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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一、规划目的 

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

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

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统筹安排各区域、各业、各类用地，保护

土地生态环境、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根据杨凌示范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陕西省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2006—2020 年）》，编制《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 

二、规划任务 

落实省政府下达的土地利用各项指标，制定本区土地利用方针和

目标；统筹协调各乡（镇）、各类用地，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确定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调控指标；重点落实耕地和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生态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城镇用地的规模和范围；划

定土地用途分区，制定土地用途管制规则；确定土地整治规模、范围

和重点区域；分解下达乡（镇）土地利用调控指标。 

三、规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二）《陕西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 

（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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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务院关于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五）《国务院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若

干政策的批复》； 

（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 

（七）国土资源部《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 

（八）国土资源部《市（地）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 

（九）国土资源部《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 

（十）《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十一）《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总体规划》。 

四、规划范围 

全区行政管辖范围，土地总面积 135.00 平方公里。包括五泉镇，

李台、杨村、大寨、揉谷等 4 乡，以及街道办。 

五、规划期限 

基期年：2005 年； 

规划期限：2006—2020 年； 

近期目标年：2010 年； 

远期目标年：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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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背景 

第一节  概况 

一、自然条件 

杨凌示范区是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位于关中平

原西部，地理坐标界于东经 107°59′—108°08′，北纬 34°14′—34°20′，

东与武功县大庄镇以漆水河为界，南与周至县哑柏镇隔渭河相望，西

与扶风县绛帐镇接壤，北依氵韦 河与武功县武功镇、扶风县杏林镇相邻。

土地面积 135.00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0.06%。 

本区地处鄂尔多斯地台南缘的渭河地堑，系属渭河谷地新生代断

陷地带。南侧为我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秦岭山脉，北侧为横贯陕西中

部的渭北黄土塬。渭河自西向东流经本区南界，区内自南向北依次分

为渭河滩地，一级阶地、二级阶地、三级阶地和沟坡地五种地貌单元，

形成本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南北呈阶梯地形。海拔在 418.0 ~540.1

米之间。 

本区属东亚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区，具有春暖多风，夏热多

雨、秋热凉爽多连阴雨、冬寒干燥等明显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年

均气温 12.9℃，无霜期 211 天。年均日照时数 2163.8 小时，年总太阳

辐射量 114.86 千卡/平方厘米，年均降水量 635.1 毫米。境内除渭河、

漆水河、氵韦 河流经外，亦有宝鸡峡主干渠、二支渠、渭惠渠等人工灌

溉渠流经。全区土地相对比较平坦，土壤比较肥沃，共有 7 个土类、

11 个亚类，其中土娄 土和黄土类土为主要土类，分别占全区面积的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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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8%。 

二、社会经济条件 

杨凌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次核心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距陕西省省会西安市 85 公里，西距关中西部重要

的工业城市宝鸡市 90 公里，其间有铁路和高速公路相连，交通十分便

利。 

2005 年，本区常住人口 15.51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0.42%，其中

农业人口 8.80 万人，非农业人口 6.71 万人，城镇化率 43.26%。人口密

度为 1148 人/平方公里，比全省人口密度 182 人/平方公里高出 966 人。

生产总值 17.17 亿元，占全省 0.47%，人均 11070 元，其中第一产业 1.42

亿元，第二产业 8.03 亿元，第三产业 7.72 亿元。一、二、三产业结构

从 1997 年的 25:26:49 调整到 2005 年的 8:47:4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9.96 亿元，财政收入 1.8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400 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 3526 元。 

本区国土面积、人口和生产总值绝对值虽小，但人均生产总值在

关中六市、区（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渭南市、铜川市、杨凌示

范区）中连续三年居第二位，仅次于西安市。城乡居民收入在关中六

市、区中处于前列。 

第二节  上轮规划实施评价 

上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含揉谷乡），以 1996 年为规划基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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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为规划目标年。由杨凌示范区管委会、杨陵区人民政府于 1998

年 8 月组织编制，2000 年 3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陕政函

〔2000〕47 号）。 

主要规划指标完成情况：上轮规划确定到 2010 年，全区耕地减少

量不得超过 1047.3 公顷，其中建设占用耕地不得超过 768.4 公顷；土

地整理、复垦、开发不得少于 188.3 公顷；划定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333.3

公顷。1997—2005 年耕地减少 1374.1 公顷，超出上轮规划控制指标

326.8 公顷；建设占用耕地 688.5 公顷，占规划控制指标的 89.6%；土

地开发整理复垦增加耕地 211.1 公顷，完成补充耕地任务的 112.1%；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仍维持在 3333.3 公顷。 

上轮规划的实施，充分发挥了土地宏观调控作用，促进了土地资

源合理利用，保障了全区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城市规模迅速

拓展，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农业高

新技术示范效应不断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增势明显。科技

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增强，土地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全区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节  土地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结构 

据 2005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全区农用地 8830.3 公顷，占土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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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 65.41%，建设用地 3435.7 公顷，占 25.45%，其他土地 1234.0

