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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880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城市用地 

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公告

现 批 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为国家标准， 
编号为08 50137 -  2011，自2012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2.2、3.3.2、4.2.1、4.2.2、4.2.3、4.2.4、4.2.5、4.3.1、
4.3.2、4.3.3、4.3.4、4 3丨5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原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137 -  9 0 同时 
废止。

本标准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年 12月 2 4 日



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 印 发 〈2008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 订 计 划 〔第一批” 的通知》 （建 标 〔2008〕102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 
考有关国内外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增加城乡用地分类体系；调 
整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体系；调整规划建设用地的控制标准，包括 
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标准、规划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标准以及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三部分；并对相关条文进行了 
补充修改。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 
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 
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修 订 组 （地址：北京市车公庄西 
路 5 号，邮政编码：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参编单位：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城市规划设计中心〉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辽宁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王 凯 赵 民 林 坚 张 菁  

靳 东 晓 徐 泽 楚 建 群 李 新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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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为统筹城乡发展， 
集约节约、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制定本标准。
1 . 0 . 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和其他具备条 
件的镇的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用地统计和用地管
理工作。
1 . 0 . 3 编 制 城 市 （镇）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除应符合本 
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 . 0 . 1 城乡用地  10̂ 11 311(1 0011111:1*7

指市 (县 、镇 )域范围内所有土地，包括建设用地 

1211101)̂ ^^8^ (̂11011^^101)1116111：丨&乂 )。 建设用地包括城乡居民 

点建设用地、区域交通设施用地、区域公用设施用地、特殊用地、采 

矿用地以及其他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包括水域、农林用地以及其 

他非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内各类用地的术语见本标准表3 .2  2。

1. 0̂  2 城市建设用地  01̂ 311 6̂̂ 610̂ 1116111：

指 城 市 （镇 ）内 居 住 用 地 （奶 血 II如丨）、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 务 设 施 用 地 〈3(1111 丨II丨511211；丨011 311101 0̂1)110 361*̂ 1065̂   ̂ 商业服务

业 设 施 用 地 （⑵而加代丨&1 311(1 1)115111655 ̂  ^ 工 业 用 地 （丨化此!：!'卜

0.1 9 111211111̂&01： 111*1118̂  ̂ 物流仓储用地  ̂1。8丨31：匕5 &11(1 、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⑴&丄 511*661： 31101 11*3118̂01:1；&11011 ̂  ^ 公用 

设施用地（叫^丨丨0 III：丨1丨(丨四）、绿地与广场用地（以^ 1 3̂ )306 311(1 
叫册〜）的统称。城市建设用地内各类用地的术语见本标准表 

3 .3 .2。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指上述用地之和，单位为III！！2。
1. 0̂  3 人口 规模  口0̂)11131:1011

人口规模分为现状人口规模与规划人口规模，人口规模应按 

常住人口进行统计。常住人口指户籍人口数量与半年以上的暂住 

人口数量之和，单位为万人。

2 . 0 . 4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111*1)311 01^̂ 10叩 1沈1： 1311(1 31：63 

押丨 03̂ 11；3
指 城 市 （镇）内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除以该范围内的常住人 

口数量，单位为爪 2/人 。

2 . 0 . 5 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5丨叩丨̂"⑶化80『7 抓 如 -

^ 01) 1116111： 18111(1 31：63  061： 03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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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城 市 （镇）内的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单项用地面积除 
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爪2/ 人。
1. 0̂  6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代8丨如故丨3丨1311(1 31*63 ^61 03̂ 113

指 城 市 （镇）内的居住用地面积除以城市建设用地内的常住 
人口数量，单位为爪2/ 人。
2̂  0，7 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3士11111丨811̂ 1：丨011
311^  ^ 111)110 5 6 ^1 0 6 5  1311(1 31：6&  08 | 311；3

指 城 市 （镇）内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除以城 
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 III2 人。
2 . 0 . 8 人均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1*03山 511*661： 311(1
^ 01*1:31:1011 1311(1 31*63 0& ^ 11：&

指 城 市 （镇）内的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除以城市建设用 
地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 IX！2 乂人。
2 . 0 . 9 人均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以沈 II 3^306 311(1 5̂ 1181-6 31*68
1)61 03̂ )11：&

指 城 市 （镇）内的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除以城市建设用地范 
围内的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矶2 人。
1. 0̂  1 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口虹匕1311̂  31：6& 03̂ 11：3

指 城 市 （镇）内的公园绿地面积除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 
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爪2 人。
1. 0̂  11 城市建设用地结构 0011̂ )0811:1011。王 111*13&II 0^61。口 1X16111； 1311(1 

指 城 市 （镇）内的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工业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单项 
用地面积除以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得出的比重，单位为0人  

2̂  0，12 气 候 区 丨  11131̂  20116
指 根 据 《建筑气候区划标准》0650178-93，以 1 月平均气 

温、7 月平均气温、7 月平均相对湿度为主要指标，以年降水量、 
年曰平均气温低于或等于5 1 的日数和年日平均气温高于或等于 
251的日数为辅助指标而划分的七个一级区。



3 用 地 分 类

3.1 一 般 规 定

3 . 1 . 1 用地分类包括城乡用地分类、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两部分， 
应按土地使用的主要性质进行划分。 
3 . 1 . 2 用地分类采用大类、中类和小类3 级分类体系。大类应 
采用英文字母表示，中类和小类应采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 
合表本。 

3 . 1 . 3 使用本分类时，可根据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及工作深度 
的不同要求，采用本分类的全部或部分类别。

