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谋划曲靖 2035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按照国家和云南省部署要求，为进一步全面

提升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曲靖市组织编制了《曲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描绘了曲靖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空间治理宏

伟蓝图，作为曲靖市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顶层设计、全局安

排和总体纲领，助推曲靖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和治理能力的

全面提升。

现在，让我们在这里，遇见未来，遇见2035的曲靖。热忱

期待您的参与，欢迎您建言献策，共绘新时代曲靖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蓝图！



常住人口

我们的曲靖

经济总量全域面积

曲靖，位于云南省东部，云贵高原中部，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

市域国土空间属典型的山地高原地形，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有高原盆地、高

山、中山、低山、河槽和湖盆多种地貌，山水林田湖草自然要素齐全。

曲靖不仅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还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强劲的经济活力，

是长江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滇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2.89
万平方公里

3393.9
亿元

注：本公示读本为征求意见稿，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

570.1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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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卓尔不群
建设名副其实云南副中心城市
城市定位

发展目标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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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基地

高端食品基地

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云南副中心城市

卓尔不群 建设名副其实云南副中心城市

1.1 城市定位

1.2 发展目标

初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云南副中心城市建

设初见成效，生态宜居城市品质显著提高，历史文化魅力得到

充分彰显，城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西南地区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先进制造基地、高端食品基地、城乡融合发

展示范区、云南副中心城市。

全面建设成为“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珠江源现代化大

城市，与全国一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25年

2035年

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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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尔不群 建设名副其实云南副中心城市

1.3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创新驱动核心引领战略 城乡融合共享宜居战略

贯彻“一带一路”建设 、长江经济带

发展、滇中崛起等战略部署，发挥曲靖内

通外联枢纽优势，建设成为连接强大国内

市场与南亚东南亚国际市场的重要链接点，

实现从区域小循环节点向全面融入“大循

环、双循环”枢纽转变。

坚持生态优先，强化资源环境底线约

束。服务全省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战略，

开展区域生态保育合作，共抓长江、珠江

流域协同保护治理。统筹珠江源、海峰湿

地等重点生态资源，提升自然资源全要素、

全流程、全周期利用效率。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创

新体制机制。建设高质量产业载体，围绕

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引入高水平大学、重

点实验室等科教创新资源，加速形成以企

业为主体，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

体协同联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局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提升民生福

祉，改善人居环境，统筹城乡发展，提高

城市品质和安全韧性，完善多层次的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塑造和谐共融的城

乡发展空间。以南盘江中心城区段为试点，

探索城乡融合新路径。

区域协同开放互联战略 生态优先内涵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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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同
全面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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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区域双向开放网络

强化昆-曲协同发展



区域协同 全面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1 融入区域双向开放网络

国际循环：强化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

曲靖市融入国际循环大通道示意图 -5-

构建曲靖“十”字型对外战略通道，重点畅通南北向的曲靖-文山-

河内通道，打造曲靖辐射南亚东南亚四个主要方向的对外开放大通

道，建设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通节点。

交通互联，完善
开放大通道建设

产业共赢，全面
深化产能合作

文化共荣，促进
民心相通相融

重点聚焦以绿色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

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等产业领域，

全面深化产能合作，加强国际合作产业创新平台建设。

整合川、滇、黔、缅、印等区域文化资源，串联线路，共建线性文

化遗产，共创文化旅游金字招牌。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

结合，深化教育合作与人才培养。



昆明市
曲靖市

成都市

重庆市

成渝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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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青海省 甘肃省

陕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四川省

贵州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云南省

广东省

江西省

粤港澳大湾区

广州市

东承黔桂，实现与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互联互通；南向出境，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衔接西部陆海新通道；西融滇中，衔接昆明主中心

和跨地区交通走廊；北入川渝，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开放大通道。

2.1 融入区域双向开放网络

国内循环：打造大循环的开放服务节点

强化区域交通
大通道建设

打造产业转移
重点承载地

促进流域协同
保护与治理

发挥水陆转换和联运优势，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粤港

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国内重点区域产业转移需要，大力承接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东部产业转移。

共抓长江上游大保护，保障金沙江沿线区域生态功能，协同珠江流

域共同治理；开展西北与昭通、昆明连片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及

东南与文山相接的珠江上游喀斯特地带两处省域重点片区保育合作。

区域协同 全面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曲靖市融入国内大循环主要方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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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合肥市

