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上级下达的新增建

设用地（含占耕地）指标等约束性指标不得增加。

3、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的总要求，

充分利用城乡增减挂钩和工矿废弃地，内涵挖潜存量土地，新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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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规划修改涉及的各类用地标准，必须符合

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准入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等。

4、与相关规划衔接的原则

在规划修改中要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城市总体

规划和其他行业规划等相关规划衔接。下级规划修改要服从上级规划，

专项规划要服从总体规划，提高规划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5、公众参与原则

规划修改与各部门、各行业编制的城市、交通、能源、旅游、生

态建设等相关规划相衔接，下级规划修改要服从上级规划，专项规划

要服从总体规划，广泛听取规划修改涉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

合理性建议，并对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充分听证、论证，努力提高规划

修改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二）规划修改的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4）《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5）《山西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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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文件

（1）《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

有关事项的通知》（晋国土资发〔2013〕171 号）。

（2）《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

工作的指导意见》（晋国土资发〔2014〕117 号）。

（3）关于印发《山西省市县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报告

编制技术要点（试行）和《山西省市县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

案编制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晋土院字〔2014〕006 号）。

（4）《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加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

和加强修改管理的有关通知》（晋自然资办发〔2019〕50 号）。

（5）《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工作的通知》（晋国土资函〔2017〕414 号）。

（6）《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十三五”实施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晋国土资办发〔2019〕97 号）

3、规程规范

（1）《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4-2010）。

（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1-2009）。

（3）《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 1027-2010）。

（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5-2010）。

（5）《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2-2010）。

（6）《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 10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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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有关资料

（1）垣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3）垣曲县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库。

（4）垣曲县交通、水利、住建、工业园区等相关部门规划。

（5）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追加垣曲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新增建

设用地规划指标的通知》（运政函〔2018〕60 号）。

（6）《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追加垣曲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新

增建设用地规划指标的函》（晋自然资函〔2018〕2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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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利用现状及现行规划实施基本情况

（一）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垣曲县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全县土地总面积为

160927.34 公顷。其中，农用地 124166.7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7.13%；建设用地 9675.9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01%；其他土地

27134.7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6.86%。

1、农用地

（1）耕地面积 26310.14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21.20%。其中，

水浇地 2028.72 公顷、旱地 24281.42 公顷，分别占耕地面积的 7.71%、

92.29%。

（2）园地面积 693.23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0.56%。其中，果园

264.08 公顷，其他园地 429.15 公顷，分别占园地面积的 38.09%、

61.91%。

（3）林地面积 92170.12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74.25%。其中，

有林地 75204.16 公顷，灌木林地 16367.4 公顷、其他林地 598.56 公

顷，分别占林地面积的 81.59%、17.76%、0.65%。

（4）人工牧草地面积 3.73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0.01%。

（5）其他农用地面积 4939.52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3.98%。包

括设施农用地 90.62 公顷、农村道路 979.64 公顷、坑塘水面 4.29 公

顷、沟渠 25.32 公顷、田坎 3839.65 公顷，分别占其他农用地面积的

1.83%、19.84%、0.09%、0.51%、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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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面积 9675.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01%，其中：

（1）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5901.06 公顷，占建设用地规模的

60.99%。其中：城镇工矿面积 2223.44 公顷（城镇用地 914.97 公顷、

采矿用地 1308.47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 37.68%，农村居民点用

地 3677.62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 62.32%。

（2）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 3774.84 公顷，占建设用

地规模的 39.01%，其中：交通水利用地面积 3572.21 公顷（交通运输

用地 757.08 公顷、水利设施用地 2815.13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 202.63

公顷。

3、其他土地

（1）水域：面积为 2518.15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9.28%。包

括河流水面 124.29 公顷、滩涂 2393.86 公顷。

（2）自然保留地：面积为 24616.55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90.72%。其中，荒草地为 22810.77 公顷、裸地 1805.78 公顷。

（二）现行规划基本情况

1、现行规划批复情况

《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下称《规

划》）于 2018 年 3月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运城市盐湖区等十三个

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的批复》（晋

政函〔2018〕48 号）批准后实施。批准后，未进行过乡级规划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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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行规划主要目标与指标情况

（1）上级下达各项调控指标及本县规划实际安排情况

耕地保护目标：上级规划下达耕地保有量任务为 25922.13 公顷，

本县规划落实耕地保有量 25922.13 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上级规划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

低于 20193.33 公顷，本县规划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20215.53 公顷。

建设用地控制规模：本县规划安排到 2020 年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

控制在 9819.44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5805.86 公顷以

内，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2381.85 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他建

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4013.58 公顷以内。

新增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十三五”期间，上级规划下达新增建

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811.14 公顷以内，其中新增建设占耕地规模控制在

465.17公顷以内。本县规划落实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811.14 公顷

以内，其中增量指标控制在 275.81公顷以内，流量指标控制在 535.33

公顷以内；落实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465.17公顷以内。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任务：“十三五”期间，本县规划安排土地整

治补充耕地 511.87公顷，建设用地复垦补充耕地 307.89公顷。

（2）规划管制分区情况

《规划》将全县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禁止建

设区和限制建设区，其中允许建设区 5805.86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

2119.65 公顷，禁止建设区 8699.03 公顷，限制建设区 144302.8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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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管制分区制定了严格的空间管制规则。

（3）中心城区规划情况

“十三五”期间，中心城区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269.39公顷，其中

增量指标 26.33公顷，流量指标 243.06公顷，到 2020 年建设用地增至

1563.69公顷。根据各类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划定中心城区城镇用地

规模边界和扩展边界，共划定允许建设区 1563.69公顷和有条件建设区

609.89公顷。

（4）各类开发园区规划情况

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

的若干意见》（晋发[2016]50号），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开发区改革创

新发展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垣曲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决定以垣曲

县工业园区和垣曲县工业园区铜深加工区为基础建设“垣曲县经济技

术开发区”，以此促进我县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动

力和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建设迈上新台阶。从而打造成垣曲县行政管

理体制的改革先锋、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区域经济的强力引擎。

①工业园区南区：“十三五”期内安排新增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177.75公顷，安排有条件建设区 477.67公顷。

到 2020 年，工业园区南区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为 270.68公顷；允许

建设区调整为 270.68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 477.67公顷，限制建

设区调整为 11.03公顷。

②铜深加工区：“十三五”期内安排安排有条件建设区 73.5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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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铜深加工区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为 226.70公顷；允许建

设区调整为 226.70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 73.57公顷，限制建设

区调整为 37.64公顷。

（5）重点建设项目安排情况

1）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合计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219.97公顷（其中

占耕地 99.49公顷）。

——交通建设类：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189.22公顷（其中占耕

地 87.78公顷），主要为闻垣高速古城联络线、闻垣高速华峰互通连接

线、省道王横线改造、新城—望仙—历山旅游公路建设项目；

——能源建设类：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13.83公顷（其中占耕地

2.36公顷），主要为板涧河引水工程、瓦舍水库、滋峪河水库；

——其他类：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16.92公顷（其中占耕地 9.35

公顷），主要为异地扶贫安置项目、中电投风电、110KV变电站。

2）县级重点建设项目

县级重点建设项目合计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314.47公顷（其中

占耕地 214.09公顷）。

——能源类类：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3.49公顷（其中占耕地 3.14

公顷），主要为加气站、太阳能光伏电站、供水站；

——其他类：安排增量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310.98公顷（其中占耕

地 210.95公顷），主要为垣曲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马山旅游项目、

曙猿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垣曲抽水蓄能电站、森林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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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行规划的实施情况

