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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概述

一、编制背景

（一）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成片开发”纳入征地范围，

对成片开发标准进行制度安排

成片开发，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

设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的综合

性开发建设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

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针对实践中“公共利益”含义不明确、征地范围宽、部分农民权益受到

损害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中均明确，要缩小土地征收范围，严格

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

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土地管理法》进

行修正，修正后的《土地管理法》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修

订的《土地管理法》在充分总结 33个试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首次

通过列举方式对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明确：军事和外交，

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扶贫搬

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确属必需的，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从

列举的情形看，新土地管理法虽然将房地产、工业和商业等非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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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项目排除在可以依法实施征收土地的范围之外，但考虑到我国目前

依旧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政策

的连续性，如果完全禁止此类项目征收土地，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巨大影响，而且由政府进行成片开发更有利于统筹城市建设。为此，

新土地管理法又将“成片开发”纳入征地范围，在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

（五）项明确规定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

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可以依法实施征收土地。

因此，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建立了基于公益项目征收和成片开发

征收两种土地征收制度，首次将“成片开发”纳入征地范围，对成片开

发标准进行制度安排。

2、国家制定标准指导和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

为落实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授权立法事项，2020年 11月 5

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

规〔2020〕5号，以下简称《标准》）。《标准》对于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的基本原则、程序等内容作出了基本要求。首先，《标准》发布

的背景主要是细化《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明确“成片开发”标准、

程序；其次，明确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规范方案制定、审批程

序；最后，体现《标准》发布的意义在于提高土地利用率，推进城镇

化进程。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原则。《标准》所称成片开

发，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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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的综合性开发建

设活动。《标准》规定，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注重严格保护耕

地，注重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注重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促进当

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是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给予被征地

农民充分的选择权。《标准》规定，实施中应当征求“成片开发”范

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意见，并经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

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三是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注重节约集约用地。市县区域内

存在大量批而未供、闲置土地，或者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土地利用

效率低下的，已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连续两年未完成方案安

排的年度实施计划的，不得批准“成片开发”征收。

四是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建立合理审定机制。省级人民政

府在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前，应当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土地、规划、法律、经济、产业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

对“成片开发”的科学性、必要性进行论证。论证材料是审批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方案的重要依据。

3、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有关要求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

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

5 号）有关规定，2021年 11月 1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在《广东省

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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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号) 中明确了全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具体要求，对成片开

发用地范围、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内容、成片开发方案的审批、不得

批准成片开发方案的情形等作了进一步细化，指导全省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工作的有序开展。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1）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

2）编制主体行政区域内近五年平均供地率小于 60%或土地闲置

率（指已认定为闲置土地加上疑似闲置土地占已供应土地面积的比率）

大于 5%的；

3）编制主体行政区域内经国务院或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

区、产业转移园存在以下情形中的两种及以上的：近五年平均供地率

小于 60%、土地闲置率大于 5%、综合容积率小于 0.5；

4）编制主体行政区域内国家级新区存在以下情形中的两种及以

上的：近五年平均供地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土地闲置率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建设用地地均 GDP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5）已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连续两年未完成年度土地征

收实施计划的，不得批准新的成片开发方案。

（二）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我国面

向全球参与竞争的重要区域，也是辐射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未来随着广州东进战略、深莞北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增城作为

广州东部地区的重要门户，将进一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发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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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积极建设成为湾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根据《广州市增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增城将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城

区总定位，着力建设湾区中部智造新城、广州东部枢纽中心和岭南生

态宜居美地，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增城区明确要

坚持国家级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两区”带

动，打造广州东部新动力源和增长极。以国家级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带动战略推进国家省市级重大研发平台、实验室和创新人才等创新要

素集聚。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带动战略，协调推进城乡要素资

源整合和双向自由流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目前，增城区已经成为广州市新增常住人口和科创产业发展的主

要承载地之一，是珠三角核心城市对外拓展的战略地区。未来增城区

进入新旧动能转换、资本流入、人口流入的关键阶段，将进一步完善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风貌，实现居住、环境、教育、医疗、休闲等城

市公共服务的综合提升，撬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因此，在已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增城区需要通过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统一规划、统一储备、统一供应来组织单宗地的项目

开发建设，为产业发展、城市品质提升提供用地保障，进一步优化城

镇土地利用结构，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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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原则与依据

（一）编制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注重耕地保护，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注重节约集约用地、

生态环境保护，适应城镇开发需要，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可持

续发展。

1、依法依规，尊重民意。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充分保障农

民利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2、坚守底线，节约集约。严守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和

历史文化保护线，坚持绿色发展，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实现集中、

集约、集聚高效有序发展，建一片成一片，促进城镇发展由外延扩张

向内涵提升转变。

3、统筹兼顾，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合理调整产业用地结构，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和可持续利用。

4、突出特色，集中实施。根据当地自然禀赋、人文特色和发展

阶段，坚持成片征收、成片收储、成片开发，有针对性开展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工作，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二）编制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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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2020年；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18年）；

（6）《广州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修订）》（2014）；

（7）《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

知》(粤自然资发〔2021〕20号)。

（8）《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

要点和模板的通知》(粤自然资管制〔2022〕2745号)

2、相关规划

（1）《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在编）；

（2）《广州市增城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在编）；

（3）《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4）《增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3-2020）优化提升》；

（5）《广州市增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6）《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调整完善

方案》；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背景等生（区、市）启用“三区

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

（8）其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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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流程及已完成情况

（一）工作流程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在进行充分的资料收集与现场

调研的基础上，首先核查是否具备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条件，

然后通过数据分析、方案编制、意见征求、专家论证、上报审批等环

节完成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工作，具体如下：

图 1- 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流程

（二）工作进展

2023年 5 月，正式启动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

通过衔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在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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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自然资源部下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区三线”数据

库），将符合在编空间规划，且符合现行法定规划空间管控要求的项

目纳入开发方案，并与周边地区的法定规划以及规划研究进行统筹考

虑，结合规划路网、土地利用方案划定成片开发范围。

根据国家、省政策与规范要求，结合城市功能提升、空间优化导

向和实际项目的需求，梳理本片区的历史报批情况，作为确定拟安排

征地项目规模的重要依据。最终按照“成片纳入，分批实施”的思路，

确定拟征收地块实施计划，形成初步方案。

2023年 6 月，开展初步成果征求区相关部门、镇（街）意见，

征求专家学者、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众及相关村社意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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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 增城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基本情况

一、增城区概况

增城区位于广州市东部，辖 7 镇 6 街道，284个行政村和 57个

居委会，总面积 1616.47平方公里。“七普”数据显示，全区常住人口

146.63万人，位列全市第 6，占全市人口比例 7.85%。增城区是全国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著名的荔枝之乡、丝苗米之乡、牛仔服装名城，

新兴的汽车产业基地和生态旅游示范区，拥有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广州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以及全国第五个国家

级侨商产业聚集区“侨梦苑”。多年来，增城区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战略，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市面貌显著改

善。

（一）区位交通

增城区位于广东省中部，粤港澳大湾区的东北部，地处广佛肇和

深莞惠两大都市圈交汇区，西临广州市黄埔区，南与东莞隔东江相望，

东接惠州市博罗县，北接惠州市龙门县，西北连广州市从化区，是珠

三角城镇群和广深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增城区政府所在地荔湖街道，距离广州市中心 60公里，东莞市

