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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于2023年12月30日获湖南省政府批复。

《规划》是衡阳面向2035年的空间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是落实

新发展理念、实施高效能空间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空

间政策，是市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和指导各类建设的行

动纲领。

《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

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推进“三强一化”建设，聚

力中心化，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建设新模式，为衡阳全面建设

国家区域重点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实现全市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安全提供规划支撑和空间保障。

前言
PREFACE



名山为凭，三江汇流
衡阳地处南岳衡山之南，故得此名。中心城区有湘江、蒸水和耒水汇聚，被世人誉为“寰中之佳
丽”。古有诗云“十里淡烟锁江楼，湘水南来抱廓流，回雁峰前声断处，青杉翠竹是衡州”。

千年古城，盛景荣光
衡阳文化厚重，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融火神文化、书院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大
雁文化等多种文化于一体。

主动对接，顺势而为
新时代，衡阳将全面落实国家和湖南省重大发展战略，立足衡阳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推动强创
新，建设高水平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强开放，建设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城市；强集聚，
建设高品质新型大城市；加快中心化进程，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

南岳衡山风光



区域位置：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位于京广主廊道。

幅员面积：五区五县两市，总面积15299.18平方千米。

人口规模：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664.52万，城镇化率54.27%；

中心城区常住人口129.07万人，城镇人口118.52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2020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08.50亿元，居湖南省第4位。

市域国土空间用地用海现状图（2020年）

衡阳：南岳福地，锦绣雁城
OVERVIEW“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栖息于回雁峰，故雅称“雁城”



目录
CONTENTS

1   战略引领，明确城市发展目标定位

2   全域统筹，构建衡阳保护开发格局

3 中心集聚，建设一体化发展都市区

4   以人为本，营造幸福宜居品质家园

5   强化实施，提升现代空间治理能力



战略引领，明确城市发展目标定位
 城市愿景与城市性质

 开发保护目标与战略

 全面融入区域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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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愿景

◼ 城市性质

中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市

1.1 城市愿景与城市性质

国家区域重点城市

湖南省域副中心城市

湖湘文化和山水旅游名城



◼ 2035年，形成绿色生态、开放包容、集聚高效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1.2 开发保护目标与战略

城乡风貌整体提升，雁城人文魅力充分彰显，成为令人向往的美丽宜居和创新活力之城。

城乡融合发展，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更加完善，形成现代化优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系统。

建成贯通双循环的区域枢纽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形成绿色高效的产业空间格局。

生态环境优美宜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天蓝、水清、森林环绕的城市生态空间。

农业空间稳产质优，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发展得到全面推进。1

2

3

4

5

6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全面建立，空间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 人口规模： 2035年全市常住人口680万人

                       城镇化水平73.5%左右



1.2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与战略

◼ 开发保护战略

守 好 山 水 林 田 绿 色 本 底

保护优先战略 开放联通战略

产业创新战略 魅力雁城战略

整合提升战略

建 设 开 放 联 通 的新 枢纽

转 向 绿 色 集 约 高效 发展 营 造 高 品 质 的 人居 环境

构 建 城 镇 协 同 发展 格局



1.3 全面融入区域新格局

链接

“粤港澳”

大湾区

对接

长株潭

都市圈

引领

湘南

地区

协同发展

• 对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以衡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为重点建立科技转化基地，协

同大湾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 发挥交通枢纽优势和综合保税区功能，依托

中欧（中亚）班列、湘粤非铁海联运通道，

对接粤港澳口岸，拓展面向国际的物流、贸

易。

• 重点推进与长沙的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

化，以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核心，对

接长株潭都市圈湘江西岸科创走廊。

• 擦亮南岳衡山历史文化名片，强化区域景区

景点串联整合，衔接长株潭都市圈文化旅游

休闲网络，共兴湖湘文化。

• 加强设施联通，实现长株潭衡交通一体化。

加快融入长株潭一小时交通圈。

• 加强产业分工协作。与郴州、永州形成协同

分工承接区域产业转移，共建湘南湘西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发挥衡阳国家陆港型物流

