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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土地整治概念 



      土地整治是指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

以及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进行整治，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活动。包括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复

垦、未利用地开发、市地整治等类型。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 

 

 



土地整治的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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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土地管理相关核心制度，随着土地利用核心矛盾的变化及土地整治

探索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整治目标趋于多元，整治形态发生演变。 

以补充耕地 
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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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上海实践 



初步探索阶段 

快速发展阶段 

1994年 2010年 
至今 

1995年，奉贤县 提出“三个集中”策略 
2000年，开展了以农村居民点整治为主的“宅基地置换”探索 
2008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2010年  上海市成立了市级土地整理机构 
2011年  启动首个市级土地整治项目 
2013年  编制上海市市级土地整治规划审核通过 
2013年  启动首个郊野公园建设 
2014年  提出“郊野单元规划”概念 
2014年  启动“土地整治+“试点 
2014年  全面推进市域集建区外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 
2015年  形成全域土地整治框架体系 



宏观背景 

  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土地

等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环境容量十分有限，面临的资

源环境紧约束形势日益严峻，亟需改革国土资源管理

思路，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以土地综合整治助力和保

障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探索符合上

海实际、具有上海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

升级”之路。 



粗放低效利用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 

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域总面积比例 

规划约束：建设用地总量达到“天花板” 
上海陆域总面积6340平方公里    
2014年现状：3103平方公里   
规划2020年：3185平方公里 

 
自身发展视角：全球城市、宜居城市 

上海建设用地占陆域面积的45%，远高于
大伦敦、大巴黎、东京圈等国际大都市（30%
左右）的水平。 



粗放低效利用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 

用地结构不合理 

 
工业用地占比较高，占比24%； 
 
集建区外工业用地分布散乱、效率

低下； 
 
农村居民点规模小布局散、闲置现

象普遍5户以下占比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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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保形势严峻与健康产能建设的矛盾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 
 
耕地质量等级差异不一 

部分区域的有机物污染物和重金
属含量明显呈上升趋势。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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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历年耕地面积数量变化折线图 



生态空间不足与绿色游憩需求的矛盾 

生态空间不足 
上海市森林覆盖率2013年统计为13.13%，

低于其他国际大都市。在长三角16个地级以上
城市中，上海低于杭州、宁波、南京、无锡等
城市。 

 
需求增长快速 

上海人口绝对数量的快速增加客观要求拓
宽生态生活空间,且人群对生态环境、休闲游憩
有着更高的需求。 

主要国际大都市森林覆盖率对比 

2008年长三角部分城市森林覆盖率比较 



村落空心消亡与乡村风貌留存的矛盾 

农村村落中的居住人口正在减少、空心

化程度正在提高； 

 

传统村落的风貌已发生较大改变，部分

村落不断消亡； 

 

老龄化问题突出，劳动力不断流失。 
 

郊区新市镇60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分布图 
资料来源：上海典型新市镇调研 2013 

 



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发展滞后的矛盾 

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

资源要素流失问题突出、公共资源

配置不合理问题突出、城镇化与农

民市民化相脱节问题突出，农业基

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

困难的局面长期存在。 

新市镇地区生产总值分布图 

 



 发展目标：更高的城市品

质。 

 城市规模：只减不增 

 空间布局：推进城市建设重

心向郊区转移 

 生态环境：积极探索高密度

条件下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新路

子。 

 土地新政：五量调控 

土地新政—倒逼转型 



城乡全域空间优化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创新实践之一 
——郊野单元规划 



        郊野单元规划是立足城乡发展战略在郊野地区的全域落地和实施保障，

以土地整治规划为承载，以配套政策和组织编制创新为支撑，保证郊野地区

的区域平衡和综合调控，引导郊野地区镇域层面全域统筹战略安排和城乡宏

观发展战略目标在微观实施层面落地，推进“多规整合、政策融合、资金叠

合和项目集合”，是乡镇级的全域全地类的实施性策略性空间规划。 



        

立足于总体空间战略的纵向传导，完善城乡规划体系 
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上海市土地整治规划

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区县城乡总体规划

区县土地整治规划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新市镇城乡总体规划

中心城城市总体规划

分区规划

城镇控制性编制单元规划 郊野单元规划

土地整治工程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专业领域
规划

项目实施



立足于区域资源要素的横向整合，推进镇域层面全目标全地类
的全域统筹 

镇域层面 
全目标全地类
的全域统筹 

明确区域发展目标任务和总体
布局 

统筹优化全地类整体功能布局 
1.建设用地功能布局优化 
2.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功能布局
优化 