公顷，占 9.14%。 

（一）农用地 

1、耕地 

全区耕地面积 6704.5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75.93%，其中水浇地

占耕地面积的 99.31%。主要分布在城区西、北部一、二、三级阶地阶

面。 

2、园地 

全区园地面积 858.3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9.72%，以苹果、猕猴

桃等果树种植为主。主要分布在五泉镇的西、北部，杨村乡的东、北

部，揉谷乡的南、北部，李台乡的南部。 

3、林地 

全区林地面积 320.0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3.62%。主要分布在大

寨乡北部，杨村乡东、南部，揉谷乡北部，五泉镇西部。 

4、牧草地 

全区牧草地 15.7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0.18%。主要分布在氵韦 河

南沟坡地，杨村乡乔家底—邓家台的崖下边坡地。 

5、其他农用地 

全区其他农用地 931.8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10.55%，其中设施

农用地占其他农用地的 50.75%。主要分布在五泉镇南部，大寨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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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乡北部，揉谷乡南部。 

（二）建设用地 

1、城乡建设用地 

全区城乡建设用地 2938.4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85.53%。其中

城镇用地 1051.4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 35.78%，农村居民点用地

1334.5 公顷，占 45.42%，采矿用地 97.4 公顷，占 3.31%，其他独立建

设用地 455.1 公顷，占 15.49%。 

2、交通水利用地 

全区交通水利用地 417.9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12.16%。其中

交通运输用地 256.6 公顷，水利设施用地 161.3 公顷。 

3、其他建设用地 

全区其他建设用地 79.3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2.31%。全部为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及特殊用地。 

（三）其他土地 

全区水域面积 1007.8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81.67%，自然保留

地 226.2 公顷，占 18.33%。 

二、土地利用特点 

（一）开发历史悠久，利用程度高 

本区古为周人先祖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土地开发历史悠久。全

区土地利用率为 96.46%，土地垦殖率为 49.66%，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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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 93.69%和 19.87%。 

（二）辖区面积小，建设用地比重较大 

本区地域面积小，其中建设用地占 25.45%。随着关中—天水经济

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城镇等建设用地需求量仍将增加。 

（三）设施农业用地、科研试验用地面积大，辐射引导作用逐步

增强 

在示范区内，积极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采取公司+农户

模式，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基础，初步建立起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设

施农业用地、科研试验用地为基点，以生物、良种繁育、绿色农资制

造业、节水装备制造业为支柱的涉农产业体系。区内现代农业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向省内外示范辐射作用不断增强。 

三、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均耕地面积少 

本区人均耕地从 1996 年的 0.7 亩减少到 2005 年的 0.6 亩，比人均

耕地 0.8 亩国际警戒线少 0.2 亩。随着示范区建设发展，一些重大建设

项目的落地实施，规划期耕地面积减少不可避免，人均耕地面积越来

越少。 

（二）城乡土地缺乏统筹，二元土地利用结构布局不合理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

增加，许多村庄变成了“城中村”。但受农村土地产权制约，城乡土地

利用缺乏由乡村向城镇、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导致对农村闲置低效建

设用地，无法以有效的方式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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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后备资源匮乏，开发整理复垦难度增大 

通过近几年的土地开发整理，投资低、见效快、易于开发整理的

土地后备资源所剩无几，农村建设用地虽有一定潜力，但整理所需资

金较大，又受到传统生产方式和土地权属制约，实施建设占用补充耕

地的难度增大，区内无法实现占补平衡。 

（四）农用地结构调整频繁，耕地面积难以保证  

由于大力推广观光农业、设施农业，发展畜禽养殖，农民根据市

场需要，自主调整种植、养殖业，自建设施农业，使耕地面积减少，

园、林地面积、设施农用地及养殖用地增加，耕地保有量面积难以稳

定维持。 

第四节  土地利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发展机遇 

（一）实施《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机遇 

国务院《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若干政

策的批复》，为示范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实施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有利于示范区集聚外部生产要素，加

快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产业化、城市化进程，扩大示范辐

射作用。 

（二）加快构建创新型社会机遇 

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为示范区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带来机遇。示范区科教、人才资源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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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重要领域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列，必将成

为创新型发展的重要地区。 

（三）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机遇 

本区被省政府列为城乡统筹改革试点区，规划期积极推动设市和

城镇化进程，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完善土地储备和土地流转制

度，实现中心城区与村镇、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现代农业示范

园、农业科技创新与农村示范推广、农业技术服务与农产品加工一体

化发展。 

二、土地利用与管理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发展战略和政策，

对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新任务；建设发展中不确

定性因素的增加，对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新挑战；未来杨凌撤区

设市后城市进程将明显加快，各种建设占用耕地不可避免，耕地保有

量难度会更大。 

面对未来，机遇大于挑战。必须立足科学发展，妥善处理保障发

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统筹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促进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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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利用战略与规划目标 

第一节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杨凌示范区是国家唯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西部地区海峡

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规划期继续办

好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不断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强化示范辐射

功能，加快发展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建设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平台，

使示范区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样板和示范辐射的核心，成为支撑和引

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到 2020 年，把杨凌示范区建成现代农业领先、创新能力突出、示

范效应显著、经济社会发达、人居环境优美、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生

态田园型”的现代农科城，成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次核心城市，城市

人口达到 30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 80%。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到 70%以

