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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立项情况 

本标准经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列入 2023 

年第X批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XX 项。 

（二）提出单位 

本标准提出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院。 

（三）归口单位 

本标准归口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四）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院。 

（五）起草人 

本标准起草人：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明确指出“各地结

合实际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本级政

府对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是对本行政区域开

发保护作出的具体安排，侧重实施性”。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作为“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最基本的“层级”，

一方面要落实实施最严格的自然资源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兼

顾发展的需要，重视产业方向的选择和培育，重视对全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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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统筹以服务于乡镇的整体发展。 

规程是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苏木乡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依据。规程

强化了对旗县（市、区）规划的落实和对村庄规划的传导，

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既要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发展定位、

目标指标和管控措施，衔接专项规划，又要对城镇开发边界

内的详细规划、边界外的村庄规划提出指标约束、底线管控

等方面的要求。 

2022 年 10 月，《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86 号） 

在依法严肃规划许可管理中提出，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应严格依据村庄规划或乡

镇国土空间规划。 

2023年6月2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县级

和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库规范的函》（自然资办函

〔2023〕1003号）要求，各地深入贯彻落实“统一底图

、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乡镇级国土 

空间规划数据库规范（试行）》为持续完善乡镇国土空

间规划数据标准体系，及时指导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数据

库建设，服务支撑规划报批管理，夺实国土空间规划实

施监测网络建设基础提供依据。 

制定本规程供各地参考，各地可在此基础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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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实际需要，补充、细化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要

素，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本规程为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编制标准，根据该规程因地制宜编

制符合本地需求的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推进自治区苏木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提高自治区苏木乡镇国土空间

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院组织有关研究人员成立标

准制定工作组，本标准的制定工作于2022年6月开始启动。

前期准备工作主要起草过程如下：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通过讨论和研究，制定了工作计 

划，确定了研究范围和基本思路。 

（二）开展基础调研 

收集和查阅大量标准和文献。根据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

出台技术规范，项目组从以下三方面收集相关资料：一是

国家和自治区的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范以及指

引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深入解读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上位规划的指引；二是研究参考全国

各省市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技术规范，包括北京、山东、河北

、湖南、湖北、吉林、贵州、安徽等省市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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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研究规划编制依据的文件、规定、表述、要求等

；三是编制人员通过前期对盟市、旗县（市、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成果审核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及各地方遇到的问题，为规

程编制提供了扎实的技术和理论支撑。 

（三）编制标准草案 

在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指引下，总结相关研究成果，

提炼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应研究的具体内容及需达到的深

度，形成规程初稿。结合院内开展的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工作、出台盟市、旗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相

关技术规范以及盟市、旗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审

核等工作，与各地方各部门深入沟通联系，使规程初稿的编

制程序和具体编制内容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初

步完成标准草案。 

（四）多轮修改完善 

2023年6月，形成《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规程（讨论稿）》。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院组织专

家研讨会，邀请多位盟市规划主管领导就讨论稿充分交流。

会后标准编制工作组就专家意见修改完善。 

2023年7月，形成《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规程（修改稿）》。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院组织

内部研讨会，就修改稿逐字逐句斟酌判别主体内容表达的准

确性。 

5 
 



 

2023年8月，形成《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规程（完善稿）》。标准编制工作组就近期修改重点内

容进行研究交流，进一步修改形成《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专家论证稿）》。 

2023年 11月，标准编制工作组邀请多位专家，召开专家

论证会，就《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

专家论证稿）》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国家层面对乡镇国

土空间规划的编制要求和研究方向等问题，进行论证研讨

。根据修改建议对规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修改完善。 

2023年12月，形成《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规程（专家评审稿）》，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院

组织自治区城乡规划专家和标委会专家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专

家评审会。就专家评审稿的技术要点、规范表达和标准格式

等方面进行论证审查。 

（待完善）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规范性”

原则，在编制过程中紧紧围绕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编

制范围、程序、内容、任务及成果要求，充分体现标准编

制的合理性、实用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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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性 

统一性是对标准编写及表达方式的最基本要求，是指标

准内部（即标准的每个部分、每项标准或系列标准内）的统

一，包括： 

（1）标准结构的统一，标准的章、条、段、表和附录

的排列顺序一致； 

（2）文体的统一，类似的条款由类似的措辞来表达， 

相应的条款由相同的措辞来表达； 

（3）术语的统一，同一个概念使用同一个术语； 

（4）形式的统一，标准的表述形式统一。 

2、协调性 

协调性是指标准之间协调。为了达到所有标准整体协调

的目的，在制定标准时严格遵守现行基础标准的有关条款。 

3、适用性 

标准的内容应便于实施，并且易于被其他的标准或文件

所引用。 

4、规范性 

标准从起草工作开始到随后的所有阶段均严格按照《标

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

规定的规则进行编写和表述。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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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

法》（2022 年修订）； 

《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 

2. 重要政策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 2019〕87号） 

《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

发〔2020〕27 号） 

《2022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发改规划〔2022〕371 号）； 

3. 相关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

）》 

4. 规程规范 

土地基本术语        （GB/T 1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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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CJJ∕ T 1062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        GB/T 50298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         TD/T 1065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然资

办发〔2020〕5号）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然

资办发〔2020〕46 号）；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规范 （试行）》（自

然资办发〔2021〕31 号）；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图规范（试行）》（自然资

办发〔2021〕31 号）；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征求意见稿）（自然资

源部 2021 年 3 月 15 日）》；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 

《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

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自然资发〔2021

〕41 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县级和乡镇级国土空

间规划数据库规范的函》（自然资办函〔2023〕10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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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试行）》； 

