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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规划

第十一章 资源节约、保护与利用

发布时间:2005-04-15 【字体：大 中 小】

第一节  土地资源 

第105条    指导思想和原则 

    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

总原则，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促进土地集约

利用和优化配置，提高土地资源对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保障首都各项职能的充分发挥。 

    （1） 坚持保障经济发展和保护土地资源相统一，统筹安排各类用地。 

    （2） 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保护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3）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促进土地资产的增值。 

    （4） 建立健全土地宏观调控体系，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5） 维护农民利益，促进解决“三农”问题。 

    （6） 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互协调和衔接。 

第106条    合理确定城乡土地利用规模，优化土地利用的结构，积极推动存量建设用地的再开发，提高土地利用效

益。 

第107条    在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的基础上，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 

    （1）调整优化中心城的土地资源配置，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前提下，结合中心城的职能调整，积极发展现代

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等占地少的行业，按照土地级差地租的要求，合理确定城市不同地区的开发强度，提高土地、交

通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 

    （2）结合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和“村镇规模化、工业园区化，就业城

市化”的原则，调整现有村镇的数量和布局，适当合并，重点向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村镇倾斜，促进土

地资源集约利用，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3）通过制定和完善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和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推行单位土地面积的投资强度、土地利

用强度、投入产出率等指标控制制度，提高产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 

第108条    结合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提高顺义潮白河以东、通州运河以东、亦庄新城等重点建设地区土地

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严格控制昌平浅山区、大兴南部、亦庄新城永乐地区等城市远景发展需要预留的重要土地资

源。 

第109条    严格保护涉及公共利益和具有特殊功能的重要土地资源，如耕地、林地、湿地和自然保护区用地。通过



对建设用地规模、布局、建设时序的控制，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盲目圈占土地。依法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

目、基础设施用地和其它合理建设项目用地。 

第110条    根据城市总体布局，适当调整基本农田布局，将基本农田保护区与绿色隔离地区和生态走廊规划相结

合。 

第111条    实施城乡用地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制度，依据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土地供应计划，强化城乡规划

对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和对土地储备的引导。通过空间和土地用途管制，促进城乡均衡协调发展。 

第112条    创新耕地占补平衡补偿和基本农田保护机制。按照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

等方式补充耕地，促进土地整理的市场化、产业化，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 

第113条    积极推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和征地制度改革，充分尊重农村集体和农民的财产权，建立合理的

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为城市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第114条    完善土地市场建设，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推行经营性建设用地招标、拍

卖和挂牌出让方式，建立统一、公开和透明的土地市场。 

第二节  水资源 

第115条    规划原则与目标 

    建设先进的节水型社会。城市建设量水而行，按照水资源的实际供应能力，引导和调控需求。以“总量控制、

统筹配置”为原则，合理安排城市建设规模和时序，加强对重点发展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坚持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

源、人口、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坚持“节流、开源、保护水源并重”的方针，把保证城市供水安全放在首位。统筹考虑水资源保护、节水、雨

洪利用、再生水利用、开发新水源各项措施，进行统一规划和科学管理，合理利用多种水资源。通过优化产业结

构，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用水效率，形成优水优用，一水多用的水循环系统。 

    2020年，实现偏枯年份水资源供需平衡。 

第116条    水资源保护 

    加强市域骨干河道治理，搞好山区水土保持和小流域综合治理。以水功能区划为依据，根据不同水功能区的水

质目标，确定防治对策。从涵养与保护两方面入手，提高水资源可利用量。 

    （1）要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废污水排放。根据不同水功能区划的纳污能力，制定相应入河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目标、削减量目标和防治对策措施。五大水系主要水体水质达到水功能区划标准。 

    （2）重视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引水渠，应按照已

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和相应的保护规定加强保护。水库上游要继续营造水源涵养林，加强水土保持，加强北京与

密云、官厅水库上游地区在水资源建设、保护及统筹调配等方面的协作，强化流域管理机制，逐步增加上游来水

量，改善入库水质。 

    （3）重视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在地下水开采比较集中的平原地区，划定地下水源保护区，落实相应的防

护措施。严格控制地下水的超采，多途径涵养地下水，有计划地进行地下水回灌。 

    （4）适时划定南水北调和应急水源保护区，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定。 

    （5）要加大水土流失治理与监督力度，在开发建设项目实施中，重视水土流失治理方案。 

    （6）加强城镇水污染综合治理。城镇内的河流、湖泊，在确保发挥排水、调蓄功能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其生

态景观功能，加强沿岸污水截流、入河口湿地建设、定期换水，改善河湖水环境质量，保持一定的水面面积。 

第117条    节约用水 

    按照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要求，依靠科技进步，采取最严格、最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强化节水措施。 

    （1）调整种植结构，发展节水型农业，基本普及喷灌、滴灌等先进的灌溉技术。 

    （2）修订、完善北京市行业用水标准，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限制用水效益低、耗水高的工业在北京发展。依靠

科技进步，进一步挖掘工业节水潜力，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2020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2%以上。 



    （3）实行节水器具的市场准入制度，新建城镇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应强制实行节水器具和设备；现有公共建

设和民用建筑，应采取措施加快节水器具和设备的更新改造。 

    （4）继续实施分类水价政策，尽快实施阶梯水价政策。 

    （5）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促进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 