20公里，深圳市 120公里，惠州市 80公里，处在四个大城市 1小时

交通圈内，历来是广州东部重镇。增城区也是广州市“东进”发展战

略轴上的门户，是广州通往东莞、深圳和粤东各地的交通咽喉，区位

条件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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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条件

增城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山川河谷和冲击平原交汇的地带，地势

北高南低。北部群山起伏，属于九连山脉的余脉，山脉呈东北向西南

走向，最高峰牛牯嶂海拔 1084米。中南部多为丘陵、台地，中部数

十座超过 400米的高峰，如梅花顶（494.7米），王屋山（449.4米）

等；南部是三角洲平原和河谷平原，是全区的农业高产地。

增城位于南亚热带，北回归线经过区境北部，属于海洋性季风气

候，炎热多雨、长夏无冬，适宜热带、亚热带作物生长，具有发展农

业的优越自然环境。

（三）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增城区抓调度优服务，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22年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25.27亿元，同比增长 4%，增速排名全市第二

位；规上工业产值 1731.56亿元，同比增长 2.2%；固定资产投资 878

亿元，其中工业投资 163亿元，排名全市第二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458.59亿元，同比增长 3.1%；农业总产值 123.44亿元，同比增长

1.6%。

增城区工业经济加快恢复，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现

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39.4%，增速连续三年居

全市第一位。接待游客 935万人次，旅游收入 110.67亿元。重大项

目建设扎实推进，招商引资成效明显，共引进产业项目 156个，其中

亿元以上项目 111个，投资或产值营收 10亿元以上项目 8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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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片开发范围基本情况

（一）成片开发范围的位置与面积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连片开发方案，结合增城区在编的国土空间规

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

区划定成果，以及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同时根据增城区 2023年度

土地征收工作安排，本批次共划定 16个成片开发区域，片区总面积

为 528.3503公顷，涉及新塘镇、石滩镇、中新镇、仙村镇、增江街、

朱村街、永宁街、荔湖街、宁西街 9个镇（街）。

本次方案划定的 16个成片开发片区位置选址主要依据拟征收地

块涉及的项目坐落位置确定。在项目红线为主体的基础上，在国土空

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内，综合考虑国土空间规划用

地布局、地块特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产业发展需求等因素，

并结合行政区划划定完整的成片开发范围，面积与拟征地地块大小呈

正相关关系，划定的成片开发范围不存在不连片的情形。

图 2- 1 成片开发范围划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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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片区开发范围及拟征收地块的详细情况如下：

表 2- 1增城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基本情况

单位：公顷

序号 片区名称 区域位置 片区面积

1 新塘镇塘边片区
北至荔新大道，南至银沙工业园，西至铁塔路，

东至崩坑水库。
6.5824

2 新塘镇长巷片区
北至社排路，南至巷口村墓园，西至沙宁公路，

东至广州科旺实业有限公司。
4.1074

3 石滩镇沙头片区
北至幸福田园农业园，南至石龙货场，西至荔三

公路，东至里波水。
32.4557

4 中新镇慈岭片区
北至竹园，南至广石铁路，西至高埔，东至增城

西站。
26.2929

5
仙村镇沙头-基岗

片区

北至广惠高速，南至广深铁路，西至仙村五金钢

材贸易城，东至京东华南物流中心。
133.6127

6 增江街西山片区
北至广东省环保技工学校，南至星河湾，西至纬

四路，东至经三路。
6.8058

7 朱村街朱村片区
北至科德大道，南至七朱新路，西至育水二路，

东至文达路。
79.9263

8
永宁街长岗-简村

片区

北至广州昂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南至广惠高速，

西至新新大道中，东至永和河。
36.2336

9 荔湖街五一片区一

北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南至和民大道，

西至通民大道，东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东

侧规划路。

6.3422

10 荔湖街五一片区二
北至增城大道，南至和民大道，西至广州市妇女

儿童医疗中心，东至荔星大道。
38.6007

11 荔湖街五一片区三
北至增城大道，南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西至通民大道，东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0.5032

12 宁西街章陂片区一
北至创强路，南至广惠高速，西至永和河，东至

广州新莱福磁材有限公司。
27.0856

13 宁西街章陂片区二
北至创新大道，南至创想路，西至新河路，东至

招商臻园。
5.0182

14 宁西街下元片区

北至广石铁路，南至广州市农圃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西至广州市建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东至石

迳窿水库。

8.4627

15 宁西街九如片区一
北至山猪窿水库，南至雅瑶河，西至新科路，东

至百花古寺。
100.8057

16 宁西街九如片区二
北至创盈路，南至创业大道，西至新耀北路，东

至香山大道。
15.5152

总计 528.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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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增城区成片开发范围分布图



15

（二）成片开发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本方案共划定了 16个成片开发片区，面积共计 528.3503公顷，

其中农用地 352.2265公顷，占总用地的 66.67%；建设用地 176.1238

公顷，占总用地的 33.33%。

表 2- 2 增城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现状地类表
单位：公顷

序

号

片区名称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

地
总面积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其他农用

地

1
新塘镇塘边

片区
3.7055 0 3.7055 0 0 0 2.877 0 6.5825

2
新塘镇长巷

片区
1.6105 0 0.2896 0.1163 1.1192 0.0854 2.4969 0 4.1074

3
石滩镇沙头

片区
18.7935 3.3345 0 0.4486 0.0416 14.9688 13.6622 0 32.4557

4
中新镇慈岭

片区
22.7093 0.8928 8.9854 5.6464 0.8972 6.2875 3.5841 0 26.2934

5
仙村镇沙头

-基岗片区
75.9773 0.7781 55.1945 10.2674 3.535 6.2023 57.6362 0 133.6135

6
增江街西山

片区
4.1013 0.4628 3.5341 0.0061 0 0.0983 2.7047 0 6.806

7
朱村街朱村

片区
78.9373 30.6997 33.9802 10.2137 0.0932 3.9505 0.989 0 79.9263

8
永宁街长岗

-简村片区
20.0683 10.1368 7.4507 2.156 0.0319 0.2929 16.1651 0 36.2334

9
荔湖街五一

片区一
5.541 0.5635 3.0636 0.1751 1.5716 0.1672 0.801 0 6.342

10
荔湖街五一

片区二
22.1956 2.728 14.7455 3.6302 0.6026 0.4893 16.4055 0 38.6011

11
荔湖街五一

片区三
0.1288 0 0.0218 0.0652 0.0418 0 0.3743 0 0.5031

12
宁西街章陂

片区一
20.4824 7.4457 6.9656 1.6417 1.8734 2.556 6.603 0 27.0854

13
宁西街章陂

片区二
0.0061 0.0059 0 0 0 0.0002 5.0122 0 5.0183

14
宁西街下元

片区
8.3069 0.5712 4.1494 2.8376 0.0211 0.7276 0.1557 0 8.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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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片区名称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

地
总面积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其他农用

地

15
宁西街九如

片区一
67.1076 3.4502 28.0112 28.6148 1.7359 5.2955 33.6976 0 100.8052

16
宁西街九如

片区二
2.5551 0.389 0.6809 0.7878 0.5044 0.193 12.9593 0 15.5144

总计 352.2265 61.4582 170.778 66.6069 12.0689 41.3145 176.1238 0 528.3503

注：1.数据是在增城区 2021年土地变更调查成果基础上统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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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片开发范围内用地权属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总用地面积为 528.3503公顷，其中国有土地

