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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南县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切实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合理准确地调整用地结

构和产业布局，促进集约节约利用，提高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

调控能力，稳定土地市场供需关系，确保我县城市居民住房建设

和重点服务业项目、重大工业项目用地需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

（国土资发〔2010〕117 号）、《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青自然资[2022]384 号）要求、依据《贵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贵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结合土

地利用状况、土地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批而未供土地状况，

制订我县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为目标，坚持严格执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和房地产调控

政策，以加快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主线，以推进土地要素供给侧

改革为目标，按照“锁定总量、优用增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

的总体要求，大力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控制建设用地总

量，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强化土地市场管理，优化土地供应

结构，优先保证国家、省、市、县重点建设项目和民生项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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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项目用地需求，强化以土地供地引导需求，合理、有效利

用土地，充分发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

用，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相平衡、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土

地的可持续利用。

二、基本原则

（一）多规合一原则。坚持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相关规划

紧密衔接，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总量、结构、布局、时序、方式，

确保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目标得到具体落实，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促进产业

升级，保障我县经济社会及城乡统筹发展。

（二）供需平衡原则。坚持从源头上控制国有建设用地的供

应总量，转变土地供给政策，以供给引导需求，提高土地利用的

供给能力和规模效益。依据土地市场需求，结合国家宏观调控、

土地市场需求变化、批而未供土地等情况，科学预测 2023 年各

类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时序。

（三）布局合理与优化配置原则。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

划要考虑城市整体环境的逐步改善，在土地供地的布局上要与城

镇规划的实施相协调，按照城镇规划功能分区，力争先环境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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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实行“净地”出让，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力争完成国有土地

收益最大化。

（四）节约集约原则。充分认识到我县土地资源紧张和环境

保护压力，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基础，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

严格控制增量用地供应，充分利用现有存量用地，进一步推动土

地利用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

变，控制城市建设无序扩张。全面实施建设项目用地节地评价制

度，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五）有保有压原则。贯彻“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土地

供应原则，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用地需要，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用地

需求，支持有利于结构调整的项目建设用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发展规划和市场准入标准的项目，不予供地。严格控制总

量，不断优化供应结构，有保有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节

约。

三、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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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二）相关文件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 号）；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31 号）；

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

3 号）；

4.《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

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

38 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国办发〔2010〕4 号）；

6.《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 39 号）；

7.《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7〕236 号）；



- 5 -

9.《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

通知》（国土资发〔2009〕101 号）；

10.《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34 号）；

11.《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

12.《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

目录（2006 年本）》（国土资发〔2006〕296 号）；

13.《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 年增补本）》和《禁止用地

项目目录（2006 年增补本）》（国土资发〔2009〕154 号）；

14.《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

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 号）；

15.《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和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青自然资〔2022〕384

号）。

四、计划范围和期限

（一）计划范围

贵南县行政辖区内计划期供应的全部国有建设用地。

（二）计划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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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计划期为一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五、编制程序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程序如下：

（1）调查分析、确定计划期内可实施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

（2）拟定计划草案；

（3）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4）完善计划成果；

（5）上报贵南县人民政府批准；

（6）录入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

（7）上报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六、计划指标

（一）供应总量

根据计划期内可实施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量和计划国有建

设用地需求量，确定 2023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确定为

1020.8836 公顷。

（二）供应结构

贵南县 2023 年度计划土地供应结构中，商服用地 3.9799 公

顷，占土地供应总量的比重为 0.35%；工矿仓储用地 1.1972 公

顷，占土地供应总量的比重为 0.12%；住宅用地 0.079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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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土地供应总量的比重为 0.0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33.6362 公顷，占土地供应总量的比重为 22.90%；交通运输用

地 774.9765 公顷，占土地供应总量的比重为 75.94%；特殊用地

7.0146 公顷，占土地供应总量的 0.69%。

表 1 2023年度土地供应地块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土地用途

土地

面积

备

注

1
贵南县 2013年度第一批次城镇

建设项目（批而未供)
商服用地 0.7949

2
贵南县 2013年度第二批次城镇

建设项目（批而未供)
商服用地 0.1233

3
贵南县 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

建设项目（批而未供)
商服用地 0.8003

4
贵南县 2022年度第二次城镇村

建设项目（鲁仓、气象路）
交通运输用地 0.6387

5
贵南县 2022年度第三次城镇村

建设项目（产业园）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18.1309

6
贵南县 2022年度第四批次城镇村

建设用地（城南西环路）
交通运输用地 0.2026

7
贵南县 2022年度第五批次城镇村

建设用地（南环路）
交通运输用地 1.6796

8
贵南县 2022年度第七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森多足球场）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7620

9
贵南县 2022年度第八批次城镇村

建设用地（茫曲镇足球场）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9691

10
贵南县 2023年度第一批次城镇村

建设用地（液化气站）
工业用地 0.5460

11
贵南县 2023年度第二批次城镇村

建设用地（住建广场）
广场用地 0.8000

12 贵南县 2023年度第三批次城镇村 工业用地 0.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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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煨桑加工厂）

13
贵南县 2023年度第四批次城镇村

建设用地（看守所）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4460

14
贵南县 2023年度第八批次城镇村

建设用地（汪什科尼姑寺）
特殊用地 1.4511

15
贵南县 2023年度第九批次城镇村建设用地

（直亥村地灾搬迁、村委会)
特殊用地 5.5635

16 贵南县藏医院 医疗卫生用地 0.9825

17 贵南县乡村振兴示范村垃圾焚烧站项目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1507

18
贵南县协和新能源有限公司

贵南县 2015年光伏扶贫建设项目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5292

19 贵南县清洁供暖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1.5850

20 青海贵南哇让抽水蓄能电站 公用设施用地 208.7071

21
贵南县 2021年第二批林业改革资金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区补助（多功能管护站）项目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0397

22
G227张掖至孟连公路贵德至同德段

工程项目
交通运输用地 772.4556

23 贵南县原综合贸易市场 商服用地 2.2614

24 贵南县养护队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2670

25 贵南县兽医站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1670

26 贵南县茫曲镇兽医站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0.1000

27 贵南县茫曲镇文化路城关寄宿制小学隔壁 住宅用地 0.0803

合计 1020.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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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障措施

（一）积极强化措施，确保供地服务效率质量。在供应计划

实施中，对年度重点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采取超前介入，

跟踪服务，全程保障，积极协调项目推进中出现的征地、拆迁等

问题，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保障年度供应计划顺利完成。

（二）加强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相关部门要

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对土地供应涉及的相关手续办理应予以充分支持，各镇人民政府

也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三）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建设用地供应管理。在土地供应

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发改、住建及项目主管部门监管职责。强化

土地供应项目审批，严把土地供应规模和供应方式，严格执行国

家供地政策和产业政策，严格落实土地供应、开发利用和闲置预

警制度，加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及时督促用地单位按照约定时

间动工开发建设，严防建设用地闲置、低效利用，切实提升土地

集约利用水平。

附件：1.贵南县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情况汇总表；

2.贵南县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明细表；

3.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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