枢纽功能。

• 加强生态环境共治共保。协同郴州、永州共

筑长江南部生态环境保护屏障，严格保护湘

江及主要支流水环境，加强流域综合整治。

• 推进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三条控制线

  农业生产空间

 生态保护空间

全域统筹，构建衡阳保护开发格局02
 城镇发展空间

 文化旅游空间

 综合交通体系



建构“一江四屏、一圈一带”的总体格局

2.1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 一江
以湘江及其一级支流为骨架，形成水清、岸绿、
安全、宜人的水系生态廊道。

◼ 四屏
外围九峰山、四方山等群山拱卫的生态屏障。

◼ 一圈
衡阳城镇圈。中心城区与南岳区、衡南县、衡阳县、
衡山县和衡东县功能集聚、协同发展。

◼ 一带
构筑面向粤港澳产业承接的耒常祁城镇发展带。

市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合理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607.04
平方千米

优先划定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明确耕地保有量525.81万亩，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476.06万亩

科学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809.56
平方千米

2.2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市域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构建“一圈四区多园”的农业发展格局

◼一圈：都市农业圈

◼四区

中部粮油生产集中区

西部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区

北部山地丘陵特色农林发展区

南部山地丘陵特色农林发展区

◼多园：农业园区和科技

创业服务平台

2.3 农业生产空间

市域农业空间规划图



划分5类乡村分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都市协作

发展区

文旅特色

发展区

现代农业

发展区

生态保护

功能区

丘陵特色

农业区

3.3 推进乡村振兴

3.4 国土综合整治

划分5类整治分区，实施差异化整治策略

耕地质量提
升区

耕地数量提
升区

农用地
污染风险

重点治理区

人居环境
重点整治区

农田水利提
升区



2.4 生态保护空间

4个

自然保护区

3个

风景名胜区

10个

森林自然公园

6个

湿地自然公园

2个

地质自然公园

1个

石漠自然公园

加强 6类自然保护地保护管控

建立“一江六廊、四屏多片”的生态安全格局

◼ 一江六廊

以湘江和耒水、蒸水、舂陵水、洣水、宜
水、白河等主要水系为主要生态廊道，建
立联通山水的生态网络。

◼ 四屏多片

以衡山、九峰山-岐山-四明山、天堂山-大义
山、天光山-四方山等生态屏障为主体，多个
生态片区为补充，筑牢生态安全基底。

市域生态系统保护规划图



2.4 生态保护空间

强化湿地保护

建立湿地分级和名录管理制度。将湿
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积极申
报重要湿地，发布一般湿地名录。

加强湘江流域治理

重点推动湘江及一级支流保护修复，
全市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全面达到Ⅱ

类标准以上，全市重要江河湖泊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97%。

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升山区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保护
自然生态走廊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提高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

严格林地保护

全面推行“林长制”。实现天然林与公
益林管理并轨，天然林与公益林总面积
稳定在5006平方千米以上。

划分八个生态修复重点区域

东部水土
流失及矿
山修复重
点区域

南部水土
流失及森
林生态修
复重点区

域

湘江两岸
水土流失
及矿山修
复重点区

域

南岳生物
多样性保
护及矿山
修复重点

区域

湘江湿地
保护修复
及矿山修
复重点区

域

西部森
林生态
修复重
点区域

耒水流域
生物多样
性保护及
矿山修复
重点区域

蒸水流域
水土流失
及石漠化
综合治理
重点区域



2.5 城镇发展空间

建立“一圈一带、一核多轴”的城镇空间格局

一圈
衡阳城镇圈

以都市区为核心，
联动市域北部城镇，
形成协调发展的衡
阳城镇圈。

一带
耒常祁城镇带

以耒阳、常宁、祁东
三个城区为中心，引
领产业转型升级，形
成南部城镇发展带。

一核
衡阳都市区

推动中心城区与衡南
县城、衡阳县城、南
岳区、衡东县大浦镇
等一体化协同发展。

多轴
城镇发展轴

依托高速、铁路等，
形成多条城镇发展
轴带，支撑市域城
镇形成网络化格局。

萱洲镇

大浦镇

祁东县城

耒阳市区

衡东县城

衡山县
城

南岳城区

衡南县城

常宁市区

衡阳县城
衡阳

中心城区 城镇圈

都市区

耒常祁城镇带

市域城镇空间结构图



2.5 城镇发展空间

立足市域资源产业差异化和城镇联系趋势，统筹资源配置，构建“区域
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重点镇-一般镇”四级城镇体系，促进大中小城
市协调发展。

