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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资源禀赋

的小省。

我们常用“七山一水二分田”来形

容浙江的国土空间架构，而这看起来

很美的浙江“画像”背后，隐藏着有限

的国土空间资源制约下受掣的社会经

济发展。

土地，主要包括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湿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

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

土地等9个一级类。

如何盘活利用仅有的土地资源，

为浙江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

1 月 30 日，经省政府同意，浙江

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加强自然资

源要素保障促进经济稳进提质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钱江晚报记者第一

时间阅读了新政，里面条条干货，字字

千金。

新政一共有 30 条，自印发之日

起，有效期截至今年12月31日。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政策内

容，2 月 1 日，省自然资源厅马不停蹄

地召开了政策解读新闻通气会。

会上，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处、耕地保护监督处、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处、海域海岛管理处、自然资

源开发利用处相关负责人先后详细解

读了黄金30条的硬核内涵。

浙江用地新政30条出炉
实施耕地保护“双取消”，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负

年度安排2000亩用地指标，发展山区26县民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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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支持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建设，坚持保护为

先，加大垦造耕地落实占补平衡，2023 年全年新增垦造

耕地6万亩。

新政特别指出，山区26县省统筹补充耕地指标收缴

补助标准调整为耕地数量指标 15 万元/亩，水田指标 15

万元/亩，粮食产能指标每亩每百公斤3万元。

同时，针对耕地碎片化和空间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开

展山坡农用地（非林地）与平原林地置换工作，拓展补充

耕地渠道。

新政中有两点和耕地相关的举措值得关注，一是取

消标准农田占补平衡制度，二是取消永久基本农田示范

区管理制度。

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宋迎新说：“这两个取消，看似

为耕地保护松绑，实则是在‘三区三线’划定后，浙江在严

格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形

势新要求下，厘清耕地保护中与新形势新要求不适应的

概念、标准，落实更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

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具体来说，取消标准农田占补平衡制度，是指停止执

行建设项目占用标准农田按 2 倍收缴耕地开垦费等政

策，在用地审批中不再审查标准农田占补方案；取消永久

基本农田示范区管理制度，是指停止执行永久基本农田

示范区占用补划、按当地最高标准 3 倍收缴耕地开垦费

政策。

因为发展需要而占用的耕地，必须要补回来，这就是

耕地保护的“铁律”——占补平衡原则，而这两个取消无

疑在为企业实实在在减负。

新政提到，2023 年，浙江通过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制度，将优质耕地严格按标准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上图入库，并严格日常管控。重大建设项目依法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直接从储备区中进行补划。

宋迎新解释说，通过储备区制度，他们严格把关，

把一些比较好的优质耕地纳入其中，日常作为一般耕

地管理，建设需要的时候可以从储备区里提现，就不用

再走论证、踏勘、复核这些流程，项目报批就提速增效

了。

奋战300天，造地6万亩
浙江耕地保护“双取消”有深意

2022 年，全省出让工业用地 13 万亩。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处副处长方恺表示，2023 年，全省要供应 40万亩

建设用地，其中出让土地总量中工业用地比例不低于

30%。

不过，产业形态不断多元化，如今催生了大量工业新

形态，单一的制造业开始向制造与研发、设计、创意、办

公、商业等融合发展，这对浙江土地利用的灵活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土地混合利用模式进一步探索创新。

通知中提出，各地可以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应，对单

一工业用地，在工业建筑面积占比不得低于 50%的前提

下，可突出主导用途，并兼容仓储、物流、研发、办公、商业

等混合用途。

2022 年，全省供应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 2343 亩。

在住宅用地供应方面，2023 年省政府十大民生实事提

出，要新建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5万套（间）。

为做好用地保障工作，同时考虑到工业企业、园区对

职工宿舍等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需求更强，省自然资源厅

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工业项目，可以利用存量土地通过新

建、拆建重建、扩建等方式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建

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

面积的比例上限由 7%提高到 15%，建筑面积占比上限

相应提高到30%（根据容积率等确定）。

今年，为进一步加大存量土地盘活挖潜力度，加快推进

低效用地再开发，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全省完成低效用地再

开发5万亩，盘活存量建设用地10万亩”的目标任务，促进

各地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今年全省供应超40万亩建设用地
部分用于新建保障性租赁房25万套

今年，浙江在原来安排的 1.5 万亩省重大产业项目

用地指标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亩，省重大产业项目（包

括“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省级补助用地指标达到

2万亩。

自 2023 年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实施山区 26 县民

生工程扶持三年行动，每县每年可申报 1~2 个民生工程

项目，按照省地双方各 50%落实用地计划指标，年度共

安排2000亩左右（每县每年最高限额100亩）。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施爱强说：“山区 26 县

重大项目急需开工建设，预安排用地指标量不足的，可

申请增加预安排用地指标。优先支持山区 26 县符合条

件的项目纳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保障范

围。”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副处长严桥来表示，根据往年

实施情况，今年将继续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全年产生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2万亩。

年度安排2000亩用地指标
专项发展山区26县民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