1、耕地保有量实现情况

2019 年，全县耕地面积 263030.58 公顷，比 2015 年耕地面积

（26355.99公顷）少52.41公顷，其中，建设占用及结构调整减少86.77

公顷，期内增加 34.36 公顷，来源于土地开发及结构调整。比规划目

标年耕地保有量多 381.45 公顷，耕地保护任务完成情况很好。

2、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执行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全县无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情况。截至 2019

年底，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0215.53 公顷。与原规划保持一致。

3、各类建设用总规模控制情况

截至评估时点，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9724.87 公顷，执行规划

目标（9819.44 公顷）的 99.04%；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5947.58 公顷，

执行规划目标（5805.86 公顷）的 102.44%；城镇工矿规模为 2252.73

公顷，执行规划目标（2381.85 公顷）的 94.58%。建设用地总规模、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未突破其相应的 2020 年规划控制规模，其相应的尚

剩余的发展空间依次为 94.57 公顷、129.12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总规

模突破 2020 年规划控制规模，为-141.72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突破的

主要原因：①违法占用土地；②城乡建设用地复垦率低。

4、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根据《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规划期间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811.14 公顷。其中，增量指标 2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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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流量指标 535.33 公顷。

至评估时点，全县已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271.25 公顷，其中增

量指标 165.30 公顷，流量指标 105.95 公顷。

剩余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539.89 公顷，其中，增量指标 110.51

公顷，流量指标 429.38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增量指标和流量指标均

未突破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控制规模，执行情况良好。

5、中心城区规模控制情况

截止评估时点，中心城区规划建设范围内的建设用地现状规模为

1354.08 公顷，比规划目标年尚有 209.61 公顷结余。

截止评估时点，中心城区共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46.19 公顷，

其中使用增量指标 16.73 公顷，使用流量指标 29.46 公顷；中心城区

剩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223.20 公顷，其中增量指标 9.6 公顷，流量指

标 213.60 公顷。

6、开发区规模控制情况

垣曲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控制规模为 1097.29 公顷，截止评估时

点，开发区建设用地规模为 383.39 公顷，与规划目标年相比还有

113.99 公顷的结余。

截止到评估时点，规划实施期间共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57.31

公顷，其中增量指标 18.01 公顷，流量指标 39.3 公顷；剩余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 120.44 公顷，其中增量指标 26.16 公顷，流量指标 94.28 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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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园区南区

规划总面积 759.38公顷。截止评估时点，垣曲县工业园区南区已

有建设用地面积 148.47公顷，与规划目标（270.68公顷）尚有 122.21

公顷的结余。已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57.31公顷（其中增量指标 18.01

公顷，流量指标 39.30公顷），剩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120.44公顷（其

中增量指标 26.16公顷，流量指标 94.28公顷）。

（2）工业园区铜深加工区

规划总面积337.91公顷。截止评估时点，垣曲县工业园区铜深加工

区已有建设用地面积234.92公顷，超出规划目标（226.70公顷）8.22公

顷的结余。未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6、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执行情况

根据《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十三五”期间全县补充耕地不少于 511.87 公顷。至评估时点，

全县共实施土地整治工程 900.43 公顷，补充耕地 223.72 公顷，其中

土地开发总规模 387.10 公顷，补充耕地 223.72 公顷；土地整理 513.33

公顷，未补充耕地。

7、重点建设项目实施情况

规划期间垣曲县已实施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7 个，总面积 218.32 公

顷（占耕地 97.55 公顷）。

其中省级项目 7 个，面积 182.83 公顷（占耕地 77.51 公顷），包

括新城-望仙-历山旅游公路、闻垣高速华峰互通连接线、闻垣高速古

城联络线、220KV变电站、地质灾害移民项目等；县级项目 1个，面积

35.49 公顷（占耕地 20.04 公顷），主要为舜乡文化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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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修改方案的具体内容

（一）全县范围的本次规划拟调整情况

《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局部修改方案》》

是根据垣曲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要求，并结合当地土地利用现状和

规划的实际情况拟定的，是以本县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用地

目标/控制指标为基础，并结合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为控制指导，在保持

全区规划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目标不减少的前提下，对现行规

划的有关用地布局及规模所进行的适当调整(且不涉及基本农田)。在

规划修改中，对有关调整地块进行了影像判断及实地调查，并征求乡

镇意见，修改方案也经过相关部门多次协调、听证、论证，确保了本

次规划修改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修改方案》的有关规划用地布局调整，包括：“现行规划的新

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和“规划的土地整治区布局调整”2 大类型，

涉及到本县的 11 个乡镇 96 个行政村，并涉及规划的中心城区范围和

工业园区范围。全县范围分类型的调整情况为：

1、现行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

本类调整，具体为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与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

设区布局之间的调整，共涉及全县 11 个乡(镇)的 94 个村。其具体的

调整变化情况为：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入：面积合计为 140.0188 公顷，其

中拟占耕 77.0919 公顷，涉及本县 10个乡(镇)、72 个村的 332 个图斑，

包括 340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82.2423

公顷)和限制建设区(57.7765 公顷)，拟调整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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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规划的城镇工矿用地 91.0037 公顷、农村居民点 49.0151 公顷，其

指标来源性质属“增量”和“流量”的指标分别为 50.9632 公顷和

89.0556 公顷)。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出：面积合计为 140.0188 公顷，其

中耕地 80.0245 公顷，共涉及本县 11个乡(镇)、59 个村的 284 个图斑，

包括 283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其中属规划

的城镇工矿用地 91.0921 公顷、农村居民点 48.9267 公顷，其指标来

源性质属“增量”和“流量”的指标分别为 50.9632 公顷和 89.0556

公顷)，拟调整为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82.2423 公顷)和限制建设区

(57.7765 公顷)。

本类调整，不影响全县规划的各类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规划的

建设用地规模(含城乡建设用地)及相应的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

标(即均保持不变)，且规划的新增建设占耕地还减少 2.9326 公顷，这

也使得全县规划的耕地保有量面积相应增加(2.9326 公顷)；在其规划

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内部，其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减少

0.0884 公顷，而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则相应增加 0.0884 公顷。(参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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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县范围(本次)】现行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情况表(分乡、镇) 单位：公顷

【全县范围】

调整类型

所 在 乡

(镇、街道)

编号与名称

所 涉

行政村

(个)

涉及

图斑

(个)

包括

地块

(个)

新增建

设用地

面 积

(公顷)

注①：按建设用地类型分 注②：按指标来源情况分 附：规划的管制区变化情况(±)

占用

耕地

城镇工矿类用地 村庄建设类用地 （增量）类指标 （流量）类指标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公顷)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Ⅱ.

