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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市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计划编制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一）计划编制的目的 

为切实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有效控制土地供

应总量，合理安排土地供应结构，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盘

活国有存量和闲置土地资产，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

能力，优化产业布局，保障项目建设用地需求，确保我市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

117 号）、《关于实施“亩产论英雄”推进土地集约高效可持续

利用的意见》（鄂办发〔2021〕13 号）要求，结合潜江市经

济社会发展形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产业发

展规划的相关要求以及潜江市 2022 年度土地市场供需状况和

土地供应潜力等情况，为潜江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制定本计划。 

（二）计划编制的意义 

《潜江市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是做好

潜江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与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衔接的重

要环节，是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土地利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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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划、城市的功能分区与布局的重要依据，同时将影响国家

土地管理法规政策的落实和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 

具体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现潜江市土地供应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土地供应量基本控制在计划目标范围

内，在保障用地需求的同时，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二是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重

点供应，实现重点发展；三是推进城市规划实施，进一步优化

空间布局。 

（三）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32 号，1995 年 1 月 1 日施行，2019 年 8 月 26 日

第三次修正，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32 号，1987 年 1 月 1 日施行，2019 年 8 月 26 日第三次

修正，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29 号，自 2008 年 1 月 1日起施行，2019 年 4月 23 日第

二次修正）； 

⑷《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

〔2004〕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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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06〕31 号）； 

⑹《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

3 号）； 

⑺《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

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

〔2009〕38 号）； 

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国办发〔2010〕4 号）； 

⑼《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 号）； 

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

资源部令第 39 号）； 

⑾《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⑿《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 

⒀《国土资源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布实施<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98 号）； 

⒁《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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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

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7〕236 号）； 

⒃《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101 号）； 

⒄《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34 号）； 

⒅《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促进土

地市场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204 号）；  

⒆《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力盘活存量建设

用地服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

30 号）； 

⒇《关于实施“亩产论英雄”推进土地集约高效可持续利用

的意见》（鄂办发〔2021〕13 号）。 

2、技术依据 

⑴《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

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 号）； 

⑵《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

范（试行）的通知》（鄂土资发〔2010〕130 号）； 

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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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和《协议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国土资发〔2006〕114 号）； 

⑸《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国土资发〔2006〕

307 号）； 

⑹《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 

⑺《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国土资发〔2009〕

56 号）； 

⑻《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T 50137- 

2011）； 

⑼《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2020〕51 号） 

⑽《潜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⑾《潜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⑿《潜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⒀《潜江市供地情况统计台账》（2014-2021 年）；  

⒁《2022 年度潜江市土地储备计划》； 

⒂潜江市批次用地资料； 

⒃用地需求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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⒄其他相关文件。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国家推动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建

设、汉江经济带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下，围绕省“一主引领、

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潜江按照“深度融入武

汉城市圈，以镇域特色发展撬动乡村振兴，产业能级再提升，

借势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科学合理安排 2022 年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充分发挥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导向作用，切实提高土地资源供给质量和

效率，以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土地供应结构调整和利用方

式转变，促进产业能级提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民生改

善和生态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潜江市打造成国家县城新

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城市。 

（二）基本原则 

1．统筹兼顾，协同发展。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围绕

“一城三区”城市发展布局和“4+1”现代产业体系的城市发

展目标，一体化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优化，更好的支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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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调整、产业能级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助力提升中心城市

能级和辐射带动能力。 

2．有保有压，重点保障。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

加大民生领域用地供应，用地计划指标安排要向公共设施、教

育等民生领域倾斜；优先保障已列入政府新增投资计划的重点

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需求，严格控制新上项

目用地；严禁计划指标用于高能耗、高排放、产能过剩行业等

项目建设；合理安排城镇建设用地，重点保障基础设施等重大

项目。 

3．健全机制，节约集约。严格执行国家供地政策、产业

政策和用地标准，严把土地准入关，杜绝简单以土地招商；加

大批而未供土地利用和低效用地盘活力度，优先供应已批未供

和收回收储建设用地；深入推进城市更新，积极实施差别化土

地供应政策，不断深化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强化建设用

地全生命周期监管，实现土地节约集约高质量利用。 

4. 供需平衡，相互协调。分析国有建设用地的供给潜力，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工程技术措施和资金投入能力对