上，生产总值达到 360 亿元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500 亿元，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035 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7 万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 2 万元，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二节  土地利用战略 

一、统筹城乡土地利用  构筑城乡一体化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发展和配置土地资源，优化中心城区、城镇工矿、示范

园区和村庄空间布局，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产业向规模经营集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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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向城镇和乡村社区集中。合理划定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

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二、积极引导示范农业有序发展  加强基本农田规模保护 

遵循专业化、特色化、规模化、生态化的原则，在引导现代农业

园区有序发展的同时，提高耕地效益，增强科技示范，积极推行现代

标准化基本农田建设，集中连片保护基本农田。 

三、加快城镇化进程  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 

针对目前城市等级偏低、规模偏小、第三产业发育不良、人气不

旺等现状，规划期要加快提升杨凌示范区城市竞争力与综合实力，积

极推进城市化进程，规划近期力争设市，保障示范区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 

四、实施土地生态环境治理  建设“田园风光”宜居农科城 

加强农业示范区土地整理，氵韦 河、漆水河、渭河流域生态建设和

综合整治。加快 “一河两岸”（渭河北杨凌段）生态治理，构建以生态

公益林、泰陵森林公园、生态主题公园、防护林带、河渠风光带、渭

河湿地、绿色通道等为主的城乡生态体系，推进杨凌示范区“田园风光”

宜居城市建设。 

五、坚持区域协调  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立足杨凌示范区、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面向全国，加强与周

边县市合作，协调区域产业结构，不断扩大特色优势产业，发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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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对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的示范带动效应，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共同发展新格局。 

第三节  规划原则 

一、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把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作为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正确处理

好新形势下城市建设、示范区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加大土地整治

力度，加强基本农田建设，严格控制耕地减少特别是建设占用耕地。 

二、节约集约用地  提高用地效益 

坚持把节约用地放在首位，立足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合理控制

新增建设用地，着力转变用地方式，提高用地效率；优先开发利用空

闲和低效用地，加快实现各类用地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

效向集约高效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城市集聚与规模效

应的发挥。 

三、统筹各类用地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加强与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现代农业示

范园规划、“一河两岸”规划的衔接和协调。统筹各业各类用地，调整

用地结构，优化用地布局，促进城乡协调和谐发展。 

四、加强土地生态建设  保障土地可持续利用 

规划期着力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合理安排生产、

生活和生态用地，优先保护自然生态空间，充分发挥田园城市的区位

优势，实现经济社会和土地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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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规划目标 

一、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到 2020 年，全区耕地保有量为 3580.0 公顷（5.37 万亩）；规划期

内，确保 2733.3 公顷（4.10 万亩）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

质量有提高。 

二、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到 2020 年，通过土地整治，完成补充耕地任务量 460.0 公顷。 

三、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到 2020 年，全区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5187.7 公顷，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控制在 4008.8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3130.4 公顷。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 1920.0 公顷。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控

制在 165 平方米。 

四、改善生态环境 

全区绿化覆盖率由 2005 年的 37%提高到 2020 年的 45%；城市绿

化率由 4.0%提高到 9.0%，人均绿地面积由 6 平方米增加到 10 平方米。 

土地利用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详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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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规模结构调整 

第一节  合理调整农用地结构 

2005 年全区农用地面积 8830.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5.41%。规

划到 2010 年、2020 年全区农用地分别调整为 8166.3 公顷、7108.3 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60.49%、52.65%。到 2010 年农用地

减少 664.0 公顷，比重下降 4.92 个百分点；到 2020 年减少 1722.0 公顷，

比重下降 12.76 个百分点。规划期内耕地减少，园地、林地、牧草地、

其他农用地均有增加。 

一、耕地 

到 2010 年、2020 年耕地面积分别不低于 5266.8 公顷、3580.0 公

顷，比规划基期年减少 1437.7 公顷、3124.5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分

别为 64.50%、50.36%。 

二、园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园地面积分别调整到 1024.4 公顷、1275.1 公

顷，占农用地的 12.54%、17.94%，比规划基期年增加 166.1 公顷、416.8

公顷。 

三、林地 

到 2010 年、2020 年林地面积分别调整到 321.6 公顷、339.7 公顷，

占农用地的 3.94%、4.78%，比规划基期年增加 1.6 公顷、19.7 公顷。 

四、牧草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分别调整到 27.3 公顷、30.0 公顷，占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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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33%、0.42%，比规划基期年增加 11.6 公顷、14.3 公顷。 

五、其他农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其他农用地分别调整到 1526.2 公顷、1883.5

公顷，占农用地的 18.69%、26.50%，比规划基期年增加 594.4 公顷、

951.7 公顷。 

第二节  优化调整建设用地结构 

到 2010年、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分别控制在 4119.7公顷、5187.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调整为 30.52%、38.43%，比基期年分别增

加 684.0 公顷、1752.0 公顷。 

一、城乡建设用地 

合理安排城镇工矿用地，适当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促进城乡协

调发展。到 2010 年、2020 年全区城乡建设用地分别控制在 3281.7 公

顷、4008.8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比重调整为 79.65%、77.27%，分别比

规划基期年增加 343.3 公顷、1070.4 公顷。 

（一）城镇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全区城镇用地分别调整到 1736.2 公顷、3259.8

