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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土空间规划开启法治护航时代南京国土空间规划开启法治护航时代
“建立‘三级三类’的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明确成片开发
方案的公共利益属性、健全国
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公众参与机
制……”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
到，江苏省南京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的
《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经江苏省
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批准，已于2023年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的制定是落实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国土空
间规划法规体系的具体体现，
也是南京将成功的改革经验上
升为地方性法规的责任担当，
更是保障群众切身利益、推动
南京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
志表示。

多方座谈
收集意见159条

据了解，2021年，南京市
规划资源局就制定立法工作方
案，与同济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共同成立了《条例》起草团队，
明确立法调研、起草、征求意见
等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认真
梳理痛点、堵点、难点问题。

与此同时，起草团队还对
目前立法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
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专题向自
然资源部、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汇报工作情况，组织多领域专
家学者座谈会，就制定《条例》
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框架构建
进行充分研讨，形成了《条例
（草案）》。

为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要
求，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南京
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城建委、南

京市人大法制委主动介入《条
例（草案）》的修改论证过程。

据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环资
城建委主任黄颖介绍，2022年
4月至6月，南京市人大常委会
环资城建委围绕结合《条例（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的结果，首
先组织各方参加的座谈会，初
步了解各方面总体意见；其后
又分别组织了主城区人大、非
主城区人大、园区平台、企业集
团、省市专家等5个层面的意
见征求会，深入掌握社会各界
专业意见，对《条例（草案）》过
程稿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研
讨，共收集整理34个单位和个
人159条修改意见。

亮点频出
助推南京高质量发展

2022年 10月 27日，南京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条例》；同
年11月25日，江苏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了《条例》。

《条例》共八章64条，包括
总则、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特定空间规划
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
管理、法律责任、附则。

据南京市人大法制委主任
委员姚正陆介绍，《条例》充分
体现了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管
理特色，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和
实践性意义，为国家立法提供
了先行先试经验。《条例》呈现
出多个方面的特色亮点：

建立“三级三类”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条例》建立了南
京市、区、镇（街）三级和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三
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确定

了雨花台、栖霞、江宁、浦口、六
合、溧水、高淳等区编制区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的同时，在南京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主
城、副城、新城范围内编制分区
规划。

明确成片开发方案的公共
利益属性。《条例》第十九条明
确各级政府组织编制成片开发
方案作为开展土地征收的重要
依据。明确成片开发方案应当
体现公共利益，维护农民合法
权益，注重节约集约用地和生
态环境保护。

建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条例》建立了全市统一
的分区分类用途管制制度，始
终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理念贯穿于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工作始终，明确
了农用地、生态空间、建设用
地、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为
建设用地四种类型的用途管
制要求。

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条
例》强调城市更新项目在遵守
国土空间规划、确保公共利益
和安全、不得减损周边地块的
相邻权益时，可以适当调整片
区范围内有关建筑间距、退让、
密度、绿地率等现行规划指标；
《条例》实行耕地用途管制告知
制度，进一步维护农民的合法
权益。

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
公众参与机制。《条例》规定国
土空间规划的制定、修改、实施
和监督检查都向社会公开，充
分听取公众意见，接受社会监
督，保障公民国土空间规划参
与权。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制度。《条例》要求市、区人民政
府和江北新区管理机构设立国

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加强统筹
协调，增强国土空间规划的实
施性，负责论证、审议、指导国
土空间规划成果和重大建设工
程规划设计方案等事项，确保

“一张蓝图绘到底”。

覆盖4类数据
完善“一张图”监督

作为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
划改革的职能部门，南京市规
划资源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制定宣传培训工作方案，在
组织开展《条例》解读培训工作
的同时，组织开展《条例》“五
进”（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
进工地、进小区）宣传活动，广
泛开展《条例》社会宣传工作，
为《条例》颁布施行营造浓厚社
会氛围。与此同时，将会同有
关方面，加强《条例》实施情况
的监督检查，确保《条例》中的
重点内容迅速入街入巷、入门

入户、入脑入心；还将结合南京
实际，立足新发展阶段，通过完
善平台系统建设，统筹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利用、修复，全面
提高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该负责人解释，具体措施
一方面基于统一底图、统一标
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原则，
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
平台建设，覆盖现状、规划管
控、管理、社会经济四大类数
据，为全市空间信息汇聚、共享
和服务提供统一的数据运营和
共性支撑能力。

“另一方面，基于国土空间
基础信息平台，面向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监督全
周期管理需求，以‘管用、实用、
好用’为目标，继续完善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
系统，为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和
监督实施提供技术支撑和保
障。”该负责人说。

《《北京市北京市““十四五十四五””时期燃气发展规划时期燃气发展规划》》印发印发：：

建设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燃气管理体系建设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燃气管理体系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近日，《北京市“十四五”时
期燃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印发，提出力争建设国
内领先的现代化燃气管理体
系，全面提升城市燃气运行保
障水平，有力支撑首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

“十三五”时期，随着天然
气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
地区“煤改气”工程的推进，液
化石油气消费量逐渐下降。

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
市液化石油气用户数约188.06

万户，年消费量约14.48万吨。
与此同时，天然气规模总量及
供气能力增加，天然气在一次
能 源 消 费 结 构 中 占 比 约
37.2%，天然气居民用户约
715.6万户；552个村约22万农
村用户接通了天然气。

根据《规划》，到2025年，
北京市天然气年消费量控制在
200亿立方米以内，增速明显
降低；液化石油气年消费量控
制在15万吨以内，资源保障主
要依托市场资源调配解决。

为提升燃气安全水平及服
务水平，《规划》明确到2023年

底前，为北京市瓶装液化石油
气居民用户更换带有安全型气
瓶调压器，安装金属丝织包覆
连接软管；完成全市天然气居
民用户燃气自闭阀、金属连接
软管安装。

此外，“十四五”时期，北京
市将提升平原地区供气保障能
力；推进管道天然气向浅山区
扩展；划定非居民用户禁用液
化石油气区域，按照“宜气则
气、宜电则电”的原则，2023年
底前完成禁用区域替代工作；
为有条件的居民楼房接通天
然气。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
期，建成天津南港LNG应急储
备项目配套进京管线，在北京
市及其周边形成“三种气源、八
大通道、10兆帕大环”的供气
格局；2025年，全市建成门站
设施13座，高压A调压站25
座，实现六环路高压A管线成
环。设施能力满足高峰需求。

在完善应急储气调峰体系
方面，“十四五”时期，北京将建
成天津南港 LNG（液化天然
气）应急储备设施。2022 年
底，完成一期工程，包括码头、4
座储罐及配套工艺设施，以及

进京管线；2023年底，建成二
期4座储罐；2024年底，建成三
期2座储罐，实现约12亿立方
米的储气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还建
设燃气行业管理信息化系统，
将燃气行业基础信息和日常动
态管理数据纳入其中，以信息
化为手段，确保工作效果可量
化、可评价、可溯源。推进智慧
燃气建设，建立北京市天然气
北斗应用生态圈；研究地下燃
气管线防护等方面的新技术；
探索燃气管线敷设新模式，确
保管线运行安全。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通讯员 宁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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