为 124.2594公顷，集体土地为 404.0909公顷。

成片开发范围内集体土地共涉及权属人 76个，包括新塘镇塘边

村经济联合社、新塘镇长巷村经济联合社等。

表 2- 3 增城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权属情况表
片区名称 权属性质 权属单位 面积

新塘镇塘

边片区

集体土地

所有权
新塘镇塘边村经济联合社 2.7611

国有土地所有权 3.8214

新塘镇长

巷片区

集体土地

所有权

宁西街百湖村田寮第一股份经济合作社/宁西街百湖村田寮第三

股份经济合作社/宁西街百湖村田寮第二股份经济合作社
0.0003

宁西街湖中村社排股份经济合作社 0.0236

新塘镇长巷村经济联合社 0.0922

新塘镇长巷村经济联合社 1.6145

新塘镇百湖村湾谷第一经济合作社/新塘镇百湖村湾谷第二经济

合作社
0.0001

国有土地所有权 2.3768

石滩镇沙

头片区

集体土地

所有权

石滩镇沙头村经济联合社 1.6193

石滩镇沙头村上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石滩镇沙头村上西股份经济

合作社/石滩镇沙头村东一股份经济合作社/石滩镇沙头村东二

股份经济合作社/石滩镇沙头村中丰股份经济合作社/石滩镇沙

头村中心股份经济合作社/石滩镇沙头村六姚股份经济合作社/

石滩镇沙头村农丰股份经济合作社/石滩镇沙头村北东股份经济

合作社/石滩镇沙头村北二股份经济合作社

2.6319

石滩镇沙头村经济联合社 2.1818

国有土地所有权 26.0226

中新镇慈

岭片区

集体土地

所有权

中新镇莲塘村第二经济合作社/中新镇莲塘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

/中新镇莲塘村莲塘第一经济合作社/中新镇莲塘村莲塘第七经

济合作社/中新镇莲塘村莲塘第三经济合作社/中新镇莲塘村莲

塘第九经济合作社/中新镇莲塘村莲塘第五经济合作社/中新镇

莲塘村莲塘第八经济合作社/中新镇莲塘村莲塘第六经济合作社

/中新镇莲塘村莲塘第十一经济合作社农民

1.4223

中新镇慈岭村高埔经济合作社 0.6573

中新镇慈岭村公岭经济合作社 0.255

中新镇慈岭村竹园经济合作社 23.6115

国有土地所有权 0.3473

仙村镇沙

头-基岗

集体土地

所有权

仙村镇沙头村经济联合社 16.4161

仙村镇沙头村经济联合社 0.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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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名称 权属性质 权属单位 面积

片区 仙村镇基岗村经济联合社 32.5256

仙村镇沙头村单屋经济合作社 0.5889

仙村镇沙头村庙边经济合作社 1.825

仙村镇沙头村庙一经济合作社/仙村镇沙头村庙三经济合作社/

仙村镇沙头村庙二经济合作社/仙村镇沙头村庙四经济合作社
23.5906

仙村镇沙头村四东经济合作社 2.8061

仙村镇沙头村四东经济合作社/仙村镇沙头村四西经济合作社 4.3313

仙村镇沙头村四西经济合作社 0.0229

仙村镇沙头村宗一经济合作社/仙村镇沙头村宗三经济合作社/

仙村镇沙头村宗二经济合作社
0.1938

仙村镇上境村经济联合社 0.2612

仙村镇西南村经济联合社 7.8789

国有土地所有权 43.1256

增江街西

山片区

集体土地

所有权

增江街西山村东境经济合作社/增江街西山村余一经济合作社/

增江街西山村吓余第三经济合作社/增江街西山村吓余第二经济

合作社/增江街西山村斋路经济合作社/增江街西山村新元经济

合作社/增江街西山村新围经济合作社/增江街西山村水东经济

合作社/增江街西山村沥口经济合作社/增江街西山村经济联合

社/增江街西山村蔡联经济合作社/增江街西山村鹤洲经济合作

社

4.0584

国有土地所有权 2.7476

朱村街朱

村片区

集体土地

所有权

朱村街朱村村第九股份经济合作社 18.6745

朱村街朱村村第十股份经济合作社 2.6759

朱村街朱村村第十一股份经济合作社 4.6013

朱村街朱村村经济联合社 0.2933

朱村街朱村村第九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朱村街朱村村第六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十三经济合作社

/朱村街朱村村第四经济合作社

13.8291

朱村街朱村村第十经济合作社 0.8949

朱村街朱村村第十四经济合作社 10.3434

朱村街朱村村第十五经济合作社 0.1805

朱村街朱村村第十一经济合作社 2.141

朱村街朱村村第一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七经济合作社/

朱村街朱村村第三(1)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三(2)经济合

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三(3)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三(4)

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九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二

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五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八

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六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十

一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第十三经济合作社/朱村街朱村村

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增

26.2764

国有土地所有权 0.016

永宁街长 集体土地 新塘镇简村村简村经济合作社 1.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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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名称 权属性质 权属单位 面积

岗-简村

片区

所有权 新塘镇简村村齐岭经济合作社 5.3124

新塘镇简村村长二经济合作社 2.7683

新塘镇简村村长一经济合作社 6.2471

新塘镇长岗村大远经济合作社 3.7509

新塘镇长岗村山岗经济合作社 2.3422

新塘镇长岗村水平经济合作社 2.2729

新塘镇长岗村新屋经济合作社 0.6599

国有土地所有权 11.2889

荔湖街五

一片区一

集体土地

所有权

荔城街五一村同巷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尾元经济合作社/

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一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三经济

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二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枝元

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田心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禾塘

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老屋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菜坑

经济合作社/荔城街

2.3135

荔城街五一村同巷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尾元经济合作社/

荔城街五一村枝元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老屋经济合作社/

荔城街五一村西环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高排经济合作社

4.0285

荔湖街五

一片区二

集体土地

所有权

荔城街五一村经济联合社 0.1154

荔城街五一村同巷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尾元经济合作社/

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一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三经济

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二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枝元

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田心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禾塘

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老屋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菜坑

经济合作社/荔城街

8.1588

荔湖街五一村经济联合社 0.422

荔城街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 1.227

荔城街五一村经济联合社 0.0316

荔城街五一村田心经济合作社 1.116

荔城街五一村同巷经济合作社 0.0246

荔城街五一村同巷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尾元经济合作社/

荔城街五一村枝元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老屋经济合作社/

荔城街五一村西环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高排经济合作社

0.949

荔城街五一村同巷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二经济合作

社/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田心经济合作

社/荔城街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

1.2481

荔城街五一村尾元经济合作社 1.0585

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二经济合作社 1.8172

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一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三经济

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二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田心

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禾塘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菜坑

经济合作社

6.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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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名称 权属性质 权属单位 面积

荔城街五一村义学经济合作社一社农民集体/荔城街五一村义学

经济合作社二社农民集体/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一经济合作社/

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三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屋场第二经济

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新屋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田心经济

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禾塘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菜坑经济