3 . 2 城乡用地分类

3 . 2 . 1 城乡用地共分为2 大类、9 中类、14小类。
3 . 2 . 2 城乡用地分类和代码应符合表3 .2 .2的规定。 

表3 . 1 2 城乡用地分类和代码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II
建设用地

包括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区域交通设施用 

地、区域公用设施用地、特殊用地、采矿用地及 

其他建设用地等

111 城乡居民点 

建设用地
城市、镇、乡、村庄建设用地

1111
城市建设  

用地

城市内的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 

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

1112 镇建设用地 镇人民政府驻地的建设用地

1113 乡建设用地 乡人民政府驻地的建设用地

1114
村 庄建设  

用地
农村居民点的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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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 2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II 112

区域交通设 

施用地

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和管道运输等区域交 

通运输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不包括城市建设用地 

范围内的铁路客货运站、公路长途客货运站以及 

港口客运码头

1121 铁路用地 铁路编组站、线路等用地

1122 公路用地 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用地及附属设施用地

1123 港口用地
海港和河港的陆域部分，包括码头作业区、辅 

助生产区等用地

1124 机场用地
民用及军民合用的机场用地，包括飞行区、航 

站区等用地，不包括净空控制范围用地

1125
管道运输  

用地

运输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地面管道运输用 

地，地下管道运输规定的地面控制范围内的用地 

应按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

113
区域公用设 

施用地

为区域服务的公用设施用地，包括区域性能源 

设施、水工设施、通信设施、广播电视设施、殡 

葬设施、环卫设施、排水设施等用地

114 特殊用地 特殊性质的用地

041 军事用地
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用地，不包括部队家 

属生活区和军民共用设施等用地

1142 安保用地
监狱、拘留所、劳改场所和安全保卫设施等用 

地，不包括公安局用地

115 采矿用地
采矿、采石、采 盐 田 、砖瓦窑等地面生产 

用地及尾矿堆放地

册
其他建设  

用地

除以上之外的建设用地，包括边境口岸和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等用地



续 表 3.2.2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6 非建设用地 水域、农林用地及其他非建设用地等

51
水域

河流、湖泊、水库、坑塘、沟渠、滩涂、冰川

及永久积雷

611 自然水域 河流、湖泊、滩涂、冰川及永久积雪

612 水库
人工拦截汇集而成的总库容不小于10万 III3 的

水库正常蓄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613 坑塘沟渠
蓄水量小于10万 III3的坑塘水面和人工修建用 

于引、排、灌的渠道

&2 农林用地
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设施农用地、田

坎、农村道路等用地

69
其他非建设 空闲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地、不用

用地 于畜牧业的草地等用地

3 . 3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

3，3，1 城市建设用地共分为8 大类、35中类、42小类。 
3 . 3 . 2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和代码应符合表3 .1  2 的规定。

表 3. 1 2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和代码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居住用地 住宅和相应服务设施的用地

只1 一类居住  

用地
设施齐全、环境良好，以低层住宅为主的用地

1111 住宅用地
住宅建筑用地及其附属道路、停车场、小游囷 

等用地

议12
服务 设施  

用地

居住小区及小区级以下的幼托、文化、体胄、 

商业、卫生服务、养老助残、公用设施等用地， 

不包括中小学用地



续 表 3.3.2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只2 二类居住  

用地

设施较齐全、环境良好，以多、中、离层住宅 

为主的用地

1(21 住宅用地
住宅建筑用地（含保陣性住宅用地丨及其附属 

道路、停车场、小游园等用地

#22
服务设施  

用地

居住小区及小区级以下的幼托、文化、体育、 

商业、卫生服务、养老助残、公用设施等用地， 

不包括中小学用地

1̂ 3
三类居住  

用地

设施较欠缺、环境较差，以需要加以改造的简 

陋住宅为主的用地，包括危房、棚户区、临时住 

宅等用地

1(31 住宅用地
住宅建筑用地及其附属道路、停车场、小游园 

等用地

#32
服 务设施  

用地

居# 小区及小区级以下的幼托、文化、体育、 

商业、卫生服务、养老助残、公用设施等用地， 

不包括中小学用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

行政、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机构和设施 

的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中的服务设施用地

厶1
行 政办 公  

用地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办公机构及 

其相关设施用地

\2 文化设施  

用地
图书、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用地

^21
图书展览  

用地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科技馆、纪念 

馆、美术馆和展览馆、会展中心等设施用地

\12
文化活动  

用地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文化馆、靑少年宫、儿童 

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设施用地

\3 教育科研  

用地

离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小学、科研 

亊业单位及其附厲设施用地，包括为学校配建的 

独立地段的学生生活用地



续 表 1 1 2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 ^3

431
高等院校  

用地

大学、学院、专科学校、研究生院、电视大 

学、党校、干部学校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军 

事院校用地

^32
中等专业学 

校用地

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等用地， 

不包括附属于普通中学内的职业高中用地

^33 中小学用地 中学、小学用地

^34
特殊教 育  

用地
聋、哑、盲人学校及工读学校等用地

^35 科研用地 科研事业单位用地

人4
体育用地

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 

等机构专用的体育设施用地

人41
体 育场馆  

用地

室内外体育运动用地，包括体育场馆、游泳场 

馆、各类球场及其附属的业余体校等用地

\42 体育训练用地 为体育运动专设的训练基地用地

^5 医疗卫生  

用地

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康复和急救设施等 

用地

^51 医院用地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用地

^52
卫生防疫  

用地

卫生防疫站、专科防治所、检验中心和动物检 

疫站等用地

^53
特殊 医 疗  

用地

对环境有特殊要求的传染病、精神病等专科医 

院用地

^59
其他医疗卫 

生用地
急救中心、血库等用地

人6
社会福利  

用地

为社会提供福利和慈善服务的设施及其附属设 

施用地，包括福利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用地



续表 3，3.2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文物古迹  

用地

具有保护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

XI 窟寺、近代代表性建筑、革命纪念建筑等用地。 

不包括已作其他用途的文物古迹用地

人8 外事用地
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国际机构及其生活设 

施等用地

^9 宗教用地 宗教活动场所用地

8 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商业、商务、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不包括居 