现 行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布 局

调 整

A.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调 入

1 新城镇 15 141 117 69.9296 44.788 39.1986 26.8669 30.731 17.9211 16.5189 10.0064 53.4107 34.7816 -44.7664 -31.0999 -25.1632 -13.6881

2 历山镇 7 10 17 2.047 0.3356 1.8465 0.153 0.2005 0.1826 0.7926 0 1.2544 0.3356 -0.3806 -1.6664 -0.3356

3 古城镇 12 63 20 10.2408 5.0678 2.9205 2.6327 7.3203 2.4351 0.1031 0 10.1377 5.0678 -2.8905 -2.6327 -7.3503 -2.4351

4 王茅镇 2 5 3 0.8266 0.3791 0.7105 0.3791 0.1161 0 0.03 0 0.7966 0.3791 0 -0.3356 -0.8266 -0.0435

5 毛家镇 7 11 55 1.5364 0 1.5364 0 0 1.5338 0 0.0026 0 -1.5364 0

6 蒲掌乡 0 0 0 0 0 0 0 0 0 0

7 英言乡 5 9 9 1.2774 0.9487 0.3964 0.3317 0.881 0.617 0.03 0 1.2474 0.9487 -0.3664 -0.3317 -0.911 -0.617

8 解峪乡 6 10 35 11.0002 0.0355 11.0002 0.0355 0 0 0 0 11.0002 0.0355 0 -11.0002 -0.0355

9 华峰乡 1 2 6 0.6391 0 0.5391 0.1 0 0.5391 0 0.1 0 -0.6391 0

10 长直乡 6 14 15 3.2548 0.6128 2.9885 0.6067 0.2663 0.0061 0 0 3.2548 0.6128 -0.6661 -0.6067 -2.5887 -0.0061

11 皋落乡 11 67 63 39.2669 24.9244 29.867 19.9791 9.3999 4.9453 31.4157 21.0937 7.8512 3.8307 -33.1723 -23.2935 -6.0946 -1.6309

合 计 72 332 340 140.0188 77.0919 91.0037 50.9847 49.0151 26.1072 50.9632 31.1001 89.0556 45.9918 -82.2423 -58.3001 -57.7765 -18.7918

B.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调 出

1 新城镇 12 126 101 57.5593 45.5922 39.4341 31.7063 18.1252 13.8859 31.5419 26.5024 26.0174 19.0898 48.8923 40.2724 8.667 5.3198

2 历山镇 4 8 19 1.9438 1.0806 0.3048 0 1.639 1.0806 0.6682 0.0126 1.2756 1.068 1.4634 0.9421 0.4804 0.1385

3 古城镇 2 14 3 13.1525 10.4239 13.1525 10.4239 0 13.1525 10.4239 0 13.1525 10.4239

4 王茅镇 3 3 3 1.0835 0.9786 0.4291 0.3825 0.6544 0.5961 0.4291 0.3825 0.6544 0.5961 0.0091 1.0744 0.9786

5 毛家镇 10 28 52 14.1397 1.5702 2.8073 0.0013 11.3324 1.5689 0 0 14.1397 1.5702 8.1837 0.4335 5.956 1.1367

6 蒲掌乡 1 1 1 0.0264 0.0196 0 0 0.0264 0.0196 0 0 0.0264 0.0196 0.0264 0.0196 0 0

7 英言乡 3 15 8 0.6521 0.4104 0.4266 0.3881 0.2255 0.0223 0.6521 0.4104 0 0.6521 0.4104

8 解峪乡 7 34 49 23.0023 0.8851 10.2998 0.3231 12.7025 0.562 0 0 23.0023 0.8851 0.0201 22.9822 0.8851

9 华峰乡 3 7 4 0.9499 0.5349 0 0 0.9499 0.5349 0.1999 0.1547 0.75 0.3802 0 0.9499 0.5349

10 长直乡 2 2 2 2.3226 2.1154 0 0 2.3226 2.1154 2.3226 2.1154 2.3226 2.1154 0 0

11 皋落乡 12 46 41 25.1867 16.4136 24.2379 16.3578 0.9488 0.0558 1.9969 1.6944 23.1898 14.7192 21.3247 13.7992 3.862 2.6144

合 计 59 284 283 140.0188 80.0245 91.0921 59.583 48.9267 20.4415 50.9632 41.6963 89.0556 38.3282 82.2423 57.5822 57.7765 22.4423

C.

调 整

净增减

(±)

【A-B】

1 新城镇 12.3703 -0.8042 -0.2355 -4.8394 12.6058 4.0352 -15.023 -16.496 27.3933 15.6918 4.1259 9.1725 -16.4962 -8.3683

2 历山镇 0.1032 -0.745 1.5417 0.153 -1.4385 -0.898 0.1244 -0.0126 -0.0212 -0.7324 1.0828 0.9421 -1.186 -0.1971

3 古城镇 -2.9117 -5.3561 -10.232 -7.7912 7.3203 2.4351 -13.0494 -10.4239 10.1377 5.0678 -2.8905 -2.6327 5.8022 7.9888

4 王茅镇 -0.2569 -0.5995 0.2814 -0.0034 -0.5383 -0.5961 -0.3991 -0.3825 0.1422 -0.217 0.0091 -0.3356 0.2478 0.9351

5 毛家镇 -12.6033 -1.5702 -1.2709 -0.0013 -11.3324 -1.5689 1.5338 0 -14.1371 -1.5702 8.1837 0.4335 4.4196 1.1367

6 蒲掌乡 -0.0264 -0.0196 0 0 -0.0264 -0.0196 0 0 -0.0264 -0.0196 0.0264 0.0196 0 0

7 英言乡 0.6253 0.5383 -0.0302 -0.0564 0.6555 0.5947 -0.6221 -0.4104 1.2474 0.9487 -0.3664 -0.3317 -0.2589 -0.2066

8 解峪乡 -12.0021 -0.8496 0.7004 -0.2876 -12.7025 -0.562 0 0 -12.0021 -0.8496 0.0201 0 11.982 0.8496

9 华峰乡 -0.3108 -0.5349 0.5391 0 -0.8499 -0.5349 0.3392 -0.1547 -0.65 -0.3802 0 0 0.3108 0.5349

10 长直乡 0.9322 -1.5026 2.9885 0.6067 -2.0563 -2.1093 -2.3226 -2.1154 3.2548 0.6128 1.6565 1.5087 -2.5887 -0.0061

11 皋落乡 14.0802 8.5108 5.6291 3.6213 8.4511 4.8895 29.4188 19.3993 -15.3386 -10.8885 -11.8476 -9.4943 -2.2326 0.9835

合 计 0 -2.9326 -0.0884 -8.5983 0.0884 5.6657 0 -10.5962 0 7.6636 0 -0.7179 0 3.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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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的土地整治（复垦）区布局调整

本类调整，主要是由于即将实施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部分

拆旧区范围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不影响全县规划的土地整治

及其补充耕地的目标任务，而对全县规划的土地复垦区布局所进行的

调整，共涉及本县 10个乡(镇)、41 个村。其具体调整情况为：

表 2 规划的土地整治(复垦)区布局调整情况表(分乡、镇) 单位：公顷

【全县范围】

调整类型

所在乡(镇)

编号与名称

涉 及

行政村

（个）

涉及

图斑

(个)

包括

地块

(个)

土 地

复垦区

规模/

面 积

补充

耕地

附：现状地类

采矿

用地

村庄

用地

Ⅰ.

