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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规范有序推进土地整治工作，实现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发展目

标，依据《广东省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广州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 年）》和《广州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编制《广州市土地

整治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主要阐明全市土地整治战略，确定规划期内土地整治的

指导思想和原则、目标与任务，统筹安排各项土地整治活动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明确土地整治的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制定规划实施的保

障措施。《规划》是指导全市土地整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规范有

序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统筹安排各类土地整治资金的

重要依据。 

《规划》基期年为 2015 年，规划期为 2016 至 2020 年，目标年

为 2020 年。规划范围涵盖广州市辖区内全部土地。 



 

 
2 

第一章 土地整治背景与形势 

第一节 基本情况 

广州市地处中国大陆南端、广东省的中南部、珠江三角洲的北缘，

隔海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相望，地理坐标为东经 112°57 ~́114°3 ，́

北纬 22°26 ~́23°56 。́广州市现辖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

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从化区和增城区共 11

个行政区。 

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华南地区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2015 年末，

全市户籍人口 854.19 万人，常住人口 1350.11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为

85.53%。2015 年，广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8100.41 亿元，

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例为 1.26：31.97：66.77，全年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5405.95 亿元，来源于广州地区的财政总预算收入 5116

亿元。 

第二节 土地利用现状及特点 

根据 2015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广州市土地总面积为

724885.96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508257.44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177739.79，其他土地面积 38888.73 公顷。广州市土地利用特点主要

表现为： 

一、土地利用率高 

广州市自然条件优越，土地的适宜性强，根据 2015 年土地利用

变更调查数据，广州市农用地占全市土地比例为 70%，建设用地占全

市土地比例为 25%，合计已开发利用的土地占比高达 95%，尚未开发

的其他土地仅占 5%，土地利用率高。随着全市社会经济的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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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也逐渐向高效、集约和规模化的方向发

展，土地开发利用效益较高。 

二、圈层式土地利用特点明显 

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地貌类型差异的影响，以及区域社会经济环境

与发展方向的差别，广州市的土地利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以中心

城区为核心，明显区分出城市中心区、城市扩展发展区以及农业及生

态保护区三个不同的土地利用圈层，三个圈层主导功能差异明显，建

设用地比例向近郊区、远郊区呈现递减趋势，同时农业及生态功能逐

渐加强，呈圈层式结构模式。 

三、都市型农业特征显著 

广州市都市农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农业产业化和基地化特色

日益凸显，在生产和经营方面逐步形成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和观光旅

游农业等模式，农用地的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的多重功能逐渐显

现，都市型利用方式特征显著。 

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高 

 “十二五”期间，广州市着力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单位建

设用地生产总值稳步提升，由 2010 年的 6.48 亿元/平方公里增长到

2015 年的 10.13 亿元/平方公里，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居全国

中上水平。 

第三节 “十二五”土地整治实施成效 

一、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耕作条件 

“十二五”期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规模为 46060 公顷，按

照“路相连、渠相通“的原则， 整修机耕路 1563 公里、各类排灌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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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公里，打通断头路、断头渠，使田间道与原村道相连，田间沟渠

与各排灌渠相通，完善了农田基础设施，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

了耕地保护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稳步推进“三旧”改造，优化存量建设用地利用 

“十二五”期间，全市通过“三旧”改造对散乱、废弃、闲置的

建设用地进行整理，盘活了存量建设用地，拓展了城镇发展新空间，

促进了城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升了土地价值，改善了人居环境，

促进了城市化健康发展。 

三、加强土地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十二五”期间，国土、农业、水利等多部门各施其职，聚合资金，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城综合整治，加强了生态保护和建设，优化了人

地关系与环境资源，提高乡村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价值，为培育良性

循环的生态系统提供基础，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 

四、土地整治工作机制更完善，村民认知度更深  

“十二五”期间，建立了国土、农业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机

制，项目立项、规划、设计、实施、竣工验收等各环节的工作指引均

逐步明确。土地整治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依法保障了农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鼓励农民采用多种形式参与规划设计和工

