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 远安

——“多规合一”在小城镇山区特色县的生根发芽

空间规划



一、认识远安



绿色远安

(八山一水一分田）
1.  区位

       位于湖北省中西部、宜昌市的东北端，地处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

过渡的中低山地带；

    辖6镇1乡，是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全国绿色小康县、国家园林县

城、省级文明县城。

2.  地形
       远安县土地总面积1740平方公里，西北高、东南低，以沮河为界，

沮西山地、沮中平畈、沮东丘陵三种类型。县域内森林覆盖率达74%。

“ 水在山中行，山在水中映”“山秀林茂，水清山绿”的山水格局是

远安全域生态亮点



    2016年1月，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测绘

地理信息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市县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改革创新试点的通知》，确定在湖北省天

门、老河口、武穴、远安四地联合开展市县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改革创新试点工作，全力推进省级

“多规合一”创新工作。

远安县

老河口市

天门市

武穴市

    远安，是唯一的县城；是社会经

济发展诉求较大、生态本底优良的

地区；是唯一位于山地生态保育功

能区划的县市，试点意义重大。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2015年10月
远安县申请纳入湖北省“多规合一”
试点。 2015年11月

远安县“多规合一”正式启动，4日第一
次参加省发改委“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督
办会。2016年1月24日

张立新书记赴武汉向乐成主任及发
改委领导汇报“多规合一”工作情
况。

2016年2月17日

承担我县规划编制、平台建设及数据采集
的湖北省规划院、上海数慧、宜昌市测绘
大队等三家部门碰头，明确工作任务和工
作机制。

2016年3月

湖北省规划院、上海数慧
市测绘大队同步进场正式
开展工作 2016年4月

湖北省规划院、上海数慧就远安“多规合
一”规划编制和平台建设向湖北省发改委
领导、远安县书记、县长及部门领导进行
专题汇报。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2016年5-12月

湖北省规划院和上海数慧多次与远
安县各部门就“多规合一”规划和
平台建设进行协调沟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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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体



二、工作理念与思考



       “多规合一”，是指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等多个规划的相互协调，融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界线的市县域图上，实现一个县市一本规
划、一张蓝图。也是利用信息化手段，构建各部门信息共享和实施管理的统一平台。

什么是“多规合一”1.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都为法定规划。

ü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管“目标”

ü   城乡规划：管“坐标” 

ü  土地利用规划：管“指标”

   2.1 “多规”本源存在差异，“合一”是深化改革的客观需要

      经规、城规的发展诉求与土地的发展约束，构

成了天然矛盾和分权制衡。

• 导致规划主体、技术标准、统计口径、编

制办法、实施手段和规划期限的不同。

• 反应到规划成果内容就是规划发展目标、用地指标、空间坐标的“三标”冲突与差异。

       进入“新常态”，伴随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多规合一”成为国家体制创新和空间治
理的重要突破口，是提升空间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为什么要“多规合一”2.



    2.2、落实“五大理念”，“合一”是全面创新的国家政策要求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为什么要“多规合一”2.



远安县 “多规合一”规划

    2.2    落实“五大理念”，“合一”是全面创新的国家政策要求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为什么要“多规合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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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怎样“多规合一”？ 远安特色是什么？3.

远安特色：绿色发展+全域旅游



战略引领、底线控制

统一标准、统筹协调

生态优先、绘就蓝图

   原则：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怎样“多规合一”3.

       以六大原则为指导，实现远安多规在发展目标、技术标准、空间体系

、信息平台等内容的“合一。”



三、“一套体系”建设



1.  统一规划期限

• 国家试点中提出，以2020年作为规划的中期年限，研究探索将2025年或2030年作为规划中长期目

标年限的合理性。 

• 湖北省试点文件中也提出，要形成一张图，作为长期遵循的空间开发调控蓝图。

• 考虑到“多规合一”规划中城规和土规规划年限

分别为2030年和2020年，为更好地做好规划对接

和融合，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和各地实践经验，本

次远安县“多规合一”规划年限为：

规划期至2030年

将2020年作为近中期进行发展及控制引导。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2.  建立目标体系