贵阳市

长沙市

武汉市

南昌市

长江中游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安徽省

江苏省

浙江省

南宁市

北部湾城市群

南京市

杭州市



区域协同 全面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2 强化昆-曲协同发展

强化交通一体，构筑畅达高效的交通网

促进产业协作，保障产业合作载体建设

推动服务对接，探索公共服务资源共享

构建综合交通网络，完善昆-曲高速公路、城际铁路、轨道交通网络建设，
推进昆-曲物流枢纽一体化建设，打造昆明主中心与曲靖1.5小时交通圈。

推动昆-曲产业协作与错位发展，引导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产业向昆-曲协
同发展带集聚，加快昆-曲产业合作载体建设，强化昆-曲产业要素对接。

探索建立双城协同治理模式，促进昆曲在教育、医疗、体育、政务等多
领域公共服务的跨区域协同，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唱好昆-曲“双城记”。

昆-曲协同发展示意图 -7-

昆明市

曲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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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统筹
构筑高质量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构建协调一体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统筹生态、农业、城镇国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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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统筹构筑高质量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3.1 构建协调一体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构建美丽国土空间新格局

以保护保留、开发利用两大功能为导向，构建全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生态空间

农业空间

城镇空间

会泽县

宣威市

沾益区

马龙区

麒麟区

陆良县

师宗县

罗平县

富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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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空间统筹构筑高质量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坚持底线思维，实施高效能空间治理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以现状为基础实事求

是确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目标，优先保障坝区稳定

耕地的划定比例。

将具有特殊重要生态

功能、必须严格保护的区

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优

先涵盖自然保护地区域。

依据自然地理格局、

城镇化进程等合理划定城

镇开发边界，优先保障中

心城区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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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统筹生态、农业、城镇国土空间

空间统筹构筑高质量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生态空间格局

“两带三廊、一核六点”

两带

金沙江干热河谷
地带、东南部喀

斯特地带

三廊

珠江生态廊道、
小江次级生态廊
道、南盘江-黄泥
江次级生态廊道

一核

珠江源生态核

六点

黑颈鹤、驾车、
珠江源、海峰、
十八连山、丁累
大箐六个自然保

护区

生态地带

生态廊道

生态核心

生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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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统筹生态、农业、城镇国土空间

空间统筹构筑高质量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农业空间格局

“三区四业九带”

三区

冷凉山区
中温坝区
低热槽区

四业

绿色蔬菜产业
地道药材产业
优质水果产业
新兴花卉产业

九带

3个蔬菜产业带
（南盘江流域、
乌蒙山、富源）

2个中药材产业带
（宣威-沾益、罗

平-师宗）

3个水果产业带
（马龙-麒麟、会
泽、师宗-罗平）

1个花卉产业带
（马龙-陆良）

蔬菜产业带

药材产业带

水果产业带

-12-

花卉产业带



一副

多点

四廊

3.3 统筹生态、农业、城镇国土空间

空间统筹构筑高质量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城镇空间格局

“一主一副，多点支撑，四廊联动”

麒沾马中心城市

一主

宣威副中心城市

以县城和小城镇
为协同支点，加
快县城城镇化进
程，强化小城镇
产业和服务功能

沪昆廊道
南昆—汕昆廊道
贵昆—杭瑞廊道
银昆—曲泸廊道

市域中心城市

市域副中心城市

县城
中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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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生态优先
筑牢珠江源头的高原生态基底
统筹生态保护发展

分类开展生态修复

推动国土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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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筑牢珠江源头的高原生态基底

4.1 统筹生态保护发展

严格保护云南会泽黑颈鹤、珠江源等自然保护区和各类自然公园等生

态空间，建立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功能完备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

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

推进自然资源保护利用

统筹珠江源、海峰湿地等重点生态资源，推动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建

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通道。

-15-



4.2 分类开展生态修复

生态优先筑牢珠江源头的高原生态基底

水生态修复

生物多样性保护

石漠化治理

矿山生态修复

推动以珠江、长江两大水系

为重点的水环境治理，对一级河

流河道、水源地等重要区域实施

水治理和水生态修复。

保护黑颈鹤等重点物种栖息

地，识别重要斑块、廊道，结合

已有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构

建跨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针对市域内石漠化敏感区，

区分环境保留区、整治修复区和

专项修复区，分类采取治理修复

措施，减少石漠化面积。

针对不同矿山类型、场地条

件，提供分类治理措施与修复手

段；优化矿产资源开发格局，实

现可持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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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推动国土综合整治