程建设，提高了农民对于土地整治的认识度。 

 

第四节 “十二五”土地整治实施存在的问题 

一、建设用地整理难度大 

“十二五”期间我市建设用地整理任务重，建设用地整理需涉及

对散乱、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建设用地进行调整改造，完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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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建设用地权属关系复杂，利益协调难度大，实施周期长，建设用

地整理工作较难推进。 

二、农用地整治资金来源单一 

农用地整治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于财政投资，投资渠道单一，投资

金额有限。农用地整治项目投资周期长，经济效益不高，缺乏有效的

激励政策，社会资金参与积极性不够。 

三、公众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十二五”期间，土地整治项目主要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

为完成上级下达工作任务而开展，项目前期阶段与村沟通还不够充

分，未能很好调动起村的参与积极性，部分规划设计方案未能很好地

贴近农民需求，导致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变更调整。 

第五节 土地整治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一、国家提出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新要求 

国家提出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

度，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耕地管控、建设、激励多措并举，采取更加有力措施，

依法加强耕地占补平衡规范管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广州市耕地后备资源缺乏，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将面临较大压力。 

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生态宜居的要求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

当前，广州市还存在农村建设布局散乱、用地粗放低效、农田细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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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等问题，有待通过开展土地整治，统筹安排农村各项土地利用活

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农村振兴发展。 

三、枢纽型网络城市构建要求用地效率提高和用地布局优化 

广州市正构建枢纽型网络城市，打造多中心、组团式网络空间结

构，塑造依山、沿江、滨江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对城镇建设用地需

求仍处于较高水平，也对存量建设用地进一步开发利用提出要求。为

此，广州市亟需转变土地利用模式和方式，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

加快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用地空间。 

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强土地生态保护和修复 

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广州市在实施土地整治过程中，还需坚

持保护优先原则，实施山水林田湖城综合整治，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

优化人地关系与环境资源，增加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及促进区域内生

态平衡，提高乡村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价值，加强土地生态保护和修

复，推动社会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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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原则和目标任务 

第一节 规划原则 

一、坚守耕地红线原则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提高耕地质量和改善农业生态环

境为主要任务，以充分发挥耕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功能为目

的，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顺利完成。 

二、促进城乡统筹原则 

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以节约集约用地为核心，统筹安排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活动，

调整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布局，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美丽乡村建

设。 

三、维护群众权益原则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监督权和受益权，切实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改善农

民生产生活条件，保证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成果。 

四、突出区域特点原则 

紧密结合广州市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和实际情况，宏观上突

出体现统筹城乡发展和土地整治运行机制创新；微观上统筹考虑广州

市整体及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自然生态环境状况和土地利用特点，

因地制宜制定土地整治目标和任务，确定分区整治重点方向，增强规

划的可操作性。 

五、坚持绿色发展原则 

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进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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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田湖综合整治，加强农田生态建设和保护，发挥农田生态服务功能；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二节 目标任务 

围绕“生态优先、特色突出、全域统筹、综合整治”的总体战略，

以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推进垦造水田、深入推进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积极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探索实施多功能土地综合

整治为战略方向，实现落实耕地保护、完善生态网络、提高集约水平、

优化空间格局的战略目标。 

一、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农田耕作条件 

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农田基础设施不平衡和水平不高

等问题，增强农业抗灾能力，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田耕作条件，提

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落实耕地保护目标，加快推进以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为主线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二、统筹推进垦造水田工作，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统筹推进兑现承诺改造水田工作，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和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确保耕地占补平衡数量质量双到位，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三、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提高集约用地水平 

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和保护耕

地、增强城镇存量建设用地供给能力、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力举措。通过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提高土地集

约利用水平，优化城镇用地结构，提高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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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 

积极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与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整理细碎、散