第118条    雨洪利用 

    重视雨水渗蓄工程建设，制定技术规范，推广雨洪利用技术。结合城市建设、城市绿化和生态建设，广泛采用

透水铺装、绿地渗蓄、修建蓄水池等措施，在满足防洪要求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将其就地截留利用或补给地下水。 

    （1）鼓励在新城、新区建设中，通过采取有效措施，雨水就地截留量争取达到甚至超过现状的截留量。 

    （2）在编制城市详细规划和建设实施中，严格保证绿地面积，并采取有利于雨水截留的竖向设计，保留或设置

有调蓄能力的水面、湿地。 

    （3）采取措施减少不透水面积。新建人行道、停车场等需要铺装的地面，原则上应采用透水性良好的材料。必

须采用不透水面的地段，要尽量设置截流、渗滤设施，减少雨水外排量。 

    （4）公共绿地、小区绿地内以及公共供水系统难以提供消防用水的地段，宜设置一定容量的雨水调蓄设施。 

第119条    再生水利用 

    加大推广再生水利用力度，不断提高污水资源化利用程度。2020年北京市再生水利用达到8亿立方米以上。 

    （1）逐步使中水成为城市绿化、河湖生态、道路浇洒、生活杂用、工业冷却等主要水源；积极稳妥地利用再生

水替换部分农业灌溉水源；进一步研究再生水其它利用方式。 

    （2）建立再生水利用法规、政策、管理体系，促进和规范再生水利用。 

第120条    开辟新水源 

    （1）积极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保留南水北调工程和配套工程的发展用地；加快南水北调黄河以北段工

程（应急工程）建设，为在南水北调全线贯通之前，外调河北省岗南、黄壁庄、西大洋等水库或黄河水源应急向北

京供水创造条件。按期实现2010年引水5亿～10亿立方米， 2020年引水12亿～14亿立方米的目标。 

    （2）规划修建张坊水库，提高城市供水保证率。 

    （3）结合农村城市化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地提高水资源调蓄能力。 

第121条    水资源合理配置 

    （1）完善水资源输配水系统，建立现代化水资源管理系统，实现最严格、最有效的水资源管理。 

    （2）坚持“地表水与地下水、本地水与外调水资源联合调度，统筹配置”的原则，充分发挥水库和地下含水层

的调蓄作用，保证水资源供需动态平衡。 

    （3）按照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原则，在注重政府政策调控的同时，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实现多种可利

用水资源在区域和产业间的合理配置。 

    （4）预计2020年在偏枯年和枯水年，全市总需水量约为54亿立方米。综合内部挖潜和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等措施，在偏枯年和枯水年可供水量分别为54.2亿立方米、52.1亿立方米。枯水年份供水缺口将依靠应急措施解

决。 

第122条    水资源应急管理 

    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应急供水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保证水资源的安全储备，确保南水北调引水进京前和枯水年

份的供水安全。 

    （1）当水资源供需不能完全平衡时，要通过强有力的水资源调配管理，保证城市生活用水和重要用户供水。 

    （2）城市公共供水系统在形成多水源供水的基础上，要增强各供水水源之间的互联互通，防止重要饮用水源受

到破坏时造成大面积、长时间停水。 

第三节  能源 

第123条    规划原则与目标 



    建设清洁节能型城市。能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实现可持续发展。生产、生活节能与降耗并重，强化节能措施，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处理好不断增长的

能源消费与大气环境保护的矛盾，创建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完善电力、燃气、供热工程规划，确保能源供应安

全。预计2020年全市终端能源需求量约为7000万吨标准煤，全市清洁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90%以上。 

第124条    能源利用 

    为了实现既保障供应，又保护环境的能源发展目标，应采取如下能源利用战略： 

    （1）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基地。在巩固国内能源供应渠道的同时，适度开辟国外能源供应渠道。 

    （2）大力引进电力、天然气等优质能源。除长庆气田、华北油田等国内气源外，应积极在国际市场开辟气源。

天然气的利用，应优先满足居民生活用气和公共设施用气，鼓励以天然气为能源，替代工业、采暖用煤，适当发展

小型冷、热、电联产装置和分布式电源。 

    （3）大力发展地区间在电力、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开发方面的合作，互惠互利，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保证首

都的能源供应。 

    （4）控制煤炭使用。中心城除保留必要的热电用煤外，逐步消除终端煤炭消费。市域范围内，继续推进清洁能

源替煤工程；以煤炭作为能源的项目，必须使用洗选加工后的洁净煤，并配套建设必要的环保装置。 

    （5）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发展新能源，推广热泵技术，推进浅层地热、风力发电、太阳

能发电等能源新技术产业化进程；鼓励利用垃圾、污泥进行发电和制气。 

第125条    节约能源 

    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节能工作。通过产业结构、交通结构调整，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和交

通节能力度，推广节能措施，加强节能管理。2020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GDP）能耗在现有基础上降低50%以

上。 

    （1）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限制重耗能工业发展。 

    （2）积极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从总体上降低交通能耗。 

    （3）进一步提高居住建筑节能标准，制定并实施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节能标准。 

    （4）积极推进采暖供热收费改革，降低采暖能耗。 

    （5）修订工业产品能耗标准，建立节能产品认证和市场准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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