1个

区域中心城市

8个

县域中心城市

34个

重点镇

74个

一般镇

构建四级城镇体系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图



5.2 谋划产业发展空间

整合产业园区，加强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
数字科技、盐卤及精细化工、新能
源等产业。

整合提升中北部

高端先进制造业集聚区

一区一带多点，做强产业承接领头雁

构筑南部

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带

建设多个

专业型特色园中园

以耒阳经济开发区、水口山经济开
发区、祁东经济开发区为主体。重
点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汽
车、高端装备等产业。

多个特色产业园。重点发展智能制
造、生物医药、纺织服装、陶瓷、
眼镜、特色农产品加工、绿色建材
等新型消费品工业。

市域产业布局规划图



2.6文化旅游空间

历史
文化
名城

历史
文化

名镇名村

历史文化街
区和

历史风貌区

自然山水、
生态景观
环境和文
化线路

文物
保护
单位

历史建筑
和

工业遗产

非物质
文化
遗产

来雁塔 珠晖塔

石鼓书院

南岳衡山

非物质文化遗产回雁峰-回雁阁

保护衡阳市
省级历史文
化名城，积
极申报国家
级历史文化
名城。

4个省级历史
文化名镇，
10个省级历
史文化名村，
28个国家级
传统村落。

保护2片历史
文化街区，
积极申报 4
片历史文化
街区；划定
多片历史风
貌区。

衡山、回雁
峰、接龙山、
石鼓嘴，湘
江、蒸水、
耒水，5条水
路和6条陆路
廊道等。

共452处，其
中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
位15处、省
级文物保护
单位101处。

保护历史建
筑52处，保
护工业遗存
10处。

国家级5项，
省级19项。

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2.6文化旅游空间

“双核六区、一带三廊” 的全域文化旅游格局

南岳衡山文旅康养基地，打造世界级
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环南岳衡山旅
游经济圈。

中心城区建设区域旅游服务中心。

◼ 双核 ◼ 六区
六处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区。

◼ 一带
湘江文化旅游发展带，建设湘江省级风
景道。

◼ 三廊
洣水、蒸水、耒水，打造滨水绿廊和景
观文廊。

市域风景旅游规划图



2.7 综合交通体系

建设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干线公路网

“环形+放射”

打造湖南省

地区性重要港口
构建空铁联运

的航空枢纽

形成六向放射

对外交通格局

提升枢纽，支撑衡阳内陆区域开放门户建设

从一点组织到区域组织转变，构筑 “双循环” 开放平台

实现衡阳至长三角、珠三角、海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3小时可达，

至省内城市2小时基本可达，至周边城市1小时可达



核心引领，建设一体化发展都市区
 都市区空间结构

 都市区产业协同

 交通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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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都市区空间结构

“一城三区一廊”的都市区空间结构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加强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协同分工， 推动都市区

一体化发展，打造国家区域重点城市的核心引擎。

都市区范围：2200平方千米 城镇人口：250-300万人

提升南岳旅游发展片区

整合南岳区、开云新区及周边
乡镇旅游资源，共同打造世界
级文化旅游目的地。

优化西渡产城融合发展
片区

建设环境优美、文化彰显、产
城融合的生态宜居城区。

集聚大浦化工产业功能
区

打造全省重要的化工、有色、
能源产业基地。

打造衡山-雁城山水画廊

以店门、萱洲等特色小镇为支
撑，形成展现山水文化魅力的
生态文旅廊道。

做强衡阳主城区
推动中心城区与衡南县城、三塘镇和樟树乡共同形成主城区，建设
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新兴产业集聚高地。