国有建设用地需求量的平衡。综合各行业、部门对供给土地需

求的合理性、科学性，分析土地利用现状和评估土地利用挖潜

能力为基础，提出土地需求和供给的相互协调、平衡的意见，

达到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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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用范围和实施期限 

潜江市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计划期为一年，

从 2022 年 1 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计划范围为潜江市辖区，包括所辖街道办事处（园林街道

办事处、广华寺街道办事处、杨市街道办事处、周矶街道办事

处、泰丰街道办事处、高场街道办事处）、乡镇（熊口镇、竹

根滩镇、高石碑镇、老新镇、王场镇、渔洋镇、龙湾镇、浩口

镇、积玉口镇、张金镇）、管理区（白鹭湖管理区、总口管理

区、熊口管理区、运粮湖管理区、后湖管理区、周矶管理区）、

潜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四、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2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511.95 公顷，其中新增建

设用地控制在 491.93 公顷以内。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2 年度潜江市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中，工矿仓

储用地 274.91 公顷，居住用地 50.20 公顷（其中，保障性住

房用地 9.93 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 80.83 公顷，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 6.17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32.59 公顷，交通

运输用地 67.25 公顷，无特殊用地。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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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潜江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表 

                                         单位：公顷，% 

序号 用途 用地面积 比例 

1 工矿仓储用地 274.91 53.70 

2 居住用地 50.20 9.81 

3 商业服务业用地 80.83 15.79 

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17 1.20 

5 公用设施用地 32.59 6.37 

6 交通运输用地 67.25 13.13 

7 特殊用地 0.00 0 

合计 511.95 100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1. 工矿仓储用地的布局 

结合潜江市“十四五”的产业布局规划及重点发展产业要

求，响应市政府 “聚焦园区平台建设；坚定大办工业、办大

工业”的工作目标，2022 年度计划供应工矿仓储用地 274.91

公顷。2022 年工矿仓储用地主要分布在总口管理区、王场镇、

泽口街道办事处及张金镇。 

总口管理区作为城市功能拓展区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相关

配套产业发展迅速，需保障产业发展的用地需求；泽口街道办

事处、王场镇作为国家级化工示范园区，因普利二期等项目建

设，用地需求较大；张金镇因纸制品项目需要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落实用地保障。 

2. 居住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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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计划供应居住用地 50.20 公顷，其中，经济适

用房用地 2.95 公顷，保障性住房用地 9.93 公顷，主要分布于

园林街道办事处、周矶管理区及其它区镇处。 

3. 商业服务业用地布局 

潜江市 2022 年度计划供应商业服务业用地 80.83 公顷，

因园林街道、泰丰街道重点布局现代金融、特色商贸、中高端

酒店等服务业，杨市街道作为城市功能拓展区和产城融合示范

区等原因，主要分布在园林街道办事处、泰丰街道办事处、杨

市街道办事处等区镇处。 

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布局 

潜江市2022年度计划供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6.17

公顷，主要分布于园林街道办事处、泰丰街道办事处，因其作

为城市中央商务区和高端品质生活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项

目需新建、迁建或改建，用地需求量较大。 

5. 公用设施用地 

根据市政府 “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公共设施供给”

的工作目标，潜江市 2022 年度计划供应公用设施用地 32.59

公顷，主要为南部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及管网完善工程

（一期）、江汉盐穴天然气储气库一期工程、潜江市后湖综合

公交驿站及新能源补给站等项目，主要分布在总口管理区、泰

丰街道办事处、后湖管理区等区镇处。 

10 



 