衔接整合各项专业规划 



绘制了镇乡空间一张蓝

图。原先相对小规模、分散

的土地整治项目转变为整区

域统筹实施项目的有机组成

部分，原先单地类功能布局

优化转变为多地类的综合性

功能布局优化。 

农用地 
农村居民点 
工矿仓储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用地 
河湖水面 

现状用地 农田整治 水系整治 道路整治 村庄整治 产业用地 

造血地块 

造血地块 
产业用地 

立足于区域资源要素的横向整合，推进镇域层面全目标全地类
的全域统筹 



立足于规划的实施性和策略性，设计多路径、自适应通道以实
现规划综合目标 

规划配

套政策

的灵活

性 
建设项目和

资金整合的

聚合性 

全地类

全域统

筹布局

的可能

性 

乡镇 
自适应选择 

多路径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 



建立以规划土地
政策为基底并融
合各项涉农政策
的规划配套政策 

1 
•预留乡镇建设发展空间，建立规划空间奖励机制 

2 
•提高带动区域紧凑集约支持已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适度调整 

3 
•保集体经济组织长远收益创新土地出让方式政策 

4 
•建立“减量化”倒逼机制实现用地计划管理的考核联动 

5 
•凝聚部门合力融合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支持政策 

立足于规划的实施性和策略性，设计多路径、自适应通道以实
现规划综合目标 



以郊野单元规划
为平台，整合各
领域工程、资金
及其它资源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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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规划的实施性和策略性，设计多路径、自适应通道以实
现规划综合目标 



规划导向 规划实施内容 规划配套政策 实施资金来源 

以城乡统筹、节
约集约用地，预
留城镇发展空间
为重点 

工业用地和宅基地整治，
建新和农民安置 

土地政策：拆三还一、双指标
腾挪 
规划管理政策：控详调整 
财税政策：出让金返还 
······· 

主要包括土地出让、节余指
标流转交易及社会资金筹集、
其它部门支持资金 

以农业规模经营、
改善“三生”环
境为重点 

农用地（含未利用地）
整治及工业用地腾退 

土地整治：拆三还一、双指标
腾挪、土地承包 
财税政策：出让金返还 
······· 

主要包括区县统筹收购双指
标和其它部门支持资金 

以生态文明建设
为重点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整治、
市政、交通、游线游憩、
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 

土地政策：拆十还四 
财税政策：出让金返还 
金融政策· 
···· 

该类型作业方式多为重大项
目，主要依托政府资金、节
余指标流转、企业经营融资 

立足于规划的实施性和策略性，设计多路径、自适应通道以实
现规划综合目标 



创新实践之二 
——土地整治+路径 



乡村生态资源 

乡村文化资源 

生态优势 发展优势 
？ 

创新试点 



规划农村自然村落风貌保留区                                                                

       特色农庄 

       特色农家菜 

       特色农庄 

       乡贤文化展示       

老宅             

老宅 
 

             

林建村村委 
 

             

 
 
 

老年活动室 
             

老宅             

                         老年活动室改造为农机库        保留农机库    

    保留农机库    

     
 
保留农机库    

     
 
保留农机库    

     
 

保留仓库 
 
 
 
 

     
 
 
 
 
 
老年活动室改造为 
农闲休息室 
 
 
 

     
 
 陈堵村村委改造为办公 
 
 
 
 

                         关帝庙遗址改造为农闲休息室   
   

 
 
土地整治+ 
艺术 
松江区新浜镇市级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体育 
金山廊下镇市级土地整治 

 

 

已成功举办2届廊马比赛： 

2015年“复星杯”半程马拉松 

2016年“光明杯”半程马拉松 



 
土地整治+ 
互联网 
嘉定外冈市级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生物多样性 
崇明三星市级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微课堂 
 
 
 
 
 
 
 

 

 

 

 

 



“土地整治+”是指在土地整治工程技术创新的基

础上，融合发展“互联网+”理念、技术和手段，激发

、催化和保持土地整治在配置各种相关要素资源过程中

的基础作用，推动城乡各种要素资源向有利于提升土地

利用综合价值的方向有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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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智力支持平台 
引入社会化创新力量参与土地整治 

