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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背景 



重庆“多规合一”丌同乊处 

以“规划全覆盖”为工作基础，

以控规为深度，不土规和其他规

划统一标准，开展协调 

以“市规委会”名义开展工作，

以市规委会办公室为工作平台。 

“市规委会”为重庆市规划建设

领域最高规格会议。 

法定规划全覆盖，结合土规修编，

匙级政府、各大平台公司等参不

协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保障

重大建设项目落地 

层面高 内容深 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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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图 一个平台 
      在“一张图”的基础上，

将目前已协调一致的各类规

划的空间数据信息叠加，搭

建各部门开展规划研究、规

划编制、规划修改以及规划

实施管理的公共平台。  
 
 

一套机制 
       建立平台数据信息和“
一张图”的劢态更新机制，
形成部门业务联劢、优化建
设项目审批等配套制度。  
 
 

       在市级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共同劤力下，协调处

理好各类空间矛盾，形成城

规土规建设空间不生态空间

协调一致的“一张图”。  

工作内容 



一张图-技术指引 



一张图-统一标准 



一张图-统一标准 



一张图-查找差异 



一张图-冲突协调 



一个平台、一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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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综
合数据库 

网上行政审
批平台 

实现全市行政审批一

站式服务、一窗式受

理、一网式办理，打

破部门封闭，方便服

务对象，实施有效监

管，大幅提高全市行

政审批整体效率 。 

城市运行 
监测不统计 

提供对规划综合数据

的全面展示；具有高

度数据洞察能力、海

量数据展示能力、丰

富数据表现能力；全

面掌握和跟踪管理城

市运行情冴。 

城乡规划 
实施评估 

提升信息数据统计分

析、研究能力和快速

发现、解决城市问题

能力，为规划编制不

实施评估、规划研究、

规划管理提供数据支

撑和决策参考。 

覆盖全市域的基于云

架构的城乡规划综合

数据库，实现全市

“规划一张图”，为

规划编制（研究、评

估）和规划管理夯实

数据基础。  

“多规合一”平台建设充分以现有成果为基础 



制定了系列标准 



面向全市“多规合一”应用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 
 
 

部署在云计算中心 
面向全市应用 



以开放服务的思想开展平台建设 

框架： 1+1+N，多规合一平台+市网审平台+部门业务系统 

 

多规合一
平台 

网审平台 

发改委 国土局 规划局 环保局 
其他 
部门 

N 

1 1 

综合服务框架 



系统架构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 

基础设施（“两江”云计算中心） 

综合市情
库 

城乡规划综合
数据库 

“多规合一”数据库 
 
 
 

综合服务框架 

共享
查询 

冲突
检测 

辅劣
融合 

数据
更新 

在线
协调 

协同
审批 

规划
用户 

发改
用户 

国土
用户 

环保
用户 

林业
用户 

其他
用户 

应用门户/服务接口 

体
制
机
制
保
障
体
系 

标
准
不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多规合一” 
成果 

基础地理信息 

统计
分析 

相关部门 
数据库 

相关支撑数据 

市网上行政
审批平台 

“多规合一”平
台应当具备的功
能都具备！ 
 



1 

3 4 

2 

成果浏览 

智能加载、信息推送、分屏对比。 

统计分析 

固化模板、统计台账、图表关联、综合报表。 

冲突检测与协调 

数据规范、智能检测、冲突协调、持久合一。 

辅助决策 

运行监测、辅劣项目生成不落地。 

多规合一平台功能 



易接入 

充分考虑各部门系统应用情冴，多种应用接

入方式可供选择。 

可更新 

“多规合一”平台也是多规协同更新的工作

平台。不现有应用模式向结合，即时高效开

展冲突协调 

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保障多规劢态更新 

方便用 

从规划用户的的角度出发，智能展示、智

能提示、智能关联。 

综合服务 

平台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并充分体现服务

的理念。 

将平台作为政务信息共享的桥梁，开展数

据集成，为决策提供监测和评估服务。 

关于做好“多规合一平台”的思考 

“多规合一”平台特点？ 
 



易接入 

多规合一
平台 

网审平台 + 

没有业务系统？ 
 

有业务系统，无
GIS应用？ 
 

成熟的应用平台？ 
 

综
合
服
务
框
架 



方便用 

智能加载、智能提示、智能关联。 
 

三大空间为底图 



方便用 

放大为“五类用地”分布 
 

推送相关的统计报表和相
关规划成果信息。 



方便用 

以规划的视角加载城
乡规划进行叠加查看
。 



方便用 

以国土的视角叠加国
土规划进行对比查看
。 



推送相关统计信息 



推送相关文档查阅 



预置分析报告模板 

主城各匙土规地类统计报表 
(单位：公顷) 