公顷，比规划基期年增加 684.8 公顷、2208.4 公顷。 

（二）农村居民点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全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别减少到 1072.5 公顷、

525.3 公顷，比规划基期年分别减少 262.0 公顷、809.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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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矿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全区采矿用地分别调整到 80.0 公顷、16.0 公

顷，比规划基期年分别减少 17.4 公顷、81.4 公顷。 

（四）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全区其他独立建设用地分别调整到 393.0 公顷、

207.7 公顷，比规划基期年分别减少 62.1 公顷、247.4 公顷。 

二、交通水利用地 

到 2010年、2020年全区交通水利用地分别调整到 711.7公顷、970.0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比重调整为 17.28%、18.70%，比规划基期年分别

增加 293.8 公顷、552.1 公顷。 

三、其他建设用地 

到 2010年、2020年全区其他建设用地分别调整到 126.3公顷、208.9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比重调整为 3.07%、4.03%，比规划基期年分别增

加 46.9 公顷、129.5 公顷。 

第三节  适当调整其他土地结构 

到 2010 年、2020 年全区其他土地分别调整为 1214.0 公顷、1204.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99%、8.92%，比基期年分别减少 20.0 公顷、

30.0 公顷。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详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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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优化 

以农业高新技术为龙头，以城市建设为重点，构建农业产业链、

产业群，形成“一城一园两带”的土地利用总体格局。“一城”即中心城区；

“一园”即现代农业示范园；“两带”即氵韦 河、漆水河生态带和渭河景观生

态带。 

第一节  优先安排基本农田 

优先将区内集中连片、排灌条件好、农业生产配套设施完善的粮

油生产基地、蔬菜瓜果基地、已验收合格的土地整理复垦新增耕地和

具备改造潜力的中低产田以及耕作层未破坏的可调整耕地划为基本农

田进行严格保护。在落实完成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基础上，多划了 179.1

公顷的基本农田，与上级下达划定的 2733.3 公顷的基本农田共同构成

基本农田保护区。对规划期间，国家、省、示范区级重点建设项目中

不易确定具体位置的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包括难以确定用地范围

的交通、水利等线性基础设施用地、村庄迁并用地、不宜在城镇村建

设用地范围内建设，又难以定位的独立建设项目等，预留建设占用基

本农田面积，在规划实施中如建设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占用基本农田时，

可以用多划的基本农田进行冲抵。规划中多补划的基本农田地块，按

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节  提升现代农业示范用地 

按照“现代农业看杨凌”的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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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在农用地布局上突出点

片结合，采用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户等经营模式，推动产业集中

布局和集群化发展，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提高发展效能和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 

现代农业示范园布局在杨村乡、大寨乡北部，揉谷乡西部和五泉

镇，范围面积 5156.4 公顷。园区与循环经济、生态农业和环境保护相

结合，着力推进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环境友好化进程。现代农

业示范园包括现代农业创新园区、国际科技合作园区、现代农业企业

孵化园区、种苗产业园区、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科技探索园区等六

个子园区。园区内耕地面积 3291.3 公顷，占全区耕地保有量的 91.94%，

基本农田面积 2365.2 公顷，占全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 81.66%。 

一、现代农业创新园区 

该区以展示国内外农业及其相关学科高新技术和创新农业的新成

果、新技术为内容，以科技成果转化与旅游观光为经济增长点，展示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成果。现代农业创新园区由种质资源与新品

准区、植物克隆区、梦幻植物创意区、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展示区组

成。 

规划范围面积 44.1 公顷，其中耕地 13.5 公顷，林地 3.5 公顷，其

他农用地（设施农用地）27.0 公顷。 

二、现代农业企业孵化园区 

该区吸引具有明显发展前景，需要中试或者田间实验的项目入园，

孵化新成果，培育新企业。鼓励蔬菜、花卉、粮油作物良种引进、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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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推广的企业进园。 

规划范围面积 84.4 公顷，其中耕地 22.3 公顷，园地 0.8 公顷，林

地 5.4 公顷，牧草地 0.6 公顷，其他农用地 28.9 公顷。 

三、国际科技合作园区 

该区为国内外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从事花卉、种苗、种

子生产和经营企业入驻；为国内外从事化肥、农药、农机以及农产品

加工和销售的企业提供新产品实验、示范、推广展示平台，展示国际

农业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 

规划范围面积 33.4 公顷，其中耕地 25.5 公顷，园地 0.2 公顷，林

地 0.2 公顷，其他农用地 7.5 公顷。 

四、种苗产业园区 

该区依托杨凌科技优势，吸纳国内外农业相关学科的科技成果，

以花卉等新品种繁育与产业经营为内容，以种苗和药材销售为经济增

长点，实现区内高效生产运营。 

规划范围面积 132.4 公顷，其中耕地 96.1 公顷，园地 0.8 公顷，林

地 1.6 公顷，牧草地 1.5 公顷，其他农用地 6.2 公顷。 

五、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 

该区以展示现代标准化高效农业生产与经营模式，提高涉农企业

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探索现代化农业发展途径。该区包括标准化蔬

菜生产区、标准化果树栽培区、标准化专用小麦玉米良种生产和标准

化畜牧养殖区。 

规划范围面积 4788.9 公顷，其中耕地 3094.6 公顷，园地 197.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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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林地 276.2 公顷，牧草地 14.4 公顷，其他农用地 461.5 公顷。 