住用地中的服务设施用地

81 商业用地 商业及餐饮、旅馆等服务业用地

811
零售商业 以零售功能为主的商铺、商场、超市、市场等

用地 用地

812
批发市场  

用地
以批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

613 餐饮用地 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

814 旅馆用地
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度假村等 

用地

82 商务用地
金融保险、艺术传媒、技术服务等综合性办公 

用地

821
金融保险  

用地
银行、证券期货交易所、保险公司等用地

822
艺术传媒  

用地
文艺团体、影视制作、广告传媒等用地

829
其他商务  

用地
贸易、设计、咨询等技术服务办公用地

63 娱乐康体  

用地
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

631 娱乐用地
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以及绿

地率小于65^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

赛马场、高尔夫、溜冰场、跳伞场、摩托车

632 康体用地 场、射击场，以及通用航空、水上运动的陆域部 

分等用地



续 表 3.3.2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8 64 公用设施营 

业网点用地

零售加油、加气、电傕、邮政等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641
加油加气站 

用地
零售加油、加气、充电站等用地

649

其他公用设 

施 营 业 网 点  

用地

独立地段的电傕、邮政、供水、燃气、供电、 

供热等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89
其他服务设 

施用地

业余学校、民营培训机构、私人诊所、殡葬、 

宠物医院、汽车维修站等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工业用地

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用 

地，包括专用铁路、码头和附厲道路、停车场等 

用地，不包括露天矿用地

於1
一类工业  

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除 

患的工业用地

1̂12
二 类工业  

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醣 

患的工业用地

1̂13
三类工业  

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严重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的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  

用地

物资储备、中转、配送等用地，包括附厲道 

路、停车场以及货运公司车队的站场等用地

外1
一类物流仓 

储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的物流仓储用地

从2
二类物流仓 

储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的物流仓储用地

从3
三类物流仓 

储用地

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的专用物流仓储  

用地

10



续表 1 3 ，2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5 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等用地，不包括居住用 