序号 指标 规划2020年 规划2030年 指标类型 管控部门 衔接规划

经
济
发
展

1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25.9 60 预期性 发改 经规

2 人均GDP（元） 130000 180000 预期性 发改 经规

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1786 80000 预期性 发改 经规

4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26450 47000 预期性 发改 经规

社
会
发
展

5 县域总人口（万人） 20 23 预期性 发改 经规

6 城镇化率（%） 60 70 预期性 发改 经规

7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99.9 100 预期性 人社 ——

8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38 45 预期性 经信 ——

9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方米） 38 43 预期性 住建 城规

资
源
环
境

10 生态红线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73.8% 73.8% 约束性 环保 环保规划

11 水环境区区控制面积（公顷） 34673 34673 约束性 水利 水利规划

12 生态公益林保有面积（公顷） 60493 60493 约束性 林业 林业规划

13 湿地公园控制面积（公顷） 500 500 约束性 环保 环保规划

14 永久基本农田保有量（公顷） 17168.8 17168.8 约束性 国土 土规

15 森林覆盖率（%） 75 78 约束性 林业 林业规划

16 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0.52 0.45 预期性 发改 经规

17 大气环境红线控制区面积（公顷） 7674 7674 约束性 环保 环保规划

城
乡
建
设

18 城市人口规模（万人） 9.5 12.5 预期性 住建 城规

19 建设用地总量（公顷） 7097 约束性 国土 土规

20 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公顷） 1580 2116 约束性 国土 土规

21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公顷） 1050 1350 约束性 住建 城规

22 城镇开发边界控制面积（公顷） 6534.8 6534.8 约束性 住建 城规

23 乡村建设用地面积（公顷） 3083 3000 约束性 国土 土规

 结合各类规划管控的核心指标，进行对应接口指标体系的设计，实现规划指标之间“从脱节到衔接“。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远安县 “多规合一”规划

远安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

      “多规合一”就是“绿色远安”战略的具体化，是全县的一张蓝图。远安县各空间规划以“多规合

一” 为引领，各规划均需符合。

        在多规合一规划的引导和控制下，努力推进远安空间发展的科学、绿色，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省情、

县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绿色远安、美丽远安”的战略引领

全国生态县“多规合一”的典范

2.  建立目标体系



四、“多规”差异分析



远安县相关部门对县域城镇化率的预测目标

1、发展目标的差异

     1.1、城镇化率的差异

指标 2015年 规划2020
年

规划2030
年 数据来源 牵头部门

城镇化水平
（%）

47.04（现
状） 60  “十三五” 发改局

55（规划） 61 70 城规 城建局

 ≥55 土规 国土局

远
安
县
“
多
规
合
一
”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远安县相关部门对县域总人口与人均GDP的预测目标

     1.2、经济社会目标的差异

指标 规划2020年 规划2030年 数据来源 牵头部门

人均GDP

（元）

/ / “十三五” 发改局

130000 180000 城规 城建局

45522 土规 国土局

县域总人

口

（万人）

20 “十三五” 发改局

23 25 城规 城建局

≤26.8 土规 国土局

远安县部分绿色发展指标对比表

     1.3、资源环境目标的差异

指标 规划2020年 规划2030年 数据
来源

牵头
部门

单位GDP
能源消耗

0.52吨标准煤/
万元

“十
三五”

发改
局

≤0.9吨标准
煤/万元 城规 城建

局

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放

化学
需氧
量

比2015年减少
2%  “十

三五”
发改
局

 ＜3.5千克/万
元 城规 城建

局

二氧
化硫

比2015年减少
3%  “十

三五”
发改
局

 ＜4.5千克/万
元 城规 城建

局

森林覆盖
率

75.2%  “十
三五”

发改
局

≤75% ≤80% 城规 城建
局

 基于统一的测算标准和

口径，确定目标数值。



2、用地指标的差异

   2.1、用地分类标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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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规与土规用地指标对照表

用地代
码 用地名称

城规（2030年）

面积（公顷） 占城乡用地比例（％）

H

建设用地 6574 3.75

其
中

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3010 1.72

其
中

城市建设用地 1350 0.77

乡镇建设用地 590 0.34

村庄建设用地 1070 0.61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1590 0.91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 361 0.21