六、科技探索园区 

该区是科技人员实施国家、省攻关的项目。园区包括农作物育种

实验研究基地、园艺教学实验场、农业部节水灌溉实验研究站、中国

动物克隆基地等。 

规划范围面积 73.2 公顷，其中耕地 39.1 公顷，园地 1.9 公顷，林

地 1.7 公顷，牧草地 0.6 公顷，其他农用地 1.9 公顷；建设用地 28. 0 公顷。 

第三节  合理安排生态屏障用地 

一、维护氵韦 河、漆水河水系自然地形地貌特征。为防沿岸侵蚀、

崩塌等自然灾害，在其沿岸采用人工造林方式，营造水源涵养林，严

格控制滨水地带开发利用，保护区域水生环境，提高生态防护功能。 

二、在北、东部黄土塬沟坡区，对易发生水土流失、沟蚀和地质

灾害地段，大力营造水土保持林，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安

全保障。 

三、加强生态廊道网络建设。重点在宝鸡峡高干渠、二支渠、渭

惠渠，西宝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陇海铁路和西环线两侧进行生态带

建设，形成城乡生态网络基本骨架。 

四、实施“一河两岸”（渭河北杨凌段）开发建设工程，重点围绕

水上运动中心、体育产业园区、交通水利设施建设，实施渭河综合治

理。通过恢复植被、湿地，打造沿渭河北岸 10 公里生态度假休闲长廊。 

五、加强中心城区生态绿化。遵循“多布点、小规模、专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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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进一步加大城市廊道绿化、科研院校、机关和社区绿化，充分

发挥城区试验田、设施农业用地的生态功能，使中心城区逐步形成城

中有田、田中有城的农科城独特风貌。 

第四节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 

规划期城乡发展空间结构分为中心城区、城镇、乡村社区三个等

级。中心城区是杨凌示范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包括五泉镇、

揉谷乡；乡村社区包括曹家堡、绛中、姜塬、周家、大寨、崔东沟、

北杨村等七个社区。 

城镇村布局要坚持中心城区与村镇协调发展，依靠农业产业化推

动建制镇发展，依靠农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推进村镇向规模发展，住

宅向高层发展，环境向生态发展，管理向社区发展，设施配套与城市

一体化，中心城区内的村镇实行城市化建设，农村村镇实现城镇化发

展、集约化建设。 

一、优化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杨凌示范区作为《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定位的次核心城

市，需要适度向东、向西拓展，构筑新的城市发展空间。中心城区规

划的发展目标是：科教领先的农科城，经济发达的产业城，环境优美

的生态城，文明开放的旅游城。中心城区范围边界东到兴业路、南到

渭河景观带，西到杨陵大道，北至孟杨路北。扩展边界东至五胡路北

段以东，西到泰陵西路，杨青路与高铁路与西宝高速公路三角区，杨

凌大道西、陇海铁路两侧，以及揉谷乡白龙村、秦丰村附近。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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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规模面积 1013.7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中心城区人口为 30

万人，建设用地 3259.8 公顷，人均用地 109 平方米。安排新增建设用

地 1333.8 公顷。 

（一）中心区 

位于陇海铁路南侧，为规划建市后的市级行政中心，商业金融中

心和文化娱乐中心。主要发展城市现代服务业和农科教产业。 

（二）高新技术产业区 

以东环路为界，西邻科教园区，南邻滨河路，北接北环路。包括

杨凌城乡总体规划的老城商住综合区、特色工业园区、现代物流园三

部分。主要布局涉农机械及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现代物流等

产业。 

（三）科教产业园区 

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向西、向南扩

展，园区西侧为新规划城市道路，东侧紧靠老城区，北接西宝高速和

陇海铁路线，南临渭河滨水景观区。规划期间扩大园区规模，积极引

进农林牧渔类高等和职业教育机构，开辟科教产业园区，使教学活动

与科教产业互相推进，成为技术、知识密集型科教产业园区，打造未

来农业科技教育培训“硅谷”。 

（四）“一河两岸”（北）片区 

位于揉谷乡西南部，东到水运东路，南至河堤路，西起规划的高

速公路揉谷出口，北邻西宝高铁路。该片区是杨凌城乡总体规划确定

的城市未来发展的重点区域。规划以渭河生态环境为依托，以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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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为主线，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商住科教为主导，建成环境