地、工业用地等内部的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81
城市道路  

用地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等用地，包括 

其交叉口用地

82
城市轨道交 

通用地

独立地段的城市轨道交通地面以上部分的线 

路、站点用地

83
交通枢纽  

用地

铁路客货运站、公路长途客运站、港口客运码 

头、公交枢纽及其附厲设施用地

84 交通场站  

用地

交通服务设施用地，不包括交通指挥中心、交 

通队用地

541
公共交通场 

站用地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附厲设施，公共汽 

(电）车首末站、停 车 场 （库丨、保养场，出租汽 

车场站设施等用地，以及轮渡、缆车、索道等的 

地面部分及其附厲设施用地

842
社会停车场 

用地

独立地段的公共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不包括 

其他各类用地配建的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

89
其他交通设 

施用地

除以上之外的交通设施用地，包括教练场等 

用地

II 公用设施  

用地
供应、环境、安全等设施用地

111 供 应设 施  

用地
供水、供电、供燃气和供热等设施用地

1111 供水用地
城市取水设施、自来水厂、再生水厂、加压泵 

站、高位水池等设施用地

1112 供电用地

变电站、开闭所、变配电所等设施用地，不包 

括电厂用地。离压走廊下规定的控制范围内的用 

地应按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

11



续 表 3.3.2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V 1)1

1113 供燃气用地

分输站、门站、储气站、加气母站、液化石油 

气储配站、灌瓶站和地面输气管廊等设施用地， 

不包括制气厂用地

1114 供热用地
集中供热锅炉房、热力站、换热站和地面输热 

管廊等设施用地

1115 通信用地
邮政中心局、邮政支局、邮件处理中心、电倍 

局、移动基站、微波站等设施用地

1116
广 播电 视  

用地

广播电视的发射、传输和监测设施用地，包括 

无线电收信区、发信区以及广播电视发射台、转 

播台、差转台、监测站等设施用地

112
环 境设 施  

用地

雨水、污水、固体废物处理等环境保护设施及 

其附属设施用地

1121 排水用地

雨水泵站、污水泵站、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厂 

等设施及其附属的构筑物用地，不包括排水河渠 

用地

1122 环卫用地

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危 险 废 物 处 理 （置厂 

以及垃圾转运、公厕、车辆清洗、环卫车辆停放 

修理等设施用地

13
安 全设施  

用地

消防、防洪等保卫城市安全的公用设施及其附 

属设施用地

11
131 消防用地 消防站、消防通信及指挥训练中心等设施用地

1332 防洪用地 防洪堤、防洪枢纽、排洪沟渠等设施用地

1；9
其他公用设 

施用地

除以上之外的公用设施用地，包括施工、养 

护、维修等设施用地

12



续表 13 .2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内 容

大类 中类 小类

0 绿地与广场 

用地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放空间 

用地

01 公园绿地
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

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

02 防护绿地 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

03 广场用地
以游憩、纪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为主的城市 

公共活动场地

13



4 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用地面积应按平面投影计算。每块用地只可计算一次， 
不得重复。
1 1. 2 城 市 （镇）总体规划宜采用1/10000或 1/5000比例尺的 
图纸进行建设用地分类计算，控制性详细规划宜采用1/2000或 
1/1000比例尺的图纸进行用地分类计算。现状和规划的用地分 
类计算应采用同一比例尺。
4 . 1 . 3 用地的计量单位应为万平方米（公顷〉，代 码 为 “ 卜爪2” 。 
数字统计精度应根据图纸比例尺确定，1/10000图纸应精确至个 
位 ，1/5000图纸应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1/2000和 1/1000图纸 
应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4 . 1 . 4 城市建设用地统计范围与人口统计范围必须一致，人口 
规模应按常住人口进行统计。
4，1.5 城 市 （镇）总体规划应统一按附录人附表的格式进行用 
地汇总。
4，1. 6 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应包括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标 
准、规划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标准和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结 
构三部分。

4 . 2 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标准

4 . 2 . 1 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应根据现状人均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城 市 （镇）所在的气候区以及规划人口规 

模，按表4 .2 .1的规定综合确定，并应同时符合表中允许采用 

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和允许调整幅度双因子的限 

制要求。

14



表 4 . 2 . 1 规 划 人 均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指 标 （一 / 人 )

气
候
区

现状人均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 

指标

允许采用的 

规划人均城 

市建设用地 

面积指标

允许调整幅度

规划人口规模 

《20.0万人

规划人口规模 

20，1〜50.0万人

规划人口规模 

〉50，0 万人

《65.0 砧. 0〜85丨0 ^0 .0 〉0』 〉0』

65.1 〜75.0 钻. 0〜9民0 十!).卜 十 20^0 +0.1〜十20』 十0 3 〜十肌0

I 、 75.1 〜 85.0 75̂  0〜105.0 +0.1〜 十20』 +0.1〜十20』 +0.1 〜+15.0

I 、
85.1 〜 95.0 80.0 〜110.0 +0.1〜十 20』 一5，0 〜十20̂  0 一 5.0 〜+15.0

VI \
95.1 〜 105.0 90.0 〜110.0 一5鲁 0〜+15.0 一 10.0 〜+15.0 一 10.0 〜+10.0

105.1 〜 115.0 9良 0 〜115.0 -10.0-^一0.1 -15.0-^一0.1 一20』〜一0.1

^115.0 0 1 5 .0 〈0.0 〈0.0 〈0.0

《65.0 65̂  0〜8艮0 〉0，0 〉0』 〉0』

65.1 〜75.0 65，0〜9艮0 +0.1〜十20』 +0.1 〜20.0 +0.1〜十20』

I 、
75.1 〜85.0 7艮 0 〜100.0 一5參0〜十20』 一艮0〜十20』 一5丨 0̂— 1-15.0

IV、 85.1 〜95.0 80.0-105.0 -10.0 〜+15.0 一 10.0 〜+15.0 一 10.0 〜+10.0

V 95.1 〜105.0 85，0 〜105.0 -15.0 〜+10.0 -15.0 〜+10.0 一 15.0〜十良0

105.1 〜115.0 90̂  0-110.0 一 20̂  0^^一0̂  1 一20參 0̂ ^一0肇 1 一25參 0̂ ^一艮 0

^115.0 幻  10.0 〈0.0 〈0.0 〈0.0

注：1 气候区应符合《建筑气候区划标准》08 50178 - 93的规定，具体应按本标

准附录8 执行。

2 新建城市（镇丨、首都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不适用本表。

4 . 2 . 2 新建城市（镇）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宜在 

185.1〜⑶义^ ) )⑷ / 人内确定。

4 . 2 . 3 首都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应在1105.1〜
115.01讯2/人内确定。

4 . 2 . 4 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市（镇）以及部分山地城市 

(镇丨、人口较少的工矿业城市（镇丨、风景旅游城市（镇）等， 

不符合表1 1.1 规定时，应专门论证确定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指标，且 上 限 不 得 大 于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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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5 编制和修订城市（镇）总体规划应以本标准作为规划城 

市建设用地的远期控制标准。

4 . 3 规划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积标准

4，3，1 规划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指标应符合表1 1 1 的规定。

表 4.3. 1 人 均 居 住 用 地 面 积 指 标 人 )

建筑气候区划 I 、 I 、见、邓气候区 皿、汉 、V气候区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28丨 0 〜38，0 13.0〜3仏0

4 . 3 . 2 规划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5̂  51112/人。

1  3，3 规划人均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不应小于12. 01117人。 

4 . 3 . 4 规划人均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不应小于⑶』!!!2/ 人，其 

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应小于8，01117人。

4 . 3 . 5 编制和修订城市（镇）总体规划应以本标准作为规划单 

项城市建设用地的远期控制标准。

4 . 4 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结构

4 . 4 . 1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和绿地与广场用地五大类主要用地规划占城 
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宜符合表^  4̂  1 的规定。

表 4. 4. 1 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结构

用地名称 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 )

居住用地 25  ̂0〜 肌 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5.0  〜8.0

工业用地 15. 0〜30攀 0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10.0  〜25.0

绿地与广场用地 10.0  〜15.0

4 . 4 . 2 工 矿 城 市 （镇〉、风景旅游城市（镇）以及其他具有特殊 
情况的城市（镇\其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具  
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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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城市总体规划用地统计表统一格式

八. 0 . 1 城 市 （镇）总体规划城乡用地应按表八丨0 .1 进行汇总。 

表人  ̂0. 1 城乡用地汇总表

用
地
代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匕!!!2)

占城乡用地比例

( ^ )

码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建设用地

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其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

