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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背景

据统计，我国经法律授权编制的规划至少有83种， “十五”期间，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审定了156个行业规划
，省、地（市）、县级地方政府编制了7300多个各类地方性规划。

• 规划主体、技术标准、规划期限、空间参考不统
一，众多规划缺乏衔接、彼此交叉、内容冲突等
问题较为突出

空间规划冲突

• 不同部门在行政审批中规划依据不一，互为前置，
流程复杂，结论分歧，缺乏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
审批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审批效率偏低

• 建设项目选址亟需权威统一的规划依据，建设项
目侵占生态用地时有发生，同时缺少有效的用地
效能和规划实施评价手段，城市发展的生态成本
和经济成本过高

发展成本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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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建立统一的空间规

划体系、限定城市发

展边界、划定城市生

态红线，探索经济社

会发展、城乡、土地

利用规划的‘三规合

一’。”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加强城市规划与经济社
会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
、国土资源利用、生态环
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
规划的相互衔接。推动有
条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等‘多规合一
’。”

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
的通知，选取了全国28个
市县开展“多规合一”试点
工作，要求“探索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等规划“多规合一”的具
体思路，研究提出可复制可
推广的‘多规合一’试点方
案，形成一个市县一本规划
、一张蓝图。同时，探索完
善市县空间规划体系，建立
相关规划衔接协调机制。”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
出“以主体功能区规
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
间性规划，推进‘多
规合一’，……，提
升规划水平，增强城
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
威性，促进‘多规合
一’。”

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
形成一套规划成果、研
究一套技术规程、设计
一个信息平台、提出一
套改革建议。



工作背景01

《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

p 试点目标：“设计一个信息平台”——研究提出基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的规划基础数据转换办

法，以及有利于数字化管控和项目审批核准并联运行的规划信息管理平台设计方案。

p 主要任务：搭建信息平台。整合各部门现有空间管控信息管理平台，搭建基础数据、目标指标、空

间坐标、技术规范统一衔接共享的空间规划信息管理平台，为规划编制提供辅助决策支撑，对规划

实施进行数字化监测评估，实现各类投资项目和设计军事设施建设项目空间管控部门并联审批核准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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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合一”信息管理平台主要要解决哪些问题 ？
p 多规差异的自动识别和提取

       ——消除多规的差异和矛盾、数据的持续更新……

p 多部门信息的联动、共享以及协同办公

      ——减少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p 辅助领导指挥决策

      ——辅助招商引资、项目选址落地、开展规划实施评价……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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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建设目标

u 统筹协调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功能区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

划等，消除各类规划之间矛盾，促进多规有机融合，形成统一衔接、功能互补、相互协调的空间规

划体系。

u 以“数字城市”建设成果为基础，通过空间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建立 “多规合一”

数据库，开发技术先进、功能完善的 “多规合一”信息联动平台。

u 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有效统筹城乡空间资源配置，提升政府空间管控效能，实现国土空间集约

、高效、科学利用，保障城乡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多规合一”信息联动平台，建立多部门协同管理信息系统，设立“多规合一数据中心”，滚动更新

并维护信息联动平台的数据信息，为“多规合一”工作的持续开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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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建设内容

01

03

02

建立“多规合一”数据中心

建立“多规合一”信息平台

建立数据更新及平台应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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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

“多规合一”信息联动平台

城乡规
划管理

国土空
间管控

生态环
境保护

社会经
济发展

基础

支撑

应用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

全市空间规划“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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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规划局成立于1978年，武汉市国土局成立于1986年，1988年起两局合署办公。除2007-

2009年因机构调整职能短暂分离外，长期以来武汉市城乡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职能合一，为城乡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两规合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武汉逐步形成了以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基础，与其他部门和行业规划“

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管理体系，有效指导了城市快速发展。

武汉“两规合一”管理体系框架武汉“两规合一”编制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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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城市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同步编制，无意中促成了规划部门

与计划部门 “三规合一”的联合推进，武汉开始了“三规合一”的初步探索。

内延外拓 组团推进武汉城市建成区拓展示意图（清末-2008）

1996版城规与土规 2010版城规与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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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武汉市国土规划局开展了国土规划数据整合建库，数字武汉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国

土规划综合信息平台，国土规划综合一张图系统，三维数字地图系统，数字武汉地理空间框架，智慧

武汉时空信息云平台等一系列规划信息化工作。

2000

全局数据资源整合
数字武汉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智慧武汉时空信息云平台

2005

数字武汉
地理信息框架

2010

武汉市国土规划综合信息平台
武汉市国土规划综合一张图系统
三维数字地图系统

20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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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硬件
基础软件
虚拟资源

基础设施服务层

基础数据
核心数据
其他数据

数据服务层

业务协同
指挥决策
…

平台服务层

市政府
委办局
……

应用服务层

p 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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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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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数据中心