乱、闲置的农村建设用地，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

展，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五、实施多功能土地综合整治，完善土地生态网络结构 

以土地综合整治助力构建城乡生态文明格局。结合广州市生态网

络结构搭建的需要，从传统的单个土地整治项目实施转向多功能土地

综合整治推进，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城乡生态结构优化和土地生态网

络结构完善的目标。 

第三节 规划指标 

“十三五”期间，省下达广州市土地整治规划指标包括： 

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面

积 31126.67 公顷（46.69 万亩），力争建成 42526.67 公顷（63.79 万

亩）。 

补充耕地：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3886.67 公顷（5.83 万亩）。 

垦造水田：完成垦造水田 413.33 公顷（0.62 万亩）。结合全市

各区实际承诺需兑现改造水田情况，下达至各区垦造水田任务 488 公

顷（0.73 万亩）。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13.33 公顷（0.02 万

亩）。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模 3446.67 公

顷（5.17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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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广州市“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指标 

指  标 
规划指标 指标 

属性 公顷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31126.67 46.69 约束性 

垦造水田规模 413.33 0.62 约束性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总量 3886.67 5.83 约束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13.33 0.02 预期性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模 3446.67 5.17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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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整治分区 

第一节 北部山地丘陵生态整治区 

一、分区范围 

包括增城区的派潭镇、正果镇、小楼镇；从化区的黄龙带水库管

理处、流溪河林场、吕田镇、大岭山林场、良口镇、温泉镇、鳌头镇；

花都区梯面镇，土地总面积 224716.33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 31%。

是广州市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 

二、整治方向和重点 

区内土地整治主要方向是开展生态整治，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促进特色生态农业发展；着重加强耕作区水土流失防治，协调农

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减低生态破坏程度，构建集水土保持、生态涵养、

特色农业生产为一体的生态型农田。 

第二节 中北部平原岗地综合整治区 

一、分区范围 

包括白云区的江高镇、太和镇、人和镇、钟落潭镇；从化区的太

平镇、城郊街道、街口街道、江浦街道；花都区（除梯面镇外）；增

城区（除派潭镇、正果镇、小楼镇外），土地总面积 280828.96 公顷，

占全市总面积的 39%。 

二、整治方向和重点 

区内土地整治主要方向是土地综合整治，着重推进连片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改善土壤环境和耕作条件，提高土壤有

机质含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都市农业产业发展。推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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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整治，加强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全力打造美丽

乡村群，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第三节 中部城市用地更新优化区 

一、分区范围 

包括荔湾区、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除江高镇、太

和镇、人和镇和钟落潭镇外）、黄埔区和番禺区（除石楼镇外），土

地总面积 138112.94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 19%。本区是传统的城市

中心区，也是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枢纽型城市的核心功能区。区

内城镇用地比重大，呈现集中连片分布态势，土地利用的投入和产出

效率高，但仍存在一定量的“三旧”用地，亟需进行改造升级。 

二、整治方向和重点 

区内土地整治主要方向是建设用地整治与优化提升，大力推进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加强历史城区传统风貌保护，疏解人口，控量提

质。打造沿珠江水系前后航道西十公里的花园式滨水长廊、航道中十

公里的岭南水岸、航道东十公里的现代化港城。 

第四节 南部滨海风貌特色整治区 

一、分区范围 

包括南沙区和番禺区石楼镇，土地总面积 81227.73 公顷，占全

市总面积的 11%。区内地形以平原为主，耕地和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分

布。本区将打造国际航运枢纽，聚焦南沙新区和自贸区建设，建设国

际水准的滨海新城。 

二、整治方向和重点 

区内土地整治主要方向是土地综合整治，突出打造滨海城市新貌

与滨海特色农业，协调农用地整理与建设用地整理，维持区域良好生



 

 
13 

态环境，充分发挥新区优势，塑造独特滨海风貌，确保南沙新区建设

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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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用地整理 

第一节 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推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以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为重点，平整归并零散地块，完善农

田机耕路网和水利基础设施，建成满足机械化耕作要求的田块，增加

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形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