优美、特色鲜明、宜人的花园式生态型城市新区。片区东部布局科教

产业新园区（与既有科教产业园区相连），主要为科教及其配套设施用

地；南部布局体育产业园区，主要有体育运动公园、体育中心、水运

中心及配套的住宅、商业用地；西部布局高新产业园区，为高、新、

洁类工业用地；体育产业园区以西布局商住办公区。 

二、重点镇建设用地布局 

（一）五泉镇 

五泉镇是省政府规划建设的重点镇之一。五泉镇的建设发展同农

业产业化、工业园区化、城乡一体化相结合，根据自身的资源、产业

和区位等优势，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服务中心，重点发展现代示

范农业和观光旅游农业，形成果树良种繁育、花卉苗木生产、标准化

果树生产、蔬菜生产等特色产业。规划期内，要适度扩展，沿杨扶路

两侧南、北向发展，建设成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镇、陕西省

新农村建设示范镇。 

2005 年，镇区规模为 37.6 公顷，人口 0.29 万人，人均用地 130

平方米；规划到 2020 年人口为 1.5 万人，镇区控制规模为 161.0 公顷，

人均用地 107 平方米。安排镇区新增建设用地 99.9 公顷。 

（二）揉谷乡 

现揉谷乡规划期将撤乡设镇，为城乡过渡的现代化城镇。2005 年

镇区人口 0.2 万人，镇区规模为 29.9 公顷，人均用地 150 平方米；规

划到 2020 年人口为 0.95 万人，镇区控制规模为 114.1 公顷，人均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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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平方米。安排镇区新增建设用地 88.9 公顷。 

三、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规划期在大寨乡东部寨西村、杨村乡乔家底村、中心城区以东、

陇海铁路两侧布局国家级粮油工业园、饲料工业园、台商产业园、铁

路货运站等，以及不宜在城镇村规划范围内布局的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78.2 公顷。 

四、规范整合农村居民点布局 

规划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引导和促进农村居民点适度集

中为方向，以村民自愿为原则，采用整体规划、分类指导、循序渐进

的办法，建立新型农村居民点利用模式，规划把全区村庄分成城市社

区整治型、乡村社区建设型和搬迁过渡型。 

（一）城市社区整治型 

规划期内，将划归城区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和“城中村”合并为新

桥、李台、陈小寨、徐西湾、魏家、代堡子六个整治型城市社区，在

原址按照城市社区建设标准进行整体改造建设。严格控制平房和二、

三层居住建筑，建设多层、高层楼房，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

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 

（二）乡村社区建设型 

规划期内撤并城区规划范围外人口较少、居住环境较差、布局分

散、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农村居民点，采取新旧村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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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严格按照标准控制新建居民点用地标准。规划把五泉镇的曹家

堡村、绛中村，揉谷乡的姜塬村，大寨乡的周家村、大寨村，杨村乡

的崔东沟村、北杨村建设成为七个乡村社区。到 2020 年，乡村社区人

均建设用地面积控制在 120 平方米以内，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525.3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采用拆旧建新、增减挂钩办法解决。 

（三）搬迁过渡型 

按照统一规划，就近合并搬迁的原则，将在规划期内需要合并搬

迁的村庄，分别向城市社区、镇区和乡村社区合并搬迁。其中：将城

区内的胡家底村、北崖村、南崖村、东桥头村等村并入新桥社区；将

西桥头村、李台村并入李台社区；将南庄村、下川口村、上川口村、

半个城村等村搬迁并入陈小寨社区；将徐东湾村、淡家堡村、穆家寨

村、杜家坡村、永安村、法禧村、五星村等村并入徐西湾社区；将东

薄村、西薄村、南薄村、陵角村等村并入魏家社区；将董家庄村、张

家岗村、上代村、下代村等村并入代堡子社区。 

将桶张村、崔家村、王上村、斜上村、汤家村、上湾村、椒生村

等村搬迁进入五泉镇区；将田西村、田东村、尚德村、白龙村、石家

村、陵湾村、陵角村、除张村等村搬迁进入揉谷镇区。 

将曹家沟村、夹道村、朱家村等村搬迁合并到曹家堡乡村社区；

将绛南村、高家村、郭管村、毕公村等村搬迁合并到绛中乡村社区；

将秦丰村、太子藏村、权家寨村、新集村等村搬迁合并到姜塬乡村社



 

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第五章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优化   

 27

区；将蒋家寨村、帅家村、茂陵村等村搬迁合并到周家乡村社区；将

西小寨村、杜寨村、黎沟村、陈沟村、寨西村、寨东村、官村、孟家

寨村等村搬迁合并到大寨乡村社区；将曹新庄村、元树村、崔西沟村、

马家底村等村搬迁合并到崔东沟乡村社区；将乔家底村、柴家咀村、

南杨村、下杨村、夏家沟村等村搬迁进入北杨村乡村社区。搬迁腾出

的旧村庄庄基地及时整理复垦，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在建设用地总规模

不突破的前提下将余出的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城镇建设。 

第五节  保障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高效的要求，优化各类交通用地

规模、结构和布局，严格按照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标准，大力推广节地

技术，促进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完善。 

规划期优先安排国家、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主要有西宝铁

路客运专线、杨凌货运站，西宝高速公路改扩建，关中环线一级公路。

加快区内及与周边市、县路网对接，实施杨扶路局部新建、改扩建工

程，眉（杨）扶一级公路，西宝中线（杨凌段）、泰陵路、渭惠路拓宽

改造，凤凰路、兴杨路和高干渠东延工程，五泉镇及“一河两岸”北岸

路网建设。 

按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要求，规划期加快石

头河引水工程，保障渭河、漆水河、氵韦 河综合治理和饮水安全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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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乡水利设施用地，促进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到 2020 年新