都市区空间结构示意图



3.2 都市区产业协同

聚焦产业协同，构建“131”产业平台

1条创新走廊

衡州大道数字经济走廊

3个先进制造集聚区

南部高端产业承接和高新技术
产业战略平台

东部先进制造战略平台区

西部新兴产业拓展区

1个旅游文化区

南岳及周边文旅康养服务高地



3.3 交通一体化发展

实现中心城区至各城镇组团45分钟可达，
支撑和引导都市区功能集聚

◼ 至南岳城区：推进G107、S214、S219改扩建工
程，规划预留G107远期外绕线

◼ 至西渡镇：船山西路快速路，推进S336改扩建

◼ 至大浦镇：船山东路快速路建设、S336改扩建

◼ 至衡南县城：加快推进蔡伦大道快速路经白沙绿
岛南延至衡南县城、G107南段改扩建，规划白沙
大道南延至衡南县城。

加强中心城区与南岳城区、西渡镇、
大浦镇、衡南县城多通道路网建设;
加强都市区外围组团之间的快速联系

都市区轨道系统规划图

构建大中运量、中低运量客运系统
和市郊列车、常规公交构成的多层

次客运系统

都市区道路系统规划图

◼ 大中运量系统: 城市轨道2号线远期由白沙
南延至南岳机场

◼ 中低运量系统: 中心城区至南岳、西渡镇，
并与城市轨道和铁路枢纽衔接

◼ 市郊列车: 远期利用长衡城际富余运力南岳
城区-中心城区-南岳机场的市郊列车



以人为本，营造幸福宜居品质家园
 城市功能布局

 公共服务配置

 绿地开敞空间

 城市风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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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量盘活与城市更新

 市政设施和公共安全

 城市四线管控



“一轴”指以衡州
大道数字经济走廊
为主体的城市东西
向发展轴；“一带”
指依托湘江，引领
新兴产业功能拓展，
形成城市南北向发
展带。

4.1 城市功能布局

“三江六岸、一轴一带、双核七片” 的空间结构

传承“名山为凭、三江汇流”的传统营城理念, 以山水特色提升品质活力，
以高效空间提升中心能级，重塑山水城和谐共生格局。

三江六岸

以湘江、耒水、蒸
水为骨架构筑城市
的绿色开敞空间。

一轴一带

包括城西、城东两
个核心片区，以及
松木片区、城北片
区、城南片区、白
沙片区、东阳渡片
区、呆鹰岭片区、
茶山坳片区。

双核七片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结构图



4.1 城市功能布局

市辖区三条控制线

城镇开发边界

244.32平方千米

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

耕地保有量10.25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7.83万亩

生态保护红线

4.59平方千米



4.1 城市功能布局

中心城区全域规划分区
确保自然生态系统完整，鼓励建设用地混合使用

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一级分区5类

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细分9类

城镇集中建设区的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工业发展区、物流仓
储区、绿地休闲区、交通枢纽区，城镇弹性发展区，及开发边界外划定零星分布

的其他城镇建设区



4.2 公共服务配置

建设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设施

教育设施：建设区域教育中心
打造东西2处高教城，建设湘南科教基地。提升城东科
教园区，新建南岳学院新校区；规划城西科教园区，
整合南华大学雨母校区和新建的船山学院，结合衡州
大道数字经济走廊，打造产学研科创基地。至2035年，
中心城区人均教育设施用地面积6.6平方米；规划小学
不低于180所，初级中学不低于70所。

2035年，布局来雁中心和酃湖2处市级文化活动中心，
围绕建湘历史文化街区打造工业遗址文化中心。新增4
处片区级文化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区域医疗中心
2035年，中心城区每千人医疗床位数12张。在高铁组
团双江路东侧、茶山坳片区、北二环南侧新建3处市级
医院；在城北片区、城西核心片区的陆家科创组团新建
2处片区级医院；在白沙片区新建省级区域性医疗应急
储备中心，并将高铁组团市级综合医院作为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中心。

