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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路线构建
□　王海蒙，石春晖，高浩歌

[摘　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是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重要法定依据。目前，
全国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正有序推进，建立科学有效的传导机制、实现总体规划向详细规划的有效传导，是保障规划
权威性、实施性的重要手段。文章总结原空间规划传导机制的模式特点和主要问题，梳理了国内外规划传导与详细规划编制
方面的经验，按照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突出全域全要素传导与管控，提出基于规划传导的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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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Route of Territory Spatial Detailed Planning Compilation/Wang Haimeng, Shi Chunhui, Gao Haoge
[Abstract] Detailed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also the statutory basis for 
land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With steady process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around the country,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conduction mechanism that is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planning intentions from master planning to detailed 
planning become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to ensure the author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problems of the original spatial planning conduction mechanism, compares experience in planning 
conduction and detailed planning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emphasizes conduction and whole-area and all-elements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tries to propose the technical route of detailed planning 
based on planning co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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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依据，是保障公共利益、协调多方利益的关键
平台，是完善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

1我国“总详传导”的主要问题与详细规划
编制体系探索

1.1我国原空间规划体系传导的主要问题
总体规划自上而下的传导体系，是以原城乡规划

体系为主要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以
下简称《城乡规划法》) 设立了国家、省级、市级、县
级和乡镇的五级城乡规划体系，各级规划提出的各类
管控手段相对多样，在具体传导中也具有多样性，如结
构与分区管控、边界管控、形态管控及规则传导、名录
传导、规模指标传导等。针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
技术方法，相关学者持续开展了有关研究和总结，认

0引言

2019 年 5 月 23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国
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
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
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

详细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层级，是落
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面向实施管理的重要环节。详细
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做出的实施性
安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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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大城市控规单元规模情况

城市 衔接层次 规模 /km2

北京 街区指引和街区控规 2.0 ～ 3.0
上海 控制性编制单元 1.0 ～ 5.0
深圳 法定图则空间单元 1.0 ～ 10.0
广州 规划管理单元 0.2 ～ 1.5
南京 规划编制单元 10.0 ～ 15.0
武汉 控规编制单元 1.5 ～ 4.0
天津 控规单元 1.0 ～ 6.0

为问题主要集中在缺乏对非建设空间的
引导、对空间品质管控不足 [1]、上下传
导不足、实施及动态维护保障机制不足、
管理权限不清晰等方面 [2]。

在“总详传导”方面，主要存在 3
个问题：一是详细规划“架空”总体规
划现象严重。由于很多城市缺少市县级
总体规划向详细规划的分层传导路径，
常出现详细规划脱离总体规划编制的情
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详细规划突破
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架空”总体规划
的现象。二是传导内容没有全域覆盖，
过分倚重中心城区和建设空间拓展。不
同主导功能片区有不同的规划控制要求，
但由于总体规划图纸表现方式存在短板，
表达层次仅到中心城区层次，对于城市
各个功能片区缺乏差异化指引，导致总
体规划难以对下位规划进行有效控制、
传导和指引。城市规划对乡村地区的传
导管控很少，《城乡规划法》出台以前，
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是分离的体系，广
大乡村地区的规划编制和管理较为滞后。
三是刚弹划分不清晰。传统城市规划对
强制性内容、引导性内容的传导方式和
要求不明确，刚弹内容经常“一刀切”，
提出的管控和传导细则深度不够。

1.2新时期我国详细规划编制体系
的探索
1.2.1建立分级传导机制

分层级编制详细规划是目前国内城
市创新详细规划编制思路的普遍做法。

通过划定规划单元，在中观层次分解上
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核心要求，作为
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之间衔接的桥梁。
目前，国内各个大城市针对编制单元层
面规划，提出街区控规、控制性编制单元、
城市发展单元、规划编制单元等多种规
划编制方式予以解决和优化。