增交通水利用地 648.5 公顷。 

近期加快渭河堤防工程、污水处理厂、垃圾综合处理厂、

110KV\330KV 变电站等重点项目建设。 

第六节  构建土地利用景观风貌 

杨凌示范区具有独特的三道塬地形，地势起伏，远眺秦岭，近邻

渭水，河渠纵横，田园阡陌。结合城乡土地利用，把握城市景观特色，

展现城市发展，把杨凌示范区建设为田园风光城市。 

规划期间保持本区塬体、水系、渠道自然地形地貌，在中心城区

北侧、西侧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以现代农业创新园、国际科技合

作园、企业孵化园、设施农业创业实训基地、标准化生产示范园为基

础建设生态农业展示风貌区；依托渭河“一河两岸”湿地景观区建设滨

河景观风貌区；依托西宝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要道建设交通走廊绿

色风貌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公园、广场等点状绿地，带状行道树绿化

带建设现代城市风貌区；依托西侧商贸居住区环境绿化建设新城风貌

区；依托旧城区环境绿化建设老城风貌区；依托农林科技大学和南部

大学园区校园绿化建设校园景观风貌区；依托城市东侧产业园区环境

绿化建设产业风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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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加强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按照保护资源与环境优先，有利于节

约集约用地的要求，结合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安排，划定城乡建设用地

管制规模边界、扩展边界和禁止边界。并形成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

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 

第一节  允许建设区 

主要包括中心城区现状建设用地和规划建设用地，五泉镇、揉谷

乡乡（镇）住地的现状建设用地和规划建设用地，独立工矿区现状建

设用地和规划建设用地，乡村社区现状用地和规划建设用地。建设项

目用地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及相关行业用地标准。允许建设区面积

4510.4 公顷。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工矿建设发展空间； 

2、区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

筹增量与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3、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空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

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4、允许建设区边界的调整，须报规划审批机关同级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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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有条件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范围为杨村乡东部和北部，大寨乡南部，揉谷乡周

边的五星村、尚德村、石家村、田东村、田西村、白龙村、秦丰村，

五泉镇四周及帅家村、绛中村西南等，有条件建设用地区面积 3054.3

公顷。 

管制规则： 

1、在不突破规划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区内土地可以用于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的布局调整，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时

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 

2、区内土地可安排用于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新增建设用地； 

3、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划

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4、区内耕地按一般农地区用途管制；建设占用的耕地，必须予以

补充。 

第三节  限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范围为划入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及漆水河西岸、东环路

以东区域。包括规划的基本农田保护区，中心城区内的生态隔离带，

交通廊道生态用地等。范围面积 3557.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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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开展

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 

2、区内禁止城镇村新增建设用地，但原址拆迁改造、迁村并点建

设除外； 

3、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对已布局线路走向，

在项目清单名录中预留用地规模的，未来布局需局部调整的视为符合

规划。 

第四节  禁止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包括渭河、漆水河、氵韦 河生态湿地，泰陵遗址保护区，

与土地用途中的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的规模

和范围一致。控制面积 2377.4 公顷。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主导

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 

2、区内具有风景旅游功能的景区、景点开发建设应与自然、人文

环境相协调； 

3、文物遗址的开发，应符合文物部门的规划； 

4、禁止填埋水域，或未经处理向水域排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

倾倒固体废弃物。 

5、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禁止建设用地边界不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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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地利用重点任务 

第一节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一、严格控制耕地流失 

2005 年，全区耕地面积 6704.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9.66%，到

2010 年，耕地保有量 5266.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9.01%，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 3580.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6.52%。规划期间，耕地

减少 3124.5 公顷，其中建设占用减少耕地 1920.0 公顷，农业结构调整

减少耕地 1860.3 公顷。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460.0 公顷，其中土地整理

补充耕地 286.0 公顷，土地复垦补充耕地 174.0 公顷；农业结构调整增

加耕地 195.8 公顷（详见附表 4）。 

规划期间要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按照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

控制各类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加强建设项目选址和用地

的评价、论证，应把是否占用耕地作为评选方案的重要因素，确需占

用的，尽量占用质量较差的耕地。推进农用地的集约化经营，加大中

低产田改造力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合理引导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不能因农用地结构调整减少耕地保有量；

耕地调整为设施农业或其他农用地的，不得破坏耕作层；各类防护林、

绿化带等生态建设应尽量避免占用耕地。积极稳妥地开展田、水、路、

林、村的综合整治，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耕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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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提高耕地质量，及时复垦工矿废弃地和灾毁耕地。 

二、加强基本农田保护与建设 

规划期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912.4 公顷，分布在五泉镇毕公、夹

道等 19 村的面积 1333.9 公顷，占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 45.81%；杨村

乡下川口、曹新庄等 9 村的面积 172.8 公顷，占 5.93%；大寨乡官村、

周家等 9 村的面积 551.4 公顷，占 18.93%；揉谷乡姜塬、新集等 9 村

的面积 854.3 公顷，占 29.33%。各乡（镇）基本农田调整详见附表 7。 

在保持基本农田布局总体稳定，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前提

下，对基本农田保护地块进行适当调整。按照加快现代农业、推进规

模化产业化发展的要求，优先把现代农业示范园内的粮、油、菜等生

产基地的优质耕地，正在改造或已列入改造规划的中、低产田，农业

科研、教学试验田，集中连片程度较高，农业基础设施完善，水利条

件和水土保持良好的可调整耕地划入基本农田。 

规划在省政府下达的 2733.3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基础上多划

出 179.1 公顷，用于城镇之外的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其中五泉镇多划

40.7 公顷，大寨乡多划 28.4 公顷，揉谷乡多划 110.0 公顷。 

三、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一）建立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制。把耕地和基本农田