2035年，中心城区人均体育设施用地面积0.6平方米。
规划市级体育中心2处，保留酃湖市级体育中心、在
呆鹰岭片区新建1处市级全民运动中心。保留现状岳
屏体育馆及游泳跳水中心，新建区级体育中心4处。

社会福利设施：创建老年关爱型城市
2035年，中心城区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55
张。规划市级福利设施2处，保留南郊公园东、南侧现
状福利院；在茶山坳文旅康养中心新建市级养老设施。
新建片区级福利设施6处。

体育设施



4.2 公共服务配置

◼ 按15分钟生活圈划定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供全年龄段学习成长环境。

◼ 按照老城片区、产业片区和一般生活片区，分类差异化引导社区级设施配置。

◼ 保障医疗救治、集中隔离、物资储备分发、应急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等必要设施建设。

◼ 至2035年，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90%。

营造便捷高效社区生活圈

让所有市民在健康活力的社区居住、工作、学习和锻炼

老城生活服务片区

一般生活服务片区

产业生活服务片区



10 处

珠晖公园

植物园-南郊公园南湖公园

耒水湾-酃湖公园

雁栖湖公园

4.3 绿地开敞空间

构建“十园为屏、三江为脉、五心为核”
的蓝绿开敞空间格局

维护城市山水郊野生态系统，构建城市绿 地 网络。到2035年，人均公共
绿地达到11平方米，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公园绿地、广
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达到90%。

20 处

21 处

18 处

4 条

5 条

保护三江六岸

滨水岸线

郊野公园

市级综合公园

区级公园

专类公园

郊野绿道

城区绿道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和开敞空间规划图



4.4 城市风貌管控

景观风貌定位：南岳福地，锦绣雁城

一江融贯古今脉
二水润绿绣城郭
丘居叠翠青络展
六岸簇心迎雁来

登高看城

临水看城

凭园看城



4.5 城市道路网系统

建立快速路体系和
“小街区密路网”
的分层交通网络

构建快速路网
和骨架路网

中心城区构建高效便捷、内外衔接
的城市道路网系统

破解跨江瓶颈，新
增7处跨湘江通道

加强慢行交通与公
共交通的系统布局

一环：二环快速路

两横：船山西路-船山
东路和衡州大道快速路

一纵：蔡伦大道

多联：衔接二环快速路
与高速出入口和外围通
道的联络线

快速路网

规划形成Ⅰ级、Ⅱ级、
Ⅲ级主干路网布局。
其中：

Ⅰ级主干路：船山大道、
解放大道、华新大道、
绿岛大道、白沙大道、
西二环路南延、蒸湘
路、酃湖路、北三环
路、东三环路、南三
环路，疏解城区过境
交通。

Ⅱ级主干路：衡岳大
道、松木路、长丰大
道、松平路、蒸阳路、
雁城路、跃林路、东
风路、新城路、双江
路。

主干路网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图



4.6 存量盘活与城市更新

综合划定3类15个城市重点更新片区

挖潜存量用地，推动“批而未供”用地供应，“供而未用”用地利用，
以及现状已建但利用效率低下的低效用地再利用。采取综合整治、拆除
重建、功能优化、保护修缮等差异化的更新方式。

1

2

3

整治型

调整型

重构型

包含五一合江更新单元、老城居住更新单元、老城文化更新单
元、雁峰联合更新单元、苏州湾更新单元、江东中心南更新单
元和龙山公园更新单元。

包含松木工业区更新单元、高新区更新单元、白沙工业园更新
单元和白沙洲更新单元。

包含松梅更新单元、江东中心北更新单元、衡州大道南更新单
元和科学城更新单元。



水资源：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区域调水保障供水安全，完善城乡供水系统。

4.7 市政设施和综合防灾

能源供应：能源消费结构以清洁能源为主。调整能源结构。化石能源比重不断下降，非

化石能源比重大幅提高。促进煤炭的清洁利用，合理布局清洁煤电。发掘祁东县、耒阳市、衡
阳县、衡南县、常宁市、衡东县等地区的风能与太阳能资源。

电网：预留未来区域性管线廊道；优化完善市域电网建设规划，提高各市县供电可靠性；  

建设城市智能电网，开展配电网建设改造升级。

燃气：保护输油输气管道廊道，保障燃气供应安全。至2035年，市域各县市区天然气气化

率达到 90%；中心城区气化率达到 95%。

固废：提高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能力。至2035年，市域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100%，