对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从总体规
划到详细规划的传导层级相对较多。上
海就建立了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
性编制单元规划 ( 以下简称“单元控规”)、
地块控规的四级传导体系 [3]。单元控规
有 3 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定性质、定
功能、定总量，单元控规可以把总体规
划确定的性质、功能和容量等刚性内容
有效分解，并结合上海“两级政府三级
管理”的行政体制进行传导落实。北京
建立了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街区指引、
街区控规的传导体系，在详细规划层面，
街区指引需要备案，街区控规为法定依
据 [4]。街区是街区控规编制、深化和维
护的最小单元，也是核定人、地、房指
标和落实三大设施的基本单元。

中小城市的市辖区、中心城区，由
于规模不大，总体规划的向下传导一般通
过详细规划编制单元落实，编制单元的面
积应控制在 1 ～ 5　km2。总体规划确定的
指标可以分解到每个单元，并在单元内
综合平衡和动态维护各内部地块的有关
指标 ( 表 1)。例如，广东近期印发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详细规划管理若干指导意
见 ( 暂行 )》提出，在城镇开发边界范围
内结合行政区划、城镇功能等划分用地面
积合理、相对稳定的控规单元，但对于分
区规划并没有做强制性的规定要求。
1.2.2生态、农业空间控制性规划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和部分特大城市
围绕生态空间的规划管控，开展了大量
的实践探索，在深圳、厦门、北京、上海、
武汉和成都等地涌现出生态控制线规划、
限建区规划、生态网络规划、生态守护
规划等生态空间类规划 [5]。在自然保护

地体系中，风景名胜区内也建立了总体
规划、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传
导机制，推进生态保育修复和风景游憩
发展。

在乡村地区，除村庄规划外，农业
空间也是详细规划编制一直在探索的领
域。上海在 2012 年开始探索编制郊野单
元规划，推进建设用地集约使用和减量
化发展 [6]，探索建立了“以减定增”为
核心的政策体系。上海在全市域郊野地
区划分了 104 个郊野单元，与 998 个控
规单元无缝衔接，大多数郊野单元以乡
镇行政边界为划分边界，如新浜镇郊野
单元、外冈镇郊野单元等；也存在以主
导属性为依据，跨行政边界选取区域交
通通道、河流湖泊等明确、稳定的要素
进行划分的情况，如青西郊野单元 ( 郊野
公园 )。杭州也探索建立了郊野地区分层
管控的规划编制技术体系 [7]，如在余杭
区大径山区域划定了若干郊野单元，在
郊野单元内进一步划分功能区。
1.2.3对应实施管理的规划编制

作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
依据，在详细规划编制阶段就应充分考
虑规划实施管理的要求。目前，全国层
面在建立“一张图”信息平台、规划动
态评估修改机制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监
测预警系统等方面持续推进；在地方层
面，厦门在“多规合一”阶段就开始探
索构建面向规划实施的空间规划体系，
通过构建面向治理主体的规划编制体
系、搭建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平台、统
筹建设项目等方式，提升规划在空间治
理中的作用 [8]；嘉兴在规划编制中提出
主体功能区政策、弹性留白政策、全生
命周期管理政策、要素管理政策和设施
共享政策 5 类政策保障机制 [9]；新疆阿
克苏地区探索通过严格层级传导、精细
化空间管制和强化生态优先的地方特色
等策略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10]。
1.2.4加强城市设计的用途管制作用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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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成为国家推进空间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制度
等背景下，城市设计应发挥空间统筹的
作用，成为满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新要
求的有效途径 [11]。山东日照在国土空间
规划改革中探索构建与法定规划相融合、
与项目规划管控挂钩、与城市建设计划
衔接的城市设计体系，积极响应新时期
国土空间规划的新要求，衔接“详细规
划 + 规划许可”与国土空间行动计划，
强化城市设计的用途管控与实施指导作
用 [12]；云南玉溪通过将总体城市设计及
重点片区城市设计成果主要指标纳入法
定规划内容、重点片区城市设计与详细
规划同步编制、在土地出让阶段将城市
设计要求纳入规划条件、在项目审查阶
段以城市设计导则作为参考依据等方式，
探索城市设计的实施管理机制 [13]。