规划的

土 地

整 治

(复垦区)

布 局

调 整

A.

土 地

复垦区

调 入

1 新城镇 1 4 4 2.4154 1.8 2.4154

2 历山镇 1 2 2 0.8209 0.62 0.8209

3 古城镇 2 2 2 5.1183 3.84 5.1183

4 王茅镇 2 2 2 3.1039 2.33 3.1039

5 毛家镇 2 2 2 1.9214 1.45 1.9214

6 蒲掌乡 3 4 4 4.3125 3.24 4.3125

7 英言乡 3 4 4 2.5673 1.92 2.5673

8 解峪乡 4 13 13 29.8117 22.38 29.8117

9 华峰乡 9 16 16 28.098 21.65 28.098

10 长直乡 1 1 1 1.1808 0.89 1.1808

[调入]合计 28 50 50 79.3502 60.12 0 79.3502

B.

土 地

复垦区

调 出

1 新城镇 1 2 2 2.21 1.65 2.21

2 历山镇 4 22 22 25.6292 19.24 25.6292

5 毛家镇 5 29 30 40.2062 30.16 40.2062

7 英言乡 1 4 4 5.7652 4.91 5.7652

8 解峪乡 3 8 8 5.5396 4.16 5.5396

[调出]合计 14 65 66 79.3502 60.12 79.3502

C.

调 整

净增减

(±)

1 新城镇 0.2054 0.15 0.2054

2 历山镇 -24.8083 -18.62 -24.8083

3 古城镇 5.1183 3.84 5.1183

4 王茅镇 3.1039 2.33 3.1039

5 毛家镇 -38.2848 -28.71 -38.2848

6 蒲掌乡 4.3125 3.24 4.3125

7 英言乡 -3.1979 -2.99 -3.1979

8 解峪乡 24.2721 18.22 24.2721

9 华峰乡 28.098 21.65 28.098

10 长直乡 1.1808 0.89 1.1808

[±]合计 0 0 0 0

——规划的土地复垦区调入：面积为 79.3502 公顷，其现状地类

为村庄用地，共涉及新城镇、历山镇等 10 个乡(镇)、28 个村的 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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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斑，包括 50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现状

的)，拟调整为规划的土地复垦区(一般农地区，其中拟新增补充耕地

60.12 公顷)。

——规划的土地复垦区调出：面积为 79.3502 公顷，现状地类为

村庄用地，涉及新城镇、历山镇等 5个乡(镇)、14 个村的 65 个图斑，

包括 66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土地复垦区(原安排复垦

新增补充耕地 60.12 公顷)，拟调整恢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现状建

设用地)。

本类调整，不影响全县规划的土地整治(含复垦)区规模，不影响

其补充耕地的目标任务(即保持不变)；不影响全县规划的建设用地总

规模(含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参见表 2)

（二）涉及中心城区规划范围的调整修改情况

在全县上述调整中，涉及中心城区规划范围用地调整主要为现行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

本类调整，具体为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与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

设区布局之间的调整，共涉及新城镇、皋落乡 2 个乡(镇)的 15 个村。

其具体的调整变化情况为：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入：面积合计为 53.1101 公顷，其

中拟占耕 34.4852 公顷，涉及本县 2个乡(镇)、13 个村的 184 个图斑，

包括 87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43.1379

公顷)和限制建设区(9.9722 公顷)，拟调整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其中

属规划的城镇工矿用地 35.5396 公顷、农村居民点 17.5805 公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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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来源性质属“增量”和“流量”的指标分别为 17.7823 公顷和

35.3278 公顷)。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出：面积合计为 41.4103 公顷，其

中耕地 31.3854 公顷，共涉及本县 2 个乡(镇/街道)、10 个村的 110

个图斑，包括 75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其

中属规划的城镇工矿用地 24.9009 公顷、农村居民点 16.5094 公顷，

其指标来源性质属“增量”和“流量”的指标分别为 12.6298 公顷和

28.7805 公顷)，拟调整为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31.0625 公顷)和限制

建设区(10.3478 公顷)。

本类调整，使中心城区规划的各类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规划的

建设用地规模(含城乡建设用地)及相应的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

标增加 11.6998 公顷，且规划的新增建设占耕地还增加 3.0998 公顷，

这也使得全县规划的耕地保有量面积相应减少(3.0998 公顷)；在其规

划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内部，其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增加

10.6287公顷，而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增加1.0711公顷(参见表3)。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增加的主要原因：垣

曲县工业园区铜深加工区与中心城区完全重叠，本次规划修改垣曲县

工业园区铜深加工区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21.596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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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心城区范围(本次)】现行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情况表(分乡、镇) 单位：公顷

【全县范围】

调整类型

所 在 乡

(镇、街道)

编号与名称

所 涉

行政村

(个)

涉及

图斑

(个)

包括

地块

(个)

新增建

设用地

面 积

(公顷)

注①：按建设用地类型分 注②：按指标来源情况分 附：规划的管制区变化情况(±)

占用

耕地

城镇工矿类用地 村庄建设类用地 （增量）类指标 （流量）类指标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公顷)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现 行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布 局

调 整

A.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调 入

1 新城镇 11 177 84 51.4475 33.2947 35.4251 23.9272 16.0224 9.3675 16.1197 10.0064 35.3278 23.2883 -41.5798 -28.3831 -9.8677 0

11 皋落乡 2 7 3 1.6626 1.1905 0.1045 0.0913 1.5581 1.0992 1.6626 1.1905 -1.5581 -1.0992 -0.1045 0

合 计 13 184 87 53.1101 34.4852 35.5296 24.0185 17.5805 10.4667 17.7823 11.1969 35.3278 23.2883 -43.1379 -29.4823 -9.9722 0

B.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调 出

1 新城镇 7 101 59 38.1617 29.2599 21.9548 17.2859 16.2069 11.974 12.5691 10.5605 25.5926 18.6994 30.7215 24.3533 7.4402 4.9066

11 皋落乡 3 9 16 3.2486 2.1255 2.9461 2.0697 0.3025 0.0558 0.0607 0.0558 3.1879 2.0697 0.341 0.3025 2.9076 1.823

合 计 10 110 75 41.4103 31.3854 24.9009 19.3556 16.5094 12.0298 12.6298 10.6163 28.7805 20.7691 31.0625 24.6558 10.3478 6.7296

C.