“新农人“带动新农村发展 



资源要素配置平台 
以共享经济为导向 

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 



理念价值传播平台 
创新公众参与模式 

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平台 

凝聚共识，传播绿色理念 

 



土地整治+试点效应已经显现 

崇明仙桥村的乡野奇乐会 

松江新浜的乡野公园 

嘉定外冈农事体验 

金山廊下田园综合体 

青浦倪马村艺术家工作室群落 
奉贤庄行东方美谷农艺公园 

土地整治+的燎原之势已经呈现。土地整治项目区也成为提升农民和市民获
得感的重要平台。 



土地整治+成为国家战略导向 

2016年11月11-13日，曹卫星在四川调研时明确 
“强化‘土地整治+’理念 实现‘1+N’综合效应” 

以土地整治+为主要内容的《上海全域土地整治创新与实践》
2016年被评为部科技二等奖” 



创新实践之三 
——市级土地整治项目 



 8个市级土地整治项目 

 总规模近5721公顷 

 预计新增耕地780公顷 

 搬迁农户2961户 

 涉及建设用地减量

154.62公顷 

市级土地整治项目 



乡村复兴型—庄行项目 

 

城乡统筹型—外冈项目 

 

景观生态建设特色—廊下项目 

 

乡村风貌保护特色—新浜项目 

 

规模经济导向—新村项目 

 

都市观光导向—合庆项目 



规划效果 

提高农田设施标准，建设规模化、集中连片的灌溉水田，并运用
高科技种植技术进行规模化种植 

整治后成效 

集约高效 
生产空间 



优化完善项目区内水系，构建生态景观防护林，通过河道清淤、连
通水系、绿色生态护坡护岸、景观防护林等保留原汁原味的江南自
然水乡的绿色好风光。 

原貌 整治后成效 

山清水秀 
生态空间 



通过对农村地区散乱、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农村宅基地进行整
治，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宜居适度 
生活空间 



创新实践之四 
——建设用地减量化 



建设用地“减量化”是在郊野单元规划的指导下，通过建立全域一体的土地

整治运作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集中建设用地外低效建设用地减量为目标，

市、区、镇分步骤协同推进建设用地整治活动，达到空间优化、生态改善、产业

转型、治理改善、发展转型等效应，全面落实上海“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

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土地管理策略。 



运作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耕地红线 
扭转新增耕地逐年下降趋势。 
 
转型升级 
2014-2015，连续两年 
实现年度工业用地的实质性负增长。 
 
人口底线 
优化了外来人口结构。 

 落实国家战略，支撑上海转型发展 

综合成效 



 促进全域城乡空间优化、绿色扩容和环境改善 
 
优化全域城乡建设用地空间布局 
 
扩容绿色空间 
宜林则林，宜耕则耕 
 
改善区域环境 
优化耕地资源布局，增加生物多样性。 

综合成效 



 

 
 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契机 

坚持集体和农民的经济收益“不减少”“有增加”的
原则，探索低效建设用地的减量与农村资产收益的增
量挂钩的新路径 

新城商住地块 

徐泾商办地块 

练塘“减量化”厂房 

2015年10月建设用地减量化“造血”机制首幅地
块完成土地出让手续。 

 