2国外规划传导的有关经验

国外各级政府间编制规划的纵向传
导主要体现在上级政府部门直接进行的
公共投资项目建设、生态等重要管控区
的直接划定与管理两方面。德国各级政
府依据法律分别完成应由各级政府负责
的规划内容，城市规划方面最主要的建
设指导规划由市镇直接负责，州和联邦
的意图落实仅通过基本理念与少数特定
用途地区 ( 跨市镇的重要设施等 ) 的落位
完成，而与生态、能源等宏观尺度问题
相关的用地则可由联邦或州直接划定 [14]；
法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形成“国家—大区—
次区域—市镇”四级空间规划体系，规
划事权高度集中于基层行政主体，但针
对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国家和大区通
过制定国土开发分区政策保证重大战略
意图的直接落位 [15]；日本的各级政府分
别负责不同的地区划分与开发许可管理，
如需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的自然公园、
自然保护区的划定和管控均由中央政府
完成，而与私人开发行为紧密相关的城

市规划则仅由地方政府负责 [16]。

3新时期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特点
与意义

3.1建立“上下传导”机制，保证
各类公共投资和重大战略的落实

“上下传导”机制是构建完善的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技术保障，是贯
彻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各类开发
保护建设活动提供基本依据的重要技术
抓手。详细规划应严格落实总体规划明
确的各类公共设施的规划要求，并根据
城市重大发展战略合理安排空间资源投
放和利用。

“上下传导”机制的关键，是将上位
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和底线管控要求 ( 包括
“定线”和“定量”规定 ) 在详细规划中
落地并付诸实施；结合城市体检、规划实
施评估及规划“动态维护”等工作，将“定
线”和“定量”的指标定期反馈给上位规
划，并进行分析校核，作为城市宏观决策、
城市运行管理情况评估的重要参考。首先，
要梳理和明晰详细规划的指标体系及各类
管控边界，为规划行政管理提供明确的依
据及合理的裁量空间。其次，通过采取分
层次编制的方法，将“定线”和“定量”
要求分层次传导下去，一方面引导城市空
间资源投放与城市战略要求一致，另一方
面保障各类公共设施的建设落地。

3.2坚持“多规合一”、全域管控，
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不断完善

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管制范围为
全域全要素，既包含了行政区域内全域城
乡国土空间，又涵盖了以国土空间为载体
的交通、能源、水利、农业、信息、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及非建设空间。详细规划管
制范围也应随之适应性地扩展至覆盖广大
农村和非建设区的全域国土空间，并对各
类资源配置做出科学合理的实施性安排。

详细规划应强化各类专项规划的深

度融合。首先，应统筹建设空间和非建设
空间，结合特殊用途区、非建设空间的实
际情况和管理要求完善、优化控制指标体
系，加强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其次，应
推动详细规划对各类国土空间的全覆盖，
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范围与要求，并与城
市建设管理衔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城区。

3.3应对多元化、多变的建设管理
需求，促进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十九
届四中全会均明确了党中央对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而现代
化的城市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对正
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关系提出了
更高要求。作为中国特色治理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详细规划正逐步从注重开发建
设管理走向更加综合的功能，以适应市场
化环境，发挥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满足新时代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的需要。

为了适应多元化的需求和多变的市
场环境，详细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应更加开
放和灵活。就各地实践来看，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众参与在规划中的
广泛性和有效性不断提高，制度化的参与
平台已成为“程序合法”的重要内容；二
是从详细规划编制入手设定管理裁量权行
使框架，以增加规划管理的透明度和确定
性；三是切实压实各级主体责任，结合“责
任规划师”制度的建设完善，进一步合理
匹配空间资源与时序路径，切实提升规划
的有效性，实现共编、共治、共享。

3.4建立完善具有地方特色的规划
编制、管理与实施反馈的机制体系，
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积极探索将详细规划从规划技术文
件转向公共政策的路径，以科学的规划
指标体系为核心，将管理机制、利益平
衡机制、编制方法、编制依据、控制内
容及控制时效等重要内容规则化。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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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技术与新手段，一方面衔接全国“一
张图”平台的监督管理要求；另一方面支
撑规划编制与决策，服务动态管理，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17]。