中 特殊用地

采矿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非建设用地

17
其

中

水域

农林用地

其他非建设用地

城乡用地 100 100

17



^ 0 . 2 城 市 （镇）总体规划城市建设用地应按表八，0 .2 进行 
平衡。

表八，0. 2 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

用地

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占城市建设用地

比 例 ( ^ )

人均城市建设用 

地 面 积 （爪2/人）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居住用地

八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

其

中

行政办公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

体育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8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3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其中：城市道路用地

V 公用设施用地

0
绿地与广场用地

其中：公园绿地

出 1 城市建设用地 100 100

备注： 年 现 状 常 住 人 口 万 人

^年规划常住人口 万人

18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或 “ 不得”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 可”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 或 “ 应按……执行”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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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0 8  50137 -  2011

条 文 说 明



修 订 说 明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08  50137- 2011 (以 
下简称本标准〉，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 12月 2 4 日以第 
880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081 137 -  
90 ( 以下简称原标准）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参编单位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辽宁 
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陕西省城 
乡规划设计院、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要起草人员是蒋大卫、 
范耀邦、沈福林、吴今露、罗希、赵崇仁、潘家莹、沈肇裕、石 
如净、王继勉、兰继中、吕光琪、曹连群、吴明伟、吴载权、何 
善权。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增加城乡用地分类体系； 
2，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体系；1 调整规划建设用地的控制标 
准；4，对相关条文进行了补充修改。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根据《关于加快进行〈城市用地 
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修订的函》 （建 规 城 函 〔2008〕008 
号）的要求，参考了大量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征 
求了专家、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于原标准以及标准修订的意 
见，并与相关国家标准相衔接。

为便于广大规划设计、管理、科研、学校等有关单位人员在 
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市用地分类与规 
划建设用地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 
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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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 0，1 1990年颁布的原标准作为城市规划编制与管理工作的一 
项重要技术规范施行了 21年，它在统一全国的城市用地分类和 
计算口径、合理引导不同城市建设布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适应我国城乡发展宏观背景的变化，落 实 2008年 1 月颁布实 
施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及国家对新时期城市发展 
应 “ 节约集约用地，从严控制城市用地规模” 的要求，对原标准 
作出修订。
1 . 0 . 2 由于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管理体制不同于一般镇，城 
镇建设目标与标准也与一般镇有所区别，其规划与建设应按城市 
标准执行；其他具备条件的镇指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 
设市城市标准，但管理体制仍保留镇的行政建制。因此，这两类 
镇与城市一并作为本标准的适用对象。

24



3 用 地 分 类

3 .1  一 般 规 定

3 . 1 . 1 为 贯 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有关城乡统筹的 
新要求，本标准设立 “ 城乡用地” 分类。 “ 城乡用地” 分类的地 
类覆盖市域范围内所有的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以满足市域土 
地使用的规划编制、用地统计、用地管理等工作需求。

本标准提出的“ 城市建设用地” 基于原标准在大类上做了调 
整，主要包括：为强调城市（镇）政府对基础民生需求服务的保 
障，合理调控市场行为，将原标准 “ 公共设施用地” 分 为 “ 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八）和 “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 ^ ) ；为反映城市（镇）生活的基本职能要求，将原标准涉及区 
域服务的 “ 对外交通用地” 和不仅仅为本城市（镇）使 用 的 “ 特 
殊用地” 等归人城乡用地分类；为体现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 
性，在 “ 居住用地” 中强调了保障性住宅用地。

本标准的用地分类按土地实际使用的主要性质或规划引导的 
主要性质进行划分和归类，具有多种用途的用地应以其地面使用 
的主导设施性质作为归类的依据。如高层多功能综合楼用地，底 
层是商店，2〜15层为商务办公室，16〜20层为公寓，地下室为 
车库，其使用的主要性质是商务办公，因 此 归 为 “ 商务用地” 
(说 ）。若综合楼使用的主要性质难以确定时，按底层使用的主 
要性质进行归类。
3 . 1 . 2 本标准用地分类体系为保证分类良好的系统性、完整性 
和连续性，采用大、中、小 3 级分类，在图纸中同一地类的大、 
中、小类代码不能同时出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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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城乡用地分类

3.2.1  “ 城乡用地分类” 在同等含义的地类上尽量与《土地利 
用现状分类》（̂衫/丁 21010-2007衔接，并 充 分 对 接 《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的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 三大 
类” 用地，以利于城乡规划在基础用地调查时可髙效参照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资料（表 1〉。

表 1 城乡用地分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三大类”对照表

《中华人民 城乡用地分类类别

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三大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农用地 5：非建设用地
21水域 0 3 坑塘沟渠

^2农林用地 ―

911城芾建设用地

城乡居民点建设 912镇建设用地

用地 913乡建设用地

914村庄建设用地

921铁路用地

只22公路用地

4 建设用地
9 2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923港口用地

建设用地
只24机场用地

只25管道运输用地

8 3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 ―

9 4 特殊用地
1^41军事用地

942安保用地

^ 5 采矿用地 ―

只9其他建设用地 ―

5：非建设用地
0 水域 212水库

29其他非建设用地 2 9中的空闲地

26



续表1
《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三大类

城乡用地分类类别

大类 中类 小类

未利用地 2 非建设用地

0 水域 211自然水域

29其他非建设用地
2 9中除去空闲地以外的 

用地

3 . 2 . 2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表 3.2.2 “ 城乡用地分类和代 
码” 已就每类用地的含义作了简要解释，现按大类排列顺序作若 
干补充说明：

