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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庆市“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局以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为契机,积极探索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手段,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和改革,通过“构蓝图、搭平台、建

机制”三步曲,形成了“一张蓝图”、“一个平台”、“一套机制”,并投入运行取得初步成效。 

[关键词] 大数据；智能化；多规合一；一张图；项目生成 

 

引言 

重庆市“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

营商环境,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升国土空间

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规划,

是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

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

规划、一张蓝图。2018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

号)》,要求加快建立“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统筹做好

项目实施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和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多年

扎实工作积累为基础,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为契机,

积极探索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手段,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和

改革,通过“构蓝图、搭平台、建机制”三步曲,形成了“一

张图”、“一个平台”、“一套机制”,并投入运行取得初步成效,

在国务院大督察和住房城乡建设部专项督察中受到好评。 

1 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等系列重要会议精神,按照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

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加快建立健

全“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

理体系现代化,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有力支撑。 

2 构建“一张图”,利用大数据掌握全域空间资源 

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手段,建成了重庆市城乡规划综合数

据库、综合市情系统、交通决策支持平台等空间大数据体系,

制定资源本底一张图、空间规划一张图、规划实施一张图,

整合形成覆盖8.24万平方公里的全域国土空间“一张蓝图”。 

2.1形成资源本底一张图,摸清现状 

以地理国情普查数据为基础,实现全市各类空间资源信

息大集成：一是集成全市各比例尺地形图、卫星影像、地下

管线、三维地形等基础地理信息；二是集成全市山水林田湖

草自然资源信息；三是集成三层七类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四

是集成各类社会经济与城市运行数据,包括全市房屋建筑、

基础设施、资源环境、地理单元等地表覆盖信息。 

2.2制定空间规划一张图,健全规划 

其一,理顺全市“五级”(市域、主城、区县、镇乡、村)

“三类”(法定规划、专项规划、专业规划)规划体系,确保

“有规划”。全市编制完成城镇控规约2400平方公里,镇规划

515个、乡规划192个,各类型村规划约8000个,市域、主城、

区县各类专项、专业规划约1000余个。其二,开展全市“多

规合一”,保障“规划协调”。成立多规合一工作小组,运用

大数据技术对“多规”统一坐标、统一边界、统一指标、统

一分类,协调了约122万块用地差异图斑,解决了1208平方公

里建设用地矛盾,划定全市“三区三线”,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在全国率先实现在省域

尺度、详细规划深度,涵盖全域的“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一

张图。 

2.3实施一张图,监测动态 

整合现状用地、规划编制、审批许可和建设实施情况,

我市以“现状”“已批”“在建”和“存量”四种实施态势为

口径,对城市建设用地及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

施等各类设施规划、建设、实施情况进行了动态监测,集成

为规划实施一张图,全面掌握城镇建设用地及各类设施总

量、分布、结构及存量等情况。目前,主城区实现了1188平

方公里城镇建设用地,20余类公共服务、市政公用、城市交

通等设施的规划实施动态更新,为有效预测城市发展趋势,

发现城市问题,科学确定建设时序奠定了基础。 

3 搭建“一个平台”,实现智能化驱动政务改革创新 

积极运用智能化技术,以“一张蓝图”为基础,建成“多

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实现跨部门共享协同、城市运行监

测、辅助建设项目审批等功能,开创了改革新路径、新手段,

推动破除数据壁垒、推进空间规划体系和建设工程审批制度

改革。 

3.1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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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深度融入重庆市网上行

政审批平台,开发第三方数据接口标准和相关业务流程,联

结了170余个市区级政府部门、单位,实现全域空间资源和政

务信息大数据的共享,实现跨部门规划编制、项目策划生成

等业务协同,打破以往部门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局面,促进

审批制度改革。 

3.2实现城市运行动态监测 

建立了包括“成熟度、匹配度、协同度、运行效率”四

大类,人口聚集、用地开发等83个指标的城市体征监测评价

体系,建立监测评估分析模型,重点对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城

市交通等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开展“城市体检”,发现城市问

题,形成改善措施建议,优化新一轮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促

进规划编制、实施管理制度改革。 

3.3实现辅助建设项目审批 

以投资项目统一代码为关联,以项目用地红线为依据实

现所有项目空间定位,各职能部门在开展行政审批过程中,

可即时查看项目空间位置及周边各类空间资源、空间规划信

息和空间管控要求,实现项目行政审批全周期带图空间管控,

提高行政审批科学化水平。 

4 建立“一套机制”,创新制度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制定并印发系列制度文件,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

落实规划引领城市发展要求,实现城市提升总体目标,确保

改革取得实效。 

4.1建立了“多规合一”技术标准体系 

制定《重庆市”多规合一”编制技术指引》《区县“多

规合一”“一张图”编制技术指引》和《“多规合一”数据成

果标准》等,确保“多规”深度“合一”。一是统一地类对应

标准,在兼顾各部门管理需要的前提下,梳理政策法规,建立

了统一的用地细分类别对应关系。二是统一协调技术标准,

按照地类、边界和指标三个方面协调一致的要求,按照生态

优先、应保尽保的原则确定建设用地与生态空间之间的差异

协调标准,按照从严管控的原则确定生态空间内部的差异协

调原则。三是统一成果数据标准,对“多规合一”成果库的

数据体系、数据库内容、图层字段等等做出了规定。 

4.2建立“多规合一”协调运行机制 

构建由市级统筹、多部门参与的全市“多规合一”协调

和监管工作机制。制定部门间协作管理流程及责任考核机制,

加强“多规合一”长效运行监管。起草《重庆市主城区“多

规合一”平台共管共用及更新暂行办法》,明确各部门统一

以“一张蓝图”为基础底图,协同开展相关规划编制、动态

更新,确保“多规”持久合一,“蓝图”唯一。贯彻《重庆市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管理办法》,依托全市社会公共信息

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交换和及时更新。 

4.3建立项目策划生成机制 

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印发《“一张蓝图”统筹项目

实施工作方案》,建立了项目策划生成机制。一是突出聚焦

“一张蓝图”,以动态完善“一张蓝图”为基础,通过多部门

共同制定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方案、编制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

划和年度国有土地供应计划,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在“一张蓝

图”上生成。二是突出共享和协同,通过“多规合一”业务

协同平台共享“一张蓝图”,并推进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委等多部门协同开展项目策划生

成,保障项目可落地、可实施,大幅简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

程,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和审批效率。三是突出城市提升

目标,围绕我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战略目标,统筹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保护和修复,坚守生态环保底线,坚持服务民生导

向,加强建设项目规划统筹,优化土地供应和建设项目实施时

序安排,重点突出“补短板”、“强弱项”,促进城市高品质发

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5 结束语 

结合本次新总规编制工作的开展,按照《城市提升计划》

中强化刚性约束的要求,在市级层面开展顶层设计,建立工

作机制、管控机制和监督机制。保障多规持久合一,通过规

划统筹落项目地、优化建设时序,提高行政效率,辅助提升城

市规划水平,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描绘重庆美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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