在规划编制方法上，采取“片区 / 通
则式 + 实施地块 / 个案式”相结合的方式，
保证详细规划的普遍性与实施性。片区层
面采取通则式文本，落实及分解上位规划
的宏观战略要求和约束性指标，保证强制
性内容及时有效地得以深化落实；地块层
面针对城市重点区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
规划编制，落实片区层面规划的要求和目
标，以地块为载体，对各类用地和设施所
提出的定性、定量、定位等控制内容进行
进一步的落实与细分，并通过城市设计研
究实现精细化管控，为地块建设审批管理
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撑。

4基于规划传导的详细规划编制
技术路线构建

自国家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

以来，目前全国层面尚未对总体规划向
详细规划的内部传导要求给出详细规定，
总体规划层面对详细规划编制重点地区
的指标分解深度暂不明确。中心城区一
般是详细规划编制的重点区域，本文以
一般地级市为对象，结合新时期详细规
划编制特点，初步设计适合全域全要素、
全尺度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详细规划编
制体系。

4.1 建立上下联动、全域全要素
传导体系

城镇开发边界内，传导体系包括中
心城区详细规划、发展单元规划 ( 或指
引 )、街区详细规划和地块层面规划等多
个层级 ( 图 1)。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主要发挥传导和
总控作用，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中
心城区各单元的详细规划，将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人口、用地规
模等约束性指标细化落实到中心城区各
单元。

发展单元规划和郊野单元指引是法
定规划成果的核心内容，是进行中心城
区全域全要素管控的手段。详细规划将
中心城区的建设用地划分为若干发展单
元，根据实际情况将中心城区包含的生
态、农业空间划分为若干郊野单元。在
发展单元内部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街
区单元，作为详细规划编制的最基本单
元；郊野单元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选择
编制郊野单元指引或村庄规划。

街区详细规划是详细规划编制的最
基本单元载体，核心成果以文本图则的
形式整合至发展单元规划。统筹考虑城
市空间特征、功能分布、建设管理事权
和开发建设时序等要素，进一步将发展
单元划分为街区单元，作为详细规划编
制和管理的基本单元。

地块层面规划可根据实际需求灵活
编制，是规划实施管理的重要抓手。地
块层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编制修建性详
细规划，或以综合实施方案的形式开展
工作。

4.2详细规划编制统筹工作机制
目前全国许多城市存在详细规划没

有全部覆盖城市重点地区的情况。在中
心城区全域推进详细规划编制过程中，
首先需要将以往不同单位编制的详细规
划整合在一起，作为本次规划编制工作
的基础；其次组织多家规划编制单位共
同推进工作情况。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
出现的编制技术标准、基础数据和规划
依据等不一致的问题，应建立详细规划
总统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各类技术问
题，这对于最终形成中心城区详细规划
“一张图”尤为重要。

详细规划的总统筹工作主要包括：
统一中心城区各片区的规划编制技术标
准，统一人口、土地、建筑和经济等各
类指标的统计口径，统一各类设施布局
的规范和建设标准。针对城市特点，对
国标用地分类、混合使用标准进行合理

图 1  基于规划传导的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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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片区、街区详细规划编制工作框架图 2  详细规划编制统筹工作框架

调整，突出政府管理内容的刚性和市场
调节内容的弹性及兼容性，使市场有更
多的选择。

首先，应充分解读上位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的成果内容，按照总体规划分解
的指标要求，明确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
量、公共服务与市政基础设施布局、河
湖绿地和历史文化等保护控制线、建筑
高度分区等强制性内容在各片区单元的
任务要求。其次，应统筹汇总各片区详
细规划成果，形成中心城区详细规划总
体统筹成果。再次，应按照拟定的详细
规划编制技术标准，对各片区提交的技
术成果进行审查，核对各片区对分解指
标的落实情况，核对文本和图则的规范
性，保障技术成果标准化、统一化。最
后，建立定期会议制度，制定与总体规
划编制单位、各片区详细规划编制单位、