抗灾能力强的生态良田。 

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推进田水路林村城综合

整治，建成集中连片、高产、优质的高标准农田；加强特色蔬菜以及

水产品养殖基地建设，强化农田景观和绿隔功能，促进现代都市农业

和休闲农业发展；着力提升耕地生态功能，建成集水土保持、生态涵

养、特色农产品生产于一体的生态型基本农田；及时复垦交通沿线被

损毁的耕地，恢复原有的生产、生态和景观功能。 

二、加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 

按照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要求，加强全市规划

期内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后管护工作。依据耕地等级实施差别化管

理，对优质耕地实行重点保护。严格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规定，

将整治后的耕地优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统一命名，统一标识、统一

监管，纳入国土资源综合监管平台，实行永久保护。 

第二节 加快推进垦造水田 

一、切实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和垦造水田兑现承诺工作 

依据垦造水田后备资源状况，统筹推进垦造水田工作，合理把握

垦造水田节奏，及时兑现“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全市承诺改造水

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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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垦造水田后期管护力度 

通过签订管护合同，制定垦造水田后续种植管护办法，切实提升

改造水田的综合地力水平和生产能力。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结合国

土资源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和相关系统，实现项目规范化实施和可追溯

化管理。 

第三节 切实加强耕地“三位一体”建设 

一、多途径补充耕地 

推进农用地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通过本地补充和易地补充

相结合等方式，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合理选择土地开发最优区域，适

度开发宜耕后备资源，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二、加强耕地质量建设 

规划期间，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通过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

结合不同的耕地质量提升分区，分别采用客土提质、排水工程、肥水

工程、田面改造、水土工程、坡面改造、土体改造等工程模式，着力

提升耕地质量。 

城镇化地区、生态敏感区域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分别以污染防治和

水土流失防治为主，着力提升耕地环境质量；生产条件好、自然承载

力高的区域，其耕地和基本农田以土壤环境和耕作条件改善为主，着

力提升区内耕地和基本农田利用等别。积极开展建设占用耕地实施耕

作层剥离再利用，保证全域耕地质量不下降。 

三、发挥耕地生态功能 

树立耕地建设与管理生态环境理念，加强耕地生态系统循环过程

与周边环境的联系，协调人地关系。在推进土地整治过程中，要注重

发挥耕地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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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推进其他农用地整理 

一、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 

坚持保护生态、农地农用，合理配置其他农用地，构建粮经饲统

筹、种养加一体、农牧渔结合的现代农业结构，走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促进优势农产品发展。

整理利用其他农用地，大力推进设施农业、休闲农业、景观农业建

设。 

二、加强园地整理 

积极开展中低产园地整理，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促进园地集约利

用、规模生产，发展特色品种、农产品加工和休闲农业，提高园地综

合效益。进一步明确山地果园的土地性质，属耕地或可调整地类的，

可纳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完善耕作条件；属非耕地非可调整地类

的，要加强果园配套设施建设，向集约化、基地化、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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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用地整理 

第一节 大力推进城市更新 

一、有序推进“旧城镇”改造 

坚持节约优先的原则，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全面推进城镇低

效用地整理，进一步扩展城镇发展新空间，促进城镇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重点做好基础设施落后、人居环境恶劣、畸零细碎及与城镇功能

定位不符区域的更新改造，挖掘用地潜力。注重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

护，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延续旧城区的历史文脉。避免大规模拆旧建

新对旧城风貌造成不利影响，尽可能保持原有的景观特征，保护地方

特色建筑和构成历史风貌的文物古迹。 

采取全面改造、微改造等多种方式，整体策划和实施改造更新片

区，推动重点发展地区空间格局的优化提升。 

二、积极推进“旧厂房”改造 

在需要调整城市空间布局，建设城市重大战略平台的重点发展地

区，已列入“退二进三”企业名录、污染较重、按政策近期必须搬迁，

或目前效益较差而企业积极性较高的旧厂房，主要采取全面改造的方

式，成片连片推动实施。 

加强工业用地使用监管，制定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激励政策，推

广应用多层标准厂房，改善工业区配套设施以及环境景观，盘活土地

资产，提高工业用地经济密度，充分挖掘现有工业用地潜力。制定合

理的产业用地政策，积极发挥用地标准和价格手段的调控作用，淘汰

效益低、占地多、污染高的落后产能，促进改造区的产业更新升级。

探索建立工业园区建设和管理新模式，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引导分散

企业向经认定的市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集中，促进集中布局、集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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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三、协调推进“城中村”改造 