生态优先筑牢珠江源头的高原生态基底

-17-

城镇存量优化更新

 以中心城区和各县（市、区）城区的城镇老旧小区、棚户区、老旧厂

区和城中村为重点。

 采取“微改造”为主的方式，划

分五种类别，通过结构功能调整、

环境治理改善、公共设施完善、

特色空间和城市风貌打造等手段，

促进城市精准更新。

乡村国土综合整治

农业用地提质：全市耕地划分五种类型，分类实施整治措施，提高耕地质

量；实施低效园地开发，优化种植结构。

建设用地整治：严控农村建设用地增量，控制户均宅基地规模。有序推进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

展乡村旅游等新产业。在宣威、会泽、师宗等适宜区域积极开展农村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

商品农业发展区 高附加值特色农业区 优质耕地整治区 一般耕地区 其他发展区

综合整治类

生态修复类

历史文化保护类

拆除重建类

功能改变类



05
城乡融合
塑造和谐共融的城乡发展空间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促进产城融合

完善城乡生活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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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塑造和谐共融的城乡发展空间

5.1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增强中心城市集聚力

提升副中心城市发展水平

提高县城和小城镇空间品质

完善多中心网络化城镇体系

 做强“麒沾马”中心城市，推动现代产业、创新人才等高端要素向中心城市

集聚。

 提升宣威作为市域副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完善综合服务功能，强化与中

心城市的联系。

 提高罗平、富源、师宗、陆良、会泽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加快县城城镇化

进程，补短板、强弱项，提高县城城镇化水平。

 以经济基础好、发展活力强的小城镇为重点，推动城乡融合和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打造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支撑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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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镇（乡）

中型镇

大型及特大型城镇

20万以下Ⅱ型小城市

20-50万I型小城市

50-100万中等城市

100-300万Ⅱ型大城市

300-500万I型大城市

麒沾马
中心城市

陆良 罗平

富源

会泽

宣威

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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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促进产城融合

城乡融合塑造和谐共融的城乡发展空间

全链条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全面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先进制造基地 高端食品基地

整合全市产业园区，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创新产业空间供给与治理。

绿色硅光伏 新能源电池

绿色铝精深
加工

精细化工

高端水果、高端蔬菜种植

以生猪为主的规模化养殖

绿色食品精深加工

1个国家级经开区

7个省级工业园区

1个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

4个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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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完善城乡生活圈

城乡融合塑造和谐共融的城乡发展空间

构建五级六类公共服务体系

提升重点公共服务设施区域影响力

推动社区生活圈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共享

 提高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率。

 提高乡村共享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推动城

市与乡村各类设施的高效利用。

区域教育中心 区域医疗中心 区域文化体育中心

基本公

共服务

教育

文化

体育

医疗

卫生

社会

福利

生活

保障

15分钟

5-10分钟

•卫生服务中心/养老院
•初中/小学
•大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文化活动中心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幼儿园
•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文化活动站

•商场、菜市场、餐饮、银行、
电信邮政
•社区服务中心
•开闭所
•社区就业服务中心/保障性住房
/公交车站

•社区商业网点
•社区服务站
•再生资源/生活垃圾回收点
/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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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

县（市、区）级

街道(乡、镇)级

社区(行政村)级

街坊(自然村)级

全市或区域

全县/市/区
30-50万

街道/乡镇
3-5万

社区/行政村
0.5-1.2万

居住组团/自然村
0.1-0.5万

服务更高等级广域综合服务设施

曲靖市中心城区可达性高的区域

服务区县的较高等级综合性服务设施

各县(市、区）中心城区可达性高的区域

配套全方位、全时段的公益性服务设施

城区15分钟（1500m），农村30分钟（10km）

配建齐全的基本公服设施

城区10分钟（500-800m），农村20分钟（5km）

针对老人、幼儿的福利设施

城区5分钟（300-500m），农村10分钟（1km）

设施配建要求与到达时间公服设施服务等级 服务范围



5.4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塑造和谐共融的城乡发展空间

分类推进村庄建设，促进乡村振兴

城郊融合类 9.80% • 加快社区转变，承接城镇外溢功能，保障部分增量需求。

集聚发展类 45.33% • 提高村庄综合配套水平，保障村庄区域整合发展余量。

特色保护类 3.80% • 挖掘特色、做好保护，保障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空间需求。

整治提升类 32.75% • 优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用好内部存量、严控增量用地。

搬迁撤并类 8.32% • 引导向中心村、园区、城镇的集聚，推进土地综合整治。

强
化
向
城
镇
的
联
动
诉
求

服
务
设
施
产
业
功
能
下
沉

城镇功能集中区 不同类型村庄

中心城区

县城

小县城

产业园区

特色小镇

城郊融合类

集聚发展类

特色保护类

整治提升类

搬迁撤并类

以村民“高效、便捷、均好、人居环境优美”诉求为目的
优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用地空间结构