合作社

1.8069

国有土地所有权 13.9624

荔湖街五

一片区三

集体土地

所有权

荔城街五一村同巷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尾元经济合作社/

荔城街五一村枝元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老屋经济合作社/

荔城街五一村西环经济合作社/荔城街五一村高排经济合作社

0.4497

国有土地所有权 0.0534

宁西街章

陂片区一

集体土地

所有权

宁西街章陂村经济联合社 21.8023

永宁街简村村经济联合社 2.2466

永宁街简村村经济联合社 1.6083

新塘镇简村村牛民地经济合作社 1.1321

国有土地所有权 0.2961

宁西街章

陂片区二

集体土地

所有权
宁西街章陂村经济联合社 1.1011

国有土地所有权 3.9172

宁西街下

元片区

集体土地

所有权
永宁街石迳村下坊经济合作社 1.2629

永宁街下元村经济联合社 7.1997

宁西街九

如片区一

集体土地

所有权

宁西街九如村经济联合社 82.3126

宁西街九如村经济联合社 0.1908

永宁街塔岗村经济联合社 2.2575

新塘镇九如村东布岭经济合作社 0.0042

新塘镇九如村东山经济合作社 0.9992

新塘镇九如村庙下经济合作社 0.0066

新塘镇九如村坭坑经济合作社 0.0922

新塘镇九如村吓屋经济合作社 0.0007

新塘镇九如村新屋塘经济合作社 0.0112

新塘镇塔岗村岗贝浪经济合作社 3.731

国有土地所有权 11.1992

宁西街九

如片区二

集体土地

所有权
宁西街九如村经济联合社 10.4295

国有土地所有权 5.0849

总计 528.3503

备注：1.2012年，省民政厅批复同意增城市增设仙村镇和永宁街，将新塘镇划分为新塘镇、仙村镇和永宁

街。2019年，市人民政府同意增城区部分街道行政区划调整，设立荔湖街道、宁西街道。

2.由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因，九如村和百湖村先后隶属新塘镇、永宁街、宁西街管理；翟洞村先后隶属新

塘镇、永宁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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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 成片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一）开创融入湾区建设新局面，打造广州东部综合门户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至 2035 年大湾区形成以创

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体现了对新兴产业和重大创新

载体的支持力度。增城应主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对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沿线重大创新平台，重点围绕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命健康、先进制造业等领域，谋划广深产业创新合作园，

探索与深圳宝安、广州黄埔等地区结对共建战略合作，共同推进产业、

创新、制度、服务跨区域协同，打造广深产业合作示范区。积极落实

穗莞协同合作，探索增城中南部街镇与东莞北部街镇协同发展，推动

东江两岸滨江区域的融合发展。增城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聚焦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等

重大战略平台建设，全面融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借力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面向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着重提升应用创新和

成果转化“两大能力”，建设科技创新强区，打造湾区中部创新节点

和智造新城。

对接《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打造广州东部综合门户。主动对接广州东部沿江发

展带规划部署，加强交通快速化联通，推动新塘东江新城等沿江片区

以及广州东部枢纽商务区城市更新和功能置换，构筑高品质的产城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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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空间，与黄埔、天河、海珠串珠成链，推动广州东部沿江发展

带向增城延伸，共同打造集总部、金融、科创、智造于一体的广州东

部发展驱动引擎。推进增城经开区与广州开发区联动发展，对接辐射

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带，主动承接广州开发区产业外溢，围绕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基建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

动园区互动，深化产业互补，联动广州开发区做强广州东部创新经济

增长极。紧密对接中新知识城国家战略，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科教新区，

强化城市、交通和空间规划衔接，加快中新镇、朱村街城市更新和土

地腾挪，建设产城高度融合的开放式产业街区，全面推进大湾区科教

新区与中新知识城一体化发展，主动谋划建设中新知识城拓展区。

通过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实施，推动国家级增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荔湖新城城乡融国家级合试验区、广州东部交通枢纽中心商务

区等“十四五”重大产业平台建设，加快优化增城区的产业对接、创

新融合、区域协同作用，与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发展充分融合、共谋

大势。

（二）承载东进战略，打造成为广州东部重要增长极

区域聚力，创新联动，塑造广州东部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积极对

接广州东进战略，强化区域创新协同，依托广州东部枢纽、增城开发

区、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开

发区等重大创新载体，形成广州东部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联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重点产业平台，

融入大湾区科技智造和科技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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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对接广州东进战略，向西加强与广州主城区的产业承接、交

通联系和功能互补，向东加强与东莞、惠州交界地区全面合作，以产

业赋能，发展成为广州东部重要增长极。珠江高质量发展带往东延伸

至东江-增江段，将广州东进势能延伸至增城，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三）支撑重大产业平台发展，构筑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增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未来增城区要围绕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城区总

定位，着力建设湾区中部智造新城、广州东部枢纽中心和岭南生态宜

居美地，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强化国家级平台引

领赋能，坚持国家级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两区”带动，通过构筑外联内优的交通干道网络融入湾区一体化发

展，打造广州东部新动力源和增长极。

根据增城区“十四五”规划，增城区以“育集群、强链条、建生

态”为路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加快构建

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产业体系。实施产业集群发展“333”工程，打

造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含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大

健康产业；提升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含职能家居、休闲服装、食品

饮料；培育三大新兴产业，含新材料、智能装备、金融科技。着力发

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广州东部交通枢纽商务区、荔湖新城建设成为

两大标志性总部经济集聚区；依托广州东部交通枢纽中心、增城站、

增城西站等交通枢纽建设，实施片区综合开发，大力培育发展商务商

贸、酒店会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现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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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产业集群。

通过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实施，保障重点产业项目的土地征

收与开发建设工作顺利实施，支撑增城区重大产业平台落地，构筑更

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建设创新平台提供用地和空间支持。

（四）优化空间品质，打造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岭南生态宜居

美地”

增城区提出构筑“一轴一带四片区”的空间发展新格局，以“一

轴一带四片区”引领“南聚北优”向纵深发展。“一轴”为中部城市

功能提升轴，“一带”为由南向北纵深发展带，以及南部增城经开区、

西部科教新区、中部高品质城区和北部派潭白水寨风景名胜区四大功

能片区。新塘、荔城等加快激发老城市新活力，大湾区科教新区、荔

湖新城、东江新城推动综合城市功能显著提升，共同构建一流基础设

施、一流公共服务、一流营商环境，宜业宜居宜养宜游“品质之区”的

城市形象，形成“产城一体、产城共荣”新城市发展格局。

本次成片开发包含了“一轴”中的中部城市功能提升轴，加快激

发老城市新活力，推动城区的品质提升；“一带”中的由南向北纵深

发展带和四大功能片区中的增城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促进增城区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实现产业集聚与联动、空间优化与产城

融合，实现高端产业资源向增城区集聚具有重大意义。

（五）完善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实现城市提质需求

随着增天高速、增莞番高速公路等交通通道建设，将为增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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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通道周边用地再开发带来契机。因此，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编制，实现从宏观层面引导公益性设施建设，发挥重要设施效能，

如重大交通项目、市政环卫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对

城市品质提升的作用，具有十分的必要性。

本次成片开发 16个片区内规划了教育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公园绿地等配套设施用地。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如文化

设施、教育设施、体育设施、医疗设施等，以及重要的市政环卫设施

用地如供水、供电、燃气，以及污水处理、垃圾转运、垃圾无害化处

理厂等环卫用地，在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外的区域进行统筹布局。在本

次成片开发范围内根据各地块的用地属性、用地规模，适当布局一定

量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如居委会、变电站、公共厕所、垃圾收集

点以及废水处理站等，满足开发地块内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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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片开发的可行性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提供

