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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8C_BA_E5_c57_645013.htm 4、基础设施规划 基

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具有先导性

、基础性、公用性等特点。基础设施对生产力和城镇的发展

与空间布局有重要影响，应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或者超前发

展。 基础设施大体上可以分为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

设施两大类。生产性基础设施是为生产力系统的运行直接提

供条件的设施，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水、排水、供

电、供热、供气、仓储设施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是为生产力

系统运行间接提供条件的设施，又称为社会服务事业或福利

事业设施，包括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商业、金融、贸

易、旅游、园林、绿化等设施。 区域规划要在对各种基础设

施发展过程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要求，预测未来对各种基础设施的需求量，确定各种设施

的数量、等级、规模、建设工程项目及空间分布。 5、土地

利用规划 准确地确定土地利用方向，组织合理的土地利用结

构，对各类用地在空间上实行优化组合并在时间上实行优化

组合的科学安排，是实现区域战略目标，提高土地生产力的

重要保证。 土地利用规划应在土地资源调查、土地质量评价

基础上，以达到区域最佳预期目标的目的，对土地利用现状

加以评价，并确定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空间布局。 土地利用规

划可突出三种要素：枢纽、联线和片区。枢纽起定位作用；

联线既是联结（如枢纽之点的联结），又是地域划分（如片

区的划分）的构成要素；片区则是各类型功能区的用地区划



（如经济开发区，城镇密集区，生态敏感区，开敞区，环境

保护区等）。 区域规划中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主要是： 

（1）土地资源调查和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2）土地质量评

价；来源：www.100test.com （3）土地利用需求量预测； （4

）未来各类用地布局和农业用地、园林用地、林业用地、牧

业用地、城乡建设用地、特殊用地等各类型用地分区规划； 

（5）土地资源整治、保护规划。 6、可持续发展规划 规划区

域应在不超越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谋求资源的开

发和经济的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提高生活质量，使自

然、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7、区域发展政策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区域政策可以看

作是为实现区域战略目标而设计的一系列政策手段的总和。

政策手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企业布局区位的政

策，属于微观政策范畴，如补贴政策、区位控制和产业支持

政策等；另一类是影响区域人民收入与地区投资的政策，属

于宏观政策范畴，可用以调整区域问题。 区域规划的区域发

展政策研究，侧重于微观政策研究，并且要注意区域政策与

国家其它政策相互协调一致，避免彼此间的矛盾。 区域政策

的主要内容有： （1）劳动力政策。包括流动政策和就地转

移政策等，既要防止后进地区人才流失，又要区内劳动力从

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转向高的行业。 （2）资金政策。包括

财政手段（如补贴和税收）、改善企业金融状况和行政控制

等，诱导资金投向。 （3）企业区位控制政策。如通过税收

和企业开发许可证制度，促使工业的发展符合总体规划的要

求。 （4）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促进新企业的创建和

小企业的成长，促进技术革新，发展经济开发区。 四、区域



规划类型来源：考试大 依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把区域规

划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 1、按规划内容的侧重点分类 （1

）策略性的区域规划 这类规划相当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内

容侧重于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经

济发展的重点，确定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产业布局，以及

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的措施和政策。策略性区域规划的特点是

：①重视区域所处的环境和区域发展条件的分析论证；②注

重经济发展方向、战略目标和经济结构；③对于区域经济发

展政策、规划方案实施对策、策略的研究较深入，但往往对

于经济建设工程的规划布局研究较为简略。 （2）物质性的

区域规划 规划内容偏重于区域发展的物质环境和建设工程项

目的空间布局规划，规划成果注重区域土地开发利用的总体

蓝图。因此对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城镇的发展和布局，

对于工农业生产布局和各种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极为重视。

物质性区域规划的特点是：①重视技术经济指标；②重视各

部门、各物质要素的功能、相互关系和空间表现形式；③特

别注重各类土地利用和空间分布；④强调经济建设项目和城

镇的发展规模、相互关系和空间布局。 （3）综合性的区域

规划 综合性区域规划是通常说的区域规划，比较规范性的区

域规划。综合性的区域规划，兼容策略性规划和物质性规划

的特点，内容系统、全面。既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的内容，又有各个部门、各个系统完整的经济建设空间布局

规划的内容；既描绘出区域经济建设未来的总蓝图，又有明

确的区域发展政策和规划实施措施。 2、按规划区域属性分

类来源：考试大 （1）区域分类来源：www.100test.com 按照

区划的性质和地域属性不同，通常把区域分成如下几类： ①



自然区。自然区是指自然特征基本相似或内部有紧密联系、

能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地域单元。它一般是通过自然区划，

按照地表自然特征区内的相似性与区际差异性而划分出来的

。每个自然区内部，自然特征较为相似，而不同的自然区之

间，则差异性比较显著。 ②经济区。经济区是指经济活动的

地域单元。它可能是经过经济区划划分出来的地域单元，也

可以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管理的需要而划分出来的连片地

方。 经济区也有多种类型，如：来源：www.100test.com ★聚

类经济区，国外称之为均质区。其中有经济发展水平或发展

速度相类似的聚类经济区，也有的是经济结构特征或产业优

势和发展方向相似的聚类经济区。 ★经济协作区。根据各地

区经济发展条件、经济联系而组织起来的地域单元。经济协

作区是加强区域经济横向联合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和经济发

展区域化的趋势相适应。 ★经济特区。它是享有较多优惠政

策，有一定相对独立性和特殊管理的地域。如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等。 ★部门经济区。