特殊用地 105 0.06

采矿用地 1508 0.86

其他建设用地 —— ——

E

非建设用地 168626 96.25

其
中

水域 1770 1.01

农林用地 166856 95.24

其他非建设用地 —— ——

总面积 175200 100.00

土规2020年

面积（公顷） 占城乡用地比例（％）

5995.71 3.45

4492.73 2.58

1408.93 0.81

3083.80 1.77

334.07 0.19

48.72 0.03

717.37 0.41

—— ——

402.82 0.23

167964.75 96.55

3906.82 2.25

163579.42 94.03

478.51 0.28

173960.46 100.00

     2.2、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差异

2、用地指标的差异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差异分析：

u （1）县域土地总面积不一致。

城规无全域地形图县域总面积

采用统计数据；建议以土规数

据库的县域总面积为准。

u （2）城规规划对村庄进行较大

规模的集并，因此对2030年的

村庄建设用地进行了大规模的

缩减，从而与土规的村庄建设

用地指标相差较大；

u （3）区域交通设施用地、区域

公共设施用地、特殊用地、其

他建设用地等指标差也存在明

显差异。

u 最后的用地指标以空间布局协

调“合一”后的“一张图”数

据库为准



3、空间布局坐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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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合类别 图斑个数（个） 图斑面积（公顷） 占总用地百分比（%）

冲突

城乡总规无地块_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 12022 4213.93 2.42

城乡总规城镇建设用地_土地利用规划农用地 2432 899.85 0.52

城乡总规城乡建设用地_土地利用规划农用地 10865 2663.53 1.53

城乡总规非建设用地_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 172 83.84 0.05

城乡总规城镇建设用地_土地利用规划其他土地 309 71.06 0.04

城乡总规城乡建设用地_土地利用规划其他土地 347 55.19 0.03

小计 14125 7987.40 4.59

不冲突

城乡总规无地块_土地利用规划其他土地 1487 2530.57 1.45

城乡总规无地块_土地利用规划农用地 35243 161225.63 92.64

城乡总规非建设用地_土地利用规划农用地 332 195.3 0.11

城乡总规城镇建设用地_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 2589 1145.85 0.66

城乡总规城乡建设用地_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 2918 772.06 0.44

城乡总规非建设用地_土地利用规划其他土地 306 176.55 0.1

小计 42875 166045.96 95.4

合计 69022 174033.36 100.00

3、空间布局坐标的差异

远
安
县
“
多
规
合
一
”
的
探
索
与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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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空间数据标准，将各规划数据库录入冲突检测系统，按制定的冲突规则进行差异图斑的检测。

   得益于规划信息化技术的使用，采用机检的方式，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和速度。



    1、发展目标方面，重点是梳理各项指标，形

成协调并管控各类规划的目标体系。

4、小结

通过以上“多规”的差异分析，本次“多规合一”规划重点是整合并协调以下重点内容：

    2、非建设用地空间内，重点是协调环保、林

业、水利、规划、国土等部门的控制线，形成生

态红线边界。

    3、建设用地空间内，重点是城规和土规图斑

的差异梳理，以优化城乡功能布局为导向进行差

异图斑协调，形成合一的建设空间。

“多规合一”规划目标

“区线”划定与管控

“多规合一”一张图

对 

应 

三    
大 

重 

点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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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区三线”划定与管控

• 什么区域不能动？什么事情不能做？———底线思维

• 什么区域需要动？什么事情必须做？———发展思维



远安县 “多规合一”规划

1、生态保护红线



1、生态保护红线（底线思维）

远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体现远安生态、绿色的特点，

实施两级控制，为旅游项目落地预

留出发展空间。

生态红线底线区

环保生态功能红线

国家级湿地公园

省级自然保护区

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

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一级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生态红线发展区

土地整治区
（剔除有条件建设区）

生态敏感区/脆弱区

省级/县级生态公益林

市县级自然保护区

二级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结合生态县的特点和条件，划定生态红线如下：
       远安县域总面积约1739.7平方公里（图形数据），生态红
线底线区面积为892.4平方公里，占比51.3%。生态红线发展区
面积为389.0平方公里，占比22.4%。
        生态红线共计1281.4平方公里，占比73.7%。



1、生态保护红线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远安县生态红线的划定，必须与宜昌市划定的远安生态功能红线（

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充分对接，并在技术上充分协调《国家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等，同时确保远安县的

生态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

生态红线底线区，区域内建设遵循以下原则：

       （1）实施生态保护，禁止大规模的城镇建设、工业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新建引水式电站等

高强度开发和改变区域原生状况的活动。

      （2）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永久性保护绿地、生态公益林、湿地公

园等法定保护区，按照相关保护管理法律和规章制度，禁止影响生态保护的开发和建设行为。

      （3） 其他生态极重要、极敏感、脆弱区，禁止新建、扩建工业项目，禁止新建露天采矿等生

态破坏严重的项目，禁止新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工业企业、矿山开发、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要