加大“城中村”改造和综合整治力度，以完善城市功能、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土地利用率为主要改造方向，重点加

快推进若干环境脏乱差、公共服务配套落后的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

和整治。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强社会治理，营造整

体协调的城市面貌。 

严格按照民主程序确定适合各村的整治模式和实施办法，依法依

规确定“城中村”土地权属，协调各方利益，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完

善“城中村”土地综合整治配套政策，加强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建设，

改善城中村的人居环境。 

第二节 规范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一、有序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对农村地区散乱、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的

建设用地进行调整改造，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

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活动。以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为政策平台，合理确定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

用地减少的规模、范围、布局和时序安排，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突破口，引导散居农村人口向社区集中，加快构建以中

心社区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体系架构。 

探索运用市场化手段配置土地整治节余建设用地指标，显化土地

资产价值，提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城乡重大战略平台和

重点项目建设拓展用地空间。 

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 

与《广州市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相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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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加大资金投入，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优化农村规

划布局，科学合理引导农村居住向集镇、中心村集中，提高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以旧村改造利用为重点，突出抓好农村道路、供水管网、

电化电气、文化体育、医疗卫生、金融网点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城乡优质公共资源向农村延伸，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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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复垦和土地生态整治 

第一节 积极推进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复垦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坚持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相结合，

利用经济和行政手段，编制科学合理的土地复垦方案，在生产工艺、

建设方案和后续土地复垦工作中落实土地复垦各项要求。条件允许的

优先复垦为耕地或其他农用地。规划期内，全面复垦生产建设活动新

损毁土地，重点落实规划期内需复垦的国家审批建设项目损毁土地及

生产类项目损毁土地。 

对矿山开采造成的土地损毁，要求在损毁活动稳定或停止后 3 年

内完成复垦工作，对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临时用地造成的新损

毁土地，要求在临时用地到期后 1 年内完成损毁土地复垦工作。 

第二节 及时开展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复垦 

根据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及时复垦

灾毁土地，减少因自然灾害损毁而灭失的耕地数量。对于灾毁程度小

的，可由各镇（街）人民政府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土地承包者及

时开展土地复垦工作；对于灾毁程度大，实施难度大的自然灾毁耕地，

由区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灾毁土地复垦规划，按项

目进行复垦。 

要开展地质灾害易发区调查评价，查清山洪、泥石流、滑坡、崩

塌、地面塌陷等灾害隐患点的基本情况，结合工程、生物等措施，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合理恢复土地生态和土地利用功能。 

第三节 加强土地生态整治 

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实施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加强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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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和修复，大力建设生态国土。全面加强农田生态设施建设，增

加农田生态服务功能。开展土地整治时，要切实加强对禁止开发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的保护，促进生态

安全屏障建设。 

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技术标准，综合应用土地复垦先进工程技术和

生物化学措施，全面提升土地复垦的水平。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做到

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景观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第四节 统筹推进江心岛综合整治 

江心岛是珠江上难以再生的自然资源，也是珠江水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进江心岛综合整治，协调农用地整理、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废弃地复垦以及未利用地开发等土

地整治行为，统筹把握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全面促进江心岛的建

设与保护，打造绿色江心、美丽江心、都市江心等江心岛特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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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地整治重点区域与重点项目 

第一节 土地整治重点区域 

全市土地整治重点区域，主要包括农用地整理重点区、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重点区和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区。 

一、农用地整理重点区 

根据各镇（街）高标准农田建设、垦造水田潜力评价与耕地提质

改造潜力分析综合评价，结合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高标建设基

础条件的相对优越性，在尽量避免打破镇级行政界限的情况下，确定

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和垦造水田重点区域。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