6. 交通运输用地布局 

潜江市 2022 年度计划供应交通运输用地 67.25 公顷，主

要涉及泽口大道、广泽大道、城东物流疏港等交通运输用地，

主要分布在高新技术开发区、竹根滩镇、泽口街道办事处等区

镇处。 

7. 特殊用地布局 

潜江市 2022 年度无特殊用地供应计划。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2022 年潜江市计划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中，商业服务业

用地、商品居住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部分等计

划以招拍挂出让方式供应，居住用地中的经济适用房用地等保

障性住房以划拨方式供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

施用地部分、交通运输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 

2022 年度潜江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计划以出让

方式供应的建设用地为 419.83 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82.01%；

计划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建设用地 92.12 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17.99%。 

五、土地供应政策导向 

（一）优化空间布局 

按照“统筹兼顾，协同发展”的原则，遵照城乡建设规划

和产业结构，坚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控制有序的原则，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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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协调各类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规划，避免盲目投资、过

度超前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土地资源。 

1. 按照“好而优，优又快，快则先”的原则，保障重点产

业和市政配套基础设施等民生项目用地需求。优先保障城市建

设计划项目用地供应，重点建设总口管理区、王场镇、张金镇

及泽口街道办事处及其它各工业园等引导产业能级提升项目

以及各区域市政配套基础设施，积极推进老城区改造和功能提

升，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建设新城、融合发展产业城。 

2.引导潜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科学精准定位，推动差异

化、特色化发展。如园林街道、泰丰街道重点布局现代金融、

特色商贸、中高端酒店等服务业，打造城市中央商务区和高端

品质生活区；杨市街道、总口管理区打造城市功能拓展区和产

城融合示范区；泽口街道、王场镇打造国家级化工示范园区，

建成千亿半导体配套材料产业集群基地等。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按照“有保有压，重点保障”的原则，重点保障社会民生

改善、重大基础设施等项目用地需求，合理满足潜江市优势产

业、特色产业项目用地需求，从严控制限制类项目用地，严禁

为高能耗、高排放、产能过剩等禁止类项目安排供地。 

1. 重点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及各类民生改善项目的用

地供应，优化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和竞争力。优先确保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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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管理区的电力设施、排水等建设项目用地；合理安排

泽口大道、广泽大道、城东物流疏港等道路用地；积极支持东

干渠大桥、新能源补给站、小学等建设项目的用地供应，不断

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综合

公共服务体系。 

2. 积极引导产业能级再提升，加快“4+1”现代产业体系

建设。重点支持石化、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产业、食品精深

加工产业及农旅融合生态产业链等用地需求，合理保障特色产

业发展用地供应，以能级提升项目建设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从

严控制规模较小、生产能力不高的限制类项目用地，严禁高能

耗、高物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项目用地。 

（三）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按照“健全机制，节约集约”的原则，充分认识节约集约

用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节约集约用地的责任感，切实转

变用地观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科

学规划用地，着力挖潜内涵，将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落实在工

作决策中，落实到各项建设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供应

协调可持续发展。 

1. 实施“亩产论英雄”。严格贯彻《关于实施“亩产论英

雄”推进土地集约高效可持续利用的意见》（鄂办发〔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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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号）精神，落实“亩产论英雄”综合评价机制，转变思想观

念，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  

2. 盘活存量资产。全面清查闲置土地、闲置企业、闲置

资产，重点加大闲置用地和低效用地的腾退盘活，推进相关企

业“腾笼换鸟”，鼓励企业转让资产或引进企业兼并重组等。

全面推行园区“标准地”出让和新增工业用地“增容 2.0”工

程，推动由“项目等地”向“地等项目”转变。 

3. 科学合理布局工业项目。从严控制零星工业用地，鼓

励工业项目进园区集聚发展，对“退二进三”、“退城入园”、“转

型升级”的企业，优先在工业园区内安排建设用地。 

六、计划的实施及保障措施 

（一）计划的实施与调整 

本计划经潜江市人民政府批准，报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后，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和相关媒体向社会公布。 