实现“交通便捷、服务全面、产业兴旺、三生融合”的村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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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历史保护
彰显爨乡福地的城市文化魅力
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构建整体保护格局

塑造文旅交融的全域魅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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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保护 彰显爨乡福地的城市文化魅力

6.1 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

历史地段

• 会泽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

• 西门街片区 • 4 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 17个传统村落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

• 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3处

• 曲靖市文物保护单位71处

• 会泽108处

• 麒麟28处

• 师宗19处

• 宣威5处

• 陆良16处

• 国家级2项：斑铜制作技艺、宣威火腿制作技艺

• 云南省级31项：倘塘黄豆腐技艺、宣威花灯、洞经音乐等

• 曲靖市级118项：沾益辣子鸡、师宗楹联、《红军在马龙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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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构建整体保护格局

历史保护 彰显爨乡福地的城市文化魅力

整体保护南方丝绸之路线性文化遗产

构建“一核两城，三带多点”的整体保护格局

一核

珠江源

两城

会泽古城

曲靖古城

三带

东西向文化带

南北向文化带

滇铜京运文化带

多点

其他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珠江源头，爨乡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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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塑造文旅交融的全域魅力格局

历史保护 彰显爨乡福地的城市文化魅力

“一带引领、双核驱动、三区协同、多点支撑”

文旅魅力空间发展总体格局

-26-

一带

珠江源-南盘江文化旅游带

双核

会泽古城、曲靖古城

三区
北部历史文化旅游区

中部现代康养旅游区

南部生态观光旅游区

多点
多个文旅特色镇村



07
韧性城市
完善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统筹水资源利用调配

完善各类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布局

健全综合防灾体系

推进“数字曲靖”建设 -27-



韧性城市 完善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

7.1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公路
区域互联互通

构建“中心放射式”
公路网

市域综合交通体系

铁路

完善铁路网络布局
打造“十字”枢纽

机场

加快民用机场建设
构建功能完备的

机场体系

水运

融入区域水运体系
完善地区水运网

建成以高速、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主骨架，以普通铁路和普通干线公

路为基础，陆路、空中、水上相融合，快速便捷、高效安全、绿色集约、智

慧先进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28-

枢纽
区域级枢纽
城市级枢纽
货运枢纽



7.2 统筹水资源利用调配

韧性城市 完善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

遵循“蓄引提结合、以蓄为主，大中小结合、
以中小型为主，先本区、后外调”原则，

科学制定水资源配置方案。

九龙河

连通工程

黑滩河水库

调水工程
黄草坪水库

调水工程

扯卓河水库

调水工程

德泽水库

调水工程

车马碧水库

调水工程

阿岗水库

供水工程

现有水库

新建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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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水库位置图

扯卓河水库

德泽水库

黑滩河水库

车马碧水库

车马碧调水工程

扯卓河调水工程

德泽调水工程

黑滩河调水工程

黄草坪水库

黄草坪水库调水工程

西河水库

昆明

规划调水工程示意图



7.3 完善各类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布局

韧性城市 完善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

按照“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安全可靠、适度超前”的发展要求，

优化改造现有高压配电网，加快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

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全流程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以及“源头

减排、雨水收排、排涝除险、超标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

实行“管理”前移，“堵”“疏”结合，全面推行生活垃圾源头

减量化、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探索二次资源利用新技术。

优化布局能源设施

提升给排水保障体系

完善环卫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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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健全综合防灾体系

韧性城市 完善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

采取隐患点定期监测巡查、制定紧急预案、对工程建设活动全面

跟踪和安全管理等措施，提高地质灾害预防防治能力。

地质灾害防治

构建以水系为主体的城镇排蓄大系统，完善城镇骨干排水系统，

加强调蓄、蓄排结合，提高城镇防洪排涝应急能力。

防洪排涝

构建以城市功能化分区防火体系为核心的城市消防安全体系，充

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构建智慧消防体系。

智慧消防

完善急救中心、保障医院等应急医疗设施布局，推行“平疫结合”

的弹性建设模式，加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治能力。

公共卫生安全

优化全市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布局，将危险品生产、储存设施集中

布局，1公里影响半径内，禁止布局居住与其他城市生活功能。

危险品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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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抗震设防区域划分和抗震设防标准，制定不同分区防震对策，