重点区域规模为 11741 公顷，垦造水田重点区域规模为 313 公顷。 

专栏 2 广州市高标准农田整理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从化区 鳌头镇 

番禺区 石楼镇 

花都区 赤坭镇、花东镇 

南沙区 万顷沙镇 

增城区 石滩镇、荔城街道、新塘镇、增江街道、朱村街道 

 

专栏 3 广州市垦造水田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白云区 人和镇、钟落潭镇、江高镇 

花都区 赤坭镇、花山镇、炭步镇 

番禺区 石楼镇 

黄埔区 黄埔街道、长洲街道 

 

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 

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为基础，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情况、待整治土地的空间分布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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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划定农村建设用地整治重点区域，合计面积为 9 公顷。 

专栏 4 广州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白云区 太和镇 

黄埔区 九龙镇 

花都区 新华街道 

番禺区 南村镇 

南沙区 东涌镇 

从化区 温泉镇 

增城区 新塘镇 

 

三、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区 

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低效用地使用

情况、待整治土地的空间分布等因素，划定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

区域，主要为白云区、增城区及番禺区，重点区域合计面积为 493 公

顷。 

专栏 5 广州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区域 

行政区 镇（街） 

白云区 太和镇、钟落潭镇 

番禺区 石基镇、石楼镇 

增城区 新塘镇、石滩镇 

第二节 土地整治重点项目 

 全市土地整治重点项目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项目、垦造水

田重点项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项目、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

项目。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项目 

全市共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项目 5 个，建设规模 2250 公顷，

其中，番禺区 1 个、从化区 1 个、南沙区 1 个、增城区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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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全市共安排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3 个，建设规模 126 公顷，其中，

番禺区 1 个、花都区 1 个、白云区 1 个。 

三、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项目 

全市共安排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项目 1 个，建设规模 2 公顷，

位于白云区。 

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全市共安排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项目 3 个，建设规模 69 公

顷，其中，白云区、番禺区、增城区各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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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土地整治资金与效益评价 

第一节 资金需求 

根据广州市“十三五”期间土地整治规划指标，按土地整治规模

测算资金需求，合理安排土地整治资金。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31126.67 公顷，结合省、市各出 1500 元/

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标准，按 45000 元/公顷的投资强度测算，

需投资约 14 亿元，由省、市财政安排资金，有条件的区可由区财政

安排部分资金；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由项目投资方负责，按具体项目预

算安排资金；垦造水田，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等

均按项目实施资金预算解决。 

第二节 资金筹措 

一、稳定现有资金来源 

根据现有法律政策规定，土地整治专项资金包括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有偿使用费和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结合“十二五”

期间的资金筹措方式，稳定现有资金来源，保障“十三五”土地整治

项目有序开展。 

二、积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规划期内依据《土地复垦条例》，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由生产

建设单位负责；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建设用地复垦的资金还需要合

理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通过聚合农业、水利、国土等相关部门资金

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灾毁土地复垦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可基

本实现资金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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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预期效益 

一、经济效益 

规划期内，合理改善整治项目区域内基础设施，降低农户对耕地

的投入成本，提高经济收益，如通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预计可增加

收益约 200-500 元/亩。通过土地整治，调整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产

业结构，有效促进规划区域第一产业发展，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

展，带动区域经济全面综合发展。 

二、社会效益 

规划期内，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和“三旧”改造等项目，大大拉动了城市的投资与消费，提高土地利用

的集约程度与效益，有利于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缓解土地供需矛盾，

在优化用地结构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城镇更新改造等方面

将发挥积极作用。 

三、生态效益 

规划期内，通过开展土地整治，可显著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

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良土壤质量，提高土地肥力，增加土地

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与人居环境，促进农民生活方

式的转变。在开展土地整治过程中，也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因项目实

施而造成的水土污染、景观破坏和生态扰动等不利的生态影响。总体

上看，通过土地整治规划的实施，加强广州市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景

观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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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严格执行土地整治规划 

一、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 

依托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平台，建立土地整治工作领导机构，加强

对土地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土地整治各项工作，保障规划

的实施。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在土地整治工作中的职责，完善“政府主导、国土搭台、部门联动、