市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规划纵向上下联动、
横向协同编制机制 ( 图 2)。

4.3片区和街区详细规划编制
结合中心城区规模与特征，划定片

区 ( 编制单元 / 发展单元 )。在片区详细
规划层面，重点落实上位规划及总统筹
层面确定的片区规模指标与功能定位、
确定空间结构及用地布局优化原则，提
出分区管控要求、城市设计指引要求，并
确定重要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综合交通体
系、市政基础设施体系、蓝绿空间体系和
城市安全体系等重要规划内容，保障上位
规划重要意图的向下传导落实；同时，确
定街区划分方案，作为详细规划编制和
管理的基本单元。

在街区详细规划层面，重点确定建
设总量和用地结构、落实街区内重要控

制线，保障上位规划重要内容的实施；
对街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综合交通体系、
市政设施体系、城市安全设施和地下空
间管控等方面进行统筹与细化研究，落
实街区层面的规划内容；确定重点功能
区、重要滨水地区、公园及景观风貌区、
历史风貌区、交通枢纽地区等重要功能
片区等城市设计重点地区范围，对重要
界面、建筑空间、景观节点和道路断面
等提出规划要求 ( 图 3)。

4.4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4.4.1构建总控技术平台和数据库

构建基于“一张图”系统的规划动
态化维护与智慧化管理平台，促进城市
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通过国土空间“一
张图”+ 详细规划核心内容控制，实现从
规划编制、管理到实施的信息化管控。

发展目标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中心城区的规划要求

统一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标准

片区 ( 发展单元 ) 详细规划任务书

片区详细规划重点协调内容

组织会议咨询

解读总
规任务

协助规
划管理

统筹控
规编制

重要设施落位

重要设施落位

人、地指标 建设强度城市“五线”

核心指标分解 空间形态底线约束

城乡统筹任务 城市设计市政廊道

公共服务、市
政、安全设施

详细规划管理
办法制定

协同编制定期会议

建立动态
维护机制

专家咨询会

“一张图”构建

意见征询会

成果宣传

……

高度控制交通廊道

空间结构

生态功能分区

防洪排涝体系

人口、用地、建设总量 开发建设时序

近期建设重点设施落位 重要控制线

各级道路红线等具体要求

功能定位

市政管网配置要求

公共服务配套标准与原则

功能布局

重要公园节点

消防安全体系

交通设施用地

发展策略

各类用地规模

景观轴线

设防标准 避难空间

目标定位

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

蓝绿空间体系

城市安全体系

街区详细规划 实施方案

综合交通体系

片区详细规划

交通设施专项规划 市政设施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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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图”的基础上，结合规划审批
建设，将项目信息汇聚进入规划建设管
理平台 (BIM)，实现规划建设协同联动。
细化完善土地规划建设数据入库标准，
对用地规划布局、开发建设强度、生态
环境建设等进行监督，加强建设项目在
土地使用期限内的全过程监管，实现系
统化、精细化、动态化管理，促进土地
集约高效利用。根据规划建设管理的不
同需求建立规划控制和城市运行监测等
指标体系，通过定期评估和动态反馈，
及时进行规划调整和数据库更新维护，
不断推动城市的高品质发展。
4.4.2完善详细规划的编制审批机制

改进规划决策机制，优化城市治理
程序，加强投资效益、产业生命周期、
土地开发经营等规划前期论证。本着规
划编制与规划管理事权相对应的原则，
调整建立与管理事权相对应的规划编制
技术体系。精简规划成果，将规划成果
整合成为法定文件和技术文件两部分，
法定文件规定详细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和
实施规划管理的操作依据；技术文件是
法定文件的编制基础，为规划实施管理
提供技术支撑。简化规划修编审批流程，
提高详细规划修改的工作效率。健全公
众参与制度，优化详细规划的审批流程。
4.4.3衔接下位实施方案