调 整

净增减

(±)

【A-B】

1 新城镇 13.2858 4.0348 13.4703 6.6413 -0.1845 -2.6065 3.5506 -0.5541 9.7352 4.5889 -10.8583 -4.0298 -2.4275 4.9066

11 皋落乡 -1.586 -0.935 -2.8416 -1.9784 1.2556 1.0434 1.6019 1.1347 -3.1879 -2.0697 -1.2171 -0.7967 2.8031 1.823

合 计 11.6998 3.0998 10.6287 4.6629 1.0711 -1.5631 5.1525 0.5806 6.5473 2.5192 -12.0754 -4.8265 0.3756 6.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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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及各类开发园区规划范围的调整修改情况

1、各类开发园区总体调整情况

在全县的上述用地调整中，涉及垣曲县各类开发园区范围的用地

调整主要为现行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具体调整情况为：

本类调整，具体为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与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

设区布局之间的调整，共涉及新城镇、皋落乡 2 个乡(镇)的 11 个村。

其具体的调整变化情况为：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入：面积合计为 56.6533 公顷，其

中拟占耕 42.5814 公顷，涉及本县 2个乡(镇)、10 个村的 86 个图斑，

包括 46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49.5551

公顷)和限制建设区(7.0982 公顷)，拟调整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其中

属规划的城镇工矿用地 45.0277 公顷、农村居民点 11.6256 公顷，其

指标来源性质属“增量”和“流量”的指标分别为 32.8468 公顷和

23.8065 公顷)。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出：面积合计为 36.1818 公顷，其

中耕地 27.3564 公顷，共涉及本县 2个乡(镇/街道)、4 个村的 17 个图

斑，包括 15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全部为

规划的城镇工矿用地，其指标来源性质全部为“流量”)，拟调整为规

划的有条件建设区(34.8958 公顷)和限制建设区(1.2860 公顷)。

本类调整，使开发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增加 20.4715 公顷，有条

件建设区减少 14.6593 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 5.8122 公顷。规划的建

设用地规模(含城乡建设用地)增加 20.4715 公顷，相应的规划新增建

设用地规模/指标增加 20.4715 公顷，且规划的新增建设占耕地还增加

15.2250 公顷，这也使得全县规划的耕地保有量面积相应减少(15.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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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在其规划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内部，其城镇工矿用地规

模/指标增加 8.8459 公顷，农村居民点增加 11.6256 公顷。(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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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开发区范围(本次)】现行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情况表(分乡、镇) 单位：公顷

【全县范围】

调整类型

所 在 乡

(镇、街道)

编号与名称

所 涉

行政村

(个)

涉及

图斑

(个)

包括

地块

(个)

新增建

设用地

面 积

(公顷)

注①：按建设用地类型分 注②：按指标来源情况分 附：规划的管制区变化情况(±)

占用

耕地

城镇工矿类用地 村庄建设类用地 （增量）类指标 （流量）类指标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公顷)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现 行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布 局

调 整

A.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调 入

1 新城镇 5 40 21 24.7954 20.3512 17.0872 14.2674 7.7082 6.0838 1.6009 1.1886 23.1945 19.1626 -17.9409 -14.8072 -6.8545 -5.544

10 长直乡 0 0

11 皋落乡 5 46 25 31.8579 22.2302 27.9405 19.6054 3.9174 2.6248 31.2459 22.0198 0.612 0.2104 -31.6142 -22.1943 -0.2437 -0.0359

合 计 10 86 46 56.6533 42.5814 45.0277 33.8728 11.6256 8.7086 32.8468 23.2084 23.8065 19.373 -49.5551 -37.0015 -7.0982 -5.5799

B.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调 出

1 新城镇 2 6 6 17.14 14.8228 17.14 14.8228 17.14 14.8228 16.7152 14.4324 0.4248 0.3904

10 长直乡

11 皋落乡 2 11 9 19.0418 12.5336 19.0418 12.5336 19.0418 12.5336 18.1806 11.7422 0.8612 0.7914

合 计 4 17 15 36.1818 27.3564 36.1818 27.3564 0 0 0 0 36.1818 27.3564 34.8958 26.1746 1.286 1.1818

C.

调 整

净增减

(±)

【A-B】

1 新城镇 7.6554 5.5284 -0.0528 -0.5554 7.7082 6.0838 1.6009 1.1886 6.0545 4.3398 -1.2257 -0.3748 -6.4297 -5.1536

10 长直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 皋落乡 12.8161 9.6966 8.8987 7.0718 3.9174 2.6248 31.2459 22.0198 -18.4298 -12.3232 -13.4336 -10.4521 0.6175 0.7555

合 计 20.4715 15.225 8.8459 6.5164 11.6256 8.7086 32.8468 23.2084 -12.3753 -7.9834 -14.6593 -10.8269 -5.8122 -4.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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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园区调整情况

（1）垣曲县工业园区南区

本类调整，具体为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与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

设区布局之间的调整，共涉及新城镇、皋落乡 2 个乡 7 个行政村 64 个

图斑。其具体的调整变化情况为：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入：面积合计为 35.0572 公顷，其

中拟占耕 24.9470 公顷，涉及新城镇、皋落乡 6 个村的 50 个图斑，包

括 27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34.8008 公顷)

和限制建设区(0.2564 公顷)，拟调整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其中属规划

的城镇工矿用地 31.1398 公顷、农村居民点 3.9174 公顷，其指标来源

性质属“增量”和“流量”的指标分别为 31.2459 公顷和 3.8113 公顷)。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出：面积合计为 36.1818 公顷，其

中耕地 27.3564 公顷，共涉及新城镇、皋落乡 4 个村的 17 个图斑，包

括 15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全部为规划的

城镇工矿用地，其指标来源性质全部为“流量”)，拟调整为规划的有

条件建设区(34.8958 公顷)和限制建设区(1.2860 公顷)。

本类调整，使垣曲县工业园区南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减少 1.1246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增加 0.0950 公顷，限制建设区增加 1.0296 公顷。

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含城乡建设用地)减少 1.1246 公顷，相应的规划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减少 1.1246 公顷，且规划的新增建设占耕地

还减少 2.4094 公顷，这也使得全县规划的耕地保有量面积相应增加

(2.4094 公顷)；在其规划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内部，其城镇工矿

用地规模/指标减少 5.042 公顷，农村居民点增加 3.9174 公顷。(参见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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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开发区范围(本次)】现行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情况表(分乡、镇) 单位：公顷

【全县范围】

调整类型

所 在 乡

(镇、街道)

编号与名称

所 涉

行政村

(个)

涉及

图斑

(个)

包括

地块

(个)

新增建

设用地

面 积

(公顷)

注①：按建设用地类型分 注②：按指标来源情况分 附：规划的管制区变化情况(±)

占用

耕地

城镇工矿类用地 村庄建设类用地 （增量）类指标 （流量）类指标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公顷)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现 行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布 局

调 整

A.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调 入

1 新城镇 1 4 2 3.1993 2.7168 3.1993 2.7168 0 0 0 0 3.1993 2.7168 -3.1866 -2.7168 -0.0127 0

10 长直乡 0 0

11 皋落乡 5 46 25 31.8579 22.2302 27.9405 19.6054 3.9174 2.6248 31.2459 22.0198 0.612 0.2104 -31.6142 -22.1943 -0.2437 -0.0359

合 计 6 50 27 35.0572 24.947 31.1398 22.3222 3.9174 2.6248 31.2459 22.0198 3.8113 2.9272 -34.8008 -24.9111 -0.2564 -0.0359

B.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调 出

1 新城镇 2 6 6 17.14 14.8228 17.14 14.8228 17.14 14.8228 16.7152 14.4324 0.4248 0.3904

10 长直乡

11 皋落乡 2 11 9 19.0418 12.5336 19.0418 12.5336 19.0418 12.5336 18.1806 11.7422 0.8612 0.7914

合 计 4 17 15 36.1818 27.3564 36.1818 27.3564 0 0 0 0 36.1818 27.3564 34.8958 26.1746 1.286 1.1818

C.