垃圾焚烧比例达到 100%，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90%，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率 100%，
建筑垃圾集中消纳和资源化利用率 95%。

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新技

术基础设施。搭建城市智慧管控平台，完善智能化治理网络。

防洪排涝：严守防洪标准，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加强城市雨水排放系统。

海绵城市：综合采取低影响开发措施，改善城市综合生态环境。城市建成区 80%以上面

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 75%。中心城区降雨就地消纳比例提升
至75%。

应急避难: 完善应急空间网络，中心城区人均有效避难场所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加强城

市消防设施建设；提升人防工程建设水平；强化城市重大危险源管控；完善监测预警机制。

公共卫生：以社区生活圈为基础建设健康安全单元，建立应急医疗救护体系。以城市综

合医院为应急保障医院，内部或周边建设固定避难场所，作为灾后搭建临时医院的备用场地。



4.8 城市四线管控

将中心城区范围内的三江六岸滨水绿地、市级公园绿地、结

构性绿地划定为一级绿线，约15.73平方千米。将片区级公

园绿地、大型块状防护绿地划定为二级绿线，约2.52平方千

米。城市绿线严格按照《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管控。

将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湘江、耒水、蒸水划定为一级蓝线，划

定一级蓝线约19.42平方千米。将雁栖湖、国庆水库、柿江

河等水体划为二级蓝线，约0.71平方千米。

城市蓝线严格按照《城市蓝线管理办法》管控。

将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划为城市紫线，

划定城市紫线面积约0.52平方千米。历史建筑的紫线范围由

专项规划和下层次规划具体划定。后期新增历史文化街区及

历史建筑也应纳入城市紫线。城市紫线严格按照《城市紫线

管理办法》管控。

将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港口码头、铁路客货运场站、给水厂、

污水处理厂、燃气门站等大型基础设施划定为一级黄线，划

定一级黄线2.81平方千米。将220千伏以上变电站、公路客

运站、战勤、特勤消防站、大型垃圾中转站等重要基础设施

划定为二级黄线，划定二级黄线约0.45平方千米。

城市黄线严格按照《城市黄线管理办法》管控。

城市
绿线

城市
蓝线

城市
黄线

城市
紫线



强化实施，提升现代空间治理能力
 加强规划传导指引

 制定近期建设任务

 建设“一张图”系统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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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加强规划传导指引

对专项规划
的指引

建立健全各类空间性规
划编制、审批、调整协
调机制，各专项规划应
与总体规划的层次对应，
目标和管控内容衔接。

城镇建设单元重点落实规
划分区、控制线划定、单
元通则要求，以及规划管
理单元传导等相关内容。
特别控制单元重点落实生
态保护和合理利用要求。

对详细规划
的传导

对都市区内各重点
城镇的传导

各城镇定位、人口和城镇
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指引
等内容。对衡南县城、三
塘镇和樟树乡等重点城镇
的用地布局引导、路网和
重要设施衔接等要求。

对各县（市、区）
的传导

建立“格局、指标、控
制线、要素”四类传导
内容体系，确保市级规
划重要内容在市县分解
落实。

结合十四五规划，统筹开展四大空间专项行动
落实近期重点工程与项目

5.3 建设“一张图”系统
建设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张图”，搭建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立规划监督与评估调整机制，

提高国土空间精治、共治、法治水平。

5.4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完善规划体系，配套相关政策，研究和制定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实施、监督、评估和动态调

整的全过程配套法规、政策文件及实施细则。建立都市区协同管理机制，重点协调解决规划实施中需
要统筹协同的重大问题。建立贯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管理、实施、监督考核及城市治理全过程的公
众参与机制，营造全社会积极主动实施和监督规划的良好氛围。

生态治理 设施完善 产业创新 乡村振兴

5.2 制定近期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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