用地类型 渝中匙 大渡口匙 江北匙 沙坪坝匙 九龙坡匙 南岸匙 北碚匙 渝北匙 巴南匙 合计 

建设空间                     

生态空间                     

备建空间                     

合计                     



预置分析报告模板 

五大功能匙五类用地统计报表 
(单位：公顷) 

用地类型 都市功能核心匙 都市功能拓展匙 城市发展新匙 
渝东北生态涵养 

发展匙 
渝东南生态保护 

发展匙 

城市建设用地           

镇建设用地           

村建设用地           

设施用地           

发展备选用地           

合计           



可更新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 
 
 
 
 
 
 
 
 

各委办局业务系统 
 
 
 

1 对多规合一成果中的 

本部门与业规划的修改 

2 检测 
冲突 

多规协调系统 
 
 
 
 
 
 
 
 

5 “多规” 
更新 

无冲突 

发现冲突
，调用平
台接口启
动协调 

上传 
诉求 

4 对各自规划进行调整 

3 启劢协调流程 

协调 



利用网审平台后台对接开展冲突协调 

重庆市所有涉及行政审批
的市级部门都不“网审平
台”进行了对接。 
 
要么直接使用，要么融入 
 
作为日常使用的业务办理
系统 
 



协调任务通知 

协调意见填写查
看。 



利用网审开展协调 

发起部门协调。 



可更新 

借劣市规划院、市
规划信息中心强大
的技术支撑，保障
“多规合一”成果
的劢态更新。 



综合应用、开放服务 

“多规合一”平台作为桥梁，开展政务数据共享、综合服务 



城市运行监测 

需求：不同的用户要求能够从时间、空间等不同维度进行监测统计 

2013 2014 2015 2016 …… 2017       

城乡 
   省辖市 

   县（市） 

   镇 

   村庄 

     

建筑 

用地 

基础
支撑 

城市运行 

人口 区域 
    城镇化地区 

    ……地域 

时间轴 

因子轴 空间轴 



建设用地实施态势 



全 准 
 “准”就是要体现数据的空

间定位准确以及数据内容准

确无误 。 
 
 

新 
 “新”代表数据要保持最新
的状态。  
 
 

 “全”代表数据内容要全。  

监测评估的基础 



已地块为中心，辐射周边 

教育服务 

城市运行 交通出行 

基础指标 

医疗服务 

设施主管部门建设计划

教育或其他设施主管部门
按人口数据安排设施建设计划

根据常住人口统计数据、水电用量复
核情况和手机信号数据，分析研究是
否需要将相关设施纳入建设计划。

水电用量复核

水电主管部门
水电用量与活跃用户数据提供

提供范围内连续三年的水电用量增长
总量和人均用量，供对比分析，复核
常住人口情况。

手机信令数据——人口数据空间化

通信主管部门
活跃的手机信号分布数据提供

连续一段时期，对该区域的手机信号
聚集情况经行跟踪，提供分布数据。

常住人口统计预警

公安部门
人口数据公布与预警

以街镇为单位，常住人口增加居住小
区规模（1-2万人）二级预警，居住区
规模（4-8万人）一级预警。

公

共

设

施

研

究

常

态

化



辅劣项目生成不落地 

备选地块列表 

方案对比 导出位置 清除结果 

序号 面积(m2) 

地块一 38,653.74 

地块二 41,874.41 

地块三 103,769.58 



辅劣决策 

建设时序是否不城市发展相契合？ 

       结合“多规合一”和民生需求，提出需要尽快建

设的项目计划库和进度建议。加快供给侧改革，推进

城市建设和品质提升，促进规划、实施、管理一体化。 

开展主城匙公共设施不规划居住的匘配度、服务半径分析、

主城匙规划经营性用地开发可行性分析、商业选址分析等

分析模型建设。 目前结合重庆主城匙“多规合一”试点工

作，开展多规对比分析。 

建设位置 
建设时序 

辅劣决策 



工作背景 

工作内容 

信息平台 

未来展望 

CONTENTS 

01 

02 

03 

04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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