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

3月26日，“这就是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重庆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下称：《规划》）解读新闻发
布会举行。发布会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扈万泰
介绍了《规划》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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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大空间
建设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

国务院批复文件要求，系统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的城镇体系，优化主体功
能定位。重庆是8.24万平方公里、3400万人口的超大规
模城市，发展空间巨大。《规划》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构建
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武陵山区三大区域
协调发展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承载3600万人口容量的
生产生活空间。主城都市区是我市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
业化的主战场，渝东北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武陵山区突出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和文旅融合、城乡协同发展。规划2035
年，全市城镇化率约80%，中心城区城镇化率约95%。

主城都市区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区域，包括22
个区县，构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空间
格局，主要由中心城区、渝西地区和渝东新城三个部分组
成。规划控制中心城区中部槽谷的城镇规模，重点在西部
槽谷、东部槽谷发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以及绿色新型
产业，形成“一核两江三谷四山”多中心组团式空间结构。

渝西地区规划渝西国际开放枢纽，深化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渝东新城与中心城区功能互补、融合互动，规划
一批现代化郊区新城。主城都市区集聚先进制造、科技
创新、开放平台、交通枢纽、金融商务、文化旅游、宜居生
活等核心功能，集聚国际人才、全球资本等高端要素，形
成更高能级的开放共同体，成为建设我国重要中心城市
的主要承载地。

聚焦大开放
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批复要求，完善多向联通、多式联运的对外对内通
道。《规划》按照“多层级、一体化”立体综合交通网，构建承
东启西、沟通南北、通江达海、连接四方的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

规划10条对外综合运输大通道，联通国家主要城市
群，对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东向构建长江经济带综合
立体交通走廊，联通东亚和亚太地区；南向优化完善西部
陆海新通道规划，联通东南亚、南亚地区；西向提升中欧
班列通道能力，联动北向中蒙俄班列通道，通达西亚和欧
洲地区。

规划2000公里“米”字形高铁网、500公里“三干线多
联线”城际铁路网、2100公里“六干线多联线”普速铁路
网，实现与成都和贵阳1小时通达、周边其他省会城市3
小时通达、北上广6小时通达。

规划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超过6000公里，省际出口通
道49个。

规划完善民用机场布局体系，扩建江北国际机场，规
划布局重庆新机场，合理布局通用机场，规划国际直航城
市100个以上，国内直航城市覆盖率80%以上。

构建以长江航道为“一干”，嘉陵江、乌江、渠江、涪江
为“四支”的高等级航道骨架体系。集约利用岸线，完善铁
公水空多式联运、江海联运体系，形成以中心城区、万州、
涪陵为核心，永川、江津、长寿、丰都、忠县、奉节、合川、武
隆为重点的“3+8”规模化港区布局体系。

规划主城都市区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的主体，万
州—达州—开州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江津、永川联动
四川的泸州—宜宾，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发
展，涪陵、合川、綦江—万盛、黔江、秀山为区域性综合交通
枢纽，合力支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聚力大产业
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批复要求，培育现代制造业集群，提升渝西地区产业
承接能力，保障科技创新空间需求。《规划》为重庆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空间保障。
规划布局“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空间。聚焦补链

强链，优化配套功能，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提质增效工
业用地。在两江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和工业
园区布局先进制造业，在渝西地区实施先进制造业发展

“渝西跨越计划”，打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高地。
规划布局“416”科技创新空间。发挥西部（重庆）科

学城引领作用，建设成渝（金凤）综合性科学中心，联动两
江协同创新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荣昌高新区、永川高新
区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打造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保护传承巴渝文化
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批复要求，彰显城乡自然与文化特色，健全文化遗产
与自然遗产空间保护机制，强化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整体
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