本计划将在潜江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潜江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具体组织实施。因土地市场或有关政策发生重大变

化，确需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各乡镇、管理区人民

政府、街道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应当于每季

度末前向潜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计划调整方案，经潜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报潜江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计划及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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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措施 

1. 建立土地供应计划实施的组织机制 

在土地利用管理体制上，把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体系的完善

建立在土地管理部门与计划部门协作之上，充分发挥计划部门

掌握综合经济全面，信息灵的特点，建立土地利用计划与土地

市场需要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实行土地信息管理，建立完善的

市场信息网络。 

2. 建立全程动态跟踪的供应计划实施评估机制 

建立和完善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实施评估机制，促进土地供

应科学化、规范化。通过潜江市政府及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信息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布土地供应计划，定期发布土地供应

计划执行情况，及时发现计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

实际困难，并且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解决，协调推进；通过

计划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跟踪评估，对年度内未能供应的项目加

以重视，深究其原因，并与下一年度供应计划相衔接，最大限

度地保障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实施，提高计划实施率，为科学

合理实施土地供应计划打好基础。 

3. 加强重点项目落实，保障民生基础项目 

在潜江市供地计划实施中，突出重点，强化服务，保障供

应，对年度重点项目用地和民生基础设施类项目，应切实满足

此类项目的建设用地需求，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加强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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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加大乡村建设用地的投入，促进农村经济科学发展。

同时做好被征地农民市民化工作。提高集中安置区社区管理服

务水平，让被征地农民安居乐业。 

4.加强用地监管工作，全面推行园区“标准地”出让和新

增工业用地“增容 2.0”工程。 

新增工业用地严格按照“标准地”出让，加快推广企业投

资工业项目“标准地”制度，建立健全标准化操作流程和配套

制度。2022 年计划加强土地收储，推动由“项目等地”向“地

等项目”转变。 

七、计划实施效果预评价 

1. 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重点发展产业用地需求，将为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民生改善、产业能

级提升提供国土资源保障。 

2. 2022 年国有建设用地中有 419.83 公顷（占年度国有

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的 82.01%）的土地将以出让方式供应，

这部分土地将产生一定的土地出让收益，为全市的社会经济发

展奠定基础。 

3. 2022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计划建设保障性住

房用地 6.64 公顷、经济适用房用地 6.24 公顷，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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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潜江市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2. 潜江市 2022 年度居住用地供应计划表 

3. 潜江市 2022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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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潜江市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合计 
商业服务

业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居住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公用设施

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特殊用地 

小计 

保障性安

居工程用

地 

商品住房

用地 

1 2 3 4 5 6 8 9 10 11 

511.9464 80.8310 274.9080 50.1994 12.8853 37.3141 6.1748 32.5851 67.24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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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潜江市 2022 年度住房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供地总量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商品住房用地 

保障性

安居工

程和中

小套型

普通商

品房用

地占比 

小计 

其中：存

量 

用地 

其中：

增量用

地 

保障性住房 

用地 
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 

公共

租赁

房 
限价

商品

房 

小计 

其中：中

小套型

商品住

房 合计 
存量用

地 

增量用

地 

廉

租

房 

经济适

用房 
小计 

其

中：

廉租

房 

其中：

经济适

用房 

其中：

中小

套型

商品

住房 

划

拨 

出

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50.1994 12.7520 37.4474 12.8853 12.7520 0.1333 0 6.6446 6.2407 0 6.2407 0 0 0 0 37.3141 22.5847 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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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潜江市 2022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测算表 

分类 廉租房 公租房 经济适用房 
限价商品

房 

城市棚户

区改造 

国有工矿棚

户区改造 

林区棚户

区改造 

垦区危房改

造/定向安置

房 

合计 

任务套数（万

套） 
    0.1910  0.1435       0.3345  

套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 
    80  100       / 

容积率     2.3  2.3       / 

用地面积（公

顷） 
    6.6446   6.2407       12.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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