逐步减少规模，降低污染物排放量，逐步退出，场地实施生态恢复。

生态红线发展区，指自然条件较好的或者生态较敏感地区。区域内建设遵循以下原则：

      （1）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必要的旅游建设和保护项目开发需要加强开发内容、方式及开发强度控制，实行更

加严格的环境准入，限制矿产资源开发，加强生态治理和修复，提高生态服务功能。

       （2）该区域内除基本农田范围外，可进行必要的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以及必要的公益性设施建设。

       （3）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各项法规和标准要求，实施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同时，项目在平台上审

批时将，远安县大气红线也

纳入考虑因素。



  2、城镇开发边界线（发展思维----解决什么区域需要动？什么事情必须做？）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根据远安县建设用地规模预测、城市发展方向分析、多规的校核，结合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确定

远安县城镇开发边界（在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进留足增长的弹性空间），如下图。

名称
开发边界规模

（公顷）

远安中心城区 2700.5

洋坪镇 739.0
荷花镇 410.0
旧县镇 102.6

花林寺镇 917.0
茅坪场镇 56.8
河口乡 67.9
合计 4993.8

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一览表

      远安县域总面积约1740平方公里（图

形数据），开发边界总面积为49.94平方公

里，占比2.87%。



3、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远安县域总面积约1740

平方公里（图形数据），基本

农田总面积为171.6. 平方公里

，占比9.86%。



4、 “三区”划定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生态空间=生态红线-基本农田区

农业空间=总-生态-城镇空间

三区 面积

城镇空间 49.9

生态空间 720.7

农业空间 969.1

合计 1739.7

    同时，规划还明确了远

安县“三区三线”与已有规

划划定区线的对接关系。



六、“多规合一”一张图



1、空间差异的协调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远安县“多规合一”空间差异处理与协调原则一览表

       远安多规差异的处理，是按照指定的协调原则，首先批量自动化的在系统中处理常规矛盾，然后

再进行人工校核，对特殊矛盾进行协调。

冲突类型 冲突类型
细分

调整

调整原则 调整方法城市总规 土地利用规划

城镇建设用地 农用地/其他土地 位于土规有条件建设区 按城规落实，调整土规 城规不变，土规调整为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农用地/其他土地
农村居民点两规偏差 按土规落实，调整城规 城规调整为无，土规不调整

其他 按城规落实，调整土规 城规不变，土规调整为建设用地

非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 — 按城规落实，调整土规 城规不变，土规调整为其他用地/农用地

非建设用地地
块 建设用地

农村居民点两规偏差 按土规落实，调整城规 城规调整为城乡建设用地，土规不调整

其他 按土规落实，调整城规 城规调整为城乡建设用地，土规不变

两规都为建设用地 与生态红线存在矛盾 调整两规，调出用地指标 两规都调整为非建设用地

涉及近期重大建设项目 按实际情况调整 遵循项目需要，调为建设用地

边界差异 视为假冲突 不调整



二、县域“一张图”

城镇增长边界：49.9平方公里

生态红线控制线（含基本农田）：1281.4平方公里

其他用地及水域：389.552平方公里

兼顾“底线+发展”

       “引导+控制”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七、信息平台建设



平台建设目标——实施三步走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在线编制、公众参与、决策支持
第三阶段

在线协同

项目生成、联合审批、规划管控
第二阶段

流程再造

多规合图、成果共享、规划协查
第一阶段

一张蓝图
已经形
成成果

正在开
展当中



平台建设内容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依托“多规合一”现有工作成果，基于统一的信息化标准规范，建立“多规合一”信息平台，提供集

“多规合一”信息共享、项目实施管理、空间信息管理、统一运维为一体的信息化支撑应用，推动“多规合

一”一张图关于空间规模、边界管控、建设工程项目等内容的有序落地；结合“多规合一”综合服务框架，

实现多部门业务系统与多规信息平台的技术对接，实现多规从“静态合一”向“动态合一”的可持续发展。

“1141”工程

1套标准规范 1个多规数据库 4个应用系统 1套综合服务框架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1141：建成一套满足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的标准规范

目前已经完成共7份相关标准规范或机制，包括多规成果数据空间库标准、多规冲突

矛盾检测规则、多规合一信息平台联动更新机制、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坐标转换机制、

规划编制成果相关标准；

《多规合一成果数据空间库标准》

《多规冲突矛盾检测规则》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联动更新机制》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坐标转换机制》