调 整

净增减

(±)

【A-B】

1 新城镇 -13.9407 -12.106 -13.9407 -12.106 0 0 0 0 -13.9407 -12.106 13.5286 11.7156 0.4121 0.3904

10 长直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 皋落乡 12.8161 9.6966 8.8987 7.0718 3.9174 2.6248 31.2459 22.0198 -18.4298 -12.3232 -13.4336 -10.4521 0.6175 0.7555

合 计 -1.1246 -2.4094 -5.042 -5.0342 3.9174 2.6248 31.2459 22.0198 -32.3705 -24.4292 0.095 1.2635 1.0296 1.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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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垣曲县工业园区铜深加工区

本类调整，只涉及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规划的新增允许建

设区，涉及新城镇 4 个行政村 37图斑。其具体的调整变化情况为：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入：面积合计为 21.5961 公顷，其

中耕地 17.6344 公顷，共涉及本县新城镇 4个村的 37 个图斑，包括 19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14.7543 公顷)和限

制建设区(6.8418 公顷)，拟调整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其中属规划的城

镇工矿用地 13.8879 公顷、农村居民点 7.7082 公顷，其指标来源性质

属“增量”和“流量”的指标分别为 1.6009 公顷和 19.9952 公顷)。

本类调整，使垣曲县工业园区铜深加工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增加

21.5961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 14.7543 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

6.8418 公顷。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含城乡建设用地)增加 21.5961 公

顷，相应的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增加 21.5961 公顷，且规划的

新增建设占耕地还增加 17.6344 公顷，这也使得全县规划的耕地保有

量面积相应减少(17.6344 公顷)；在其规划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

内部，其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增加 13.8879 公顷，农村居民点增加

7.7082 公顷。(参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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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开发区范围(本次)】现行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情况表(分乡、镇) 单位：公顷

【全县范围】

调整类型

所 在 乡

(镇、街道)

编号与名称

所 涉

行政村

(个)

涉及

图斑

(个)

包括

地块

(个)

新增建

设用地

面 积

(公顷)

注①：按建设用地类型分 注②：按指标来源情况分 附：规划的管制区变化情况(±)

占用

耕地

城镇工矿类用地 村庄建设类用地 （增量）类指标 （流量）类指标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面 积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公顷) 耕 地 耕 地 耕 地

现 行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布 局

调 整

规划的

新 增

允 许

建设区

调 入

1 新城镇 4 37 19 21.5961 17.6344 13.8879 11.5506 7.7082 6.0838 1.6009 1.1886 19.9952 16.4458 -14.7543 -12.0904 -6.8418 -5.544

合 计 4 37 19 21.5961 17.6344 13.8879 11.5506 7.7082 6.0838 1.6009 1.1886 19.9952 16.4458 -14.7543 -12.0904 -6.8418 -5.544

调 整

净增减

(±)

1 新城镇 21.5961 17.6344 13.8879 11.5506 7.7082 6.0838 1.6009 1.1886 19.9952 16.4458 -14.7543 -12.0904 -6.8418 -5.544

合 计 21.5961 17.6344 13.8879 11.5506 7.7082 6.0838 1.6009 1.1886 19.9952 16.4458 -14.7543 -12.0904 -6.8418 -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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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本次修改新增重点项目情况

1、重点项目的调入

本次规划修改共新加重点项目 8个，面积为 30.68 公顷，占耕地 17.98

公顷，主要项目为城北初中、LED 总用地、风电、环保局水站、垣曲县文

化中心、污水处理厂、垣曲吉木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国泰绿洲等

重点项目。

2、重点项目的调出

本次规划修改调出重点项目 12个，面积为 59.27 公顷，占耕地 37.82

公顷。主要为皋落乡皋落村皋陶小区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垣曲县物流园

区、垣曲县污水处理厂、陶瓷产业园、中条公司年产 5000 吨压延铜箔和

200 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等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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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修改的实施影响评估分析

（一）对全县土地利用目标/指标的影响

综合本次规划修改的上述情况，其有关规划用地布局及规模的调

整，对全县规划的主要用地目标/指标的影响情况为：

1、对新增建设用地规划规模/指标的影响

因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整的影响，全县规划的新增建设用地

(含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保持不变、且规划的新增建设占耕地减少

2.9326 公顷，其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的城镇工矿用地减少 0.0884 公顷

(占耕地减少 8.5983 公顷)、村庄用地增加 0.0884 公顷(含占耕地

5.6657 公顷)。(参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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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规划修改的有关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对全县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新增用地指标的影响(±)情况结果汇总表 单位：公顷

所 在 乡

(镇、街道)

编号与名称

对规划的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指标的

影响合计

对规划的城乡建设

新增用地规模影响(±)

注：因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

调整影响(±)

城镇工矿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规模/

指 标

规模/

指 标

规模/

指 标

规模/

指 标占耕地 占耕地 占耕地 占耕地

1 新城镇 12.3703 -0.8042 12.3703 -0.8042 -0.0301 -4.8394 12.4004 4.0352

2 历山镇 0.1032 -0.745 0.1032 -0.745 -23.2666 0.153 23.3698 -0.898

3 古城镇 -2.9117 -5.3561 -2.9117 -5.3561 -5.1137 -7.7912 2.202 2.4351

4 王茅镇 -0.2569 -0.5995 -0.2569 -0.5995 3.3853 -0.0034 -3.6422 -0.5961

5 毛家镇 -12.6033 -1.5702 -12.6033 -1.5702 -39.5557 -0.0013 26.9524 -1.5689

6 蒲掌乡 -0.0264 -0.0196 -0.0264 -0.0196 4.3125 0 -4.3389 -0.0196

7 英言乡 0.6253 0.5383 0.6253 0.5383 -3.2281 -0.0564 3.8534 0.5947

8 解峪乡 -12.0021 -0.8496 -12.0021 -0.8496 24.9725 -0.2876 -36.9746 -0.562

9 华峰乡 -0.3108 -0.5349 -0.3108 -0.5349 28.6371 0 -28.9479 -0.5349

10 长直乡 0.9322 -1.5026 0.9322 -1.5026 4.1693 0.6067 -3.2371 -2.1093

11 皋落乡 14.0802 8.5108 14.0802 8.5108 5.6291 3.6213 8.4511 4.8895

合 计 0 -2.9326 0 -2.9326 -0.0884 -8.5983 0.0884 5.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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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规划的土地整治（土地复垦）区及其新增补充耕地目标(任

务)的影响

本次“规划的土地整治(复垦)区调整”，不影响全县规划的土地

整治(含复垦)区的规模，其补充耕地的规模保持不变。 (对分乡/镇

的影响参见表 8)