引导城镇、工业合理选址布局。

抗震防灾



部署全光网建设，推进以5G为核心的

移动通信网络规模商用和IPv6全面部署，

提升国际通信服务和物联网建设能力。

推动物联网向物流运输、智慧交通、

市政管理、环境治理、应急防灾等场景深

度覆盖，打造物联网行业应用示范。

抢抓“东数西存、东数西算”机遇，

实施新一轮“云上云”行动计划，启动绿

色大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项目建设。

推进智慧农业基地、数字工厂、智慧

景区建设，推动公共服务和管理基础设施

数字化、智能化，重塑生产服务模式。

7.5 推进“数字曲靖”建设

韧性城市 完善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

推进信息设施演进升级 建设新型数字应用设施

建设数据资源集聚设施 推动设施数字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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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内涵提升
塑造幸福宜居高品质中心城区
空间品质提升目标与策略

打造山水交融的宜居之城

形成集约高效的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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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一湖
生态核

翠峰山

象鼻山 阳景山

朗
目
山

文
化
休
闲

中心城区城市空间总体结构

内涵提升塑造幸福宜居高品质中心城区

8.1 空间品质提升目标与策略

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空间载体，将曲靖建设成为：

彰显西南高原山水特色、蕴含独特历史文化魅力、承

载高品质美好生活的云南副中心城市

提升目标

-34-

策略与路径

策略 2：
织绘多样可达
绿色空间体系

策略 3：
形成结构清晰
城市用地布局

策略 4：
重塑特色鲜明
城市空间秩序

策略 5：
打造印象深刻
文旅魅力空间

策略 1：
塑造山水交融
总体城市格局



朗
目
山

西河水库

寥廓山—潇湘水库

生态绿心

阳景山

马龙河城市景观带

潇湘江城市景观带

西河城市景观带

城市组团

城市组团

城市组团

城市组团
战略预留组团

内涵提升塑造幸福宜居高品质中心城区

8.2 打造山水交融的宜居之城

中心城区水体价值识别分析图

中心城区山体价值识别分析图

在识别提炼山体、水体资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四山为廓、多廊相契、

绿心为核、五水川流”的城市山水格局。

四山为廓
以翠峰山山脉、朗目山山脉、阳景山山脉、
象鼻山山脉四条山脉为曲靖中心城区的城
廓和自然地理界线。

多廊相契
以寥廓山-潇湘江-南盘江、西河水库-太和
山-南盘江等多条山水廊道与城市组团相契，
共筑城绿共生格局。

绿心为核 打造寥廓山—潇湘水库生态绿心。

五水川流 以南盘江、白石江、潇湘江、西河、马龙
河五条水脉串联城市，构建活力景观带。

中心城区城市山水格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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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枢纽与

都市经济发展区

物流枢纽与

先进制造、高等教育区

科创研发与

创新生活示范区

城乡融合发

展示范区

高端工业与

生产生活服务区 商业、文化

与政务服务区

政务服务

科技服务板块

（战略预留）

生态涵养与

都市休闲协调区

8.3 形成集约高效的功能布局

内涵提升塑造幸福宜居高品质中心城区

先进制造功能

现代物流功能

产业功能 文教功能

高等教育功能

职业教育功能

技术研发功能

商贸功能

自贸试验功能

综合保税功能

中央商务功能
（CBD）

交通功能

机场陆港功能

高铁城际功能

文化展示功能 枢纽辐射功能

核心功能

基础功能

民生保障功能

应急处理功能

治理
功能

生活
功能

居住休闲功能

商业配套功能

基础建设功能

生态景观功能

完善省域副中心城市功能体系，形成“北制造、南科技、东服务、中

生态”的城市总体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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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保障
构建高效能空间规划治理体系
建立规划传导机制

强化规划实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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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保障 构建高效能空间规划治理体系

9.1 建立规划传导机制

开发边界内：控规单元

开发边界外：郊野、村庄单元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

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

曲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麒沾马、经开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纵向传导

中心城区
空间布局

细化落实

外围六个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市
县
联
动

全国性专项规划

省级专项规划

市县专项规划

综合交通

市政工程

历史文化保护

产业发展

生态修复

…

横向统筹

横向统筹

镇（乡）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纵向、横向传导体系
保障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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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强化规划实施监督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平台

“一张蓝图”

“一套机制”

构建国土空间“一张图”管理平台，形成全覆盖、全过程、全系统的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为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提供智能化手段，实现规划

编制、审批、实施、监督、评估闭环的智慧管理。

建立健全空间规划管理、规划实施评估、规划实施考核督查等相关制度，

畅通全过程公众参与机制，创新规划实施配套政策体系，保障规划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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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保障 构建高效能空间规划治理体系



公众意见反馈途径：

电子邮箱：qjgtkjgh2022@163.com

邮寄地址：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曲靖市麒麟区保渡路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