公众参与、整体推进”的土地整治工作机制。 

二、加强土地整治规划实施监管 

依托国土资源监管系统，建设土地整治规划数据库，将土地整治

规划成果数据及时入库进行信息化管理，为规划有效实施提供依据。

土地整治项目立项审批必须依据土地整治规划，各类土地整治活动必

须符合土地整治规划。实行规划实施定期评估制度，对土地整治规划

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评价，确保规划有效实施。 

第二节 加强土地整治政策统筹 

一、做好政策资金整合 

切实发挥规划统筹作用，加强政策整合，以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为

目标，统筹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工矿废弃地复

垦利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政策手段，发挥政策组合的整体效应，

推进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加强资金整合，以土地整治为平台，以新

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

土地复垦费等资金为主体，有效推进涉农涉地资金统筹使用，发挥资

金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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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整治 

按照“政府主动引导、社会积极参与、政策加以保障”的原则，鼓

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运营参与土地整治；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农业主体投资农用地整理；鼓励

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城乡建设用地整理和土地复垦等，拓宽土地整治

投资渠道，加快土地整治工作。 

第三节 提高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度 

一、加大土地整治宣传 

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土地整治意义、目标任务、建设内容、实

施效果和政策法规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土地整治的认知水平，增强

干部群众参与土地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积极推行信息公开 

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各种途径，将土地整治规划内容、

调整情况、项目实施、竣工验收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广泛征

求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提高规划实施的公开透明程度，保

障土地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三、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规范土地整治中的土地权属调整工作，做好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依法保障农民权益。探索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有效

途径，完善农民利益保障和风险防范机制。 

第四节 创新土地整治机制 

一、完善土地整治激励机制 

继续完善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制度，根据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对承

担保护任务的农户和村给予经济补偿，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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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以补代投、以补促建”的方式，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自主

开展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探索生态型土地整治的激励机制，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二、探索土地整治市场化机制 

探索推进土地整治市场化，建立多元化的土地整治资金筹措渠

道，形成以政府资金为主导，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的土地整治资金保障

体系；进一步规范土地整治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等环节，加强监管，

保障土地整治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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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广州市土地利用现状表（2015 年） 

单位：公顷，%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 比重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 比重 

耕地 

水田 52261.20 7.21 

交通运输

用地 

铁路用地 1570.33 0.22 

水浇地 27906.11 3.85 公路用地 17039.31 2.35 

旱地 1791.93 0.25 农村道路 8918.24 1.23 

小计 81959.24 11.31 机场用地 1971.09 0.27 

园地 

果园 103115.10 14.23 港口码头用地 1545.13 0.21 

茶园 49.84 0.01 管道运输用地 10.08 0 

其他园地 2678.23 0.37 小计 31054.18 4.28 

小计 105843.2 14.61 

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

地 

河流水面 28258.02 3.90 

林地 

有林地 234999.70 32.42 湖泊水面 77.52 0.01 

灌木林地 3223.10 0.44 水库水面 6829.14 0.94 

其他林地 15098.74 2.08 坑塘水面 45004.04 6.21 

小计 253321.6 34.94 沿海滩涂 3755.93 0.52 

草地 

人工牧草地 0.19 0 内陆滩涂 1830.97 0.25 

其他草地 2967.94 0.41 沟渠 6917.72 0.95 

小计 2968.13 0.41 水工建筑用地 3317.09 0.46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城市 71600.34 9.88 小计 95990.43 13.24 

建制镇 26600.99 3.67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地 3202.23 0.44 

村庄 43643.52 6.02 田坎 1153.88 0.16 

采矿用地 2599.98 0.36 裸地 1841.03 0.25 

风景名胜及特殊

用地 
3107.26 0.43 

小计 6197.14 0.85 

小计 147552.10 20.36 

总计 724885.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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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广州市土地整治规划控制指标表 

指  标 
规划目标 指标 

属性 公顷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31126.67 46.69 约束性 

垦造水田规模 413.33 0.62 约束性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总量 3886.67 5.83 约束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13.33 0.02 预期性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模 3446.67 5.17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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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广州市土地整治规划指标分解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土地整治补充耕