《内蒙古自治区旗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 

行）》； 

《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和规章

制度。 

本标准的格式、编制和表达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工作导则》规范要求制订。 

本标准的内容和程序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 

本标准条款与现行法规、标准之间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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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条款 对应参考现行法律、法规、标准条款 

1 范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四） 

4.2 编制主体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2022 年修订）第十条 

4.4 规划期限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二）

及《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自然资办发〔2020〕46 号）1.4 

5.1.3 确定规划基数和底图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 

5.3.2 成果报批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2022 年修订）第十条 

5.3 3 规划公告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

然资办发〔2020〕46 号）4及《内蒙古自治区城乡

规划条例》（内政办发〔2014〕26 号）第二十四条 

6 规划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八）；《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

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 号）三；《市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然资

办发〔2020〕46 号）3及附录 D；《内蒙古自治区

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导则（试行）》3；《内

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盟市、旗县

（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有关事项的

通知》附表 1-15. 

6.2.3  重要控制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条；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

然资办发〔2020〕46 号）附录 F;《关于全面开展

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19〕87

号）三。 

 

6.4.4  历史文化保护 

 

 

GB 50188 镇规划标准；GB/T50357 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标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第三章；《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和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

见》二。 

6.5.3  住房建设 GB 50188 镇规划标准 

6.6   绿地与开敞空间 GB/T 51346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 

6.7 道路交通规划 GB 50220 、GB/T5132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

准、GB 50188 镇规划标准 

6.8 公用设施规划 GB  50188  镇规划标准 

6.7.2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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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

则、规划程序、规划主要内容、分区分类指引、规划成果

要求以及附录等九个部分，下面重点予以说明。 

第一部分，指出本标准规定了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的任务、内容、程序和成果要求等，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

行政区域内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 

第二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最新的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以充分保证本标准的可依性和可行性。 

第三部分术语和定义，包括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

、主体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8条术语的定义。 

第四部分总则，逐条明确规划定位、编制主体、规划

范围、规划期限、规划层次等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主要

条款说明如下： 

4.1 规划定位，原文引用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

18 号），第（四）款“......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本级

政府对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是对本行政区域

开发保护作出的具体安排，侧重实施性。......”  

4.2 编制主体，原文引用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22 年修订）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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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本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

苏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逐级报盟行政公署、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批准。” 

4.3 规划范围，主要参照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

18 号）的相关要求，第（四）款“......各地结合实际编

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各地可因地制宜，将市县与乡

镇国土空间规划合并编制，也可以几个乡镇为单元编制乡

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第五部分规划程序，基础工作确定规划基数和底图，

到开展专题研究、规划方案编制、规划意见征询与成果论

证，再到规划公示与报批、规划公告的一系列详细规划程

序。主要条款说明如下： 

5.1.1  确定规划基数和底图，主要参照了《国土空间调

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办发〔

2020〕51号）第3章用地用海分类和《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

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19〕87号）第五条“

......本次规划编制统一采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作

为规划现状底数和底图基础，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

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础，各地要按此要

求尽快形成现状底数和底图基础。” 

5.1.2  自然地理格局与“双评价”，主要参照了《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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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中发〔2019〕18 号）的相关要求，第四条 “（八）

提高科学性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尊重自然规律、经

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城乡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开展规划编制

工作；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科

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 

5.2  规划编制，主要参照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

〕18 号）的相关要求，第四条编制要求中“（八）提高科

学性......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

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强化底线约束，为可持续发

展预留空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加强生态

环境分区管治，量水而行，保护生态屏障，构建生态廊道和

生态网络，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坚持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优化国土空间结

构和布局，统筹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着力完善交通、水

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延续历史文脉，加强风貌管

控，突出地域特色。......” 

5.4  规划公示，主要参照了《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

例》（内政办发〔2014〕26 号）第二十四条“城乡规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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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批前，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

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

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 

5.5  成果报批，原文引用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22 年修订）第十条“

...... 苏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本级人民政府组织

编制，经苏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逐级报盟行政公

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 

5.6  规划公告，参照了《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号）“......规划经

批准后，应在一个月内向社会公告。涉及向社会公开的文

本和图件，应符合国家保密管理和地图管理等有关规定”

和《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然资

办发〔2020〕46 号）“......规划获批后，应在符合国

家保密管理和地图管理等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及时公开，并

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六部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定位与目标、国土空间格局

与结构、城乡融合发展、中心镇区规划、支撑保障体系、国

土综合整治与修复、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近期规划、规划

传导与实施等九项内容，主要参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

〕51 号）、《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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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办发〔2020〕46 号）“第3章主要编制内容”和

《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第3章规划内容”。 

第八部分规划成果，明确文本、图件、说明、数据库、

表格、附件材料等规划成果要求。 

第九部分附录，规范了规划表格的样式和内容，提供了

基础资料收集清单、规划文本框架、图件编制要求等内容。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 以

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采用国际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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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广实施 

 
无。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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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征求意见情况汇总表 

 
1.发送“征求意见稿”的组织/个人数：XX 个； 

 

2.反馈“征求意见稿”的组织/个人数：XX 个，其中有建议或意见的 
 

XX             个 ； 未 反 馈             XX        个 。3.

共汇总和处理意见 XX 条，其中采纳 X 条，部分采纳 X 条，不采纳 

X 条。 

 

 

序号 
地方标准 

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组织/个人 
处理意见 

（采纳/不采纳） 

意见处理说明 

（不采纳的理由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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