根据某些资源或产业相对集中，或者按主导产业为标志划分

出来的地域。如工业区、农业区、能源区、矿区、加工工业

区、风景旅游区、商业贸易区等。 ★综合经济区。即通常一

般所说的经济区，经济门类较多，内部有紧密的联系，都有

经济中心城市和广阔的乡镇结合在一起的区域。 ③行政区。

行政区是为了对国家政权职能实行分级管理而划分出来的地

域单元。 ④社会区。社会区是以民族、风俗、文化、习惯等

社会因素的差别，按人文指标划分的地域单元。 由于区域属

性不同，各类区域在规划中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往往有所差

别。因此便会产生不同的区域规划类型。目前研究重点是经



济区区域规划（如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长江三角洲经济

区规划等）。 五、区域规划的程序 1、区域规划思路 目前区

域规划一般通行的程序是系统分析和系统综合程序。这种程

序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区域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规划的要求

，是形成未来区域系统的基础。但是，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

统，要受到内外环境和多种因素的影响。所谓规划，就是要

在研究影响区域系统发展变化的诸因素和条件的基础上，探

讨区域未来变化的各种可能和多种多样的方案。区域规划决

策，要对区域未来变化的多种可能进行比较，描绘出较为理

想的意想状态，从而形成规划，并促成其实施。在实施规划

方案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未发现的新问题或认识不足之

处，从而有必要对规划进行调整或进行新的规划。 2、区域

规划工作步骤来源：考试大 根据系统分析和系统综合的要求

，区域规划工作大体上可按如下七个步骤进行： （1）区域

发展的现状调查与资料收集 调查区域发展现状的和收集有关

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各种条件、各种要素的基础资料，并

加以分析研究，认识区域的本质特征、区域的发展演变过程

，明确区域发展的优势和限制因素，找出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和潜力，为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制订区域发展目标及设计规

划方案提供依据。 （2）确定区域发展目标 区域发展目标是

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部分。目标是发展的导向。在区域规

划方案设计之前，必须首先决定区域发展的总体目标，明确

区域发展方向。有了目标，才能研究发展的方针，组织合理

的结构，提出实现目标的对策和建设的方案。确定区域发展

目标，实质是对规划区域提出发展的意想状态，可以采用“

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原则”，也可以采用“地方的发展条件和



资源的可能性为原则”，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发展目标有高

目标、低目标和适中目标等多种层次。为决定发展目标，需

要根据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区域内外的条件和资源状况，对

区域未来发展变化进行大量的预测工作。 （3）区域发展的

课题与对策研究 课题研究实际是对区域各经济部门和重大建

设项目或重点开发区域、不许开发的保护区域的深化研究，

这是生产力总体布局的工作基础。区域发展的研究课题一般

是根据自然环境、历史发展背景、未来的发展目标、重大建

设项目而提出来的，通常的课题有：水、土、矿产、林业资

源的开发利用，人口增长，就业问题，主导产业，经济结构

，交通运输系统，自然保护区，生态与环境保护，重点开发

区域等。 （4）规划方案设计来源：考试大 根据区域发展战

略和课题研究的对策，规划工作者综合各种各样的设想和方

案，拟定区域发展的总体方案。这是规划工作者在规划中最

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阶段。他们要使各个部门、区域的各

个部分尽可能和谐、协调、有效地发展，要设计出可供比较

、选择的若干个方案。规划设计时既要有部门发展的专项规

划方案，也要有综合的总体规划方案。它们通常是以规划图

来表示，同时编写规划报告或附上规划说明，往往还同时附

上其他有关的图表和研究资料作为补充。 （5）规划方案评

估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这一步骤可分为两个不相连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规划方案未决定之前，对若干个供比较、选择

的方案进行评估，以判断规划设想或规划方案构想的合理性

和优劣性。在评估的基础上，选定出较为适当的方案。第二

阶段是在规划方案初步拟定后，请当地政府的负责人、业务

主管部门和各方面的专家，对规划方案进行评估、论证或评



审。 （6）规划定案。根据规划评估、论证或评审意见，认

真研究，作必要的修改，最后形成规划文件。规划成果应按

有关规定程序，报上级主管机构或政府权力部门审批，方具

有实施的权威。 （7）实施阶段。在实施规划方案过程中，

要经常检查规划的可行性和实际效益，根据新发现的情况和

问题，对原规划方案作出必要的调整、补充或修改。 相关推

荐：城市建筑空间基础框架建设的初步研究（二）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