1 建设用地
“ 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中规划编制体系的市、镇、乡、村规划层级相对应， 
满足市域用地规划管理的需求。

^  “ 公路用地” （幵22〉的 内 容 与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只/ 下21010-2007衔接，采用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作为划 
分标准。“ 机场用地” （只24〉净空控制范围内的用地应按其地面 
实际用途归类。

“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 （只3〉与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中的 
“ 公用设施用地” 和 “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不重复。其中，水 
工设施指人工修建的闸、坝、堤路林、水电厂房、扬水站等常水 
位岸线以上的设施，与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丁 21010 -  
2007中的二级类“ 水工建筑用地” 内容基本对应。

(扔 “ 特殊用地” （只4〉中 “ 安保用地” （只42〉不包括公安 
局，该用地应归入“ 行政办公用地” （八1〉。

(巧） “ 采矿用地” （幵5〉与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过/下 
21010-2007中的二级类“ 采矿用地” 内容统一，其中，露天矿 
虽然一般开采后均作回填处理改作他用，并不是土地的最终形 
式，但是其用地具有开发建设性质，故将其纳入 “ 采矿用地” 。

2 非建设用地



“ 水域” （砬 ）包 括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丁 21010- 
2007 —级 地 类 “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除 去 “ 水工建筑用地” 
的地类。

(幻 “ 农林用地” （砹 ）包 括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只/丁 
21010-2007 —级 地 类 “ 耕地” 、 “ 园地” 、 “ 林地” 与二级地类 
“ 天然牧草地” 、“ 人工牧草地” 、“ 设施农用地” 、“ 田坎” 、“ 农村 
道路” 。其中， “ 农村道路” 指公路以外的南方宽度不小于1爪、 
北方宽度不小于2111的村间、田间道路（含机耕道\

口） “ 其他非建设用地” 包 括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 只/丁 21010 -  2007 —级 地 类 “ 其他土地” 中的空闲地、盐碱 
地、沼泽地、沙地、裸地和一级地类“ 草地” 中的其他草地。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范围内的“ 非建设用 
地” （幻按土地实际用途归入 “ 水域” （沿 ）、“农林用地” （” ） 
和 “ 其他非建设用地” （砂 ）的一种或几种。

3 . 3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

3 . 3 . 1 本 标 准 的 “ 城市建设用地” 与城乡用地分类中的 “ 911 
城市建设用地” 概念完全衔接。
3 . 3 . 2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表 3.3.2 “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 
和代码” 已就每类用地的含义作了简要解释，现按大类排列顺序 
作若干补充说明：

1 居住用地
本标准将住宅和相应服务配套设施看作一个整体，共同归为 

“ 居住用地” （尺）大类，包括单位内的职工生活区（含有住宅、 
服务设施 等用地为加强民生保障 、便于行政管理，本标准将 
中小学用地划入“ 教育科研用地” （八3〉。

本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 居 住 用 地 （尺）按设施水 
平、环境质量和建筑层数等综合因素细分为3 个中类，满足城市 
(镇）对不同类型居住用地提出不同的规划设计及规划管理要求。 
其中：

28



“一类居住用地” （尺1〉包括别墅区、独立式花园住宅、四 
1=1 1^0^^ 0

“ 二类居住用地” 强调了保障性住宅，进一步体现国 
家关注中低收人群众住房问题的公共政策要求。

“三 类居住用地” （尺3〉在现状居住用地调查分类时采用， 
以便于制定相应的旧区更新政策。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八）是指政府控制以保障 

基础民生需求的服务设施，一般为非营利的公益性设施用地。 
其中：

“ 教育科研用地” （八3〉包括附属于院校和科研事业单位的 
运动场、食堂、医院、学生宿舍、设计院、实习工厂、仓库、汽 
车队等用地。

“ 文物古迹用地” （八7〉的内容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规范》08  50357- 2005相衔接。已作其他用途的文物古迹用地 
应按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如北京的故宫和颐和园均是国家级重 
点文物古迹，但故宫用作博物院，颐和园用作公园，因此应分别 
归 到 “ 图书展览用地” （八21〉和 “ 公园绿地” （̂ 丨），而不是归 
为 “ 文物古迹用地” （八7〉。

为了保证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人）的土地供 
给，“ 行政办公用地” （八1〕、“ 文化设施用地” （八幻、“ 教育科 
研用地” （八3〉、 “ 体育用地” （八4八 “ 医疗卫生用地” （八5八 
“ 社会福利用地” （八6〉等中类应在用地平衡表中列出。

3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玢是指主要通过市场配置的服务 

设施，包括政府独立投资或合资建设的设施（如剧院、音乐厅 
等）用地。其中：

“其他商务用地” （̂《幻包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转轨为 
商业性办公的企业管理机构（如企业总部等）和非事业科研设计 
机构用地。

29



4 工业用地
“ 工业用地” （̂ ) 包括为工矿企业服务的办公室、仓库、食 

堂等附属设施用地。
本标准按工业对居住和公共环境的干扰污染程度将“ 工业用 

地” （̂ ! ) 细分为3 个中类。界定工业对周边环境干扰污染程度 
的主要衡量因素包括水、大气、噪声等，应依据工业具体条件及 
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与指标确定中类划分，建议参考以下标 
准 执 行 （表 2〉。

表 2 工业用地的分类标准

水 大气 噪声

参照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08  8978- 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08 16297- 1996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06  12348 - 2008