表 8 对规划的土地整治规模及其补充耕地影响(±)情况表 单位：公顷

所在乡(镇)编号与名称 土 地复垦区

补充耕地

1 新城镇 0.2054 0.15

2 历山镇 -24.8083 -18.62

3 古城镇 5.1183 3.84

4 王茅镇 3.1039 2.33

5 毛家镇 -38.2848 -28.71

6 蒲掌乡 4.3125 3.24

7 英言乡 -3.1979 -2.99

8 解峪乡 24.2721 18.22

9 华峰乡 28.098 21.65

10 长直乡 1.1808 0.89

11 皋落乡 0 0

合 计 0 0

表 明：表中“土地复垦区”的现状地类全部为村庄用地。

3、对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

在本次规划的调整中，因有关建设用地的调整，全县规划的建设

用地总规模保持不变；同时，土地复垦区布局调整的内部复垦对象地

类的变化，不影响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村庄用地规模的变化。结合本

次调整，全县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不变。这样规划修改后，全县

规划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9819.44 公顷。(参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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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规划修改的有关用地布局调整对全县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情况表 单位：公顷

所在乡(镇)

编号与名称

合 计 (一) 因建设用地调整的影响(±)
(二)因土地整治(复垦)

布局的调整影响(±)

规划的

建 设

用 地

总规模

(±)

1.城乡

建 设

用 地

(±)

1.城乡

建 设

用 地

(±)

1.城乡

建 设

用 地

(±)

城镇工

矿用地

规 模

村庄建

设用地

规 模

城镇工

矿用地

规 模

村庄建

设用地

规 模

城镇工

矿用地

规 模

村庄建

设用地

规 模

1 新城镇 12.1649 12.1649 -0.2355 12.4004 12.3703 -0.2355 12.6058 -0.2054 -0.2054

2 历山镇 24.9115 24.9115 1.5417 23.3698 0.1032 1.5417 -1.4385 24.8083 24.8083

3 古城镇 -8.03 -8.03 -10.232 2.202 -2.9117 -10.232 7.3203 -5.1183 -5.1183

4 王茅镇 -3.3608 -3.3608 0.2814 -3.6422 -0.2569 0.2814 -0.5383 -3.1039 -3.1039

5 毛家镇 25.6815 25.6815 -1.2709 26.9524 -12.6033 -1.2709 -11.3324 38.2848 38.2848

6 蒲掌乡 -4.3389 -4.3389 0 -4.3389 -0.0264 0 -0.0264 -4.3125 -4.3125

7 英言乡 3.8232 3.8232 -0.0302 3.8534 0.6253 -0.0302 0.6555 3.1979 3.1979

8 解峪乡 -36.2742 -36.2742 0.7004 -36.9746 -12.0021 0.7004 -12.7025 -24.2721 -24.2721

9 华峰乡 -28.4088 -28.4088 0.5391 -28.9479 -0.3108 0.5391 -0.8499 -28.098 -28.098

10 长直乡 -0.2486 -0.2486 2.9885 -3.2371 0.9322 2.9885 -2.0563 -1.1808 -1.1808

11 皋落乡 14.0802 14.0802 5.6291 8.4511 14.0802 5.6291 8.4511

合 计 0 0 -0.0884 0.0884 0 -0.0884 0.0884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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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规划的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因本次规划有关建设用地调整的建设占耕地(变化)影响，使全县

规划的耕地保有量面积增加 2.9326 公顷；同时，规划的土地整治(土

地复垦)区调整不影响耕地保有量；这二者合计，相应地使全县规划的

耕地保有量面积合计增加 2.9326 公顷。规划修改后，上级下达本县的

耕地保护目标任务不变——仍为 25922.13 公顷。(参见表 10)

表 10 规划调整对全县规划的耕地保有量(面积)影响(±)情况表 单位：公顷

所 在 乡

(镇、街道)

编号与名称

规划的

耕 地

保有量

面 积

影 响

合 计

(±)

Ⅰ.因建设用地调整

(占耕地)的影响(±)

Ⅱ.因土地整治区(补充耕

地)调整的影响(±)

1 新城镇 0.9542 0.8042 0.15

2 历山镇 -17.875 0.745 -18.62

3 古城镇 9.1961 5.3561 3.84

4 王茅镇 2.9295 0.5995 2.33

5 毛家镇 -27.1398 1.5702 -28.71

6 蒲掌乡 3.2596 0.0196 3.24

7 英言乡 -3.5283 -0.5383 -2.99

8 解峪乡 19.0696 0.8496 18.22

9 华峰乡 22.1849 0.5349 21.65

10 长直乡 2.3926 1.5026 0.89

11 皋落乡 -8.5108 -8.5108 0

合 计 2.9326 2.9326 0

另外，因本次调整不涉及规划的基本农田，因而也不影响全县规

划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即保持不变——仍为 20215.53 公顷)。

（二）对中心城区及各类园区土地利用目标/指标的影响

1、对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目标/指标的影响

①对新增建设用地规划规模/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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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整的影响，使得中心城区规划的新增

建设用地(含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增加 11.6998 公顷、且规划的新

增建设占耕地增加 3.0998 公顷，其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的城镇工矿用地

增加 10.6287 公顷(占耕地增加 4.6629 公顷)、村庄用地增加 1.0711

公顷(含占耕地减少 1.5631 公顷)。(参见表 11)
表 11 规划修改的有关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对中心城区

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新增用地指标的影响(±)情况结果汇总表 单位：公顷

所 在 乡

(镇、街道)

编号与名称

对规划的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指标的

影响合计

对规划的城乡建设

新增用地规模影响

(±)

注：因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

调整影响(±)

城镇工矿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规模/

指 标

规模/

指 标

规模/

指 标

规模/

指 标占耕地 占耕地 占耕地 占耕地

1 新城镇 13.2858 4.0348 13.2858 4.0348 13.4703 6.6413 -0.1845 -2.6065

11 皋落乡 -1.586 -0.935 -1.586 -0.935 -2.8416 -1.9784 1.2556 1.0434

合 计 11.6998 3.0998 11.6998 3.0998 10.6287 4.6629 1.0711 -1.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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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

在本次规划的调整中，因有关建设用地的调整影响使得中心城区

规划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 11.6998 公顷；土地复垦区布局调整的内

部复垦对象地类的一致，中心城区城镇工矿用地和村庄用地规模未发

生变化。结合本次调整，使得中心城区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净增加

11.6998 公顷（城镇工矿增加 10.6287 公顷，村庄用地增加 1.0711

公顷）。这样规划修改后，中心城区规划的建设用地总规模相应调整

为 1575.3898 公顷(注原为 1563.69 公顷)。(参见表 12)
表 12 规划修改的有关用地布局调整对

中心城区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情况表 单位：公顷

所在乡(镇)

编号与名称

合 计 因建设用地调整的影响(±)

规划的

建 设

用 地

总规模

(±)

1.城乡

建 设

用 地

(±)

1.城乡

建 设

用 地

(±)

城镇工

矿用地

规 模

村庄建

设用地

规 模

城镇工

矿用地

规 模

村庄建

设用地

规 模

1 新城镇 13.2858 13.2858 13.4703 -0.1845 13.2858 13.4703 -0.1845

11 皋落乡 -1.586 -1.586 -2.8416 1.2556 -1.586 -2.8416 1.2556

合 计 11.6998 11.6998 10.6287 1.0711 11.6998 10.6287 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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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各类园区土地利用目标/指标的影响