《规划编制成果空间数据库标准》

《规划编制成果空间要素编码规范》

《规划编制成果制图规范及成果提交规范》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1141：建成一套满足平台应用要求的多规合一综合数据库

p 多规合一综合数据库，内容包括：

1、“多规合一”成果：多规合一用地图、两规协调、两规差异、调入调出数据

2、专项规划成果: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保护红线

3、全市建设项目数据：2020建设项目位置信息和指标信息

4、现状数据：影像地图、基础地形等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1141：建立满足4类用户业务需求的“多规合一”4个应用系统

多规合一空间信息应用平台

多规成果联动更新
系统

多规成果冲突检
查系统

多规合一空间信息管理系统 

多规合一成果数据库

面向多规领导小组、多规应用部门、多规编制部门、多规合一信息中心四类用户。

支撑

更新

支撑

更新

联动更新

一张蓝图

规划协查

保障运行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资源汇集，会商中心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项目核查，快速落地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联动更新，一张蓝图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1141：建成一套满足多部门多规系统对接的综合服务框架

p应用目标

建立多规综合服务框架。汇

集了多规合一信息平台的相关

服务，打通部门之间的数据链

路和应用链路，并由统一标准

服务提供给各部门异构业务系

统的对接改造。 
发改：
省联审系统

住建：
业务系统

国土：
业务系统

其他：
可以直接用
可以对接

县政府 上级政府



八、远安模式多规落地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远安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现状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远安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现状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 出入一个口子

• 审批一张表

• 证书一个电子库

• 许可一个公章

• 依据一张蓝图

远安模式：“效率优先、合法合规”实现5个1

5个一

信
息
中
心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在一张图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审批流程优化改革，以统一的信息联动平台为

技术支撑，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整合项目生成和建设项目审批管理流程，精简

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环节,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

国土局 住建局 发改局

1
项目建议
书批复文
件和项目
可行性研
究报告

2
预
选
址

5
选
址
意
见
书

3
土
地
预
审

8
建设用
地批准
书、土
地证）

7
建设
用地
规划
许可
证

9
建设
工程
规划
许可
证

6
土地划拨
及出让（
出让合同
、划拨决
定书）

4
建设
项目
立项
批复
告

以发改局、住建局、国土局为例

现有审批模式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建立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搭建“多规”

协调制度平台。

1）成立“多规合一”信息中心，处理项目报件的是否合规

性审查、审批工作的日常事务、多规信息资料的梳理等。

2）完善并重新再造审批流程。平台前期进行合规性审查。

3）对于重大争议性问题提交县里的决策机构。

   负责人建议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下设多个个专业委员会：由部门负责人及技术股市负责

人组成，就各自的议事范围提供审议或审批意见。

决策机构

负责人：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发展规划委
员会

城乡规划
委员会

土地规划
委员会

环保规划
委员会

一般争议性问题：
专业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重大争议性问题：
应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协调确定

争议问题提供决策

办事机构

“多规合一”信息中心

技术单位提供合规性审查
或审批意见

………
……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明确规划控制线“三区三线”与已有空间规划的对接内容。

       明确控制线管控规则、管理实施主体、修改条件和程序，强化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控制线管理实施主体：采取部门分类管理

城镇建设用地范围生态红线控制线 建设用地增长边界

• 环保局

• 林业局

• 住建局

• 国土局

• 住建局

• 国土局

• 发改委

• 交通局

• 林业局

• 住建局

• 国土局

• 发改委

• 交通局

 控制线的平台运行：立项合规性审查

       明确控制线各要素对不同项目的管控要求，哪些控制线内的项目是不允许建设的、哪些是可以建

设的。录入平台进行项目前期的合规性审查，一键审批，全面辅助并优化提高各部门的审批效率。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土局 住建局 发改局

用
地
许
可
证

选
址
意
见
书

用
地
预
审

联合审批平台

以发改局、住建局、国土局为例

联合审批模式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以发改局、住建局、国土局、环保局、安监局为例

“一张表单”审批：建设项目统一受理和审批

远安模式的“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合规性报告项目策划 审批人员快速审核 项目联合审批（非并联审批）

效率优先，项目快速落地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所谓“多规合一”，有了好的“多规”，才能做到“合一”。

       远安”多规合一”有了好的开始，下一步将有更为完善和细致的空间管控信息

，有效实施的机制创新和机构改革手段，实现多部门联合下的的多规真正合一。



远安县“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