一类工业企业 低于一级标准 低于二级标准
低于 1类声环境 

功能区标准

二类工业企业 低于二级标准 低于二级标准
低于 2类声环境 

功能区标准

三类工业企业 高于二级标准 髙于二级标准
髙于 2类声环境 

功能区标准

5 物流仓储用地
由于物流、仓储与货运功能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与兼容 

性 ，本标准设立 “ 物流仓储用地” ⑶ ），并按其对居住和公共环 
境的干扰污染程度分为3 个中类。界定物流仓储对周边环境干扰 
污染程度的主要衡量因素包括交通运输量、安全、粉尘、有害气 
体、恶臭等。

6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 城市道路用地” （̂丨）不包括支路以下的道路，旧城区小 

街小巷、胡同等分别列入相关的用地内。为了保障城市（镇）交 
通的基本功能，应在用地平衡表中列出该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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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指 地 面 以 上 （包括地面）部分 
且不与其他用地重合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站点用地，以满足城 
市轨道交通发展建设的需要。

“ 交通枢纽用地” （义 ）包括枢纽内部用于集散的广场等附 
属用地。

“ 交通场站用地” （別 ）不包括交通指挥中心、交通队用地， 
该用地应归入“ 行 政 办 公 用 地 八 ：0 。“ 社会停车场用地” (义^) 
不包括位于地下的社会停车场，该用地应按其地面实际用途 
归类。

7 公用设施用地
“供电用地” （口口）不包括电厂用地，该用地应归人 “ 工业 

用地” （̂ ) 。“ 供燃气用地” （口口）不包括制气厂用地，该用地 
应 归 人 “ 工业用地” （…) 。“ 通信用地” ⑴⑶仅包括以邮政函  
件、包件业务为主的邮政局、邮件处寧和储运场所等用地，不包 
括独立地段的邮政汇款、报刊发行、邮政特快、邮政代办、电信 
服务、水电气热费用收缴等经营性邮政网点用地，该用地应归入 
“ 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说卩）。“ 环卫用地” 包括 
废旧物品回收处理设施等用地。

8 绿地与广场用地
由于满足市民日常公共活动需求的广场与绿地功能相近，本 

标准将绿地与广场用地合并设立大类。
“ 公园绿地” （( ^ ) 的名称、内 容 与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011/丁 85-2002统一，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带 
状公园、街旁绿地。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以文物古迹、风景 
名 胜 点 （区）为主形成的具有城市公园功能的绿地属于“ 公园绿 
地” （̂ 丨），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以外的其他风景名胜区则在 
“ 城乡用地分类” 中 分 别 归 人 “ 非建设用地” （幻 的 “ 水域” 
(打 ）、“ 农林用地” （砹 ）以 及 “ 其他非建设用地” （砂 ）中。为 
了保证市民的基本游憩生活需求，应在用地平衡表中列出该 
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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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绿地” 的名称、内 容 与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011/丁 85- 2002统一，包括卫生隔离带、道路防护绿地、城市 
高压走廊绿带、防风林、城市组团隔离带等。

“ 广场用地” （( ^ ) 不包括以交通集散为主的广场用地，该 
用地应归入 “ 交通枢纽用地” （义）。

园林生产绿地以及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基础设施两侧的防护 
绿地，按照实际使用用途纳入城乡用地分类“ 农林用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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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4 城市建设用地在现状调查时按现状建成区范围统计，在 
编制规划时按规划建设用地范围统计。多组团分片布局的城市 
(镇）可分片计算用地，再行汇总。

4 . 2 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标准

4 . 2 . 1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通过各项因素对人均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指标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口规模、气候区划两个因素对 
于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本标准选择人口 
规模、气候区划两个因素进一步细分城市（镇）类别并分别进行 
控制。

本标准气候区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50180 -  
9 3 〔2002年版）的相关规定，结 合 全 国 现 有 城 市 （镇 ）特点， 
分为 I 、 I I 、VI、 塌以及I 、 IV 、V 两类。

本标准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采用“ 双因子” 控制， 
“ 双因子” 是 指 “ 允许采用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 
和 “ 允许调整幅度” ，确定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时应同时 
符合这两个控制因素。其中，前者规定了在不同气候区中不同现 
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城市（镇）可采用的取值上下限区 
间，后者规定了不同规模城市（镇）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指标比现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增加或减少的可取 
数值。

基于现状用地统计资料的分析，依据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 
本标准将位于I 、 I I 、 VI、 观气候区的城市（镇）规划人均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指标的上下限幅度定为〔65.0〜115.0〉爪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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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位于10、IV、V 气候区的城市（镇）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指标的上下限幅度定为〈65.0〜110.0〉爪2/ 人。

本 标 准 确 定 “ 允 许 调 整 幅 度 ” 总 体 控 制 在 （一 25.0〜 
十20， 人范围内，未来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除少数新建 
城 市 （镇）外，大多数城市（镇）只能有限度地增减。在具体确 
定调整幅度时，应本着节约集约用地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原则， 
根据各城市（镇）具体条件优化调整用地结构，在规定幅度内综 
合各因素合理增减，而非盲目选取极限幅度。

以下是举例详细说明：
西北某市所处地域为II气候区，现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面 积 指 标 人 ，规划期末常住人口规模为50.0万人。对 
照本 标 准 表 4.2.1，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取值区间为  
〔65.0〜85.0〉爪2/ 人 ，允许调整幅度为X X  0 爪2/ 人，因此规划 
人 均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指 标 可 选 0〜85， 人。

^ 华南某市所处地域为汉气候区，现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指标95，011127人，规划期末常住人口规模为95.0万人。对 
照本 标 准 表 4.2.1，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取值区间为

允 许 调 整 幅 度 为 （一10.0〜…』）!!!2/  
人，因此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可选
爪2/ 人 。

