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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配套政策体系

按照推进主体功能区要求，围绕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安排财税、

金融、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等政策制度，加快构建系统完善、供给有效、落

实严格的精准保障体系。

……

（四）强化国土海域管理。建立国土开发强度管控机制，分解落实开发强度约束

性指标，分区明确最大开发容量。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

永久基本农田，完善激励约束保护制度，实行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

深入开展节约集约用地“双提升”行动，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国家和省规定

的范围内，严格控制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强度。逐步减少开发强度高的地

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探索开展建设用地减量化试点。研究制定苏南地区、沿海

地区、黄河故道流域、沿京杭大运河等重点区域国土空间优化整合方案。统筹各

类海洋开发活动，严格用海制度，控制用海规模，提高海洋空间利用效率，重点

支持符合国家和省主要发展导向的重点项目用海。优化开发区域严格控制开发强

度，继续推进工业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注重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推进新

增建设用地逐年下降，提高建设用地产出效率，确保城郊农业用地特别是“菜篮

子工程”用地不被侵占。重点开发区域合理控制开发强度，适当增加建设用地规

模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合理安排城镇建设用地，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积极引导产业集群发展和用地集中布局。农产品主产区适度扩大农业生产空间，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优化农用地结构，保持耕地保有量的稳定，确保基

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

……

五、构建推进落实主体功能区的空间衔接机制

充分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以主体功能区规划

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完善空间开发体制机制，促进各类空间规划的衔接



协调。

……

（二）推进空间衔接协调。编制实施重点区域规划、城市群规划、专项规划以及

产业发展规划，布局重大项目，应主动开展主体功能区适应性评价，确保符合主

体功能定位。以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为平台，促进各类规划空间衔接，城

镇规划应依据开发强度目标和城镇空间范围，划定城镇建设用地增长边界，细化

城镇体系、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具体空间功能布局；

土地规划应按照建设用地总量和开发强度双控要求，在三类空间布局大框架下调

整各类用地指标分配方案。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等

管制分区和边界划定，应与三类空间相互衔接。统筹海洋空间格局与陆域发展布

局，实现有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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