“多规合一”数据中心

规划 国土

发改 环保

交通住建

多规合一成果

基础地理数据

专项规划数据

行政审批数据

数
字
城
市

智
慧
城
市

以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成果为基础，通过将发改、规划、国土、住建、交通、环保、水务等30多个部门，12个
行业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统一各类数据的时间基准和空间参考，最终形成集成基础地理数据、多规合一成果、行
政审批数据、专项规划数据等1000多类，1800多层的多规合一数据中心，为全市多规合一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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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数据中心——数据标准体系建设

为了实现“一张蓝图”管理，武汉市理顺多规关系，明确以城乡规划为核心，将涉及用地的各行业部门规

划落实到控规中，再与土地规划相衔接的思路，实现了“多规”向“城规”的转化，再由“两规”向“一张蓝

图”的转变。



建设及应用03

制定了《武汉市城乡规划与土地规划用地分类对接指南》等多项技术标准，有效指导了融合工作的进行。

p 数据中心——数据标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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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决策

“三规合一”信息联动平台

综合
查询

进度
查询

项目
督办

实施
评价

统计
分析

项目
生成

项目
储备

项目
审批

数据
浏览

数据
加载

规划
编制

冲突
检测

数据
管理

业务协同
规划编制

面向全市发改、国土、规划等
业务办理人员的工作平台，用
于项目联审，协调矛盾。

主要面向各级领导，提供全市多规成果的展示、各
类规划冲突情况统计、重点项目审批进度查看等功
能，方便领导把握全局，更好的为指挥决策提供及
时、便捷、安全的技术支撑

主
要
辅
助
规
划
编
制
人
员
工
作

p 信息平台



p 信息平台

建设及应用03



p 机制建设

建设及应用03

形成一套管理机制

形成一套协调机制

构建一套信息反馈机制



建设及应用03

①  行政审批提速

Ø 实现规划管理依据统一
    解决“多头规划”和“规划打架”问题。依据“一张图
”开展工作，成为标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的有效手段。
    结合行政审批流程建设，我局审批工作环节得到有效精
简，13项审批事项所需时间压缩了20%以上。

p 平台应用



建设及应用03

以各类规划和“多规合一”编制成果为依据，通过整理全市的人口、经济、土地估价信息，针对居住、商业和

工业选址建立选址评价模型，综合考量各类底线、环境保护、功能区划、用地效能等因素，辅助项目选址和政

府决策，促进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

②    辅助项目选址

p 平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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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生态环境保护

    我局组织编制了《武汉都市发
展区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划
定基本生态控制线、生态底线“
两线”，形成集中发展区、生态
发展区、生态底线区“三区”。

空间平台

主    城

西部新城组群

北部新城组群

东部新城组群

东南新城组群

南部新城组群

西南新城组群

生态底线区
生态发展区

基本生态控制线
生态底线

集中建设区

“两线三区”模式示意图

p 平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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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在都市发展区（3261平

方公里）内划定了基本生态控

制线1814平方公里，其中生态

底线区1566平方公里。

p 平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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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生态环境保护

智慧水务

智慧湖泊

武汉市湖泊基础地理信息平台

武汉市水务局空间地理信息系统

p 平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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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集约节约用地

    将建设项目用地信息与税收信息、经济信息进行关联，分析用地强度与经济产出的比例，量化土地使用与经济

产出、税收贡献、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等社会发展指标的联系，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和规划实施评价提供支撑。

 土地征用 土地出让 土地转让  土地开发 土地保有

耕地占用税 契税

印花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土地增值税

印花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土地增值税

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

土地使用税

p 平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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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城乡可持续发展

依托政务专网，为各委办局实时提供多

规合一成果信息，满足政府各部门对规

划信息的需求，实现数据资源共建、共

享、共用，为城市各行业规划提供支撑。

公众版一张图

实时提供最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法定

规划，方便市民了解各地块的用地规划

情况、规划道路、以及城市发展情况等。

政务版一张图

p 平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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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领，划线控制

• 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科学制定“多
规合一”工作方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增长边界等控制线，将各项规划落
实到“多规合一”工作中

近远结合、重在近期

• 近期重点实现主体功能区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等规划的融合，
逐步实现“多规合一”框架体系。远期逐步打破体制性障碍，建立长效协调机制，引导城乡空间
可持续发展

上下联动，部门协同

• 建议由市政府统筹指导，建立健全由发改、规划、国土、环保、林业、经济和信息化等各部门的
有效衔接，强化各行业部门规划的统筹协调。

面向管理，共同实施

• 按照“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总体要求，充分考虑规划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构建全市统一的空
间信息平台，强化各部门的数据共享、交换和更新，确保“多规合一”规划有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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