《规划》构建市域遗产保护空间体系，划定历史文化保
护线。保护利用好大足石刻、合川钓鱼城、涪陵白鹤梁等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武隆
片区、金佛山片区）、神农架（五里坡片区）世界自然遗产和
长江三峡等文化景观资源，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抗战遗迹、工业遗产等其他文化遗
产。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保护好全市53
项国家级、707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保护传承好巴渝文化、
三峡文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和移民文化，弘
扬建党精神和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加强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完善历史文化场馆布局，统筹落实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重庆段）、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重庆片区）、红
岩文化公园建设，培育弘扬重庆的城市精神。

塑造山城江城风貌。加强城市重要空间设计，让巴渝
大地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坚持以人为本
建成具有山地特色的“韧性城市”

城市的核心是人，必须把让人民安居宜居放在首位，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批复要求，创造优良人居环境，
完善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构建多层次便利化复合化
城乡生活圈。

《规划》全面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构建15分钟社
区生活圈，城镇均衡布局文教卫体设施和公园绿地，中心
城区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和宜居度，区县城突出形成产城融
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现代化郊区新城。补
齐乡村健康、文化、养老互助等短板，建设尺度宜人、邻里
和谐、富有现代感的生活街区和社区。

完善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实现中心城区、渝西
地区、渝东新城各城市间1小时通达。中心城区提升绿色
交通出行比例，打造绿色低碳城市。

完善市政、防灾设施布局。构建稳定可靠的能源网、
水利网、通信网，完善防洪、消防、人防、应急避难场所等防
灾设施布局，加强“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
市气候适应性，建成具有山地特色的“韧性城市”。

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批复要求，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抓紧编制审批有
关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
做好规划实施保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健全工
作机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下一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严格落实批复要求，
出台总体规划实施工作方案，组织好各部门各区县认真主
动落实《规划》，发挥“多规合一”统筹引领的优势，做好衔
接、核实，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确保

“一张蓝图干到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聚合大空间 聚焦大开放 聚力大产业

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说了这些重点

重庆历史上第一部
“多规合一”的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从国家层面看，本次《规划》的批复，对
于重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有什
么样的积极意义？对此，自然资源部国土空
间规划局局长张兵进行解读。

张兵表示，本次《规划》是重庆在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若
干意见》等决策部署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一尊重、五统筹”的会议精神，
所编制的重庆历史上第一部“多规合一”的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也是全国国土空间规划
纲要在重庆的落地细化。

“《规划》是重庆未来的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蓝图，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和约束
性，有助于支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为安全、更可持续的发展。”张兵说。

《规划》为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制定了
重庆的行动方案。重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
唯一的直辖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
要。国务院批复要求重庆要深入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
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基于现有发展阶段特征，紧紧围绕国家
发展大局，通过构建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
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
局，加快形成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的城镇体
系，在全面落实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共建“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西部陆海新
通道等国家战略安排上，提出了重庆未来
15年的行动方案。

为了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
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国家战略要求，

《规划》坚持“川渝一盘棋”，推动重庆向西、
成都向东、成渝相向一体化发展，提出了加
强基础设施、产业空间、创新空间、生态空
间、文旅走廊、重大设施等各个方面的统一
谋划、协同对接，增强经略周边的能力，这将
对成渝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
生活宜居地起到重要作用。

《规划》严格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严格保护水
体、山脉等生态安全屏障，推进三峡库区等
重点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为确保“一江碧水向东流”做
出重庆贡献。

《规划》为建设人民城市提供了生动的
重庆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
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大家知道，城市的
核心是人，必须要把人民宜居安居、回应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放在首位，要把最珍
贵的空间资源留给全体人民，为全体人民提
供最普惠的公共产品。

《规划》在提升超大城市宜居品质方面，
在结合重庆山城特色和山水资源，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的各个相关层面，构建了
多层次便利化复合化城乡生活圈，营造更加
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人民城市，保护和塑造
山城江城特色风貌，在这些方面重庆有许多
可圈可点好的做法。

新重庆-华龙网记者 董进 王玮
李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