华东某市所处地域为III气候区，现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面 积 指 标 人 ，规划期末常住人口规模为75.0万人。对 
照本标准表4，2，1，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取值区间为《 

人，允 许 调 整 幅 度 为 人 ，因此规划人均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指标不能大于110. 01117人。
4 . 2 . 2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新 建 城 市 （镇）是指新开发城 
市 （镇〉，应保证按合理的用地标准进行建设。新 建 城 市 （镇） 
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宜在〔95.1〜105.0〉爪2/人 
内确定，如果该城市（镇）不能满足以上指标要求时，也可以在 

1〜 爪 2义人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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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3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由于首都的行政管理、对外交 
往、科研文化等功能较突出，用地较多，因此，人均城市建设用 
地面积指标应适当放宽。
4 . 2 . 4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我国幅员辽阔，城 市 （镇）之 
间的差异性较大。既有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中不少城市 
(镇八地多人少，经济水平低，具有不同的民族生活习俗；也有 
一些山地城市（镇〉，地少人多；还存在个别特殊原因的城市 
(镇八如人口较少的工矿及工业基地、风景旅游城市（镇）等。 
这 些 城 市 （镇）可根据实际情况，本 着 “ 合理用地、节约用地、 
保证用地” 的原则确定其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
4 . 2 . 5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对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提出远期控制标准，是为了保障城市（镇）社会经济发展、人口 
增长与土地开发建设之间的长期协调性，促 进 城 市 （镇）节约集 
约使用土地，防 止城市（镇）用地的盲目扩张，而且对于节省城 
市 （镇）基础设施的投资，节约能源，减少运输和整个城市 
(镇）的经营管理费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4 . 3 规划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标准

4 . 3 . 1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本标准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指标 
按照 I 、I I 、 VI、VII气候区以及III、 IV、V 气候区分为两类分别 
控制。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水平主要与人均住房水平及住宅建筑面 
积密度有关。参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全面建设小 
康 社 会 居 住 目 标 研 究 》中 2020年 城 镇 人 均 住 房 建 筑 面 积  
35， 人的标准，根 据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迅 50180 -  
93〈2002年版）关于住宅建筑密度、住宅用地比例的相关规定， 
推导归纳I 、 I I 、 VI、1 气候区的人均居住区用地面积最低值为 
(^(^(^〜忉』)!!!2/ ^ ，III、 汉、乂气候区的人均居住区用地面积 
最 低 值 为 〔25.0〜 人 。

在此基础上，由 于 “ 居住用地” （尺）不包括中小学用地， 
根 据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50180 -  9 3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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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均教育用地〈1.0〜2.4〉爪2彳人的要求，本标准综合确定I 、
I I 、 VI、 气候区的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指标为〈28.0〜
爪V人，III、 汉、V 气候区的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指标为〈23.0〜
36，0〉爪2/ 人 。

4 . 3 . 2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本标准基于《城市公共设施规 
划规范》08  50442 -  2008关于原标准 “ 行政办公用地” 、 “ 商业 
金融用地” 、“ 文化娱乐用地” 、 “ 体育用地” 、 “ 医疗卫生用地” 、 
“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 社会福利用地” 人均指标的相关规定以 
及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08  50180 -  9 3 年版）关 
于人均教育用地指标的规定，综合确定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面积不低于5，51117人。
4 . 3 . 3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 “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的人均指标由 “ 城市道路用地” （义 ）、 “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义）、“ 交通枢纽用地” （̂〗）、“ 交通场站用地” （义）以 及 “ 其 
他交通设施用地” （别）5 部分人均指标组成。本标准根据近年 
来国内52个 城 市 （镇）总体规划用地资料的分析研究，参考相 
关交通规范综合确定人均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最低不应小于 
口』!!!2/ 人 ，具体细分指标为：人均城市道路用地面积最低按 
…!!!2/ 人控制，人 均 交 通 枢 纽 用 地 最 低 按 人 控 制 ，人均 
交通场站用地最低按1. 81117人控制。

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镇 〉，由于公共交通比例较高， 
高等级道路比例相对较高，人均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指标低 
限应在此基础上酌情提高。
4 . 3 . 4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国家园林城市标准》规定园林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最低值在〈6.0〜8丨0〉爪2/ 人之间。2007年制 
定 的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提出人均公共绿地12！！！2̂ 人应该 
是今后城市（镇）努力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本标准确定以…爪2/  
人作为人均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控制的低限，为了维护好城市 
(镇）良好的生态环境，并提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控制的低限为
8爪 2从 。

36



4 . 3 . 5 本条文属于强制性条文。对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的单项人均城 
市建设用地指标提出低限标准的规定，是为了使得每个居民所必 
需的基本居住、公共服务、交通、绿化权利得到保障。

4 . 4 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结构

4.4.1 “ 城市建设用地结构” 是 指 城 市 （镇）各大类用地与建 
设用地的比例关系。对 城 市 （镇）各项用地资料统计表明，“ 居 
住用地” （尺）、“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 、“ 工业用 
地” （̂ ! )、 “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 ) 、 “ 绿地与广场用地” 

5 大类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具有一般规律性，本标准 
综合研究确定比例关系，对 城 市 （镇）规划编制、管理具有指导 
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可参照执行。其中，规模较大城市（镇）的 
“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宜比规模较 
小 城 市 （镇）高。
4 . 4 . 2 工 矿 城 市 （镇：！、风 景 旅 游 城 市 （镇）等由于工矿业用 
地、景区用地比重大，其用地结构应体现出该类城市（镇）的专 
业职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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