落实“上传下达”与响应地方需求
并重，根据城市建设情况和发展诉求对
城市地区进行分类，并提出各类地区的
规划编制重点。关注“存量盘活”语境
下规划实施面对的复杂多元的价值诉求，
加强与规划实施方案的衔接。完善详细
规划的基础性规划技术工具，引入兼容
性控制机制，支撑不同产业的业态转换
和设施类型的复合利用。规划实施方案
应当包含建设工程设计要求、土地权属、
规划指标、城市设计要求、市政及交通
条件、供地方式、建设时序等内容。技
术方案应当对规划实施单元内的人口、
土地、房屋和产业等现状情况进行梳理，

收集物权权利人与市场投资者的需求、
明确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的目标与规划，
开展对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承载力
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情况分析，在此
基础上确定用地性质、规模、布局及城
市设计要求，合理安排交通设施、市政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制定具体的
工作步骤并预估实施效果。涉及需独立
安排资金建设的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应当明确清单，提出匹配时序和
建议计划。

5结语

随着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
断完善与提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应与
时俱进地优化完善技术体系。只有基于
健全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传导机制
编制详细规划，以上位规划为基础，才
能更好地协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下的各
项要求；规划技术思路遵循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的传导要求，在全面的治理体系
下，深化强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内容衔接，才能保障
城市各项建设的有序推进，推动国土空
间高效治理。

[ 参考文献 ]
[1] 赵广英，李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
详细规划技术改革思路 [J]．城市规划学
刊，2019(4)：37-46．

[2] 曹小曙，欧阳世殊，吕传廷．基于用地
分类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研究 [J]．
经济地理，2021(4)：192-200．

[3] 凌莉．“体系衔接与治理创新”—上
海市单元规划的演进与探索 [J]．上海城
市规划，2018(4)：80-85．

[4] 常青，石晓冬，杨浚．新时代推动国土
空间规划重构的实践探索—以北京为
例 [J]．城市规划，2021(5)：61-67．

[5] 吴岩，贺旭生．生态空间控制性规划的
探索实践与思考—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
背景 [J]．中国园林，2021( 增刊 2)：12-
17．

[6]黄婧，吴沅箐．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上海市

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研究—以松江区泖港
镇试点为例[J]．上海国土资源，2020(2)：
13-18，30．

[7] 余建忠，江勇．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地
区郊野单元规划编制实践探索—以杭
州郊野单元规划编制为例 [J]．上海城市
规划，2020(2)：109-114．

[8] 邓伟骥，谢英挺，蔡莉丽．面向规划实
施的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厦门市“多
规合一”的实践与思考 [J]．城市规划学
刊，2018( 增刊 1)：32-36．

[9]姚凯，杨颖．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统筹与
传导实践探索 [J]．南方建筑，2021(2)：
34-38．

[10] 邵琳，曹月娥．市县级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的逻辑和运作策略—以新疆阿克苏
地区为例 [J]．南方建筑，2021(2)：51-
55．

[11] 周琳，孙琦，于连莉，等．统一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背景下的城市设计技术改革
思考 [J]．城市规划学刊，2021(3)：90-
97．

[12] 孙卓元，蔡雪艳，秦川．国土空间规划
视角下的城市设计响应—以山东省日
照市城市设计试点为例 [J]．规划师，
2020(21)：45-50．

[13] 刘闯，高朝暄．城市设计管理实施路径
研究及实践—以全国城市设计试点城
市玉溪市为例 [J]．城乡建设，2021(2)：
62-65．

[14]周宜笑．德国规划法体系与《空间秩序法》
简介 [J]．国际城市规划，2021(2)：143-
152．

[15] 刘健．法国国土开发政策框架及其空间
规划体系—特点与启发 [J]．城市规划，
2011(8)：60-65．

[16]高浩歌，谭纵波．日本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纵览[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9(2)：
16-37．

[17] 黄明华，赵阳，高静葆，等．规划与规
则—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发展方向的探
讨 [J]．城市规划，2020(11)：52-57．

[ 收稿日期 ]2021-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