地 
垦造水田任务 

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规模 

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规模 确保规模 力争规模 

广州市 31126.67 42526.67 3886.67 488 13.33 3446.67 

越秀区 0 0 0 0 0 53.33 

海珠区 0 0 33.33 0 0  246.67 

荔湾区 0 0 53.33 0 0  500 

天河区 0 0 73.33 0 0  300 

白云区 2484 3426.67 753.33 60 1.90 733.33 

黄埔区 393.33 633.33 386.67 103.33 1.90 600 

花都区 4519 5986.67 566.67 153.33 1.90 80 

番禺区 2547 3280 506.67 100 1.90 306.67 

南沙区 5543.33 6693.33 800 6 1.91 40 

从化区 4673.67 7460 160 34 1.91 133.33 

增城区 10966.33 15046.67 553.34 31.34 1.91 4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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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广州市土地整治重点区域表 

                                        单位：公顷 

整治类型 行政区 镇（街） 建设规模 

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 

从化区 鳌头镇 1258 

番禺区 石楼镇 1037 

花都区 赤坭镇、花东镇 1678 

南沙区 万顷沙镇 1260 

增城区 
石滩镇、荔城街道、新塘镇、 

增江街道、朱村街道 
6508 

小计 11741 

垦造水田重点区 

白云区 人和镇、钟落潭镇、江高镇 72 

花都区 赤坭镇、花山镇、炭步镇 75 

番禺区 石楼镇 121 

黄埔区 黄埔街道、长洲街道 45 

小计 313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 

白云区 太和镇 2 

增城区 新塘镇 2 

黄埔区 九龙镇 1 

花都区 新华街道 1 

番禺区 南村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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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类型 行政区 镇（街） 建设规模 

南沙区 东涌镇 1 

从化区 温泉镇 1 

小计 9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重点区 

白云区 太和镇、钟落潭镇 79 

番禺区 石基镇、石楼镇 171 

增城区 新塘镇、石滩镇 243 

小计 493 

合计 1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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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广州市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年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镇（街）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投资规模 建设期限 

1 从化区鳌头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鳌头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 209  941 2016-2020 

2 番禺区石楼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石楼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 166  747 2016-2020 

3 南沙区万顷沙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万顷沙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 472  2124 2016-2020 

4 增城区石滩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石滩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 1241  5585 2016-2020 

5 增城区增江街道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增江街道 高标准农田建设 162  729 2016-2020 

小计 2250 10126 - 

6 番禺区石楼镇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石楼镇 垦造水田 52 按项目需求 2017-2020 

7 白云区人和等三镇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人和镇、钟落潭镇、

江高镇 
垦造水田 36 按项目需求 2017-2020 

8 花都区炭步等三镇垦造水田重点项目 
炭步镇、花山镇、赤

坭镇 
垦造水田 38 按项目需求 2017-2020 

小计 126 - - 

9 白云区太和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太和镇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2 按项目需求 2017-2020 

小计 2 - - 

10 白云区太和等两镇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太和镇、钟落潭镇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24 按项目需求 2016-2018 

11 增城区石滩等两镇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石滩镇、新塘镇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30 按项目需求 2017-2020 

12 番禺区石楼镇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石楼镇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15 按项目需求 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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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镇（街）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投资规模 建设期限 

小计 69 - - 

合计 24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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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广州市高标准农田保护示范区表 

单位：公顷 

示范区编号 示范区名称 建设规模 耕地质量平均提高程度 

1 从化区鳌头镇高标准农田保护示范区 1258 0.3 

2 番禺区石楼镇高标准农田保护示范区 1037  0.3 

3 花都区赤坭镇高标准农田保护示范区 818  0.3 

4 南沙区万顷沙镇高标准农田保护示范区 1260  0.3 

5 增城区石滩镇高标准农田保护示范区 2431  0.3 

合计 — 68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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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附图 1 广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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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广州市高标准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规划图 

 



 

 
40 

附图 3 广州市土地整治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