经测算：村获得8360平方米（约12.6亩）商业服
务用房的收益，相当于练塘镇减量330多亩工业
用地的收益 

综合成效 



三减少 

• 减少低效用地 

• 减少污染排放 

• 减少社会管理成本 

三增加 

• 增加发展空间 

• 增加土地利用效益 

• 增加生态用地  

减量化已成为郊野地区生态环境整治的利器 

综合成效 



创新实践之五 
——郊野公园建设 



概念提出 布局选址 建设试点 ？ 

2009年 2012年 2013年至今 未来 

郊野公园——重大生态功能区域土地整治 



2009年，上海编制了全域基本

生态网络规划，上海划定以基本

农田为主的“生态保育区”，并

在集中建设区外划定了以郊野公

园为重要节点的结构性生态空间。 

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图 

概念提出 



全市初步规划了21座郊野公园，

总用地面积约400平方公里。 

自然资源较好，对生态功能有影

响的重要节点地区 

毗邻新城和大型居住社区的地区 

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 

布局选址 



2013年首批5个郊野公园启动建设

（浦江、嘉北、青西、松南、长兴），

投入市级资金42个亿。 

2014年，新增2个（廊下、广富林） 

7个郊野公园规划总面积130平方

公里，其中一期面积约50平方公里。 

长兴岛郊野公园 

松南郊野公园 

浦江郊野公园 

青西郊野公园 

嘉北郊野公园 

试点示范 



嘉北郊野公园 
万亩良田 

浦江郊野公园 
柳鹭田园 



长兴岛郊野公园 
农场菜园 

青西郊野公园 
水杉林 



如果要给郊野公园下一个定义 

…… 



       郊野公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公园，而是以郊区农

田、生态片林、水系湿地、自然村落、历史风貌等现有生态

人文资源为基础，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统筹和整合涉农

政策、资金，在本市郊区关键生态节点建设的具有一定规

模、拥有良好的田园风光、郊野植被及自然景观，以保护生

态环境资源、展现自然人文风貌、提供都市休闲游憩空间为

主要特征的郊野开放空间。 

        



土地利用特征 

•空间分布多数在

规划集中建设区

外，结构以集体

所有的农地为主 

功能定位 

•生态保护功能 

•农业生产功能 

•游憩休闲功能 

•科普教育功能 

资金需求 

•建设资金需求

量巨大，回收

时期长 

现状分析 

上海郊野公园路径选择 



土地利用特

征、功能定位

和巨大的资金

需求 

不能按照城市公

园的建设模式实

施，只能通过聚

合现有涉农政

策、整合涉农资

金来实现 

市级土地整治项目

试点基础，形成以

土地整治为平台，

整合水利、农业等

涉农政策、资金集

中投入的工作路径 

初步形成了 

政府主导，部门

联动的工作格局 

土地综合整治同时具备涉农建设、涉农投资、综合施

策的性质，成为郊野公园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唯一路径 



 实施机制和配套政策体系构建 

政策融合 

项目叠合 

规划整合 

资金聚合 

以郊野（公园）单元为

引领的空间保障政策，

整合各类专业规划 

以减量化为核心的等规

划土地支持政策 

以土地整治专项资金为主

导的资金支持政策。利用

土地整治平台，整合农

委、水务、环保、产业调

整等政策性资金、专项资

金 

以区为主，市区联动的项目

管理机制。叠加村庄改造、

产业结构调整、农田水利、

农村污水处理、河道整治、

旅游发展等项目 



案例：浦江郊野公园项目 
◇ 郊野公园与土地整治： 

（1）工程措施：为公园配套土地平整、灌

排、交通等基础设施；整治低效建设用

地，沟通疏浚水系，改善生态环境。 

（2）用地政策：土地整治结合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政策——合理布局建设用地，

腾挪用地指标，为公园发展提供空间条

件。 

浦江郊野公园土地整治项目片区划分 

◇ 土地整治规模： 

   浦江郊野公园一期土地整治项目划分为

Ⅰ、Ⅱ、Ⅲ三个片区， Ⅰ片区101.81公

顷；Ⅱ片区361.65公顷；Ⅲ片区445.54公

顷。 

◇ 项目定位：以森林游憩、滨水休闲为
主要功能的近郊都市森林型郊野公园。 

一期土地整治范围 

一期开园范围 



灌溉工程 
（泵站、输水管道、末端设备） 

排水工程 
（排水管道、排水沟、检查井） 

土地平整 
工程 

建设用地拆除复垦 

地形堆坡 

田块平整 

田间道、生产路、园林路 

桥涵 
（车行桥、人行桥、箱涵） 

生态景观工程 
（亲水平台、亭廊） 

河道整治工程 
（河道清淤疏浚、护岸） 

田间道路 
工程 

灌溉与排
水工程 

农田防护 
与生态保
持工程 

建设用地拆除复垦 地形堆坡 

人行桥 园林路 

排水沟 

亭廊 河道整治 

检查井 

主干道路 

输水管 

亲水平台 



满足了市民的休闲游憩需求。 

 郊野公园建设综合成效 



游郊野公园的意愿分布图：愿意的占80% 

出游时间偏好分析：小长假占78.87% 项目偏好分析：乡野项目占前三 

男女比例均衡 

上海郊野公园居民接受度问卷调查 



发掘了乡村价值，助力乡村复兴。 

生态 

文化 

…… 

社会资本要素 

乡
村
复
兴 

农业与土地 

经济收入 

社会组织 

内部资源重组 

城市 

乡村 

劳动力 

资本 

技术 

经济生产要素 

信息 

…… 

 郊野公园建设综合成效 



生态空间“扩容提质”，生态底线得到锚固。 

 郊野公园建设综合成效 



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 

 郊野公园建设综合成效 

预计投资80亿元的高端颐养项目落户廊下 华为研发总部落户青西郊野公园的西岑社区 



郊野公园实践受到广泛关注 



郊野公园实践受到广泛关注 



新时代新要求 Part3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时代新征程新要求 

 