1、对新增建设用地规划规模/指标的影响

因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整的影响，使得开发区规划的新增建

设用地(含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增加 20.4715 公顷、且规划的新增

建设占耕地还净增加 15.225 公顷，其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的城镇工矿用

地增加 8.8459 公顷(占耕地增加 6.5164 公顷)，村庄用地增加 11.6256

公顷（占耕地增加 8.7086 公顷）。(参见表 13)
表 13 规划修改的有关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对开发区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新增

用地指标的影响(±)情况结果汇总表 单位：公顷

所 在 乡

(镇、街道)

编号与名称

对规划的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指标的

影响合计

对规划的城乡建设

新增用地规模影响

(±)

注：因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

调整(落实上级追加指标对应调整)影响

(±)

城镇工矿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规模/

指 标

规模/

指 标

规模/

指 标

规模/

指 标占耕地 占耕地 占耕地 占耕地

1 新城镇 7.6554 5.5284 7.6554 5.5284 -0.0528 -0.5554 7.7082 6.0838

11 皋落乡 12.8161 9.6966 12.8161 9.6966 8.8987 7.0718 3.9174 2.6248

合 计 20.4715 15.225 20.4715 15.225 8.8459 6.5164 11.6256 8.7086



38

2、对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

在本次规划的调整中，因有关建设用地的调整影响使得开发区规

划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 20.4715 公顷；土地复垦区的调整不影响开

发区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结合本次调整，使得开发区规划的建设用

地规模净增加 20.4715 公顷。这样规划修改后，开发区规划的建设用

地总规模相应调整为 517.8515 公顷(注原为 497.38 公顷)。(参见表

14)
表 14 规划修改的有关用地布局调整

对开发区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的影响(±)情况表 单位：公顷

所在乡(镇)

编号与名称

合 计 因建设用地调整的影响(±)

规划的

建 设

用 地

总规模

(±)

1.城乡

建 设

用 地

(±)

1.城乡

建 设

用 地

(±)

城镇工

矿用地

规 模

村庄建

设用地

规 模

城镇工

矿用地

规 模

村庄建

设用地

规 模

1 新城镇 7.6554 7.6554 -0.0528 7.7082 7.6554 -0.0528 7.7082

11 皋落乡 12.8161 12.8161 8.8987 3.9174 12.8161 8.8987 3.9174

合 计 20.4715 20.4715 8.8459 11.6256 20.4715 8.8459 11.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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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本次规划调整修改遵循允许建设区集中连片发展的原则，保障了中

心城区、工业园区及垣曲抽水蓄能电站等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通过修

改促进项目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允许建设区更加集中，促进城镇集中发

展和园区生产集聚，重点项目建设尽快落实，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促进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优化。

（四）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

规划实施以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快，规划的经济发展背景

及垣曲县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产业用地布局及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发生

变化，存在城镇、园区发展方向调整、乡镇项目位置调整增加等，规划

修改能够满足当前亟需的重点民生、产业发展项目用地需求，项目落地

可以增加当地税收，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全县经济

社会快速、稳步、协调发展。

（五）对相关规划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发展目标和要求，

并协调衔接各部门专项规划，充分征求发改、住建、交通、林业、文旅、

水务、农业农村局等各部门用地需求。并采纳了各部门意见。保障了重

点涝巨河片区、垣曲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项目落地和指标落实，实

现土地资源合理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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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城乡建设

项目尽量在城镇、园区内安排，不影响区域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环境容

量，后续各项建设也将采取环境管理和生态修复建设等措施来避免局部

的负面影响。整体来说，规划修改不会对全县生态环境系统产生不良影

响。

（七）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

规划实施期间，垣曲县严格执行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项目用地

审批时严格按照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要求进行，限制不合理利用、浪

费土地等行为。本次规划修改后比修改前少占耕地，且尽量占用荒草地

等未利用土地以及存量低效建设用地，提高了全县土地利用率，新增建

设用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园区建设、重点项目等，有效的促进项目向

园区集中、产业集聚，提高全县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缓解建设用地

供需矛盾，保证经济平稳有序发展。

（八）规划修改方案的公众参与

本次规划修改由垣曲县人民政府组织听证，有住建、发改、水利、

环保、文旅等部门参与。听证部门发表意见。一致同意规划修改方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认

识土地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利于提高他们对土地规划方案实施的

支持和理解，使其对土地规划方案实施和管理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使

规划的实施更加富有成效，借以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权威性和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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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一）修改方案结论

本次规划修改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山西省厅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

要求进行，并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了依法听证、向社会公示，规划修改过

程中坚持耕地保护、挖掘存量、节约集约，使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更加

优化，资源利用更加集约高效，更适应全县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保证规

划修改的合理、合法、合规。

本次规划修改后，全县耕地保有量（25922.13 公顷）保持不变，规

划期末耕地面积增加 2.9326 公顷，为 25925.0626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保持20215.53公顷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保持不变（9819.44公顷），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不变（5805.86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保持

不变（811.14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减少 2.9326 公顷

（462.2374 公顷）。

因此规划修改不影响现行规划的进一步实施，总体来看，方案可行

本次调整修改以现行规划文本和规划调整方案为依据，重点分析土地利

用规划布局调整修改对建设用地规模控制目标、耕地保有量目标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等几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主要目标的影响。

（二）实施保障措施

1、严格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对经批准建设占用耕地的，要切实落实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严

格执行按建设项目考核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必须按“占一补一”的法律

规定补充同等数量和质量的耕地或按规定的标准缴纳耕地开垦费。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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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的力度，提高耕地质量，确保土地开发整理补充

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不低于同期建设占用的耕地。

2、建立公众参与制度

明确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利,同时,还要积极组建独立于行

政组织之外,拥有一定的决策和管理权限并受到法律保护,由具有相当

的规划知识基础的成熟的行业代表、有关利益集团、个体公众组成的非

政府的、多层次的团体。该团体可代表公众直接参与规划的制定和监督

规划的实施,也可直接受理公众的维权要求,负责代表公众与开发商甚

至主管部门交涉,进而可为公众提供法律援助。此外,也要允许和积极支

持利益相关群体组成各种合法的临时性公众团体参与到规划的制定和

管理过程中,反映其利益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宽公众参与的范围,提

高公众参与的效力。

3、做好县乡两级规划的衔接

乡镇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操作性很强的实施规划，是将各类用

地指标、规模和布局落实到地块并直接为土地用途转用审批、土地开发

整理等提供依据。

4、建立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一套符合垣曲县实际的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参照原定

规划进行科学系统地分析，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状况做出准确的判

断，确保土地资源利用的科学合理性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5、对规划实施进行动态管理

根据需要不定期对土地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掌握规划实施动

态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制订有针对性的规划管理决策，实现对规划

实施的有效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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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划调整方案的有关成果

（一）规划修改文字报告

《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局部修改方案》

（二）规划修改方案的相关图件

1、垣曲县土地利用现状图；

2、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图（修改前）；

3、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图（修改后）；

4、垣曲县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5、垣曲县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图（修改前）；

6、垣曲县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图（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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