了制度支持

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土地管理法》进

行修正，修正后的《土地管理法》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土

地管理法将“成片开发”纳入征地范围，在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

项明确规定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

建设需要用地的，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可以依法实施征收土地。

因此，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建立了基于公益项目征收和成片开发

征收两种土地征收制度，首次将“成片开发”纳入征地范围，对成片开

发标准进行制度安排。

（二）“十四五”规划助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加快推进

《广州市增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科学编制土地整备中长期计划，加强重点发展

区域的土地征收、整合储备工作，保障重大产业平台、基础设施、民

生工程、乡村振兴项目落地。增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十四五”规划等专

项规划也同时提出要实施平台载体提质工程，通过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工作整合产业用地资源，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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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广州东部枢纽及增城经开区等重点平台，有利于招商

引资推进重点项目落地

增城区正在积极推进广州东部枢纽地区发展建设，延续广州东进

发展战略，打造面向全国、立足“黄金内湾”，以先进制造、科创转

化、枢纽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广州东部中心。同时，增城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谋划扩区调整，依据区域协同、集中连片的原则，努力打造

改革开放新高地，促进增城区中南部一体化，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两大重点平台的构建为增城区产业发展吸引了大量优质项目，产

能持续升级，同时对产业用地需求也逐渐提升。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作

为盘活产业用地资源的重要方式，对提升产业园区承载力具有重大意

义。

（四）增城区中南部一体化发展战略有利于土地征收的成片

连片推进

增城区南聚北优延续主体功能区的“中南部一体化和北部生态

化”。中南部地区坚持制造立区、枢纽开放、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以增城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载体，结合省市重点方向及增城现

状优势，构建“3+1+X”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湾区先进智造新高地、

广深科创转化新平台、广州现代服务新中心。以集群化引导产业空间

优化，产业链上下游的形成进一步加大土地成片开发的需求，产业集

群化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互为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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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章 成片开发片区主导用途、拟征地范围及实

施计划

一、主要用途和实现功能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 528.3503公顷，根据已批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相关规划，成片开发范围内的主导功能以工业、商服为主。

表 4- 1 增城区成片开发片区土地用途情况一览表

单位：公顷

序号 片区名称 片区面积 土地用途 主要实现功能

1 新塘镇塘边片区 6.5824 工业 工业生产

2 新塘镇长巷片区 4.1074 工业 工业生产

3 石滩镇沙头片区 32.4557 工业 工业生产

4 中新镇慈岭片区 26.2929 工业 工业生产

5 仙村镇沙头-基岗片区 133.6127 工业 工业生产

6 增江街西山片区 6.8058 工业 工业生产

7 朱村街朱村片区 79.9263 工业 工业生产

8 永宁街长岗-简村片区 36.2336 商业、居住 商业、居住

9 荔湖街五一片区一 6.3422 商业、居住 商业、居住

10 荔湖街五一片区二 38.6007 商业、居住 商业、居住

11 荔湖街五一片区三 0.5032 商业、居住 商业、居住

12 宁西街章陂片区一 27.0856 商业、居住 商业、居住

13 宁西街章陂片区二 5.0182 商业、居住 商业、居住

14 宁西街下元片区 8.4627 工业 工业生产

15 宁西街九如片区一 100.8057 商业、居住 商业、居住

16 宁西街九如片区二 15.5152 商业、居住 商业、居住

/ / 528.35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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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征地项目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划定 16个片区，总面积 528.3503公顷，

涉及征地总面积 403.4861公顷，安排拟建项目 16个，拟征地地块面

积占比达 76.37%。

经梳理片区与广州市现行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在

编国土空间规划底线要素的关系，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总规禁建区等，形成底线一张图，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及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要求，将不涉及底线管控要素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拟征收地块纳入计划安排。同时根据项目重要性排序筛选近期

拟实施土地征收的项目，形成年度实施计划。

本方案划定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中拟征地地块面积占比达

76.37%，详细信息见下表：

表 4- 2 增城区成片开发方案拟实施征地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片区名称

项目

编号
拟安排项目

片区面积

/公顷

拟征地面积

/公顷

1 新塘镇塘边片区 1 塘边村工业地块 6.5824 3.7102

2 新塘镇长巷片区 2 长巷村工业地块 4.1074 2.3484

3 石滩镇沙头片区 3 沙头村工业地块 32.4557 19.9751

4 中新镇慈岭片区 4 慈岭村工业地块 26.2929 24.2235

5 仙村镇沙头-基岗片区 5 沙头、基岗工业地块 133.6127 79.5480

6 增江街西山片区 6 西山村工业地块 6.8058 4.1015

7 朱村街朱村片区 7 朱村村工业地块 79.9263 79.9265

8 永宁街长岗-简村片区 8
长岗-简村商业、居住地

块
36.2336 24.9735

9 荔湖街五一片区一 9 五一村商业、居住地块 6.3422 6.0328

10 荔湖街五一片区二 10 五一村商业、居住地块 38.6007 25.8576

11 荔湖街五一片区三 11 五一村商业、居住地块 0.5032 0.2174

12 宁西街章陂片区一 12 章陂村商业、居住地块 27.0856 27.0854



30

序

号
片区名称

项目

编号
拟安排项目

片区面积

/公顷

拟征地面积

/公顷

13 宁西街章陂片区二 13 章陂村商业、居住地块 5.0182 3.6460

14 宁西街下元片区 14 下元村工业生产地块 8.4627 6.1817

15 宁西街九如片区一 15 九如村商业、居住地块 100.8057 85.6301

16 宁西街九如片区二 16 九如村商业、居住地块 15.5152 10.0284

合计 528.3503 403.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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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征地实施计划

本方案成片范围内共安排 16个项目，结合规划建设计划、被征

地单位意愿、征地资金情况、土地审批信息情况等因素，综合分析论

证后制定拟征地时序为 2024年，计划实施面积 403.4861公顷。

表 4- 3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征地时序安排表
序

号
片区名称

项目

编号
拟安排项目 开发时序

拟征地面积

/公顷

1 新塘镇塘边片区 1 塘边村工业地块 2024年 3.7102

2 新塘镇长巷片区 2 长巷村工业地块 2024年 2.3484

3 石滩镇沙头片区 3 沙头村工业地块 2024年 19.9751

4 中新镇慈岭片区 4 慈岭村工业地块 2024年 24.2235

5 仙村镇沙头-基岗片区 5 沙头、基岗工业地块 2024年 79.5480

6 增江街西山片区 6 西山村工业地块 2024年 4.1015

7 朱村街朱村片区 7 朱村村工业地块 2024年 79.9265

8 永宁街长岗-简村片区 8
长岗-简村商业、居住

地块
2024年 24.9735

9 荔湖街五一片区一 9 五一村商业、居住地块 2024年 6.0328

10 荔湖街五一片区二 10 五一村商业、居住地块 2024年 25.8576

11 荔湖街五一片区三 11 五一村商业、居住地块 2024年 0.2174

12 宁西街章陂片区一 12 章陂村商业、居住地块 2024年 27.0854

13 宁西街章陂片区二 13 章陂村商业、居住地块 2024年 3.6460

14 宁西街下元片区 14 下元村工业生产地块 2024年 6.1817

15 宁西街九如片区一 15 九如村商业、居住地块 2024年 85.6301

16 宁西街九如片区二 16 九如村商业、居住地块 2024年 10.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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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 成片开发合规性分析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

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成片开发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

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

的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的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根据《广东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1〕