创新之城 

人文之城 

生态之城 

新目标新战略新作为 

 

 



在新时代坐标中坚定追求卓越的发展取

向，着力构筑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 

努力走出乡村振兴的上海路径。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需要“新时代的新郊野” 
美
丽
上
海
，
郊
野
是
基
础 

城市市民对自然、休闲、野趣的郊野

共建、田园美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新目标新战略新作为 

 

 



新坐标新定位 Part4 

——郊野公园后续发展定位思考 



1、与卓越的全球城市相匹配的郊野空间趋势研判 

美国格林威治基金小镇 法国格拉斯农业小镇 

在空间形态上还是乡镇，而在社会经济活动上却趋近城市 



丹麦卡伦堡市循环经济小镇 德国蒙绍市—城乡地带科技型小镇 

小城镇已成为当地产业集约化发展的聚集地 

 

1、与卓越的全球城市相匹配的郊野空间趋势研判 



发达国家郊野空间特点： 

田园诗意的景观 

空间融合的格局 

特色传承的文化 

均等完备的服务 

 



国际借鉴 

突出生态宜居，把郊野地区作为整体生态系统来打造 



国际借鉴 

以特色功能镇为载体，加快乡村振兴进程 



2、上海郊野空间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挑战 
城乡发展不平衡 

土地使用集约度不高 

人居环境问题突出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不尽完善 

机遇 
上海空间结构转型的需要 

实施城乡融合战略的需要 

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郊野公园实质是通过区域性的土地综合整治，系

统梳理和提升较好的自然条件、生态资源文化，

以此实现城乡空间布局优化，生产、生活、生态

融合发展，改善郊区面貌，增加农民收入，从而

整体提升郊野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水

平。 

 郊野公园是保障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推动城乡融合的强大动力 

 是满足市民需求的游憩空间 

3、郊野公园功能定位 



 城乡融合引领区 

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机制。推动城

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 

 乡村振兴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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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

问题的主抓手。 

 绿色发展实践区 

确立生态环境资源的核心地位 

 

青西郊野公园 

嘉北郊野公园 



1.催生全球城市新兴业态，打造“生态＋”的

“园镇融合”模式。 

依托北部世界级生态岛滨江达海、西部依湖环

山，杭州湾北岸临海湾区的景观资源特色，以及

中心城周边地区城镇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郊野

公园的催化剂作用，推进“生态+”产业在城镇

集聚，即与健康养老、会议会展、智慧研发、教

育、文化、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 

瑞士蒙特雷 

 郊野公园与村镇融合发展策略 



2.整合农业优势资源，打造“农耕+”的“乡

村振兴”模式。 

突出 “休闲”“观光”“农业”特色，塑造清

新自然的田园风光，打造民俗质朴的人文环

境，演绎“乡村，让城市更向往”的美好主

题。这一地区的郊野公园是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和农民增收的平台和抓手。在生态保护的前提

下，适当建设生态友好型的经营性项目。 

 

 

台湾清境农场 

 郊野公园与村镇融合发展策略 



3.突出生态保育功能，打造“自然+”的都

市自然地模式。 

对于具有生态环境价值、生态游憩价值、

科学研究价值的都市自然地，需立足保

护，严格限制相关开发。在生态评估的基

础上，可进行适当的功能拓展，建设为市

民提供远足休憩的大型生态开放空间。 

 

 

香港大榄郊野公园 

 郊野公园与村镇融合发展策略 



阴 
 

阳 

2035年，形成以郊野公园为策源地， 
园镇（村）融合发展，以点带面的乡村全面振兴格局； 
 
基本建成与全球城市相匹配的 
绿色郊野、活力郊野、幸福郊野； 
 
形成生态田园与繁华都市交相辉映的城乡形态； 
 
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 
大都市区城乡融合发展、绿色发展的上海路径。 

 目标愿景 



我们全力打造乡村价值传播平台、参与平台。 
 
请扫码关注“上海土地整治”、“艺美乡村”公众号，获取更多信息。 

“土地整治+”  因你的参与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