20号)，成片开发项目建设用地应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乡

建设用地范围内或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并与正

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

一、成片开发的政策符合性分析

（一）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本次方案划定的 16个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三区三线”划定成

果的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建设区，不得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

红线。

（二）不存在大量批而未供或者闲置土地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

(粤自然资发〔2021〕20号)，辖区范围近五年供地率不得低于 60%、

土地闲置率不得大于 5%。根据广东省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

数据核查结果，增城区近五年供地率为 62.48%，土地闲置率为 0.7%，

符合上述要求，不存在大量批而未供或者闲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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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辖区内开发区不存在不得批准成片开发方案的情形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

(粤自然资发〔2021〕20号)，编制主体辖区内经国务院或省人民政府

批准设立的开发区、产业转移园存在以下情形中的两种及以上不得批

准成片开发方案，包括近五年平均供地率小于 60%、土地闲置率大于

5%、综合容积率小于 0.5。辖区内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属于国家级开

发区，近五年平均供地率大于 60%，土地闲置率为 0.00%、综合容积

率为 1.14，不存在近五年平均供地率小于 60%、土地闲置率大于 5%、

综合容积率小于 0.5两种及以上不得批准成片开发方案的情形。

我区已批准实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有 5个（含 1个调整方案），

土地征收实施计划涵盖 2021年-2024年。其中，2021年土地征收实

施计划已完成，2022年土地征收实施计划正在进行，不存在连续两

个年度土地征收实施计划未完成的情形。

（四）辖区内未设立城市新区

辖区范围内未设立国家级新区，不存在不符合批准成片开发方案

的情形。

（五）村民代表同意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总用地面积为 528.3503公顷，其中国有土地

为 124.2594公顷，集体土地为 404.0909公顷。

成片开发范围内集体土地共涉及权属人 76个，包括新塘镇塘边

村经济联合社、新塘镇长巷村经济联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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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相关规划衔接情况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

(粤自然资发〔2021〕20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用地应当位于国

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国土空间规划批准

生效前，拟实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用地应当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或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

并与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同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事

项已纳入增城区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与增城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

增城区已将成片开发范围纳入在编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城镇开发

边界集中建设区，对于符合城乡规划但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

地，在国土空间规划批准实施前，将尽快依法依规修改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保实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

经核在编的《广州市增城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16个片区均位于在编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城镇集中建设区范

围内。

经核《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调整完善

方案》以及《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本次 16个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拟征地地块均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

乡建设用地范围内或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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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衔接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针对《关于广州市增城区 2022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2023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的

重点抓手进行了衔接。抓重大平台建设，全力打造东部枢纽主战场，

推动重点平台用地整合；抓重大项目投资，实施工业投资倍增计划，

本次成片方案引进 16个重大项目，做好重大项目的用地保障工作；

抓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制造业当家，本次方案拟安排项目均以

产业为主导功能，为增城区制造业发展“补链强链”；抓民生改善，

突出抓好就业增收，本次方案通过产业空间的供给，吸引企业入驻和

投资，缓解居民就业压力，提高收入水平。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是围绕增城区的重点发展抓手，结合

“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重点地块”的开发需求划定的，并以此为契

机，推动完善成片开发区域及周边公共配套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建设，

完善城市生活功能，提升城市价值。同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事项已

纳入增城区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与增城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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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增城区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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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片开发范围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情况

经核《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调整完善

方案》，本次方案涉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不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确定的禁止建设区。

片区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各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

区和实验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列入省级以上保护名录的野生动

植物栖息地、水源保护区核心区、蓄滞洪区等不宜建设区域，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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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 增城区成片开发范围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情况一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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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片开发范围与城市总体规划衔接情况

经核《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本次方案涉及

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不涉及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禁建区，不涉及

绿线、紫线、黄线、蓝线。

片区部分涉及总规限建区，落实相应管控要求。限建区严格控制

有损生态系统服务的开发建设活动。除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文化自

然遗产保护、森林防火、应急救援、军事与安全保密设施，必要的农

村生活及配套服务设施、垦殖生产基础设施，以及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园和生态型旅游休闲设施外，不得进行其他项目

建设。限建区内的建设活动应当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与要求，并遵循

小体量、低密度和园林式的建设原则。片区部分涉及蓝线，已征求区

水务局意见，后续严格按照总规管控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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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增城区成片开发范围与城市总体规划衔接情况一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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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片开发范围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衔接情况

2022 年 10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背景等生（区、市）启

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明确

“三区三线”作为用地报批的重要依据，同年 11月下发“三区三线”

矢量数据，本次方案以该版数据作为核查依据。经核《广州市增城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三区三线”成果，成片开发

范围均已纳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不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底线管控要素，符合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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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增城区成片开发范围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区三线”划定

成果衔接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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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片开发范围与控制性详细规划衔接情况

本次方案划定的 16个成片开发片区，总面积 528.3503 公顷，片

区主要涉及《广州东部（增城）汽车产业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广

州东部科创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增城西站交通集疏运系统规划

及周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增城火车站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

《派潭镇高滩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仙村园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增城市永宁街宁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广州东部（增城）汽车产业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控制性详细规

划。

本次方案涉及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益性用地主要为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公

用设施用地等，增城区承诺在后续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过程中，确保该

片区每个完整的成片开发范围内的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40%的要求。

本次方案涉及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营性用地主要为工业用地、商业服

务业设施用地、居住用地等，本次方案片区主导功能以工业、商服及

居住为主，因此，本次方案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

（六）成片开发范围与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衔接情况

《广州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2014-2030 年）》依据自然条件、

环境功能、环境保护战略等，将广州市划分为三大战略区，同时提出

划定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环境资源承载力分区调控，划定环境空

间管控区，系统开展环境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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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 16 个成片开发范围不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本

次方案涉及《广州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2014-2030 年）》划定的承

载力分区调控，环境空间管控区等，后续将针对管控区要求严格引入

相关产业项目，并征求生态环境部门，确保项目符合相关管控要求，

因此，成片开发范围与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相衔接。

三、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衔接情况

根据广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规范优化方案，本次方案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片区不涉及一级、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准保护

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项目建设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配置相应的防污设备和器材，严格执行水污染防治措施、工业

水污染防治措施等。对于饮用水水源和其他特殊水体实施保护，禁止

设置排污口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同时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实际

需要，在准保护区内采取工程措施、水源涵养林等生态保护措施，防

止水污染物直接排入饮用水水体，确保饮用水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饮用水源保护条例》，在准水源保护区内

禁止新建、扩建水上加油站、油库等严重污染水体的建设项目，或者

改建增江排污量的建设项目；禁止使用毒鱼、炸鱼等方法进行捕捞；

禁止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等其他污染物或其他废弃物等，成

片开发范围涉及占用准水源保护区的将严格按照要求执行，严格引入

项目类型及严控项目建设排放，确保符合保护条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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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0 增城区水源保护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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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分析

本次土地征收共划定16个成片开发片区，片区总面积为528.3503

公顷，主要用途为商服、工业、居住和公益性用地，通过与《广州市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进行叠加分析，本次成片开发

范围所开展的项目安排符合管控方案提出的各项要求，符合环境管控

单元的分类管控要求及生态环境准入要求，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及一

般生态空间，确保不突破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

本方案划定的成片范围位于重点管控单元及一般管控区中，属于

人口集中、工业集中的地区。根据分区管控要求，针对水环境、大气

环境等要素细类在区域布局管控中提出具体要求。包括需要限制不符

合产业规划、效益低、能耗高、产业附加值较低的产业和落后生产能

力逐步退出或关停，需要限制新建储油库项目、产生和排放有毒有害

大气污染物的工业建设项目以及高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项目。鼓励

引导汽车制造业、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并强化达标监管、引导

工业项目落地集聚发展。

（一）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共划定 16个成片开发片区，片区不涉及占用生态

保护红线，符合《广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要求。

（二）与环境质量底线衔接情况

1、与水环境质量底线衔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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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本次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划定的 16个片区位于水环境质量底线中的水环境

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和其他区域。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要求加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提高风

险防范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环境突发事件。片区项目建设过程中及

建成后将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加强污染预防，确保不发生重大环境突

发事件，符合所在管控区要求。

其他区域要求落实普适性治理要求，加强污染预防。片区建设将

加强环境治理，符合所在管控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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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1 增城区水环境管控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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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大气环境质量底线衔接情况

根据《广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本次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方案划定的 16个片区位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的大

气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大气受体敏感重点控制区、大气污染高排放

重点管控区。

大气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内禁止新建除集中供热外的燃煤锅炉，

禁止新（改、扩）建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等高污染行业项

目；禁止新建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排放的项目；优先实施清洁能源替代，

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放减量替换。大气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要求现有产

生大气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应持续开展节能减排，降低区域污染排放。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焚烧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环卫清扫物等

废弃物；加强餐饮业燃料烟气及餐饮油烟防治，鼓励餐饮业及居民生

活能源使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生物酒精等洁净能源。大气污染高

排放重点管控区要求应根据园区产业性质和污染排放特征实施重点

监管与减排，全面清理淘汰集中供热范围内的高污染燃料分散供热锅

炉，逐步推进集中供热范围内生物质成型燃料等其他燃料锅炉的淘汰

替代，实施传统产业绿色化升级改造，对化工、建材、轻工、印染、

有色等传统制造业全面实施能效提升、清洁生产、强化治污、循环利

用等专项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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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2 增城区大气管控分区图

3、土壤环境风险控制底线

根据《广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将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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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局公布的《广州市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负面清单》中

的 5个污染地块、43家广州市国家、省、市重点管控企业、160家广

州市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103家广州市涉镉等重金属重点

行业企业及 78个广州市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地块（其中 11个垃圾填埋

场地块，58个污水处理厂地块，8个垃圾焚烧厂地块，1个污泥堆场

地块）纳入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将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

管控区以外的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纳入土壤环境一般管控区（不含农

用地）。本次土地征收共划定 16个成片开发片区位于土壤环境一般

管控区，土壤环境一般管控区要求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

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

目；重点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新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

严格控制在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域及周边新建重点行业企业，以及

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等公用设

施。片区在后续将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

位周边布局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并严禁新建、扩建新增重金属污染

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确保片区内建设项目符合土壤环境一般管控区要

求。

（三）与资源利用上线衔接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共划定16个成片开发片区，片区总面积为528.3503

公顷，根据《广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水资源利用

上线、土地资源利用上线、能源资源利用上线、矿产资料利用上线的

相关控制指标，在片区范围加强用水、用地、能耗等方面的管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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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四）与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衔接情况

根据《广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本次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划定的 16个片区不涉及占用一般生态空间，其涉

及的管控单元为重点管控区、一般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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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32 增城区环境管控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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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耕地占补平衡情况

（一）拟征地范围占用耕地情况

经核增城区 2021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拟

征地总面积 403.4861公顷，共涉及占用现状耕地 60.0274公顷（其中

占用水田 34.2973公顷）。具体情况如下：

表 5- 1 增城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拟征地范围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公顷

序

号
片区名称 拟征地面积

占用耕地情况

合计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1 新塘镇塘边片区 3.710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新塘镇长巷片区 2.348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石滩镇沙头片区 19.9751 3.3342 0.0000 3.0283 0.3059

4 中新镇慈岭片区 24.2235 0.6719 0.1170 0.5549 0.0000

5 仙村镇沙头-基岗片区 79.5480 0.7194 0.0000 0.7194 0.0000

6 增江街西山片区 4.1015 0.4628 0.0000 0.4628 0.0000

7 朱村街朱村片区 79.9265 30.6997 30.6997 0.0000 0.0000

8 永宁街长岗-简村片区 24.9735 10.0467 0.0000 10.0467 0.0000

9 荔湖街五一片区一 6.0328 0.5635 0.5635 0.0000 0.0000

10 荔湖街五一片区二 25.8576 2.7278 2.7278 0.0000 0.0000

11 荔湖街五一片区三 0.217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2 宁西街章陂片区一 27.0854 7.4457 0.1893 7.2564 0.0000

13 宁西街章陂片区二 3.6460 0.0059 0.0000 0.0059 0.0000

14 宁西街下元片区 6.1817 0.2747 0.0000 0.0552 0.2195

15 宁西街九如片区一 85.6301 2.6861 0.0000 2.6353 0.0508

16 宁西街九如片区二 10.0284 0.3890 0.0000 0.1661 0.2229

总计 403.4861 60.0274 34.2973 24.9310 0.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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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耕地情况

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为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

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植草皮；必

须严格落实《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关于“严格控制耕地转

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规定。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

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的指导意见》（国

土资规〔2016〕8号）和《关于加大耕地提质改造力度严格落实占补

平衡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6〕2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对无

法避让耕地的非农建设项目，必须严格落实占补平衡，实现建设占用

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确保耕地占补平衡数量质

量双到位。

针对拟征地范围占用耕地地类、质量及产能情况,2021年 12月，

增城区已购买到账约 3000亩的耕地指标及 1128 亩水田指标。增城区

人民政府拟通过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指

标以及异地购买耕地储备指标的方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截止至本方案上报前，增城区剩余尚未使用耕地指标 133.7468

公顷，水田指标 56.6972 公顷，本方案拟征地范围占用现状耕地

60.0274公顷，占用水田 34.2973公顷，剩余尚未使用耕地指标能够

满足方案拟征地地块占用需求，后续根据征地进度安排，项目在用地

报批阶段拟安排相应耕地、水田指标用以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确保增

城区耕地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切实做到了耕地占补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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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征地范围占用的耕地主要是水田、水浇地。在

具体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将统筹做好被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和再利

用。2021年，增城区制定印发《广州市增城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耕

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流程》，优化耕地耕作层剥离利用工作，并正式

启动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和耕地恢复潜力调查评价工作，全面摸清

耕地恢复潜力状况。

耕地耕作层剥离和再利用将紧密结合区域内土地整治、中低产田

改造、建设用地复耕，农业综合开发等工作，综合考虑运距、技术以

及取土和覆土供需匹配等因素，科学规划，合理确定取土区、存放区

和覆土区，统筹安排剥离、存放、覆土等各环节，力争剥离与覆土紧

密衔接、高效利用。剥离后耕作层的存储要合理选址，集中堆放，防

止出现安全隐患和水土流失。剥离的耕作层按照就近利用的原则，重

点用于周边新垦造耕地和劣质耕地改良、被污染耕地治理、建设用地

复垦等。通过统筹安排耕作层剥离再利用，使所涉及的耕作层剥离和

再利用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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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 成片开发区域内公益性用地占比

成片开发区域内公益性用地主要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等，

经核各成片开发范围控规等相关规划情况，公益性用地占比均符合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

然资规〔2020〕5号）不低于 40%的要求。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划定 16个片区，总面积 528.3503公顷，

公益性用地总面积 224.8427公顷，总体公益性用地比例为 42.56%，

且各片区公益性用地比例均不低于 40%。

表 6- 1增城区成片开发范围公益性用地占比情况一览表

序号 片区名称
总用地面积

（公顷）

公益性用地面积

（公顷）
公益性用地比例

1 新塘镇塘边片区 6.5824 2.7047 41.09%

2 新塘镇长巷片区 4.1074 1.6725 40.72%

3 石滩镇沙头片区 32.4557 13.8456 42.66%

4 中新镇慈岭片区 26.2929 10.6907 40.66%

5 仙村镇沙头-基岗片区 133.6127 57.1729 42.79%

6 增江街西山片区 6.8058 2.7257 40.05%

7 朱村街朱村片区 79.9263 35.7271 44.70%

8 永宁街长岗-简村片区 36.2336 14.7326 40.66%

9 荔湖街五一片区一 6.3422 2.5895 40.83%

10 荔湖街五一片区二 38.6007 16.1312 41.79%

11 荔湖街五一片区三 0.5032 0.2164 43.00%

12 宁西街章陂片区一 27.0856 11.0455 40.78%

13 宁西街章陂片区二 5.0182 2.0424 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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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片区名称
总用地面积

（公顷）

公益性用地面积

（公顷）
公益性用地比例

14 宁西街下元片区 8.4627 3.3859 40.01%

15 宁西街九如片区一 100.8057 43.0743 42.73%

16 宁西街九如片区二 15.5152 7.0858 45.67%

合计 528.3503 224.8427 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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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增城区成片开发范围用地用途明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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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七章 成片开发效益评估

本次土地成片开发方案将立足于增城区稳中求进，坚持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思路上，以助力“十四五”规划及重大规划项目实施为目标，

开展项目梳理与建设时序安排，以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效益，同时有

效推进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增城区迈

入高质量发展。

一、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增存联动，激发土地活力。本次土地征收工作以保障产业与民生

项目落地为目的，在充分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增城区发展时序，合理对新增建设用地

进行空间布局，满足增城区近期建设用地需求。同时，针对存量建设

用地进行适当整合，以提升存量土地效能，为缓解增城区建设用地供

需矛盾提供有效抓手，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引导新时代土地

利用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进行转变。

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土地利用效能，落实建设项目共 16项，

保证增城区重点项目落地。通过本次成片开发，进一步理清城市建设

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本次土地成片开发的实施，一方面将提

高产业用地的供给，将为国家级增城经开区、增城西站广州公铁联运、

广州东部枢纽等重大平台提供用地支撑和高品质产业空间；另一方面

通过零碎空间的腾挪规整，解决土地利用“碎片化”的问题，提高土

地利用水平，促进节约集约利用，为增城区提供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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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提升增城区空间品质，一定程度上缓解增城区职住平衡和服务

设施建设的水平，是促进落实增城区“双区”建设、“双城”联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抓手。

二、经济效益评估

落实城市发展战略，助力产业升级，保障产业用地。成片开发工

作为增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城区奠定夯实的基础，立足

于广州东部中心、穗莞惠联动门户、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三大目

标，构建“南聚北优 双核两极”的城乡空间格局，聚焦重大平台建

设，坚持先进制造业当家，促进实施产业用地万亩计划、工业投资倍

增计划、招商引资“双百”计划。拟通过用地成片开发，加快区域产

业升级与经济格局重构，保障产业用地供给，促进增城融入湾区产业

和创新发展格局。

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结合重大平台发展方向，打造先进制造产业

集群。围绕《广州市增城区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0年）》提出的

湾区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产业新高地的愿景定位，本次方案为增城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东部枢纽地区等重大产业发展平台的建设

提供更充裕的用地空间，按照各重点平台现状及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按

需引进了优质项目，构建先进制造产业链条。

聚焦高端产业引领，为强化招商引资做好空间供给的保障。本次

成片开发方案聚焦高端产业创新引领，落实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吸

引更多重点企业总部进驻，强化了重点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区内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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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带动产业链稳定发展，力促新增企业释放产能。

三、社会效益评估

聚焦民生与产业，缓解居民就业压力，提供就业机会。通过产业

空间的供给，积极推动增城国家经开区项目的开发建设，促进产业发

展，吸引企业入驻和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缓解居民就业压力，

提高收入水平。同时，增城积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配合社会保障体系相关工作。

推进公服与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保障公服、

交通、市政设施布局。增城区未来积极建设成为现代化中等规模的生

态城区，加强人民生活的幸福感，逐步补齐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短板

和弱项，聚焦优质民生设施，积极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保障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推动项目落地，与村社达成共

识。通过项目落地可有力保障增城区近期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等产业

与民生类项目的土地征收报批工作，并进一步推动留用地项目的土地

征收报批工作。同时，考虑相关村社集体发展需求，切实保障被征地

农民的合法权益，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逐步提高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将城乡收入比缩小到 1.9:1以内。

四、生态效益评估

落实底线管控要求，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做到“零”压占。本次

成片开发方案在编制时，重点关注底线管控的要求，所划范围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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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等

生态底线管控要求，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具体项目实施建设时应

结合项目类型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及削减对环境的影响，避免对区

域大气环境、生态环境、地下水环境、土壤环境产生超出环境容量的

影响。在后续征收范围的建设过程中，应关注地区的自然特征与现状

情况，避免破坏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结合详细规划设计提供多元的

城市生态空间。

建设绿美增城，促进生态保护，同时提升城市品质。本次成片开

发方案划定后，新增公园绿地、防护绿地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城乡居住

环境，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功能，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建立与增城

区自然格局相匹配、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框架协调、与城市功能布局结

构契合、体现生态城市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绿地系统，创建“现代

化生态之城”

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结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提升区域生态

环境品质。本次方案所开展的项目安排符合《广州市“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提出的各项要求，符合环境管控单元的分类管

控要求及生态环境准入要求，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空间，

确保不突破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根据分区管控要求，针对

水环境、大气环境等要素细类在区域布局管控中提出具体要求。本次

方案将限制不符合产业规划、效益低、能耗高、产业附加值较低的产

业和落后生产能力逐步退出或关停，鼓励引导汽车制造业、新材料等

先进制造业发展，并强化达标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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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八章 结论

1、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有利于加快增城区经济格

局优化、公益性设施空间供给，有利于推动增城区融入湾区创新格局、

是打造广州东部新增长极的重要支撑。综上，本次成片开发方案是必

要的。

2、本次方案涉及的 16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中，成片开发范

围总面积 528.3503公顷，均已纳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城镇开发

边界的集中建设区，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建设区等底线管控要素，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管控要求。本次 16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拟征地地块均位于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或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

设用地范围内。因此，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初步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工作标准。

3、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划定的各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其他公益性用地比例均不低于 40%。本次成片开

发方案拟征收地块面积不小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 60%。本

次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期限不超过 3年，且年度实施计划已纳入当地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标准。

4、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正在同步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社会公众、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同时，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充分尊重

了农民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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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不涉及不得批准成片开发方案的

情形。本方案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且增城区不

存在大量批而未供或者闲置土地的、不存在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土

地利用效率低下的情形。同时，已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不存在连续两年未完成年度土地征收实施计划的情况，符合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工作标准。

综上所述，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初步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工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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