保护纳入区、乡（镇）级政府主要领导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实行领导

干部离任审计和问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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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标准化基本农田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按照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大力开展基本农田整理，改善基本

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基本农田质量。 

（三）将设施农业用地作为可调整耕地纳入耕地保护范围。将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落实到乡（镇）、村、地块，层层签订责任书，设立保

护标志，切实加以保护。 

（四）建立基本农田保护专（兼）职管护巡查制度。对违规占用、

破坏基本农田的行为要坚决查处、及时曝光，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第二节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围绕提高建设用地保障科学发展的能力，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科学配置城镇工矿用地，整合规范乡村社区建设用地，保障必要基础

设施用地，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促进

杨凌示范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对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时序安排的调控。以控制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特别是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建设用地的低效扩张，促进土地

利用效率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规划期间新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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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220.0 公顷以内。 

二、优化城镇工矿用地 

依据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土地资源环境条件，合理控制产业用地，

优先保障技术含量高、社会经济效益好的产业发展用地。科学配置不

同规模的企业用地，提高工业用地综合效益，促进区内产业链的形成。

鼓励企业挖潜存量建设用地，降低用地成本，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调整优化工矿用地布局，改变布局分散、粗放、低效的现状。 

引导城镇用地内部结构调整，控制生产用地，保障民生用地，提

高生态用地比例，促进城镇和谐发展。到 2020 年全区城镇工矿用地规

模控制在 3483.5 公顷，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为 136 平方米。 

三、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 

严格按照人均农村居民用地标准核定乡村社区规模，合理安排宅

基地。农村新住宅建设应优先安排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其

他土地，认真落实建新拆旧政策，引导和规范农村闲置宅基地合理流

转。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开展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提高

农村建设用地的利用率。规划期全区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减少 809.2

公顷。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为 120 平方米。 

四、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即拆

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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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

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

集约利用建设用地。近期拟将大寨乡的寨东村 26.5 公顷、寨西村 31.8 公

顷、西小寨村 14.3 公顷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整理与中心城区、“一河两岸”

片区等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挂钩。规划期全区拟安排拆旧建新、增减挂钩项

目指标 400.0 公顷。 

第三节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 

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建设与保护并重，进一步围绕土地生态环

境保护与建设，加大土地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因地制宜加强土地生态

环境建设，构建完善的生态空间体系，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 

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杨凌示范区是我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将发展成为

新型生态田园城市。生态农业建设应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特点，以高科

技为依托，以标准化、绿色化生产为核心，遵循资源再利用的原则，

将种植、养殖和加工转化紧密结合，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模式，

不断优化特色农业布局。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农

业结构优化。 

规划建设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是本区生态农业建设的重点，园区

内全面推行节水灌溉，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在各养殖区建立污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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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施，应用先进技术对废弃物进行综合处理、利用，实现农业生产

优质、高产、高效。因地制宜发展园林苗木、林果等产业，有效改善

园区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率，达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

环。 

二、切实搞好城区生态环境 

立足示范区特点、资源优势、生态环境现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坚持以高新技术和生态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发展清洁生产、控制环

境污染为重点，改善生态质量，提高生态系统活力，增强生态环境对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实施“城在林中，楼在绿中，人在景中”

战略，加强城区园林网建设，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保障基本生态

用地，优化城乡绿化布局，利用城区一切空间，挖潜建绿，增加城市

绿地面积，提高绿地覆盖率，使城区与郊区相融合、与科研实验、苗

圃用地相结合，以过境公路、铁路、水渠两岸绿地，街心公园等穿插

其间，形成完整的绿化系统。市区着力培育教育、会展、旅游、房地

产等环境友好型产业和企业。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重点环

保项目。 

三、努力搞好乡村生态环境 

大力开展村庄环境整治，注重人居安全建设与资源配置，避开各

类保护区、高压线路和易发洪水、地质灾害地带。规划在邓家台以东

新建一处垃圾处理厂，近期生活垃圾采用卫生填埋处理方式，远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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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垃圾经过分类处理后，部分送入垃圾处理厂处理。合理利用沟坡生

态脆弱区地形地貌栽树种草，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积极推广先

进适用科技成果，抓好“一池”（沼气池）、“三清”（清垃圾、污泥、路

障）、“五改”（改路、水、厕、厨、圈）工程，扎实推进乡村道路硬化、

居住规范改造、门前花坛统建、街道绿化美化及垃圾规范化管理为重

点的文明生态村建设，使村容村貌明显改观。 

四、严格保护“三河两渠”生态环境 

本区境内的“三河两渠”，即渭河、漆水河、氵韦 河，渭惠渠、高干

渠。规划期要加强保护地表水源地、渭河揉谷段防洪设施建设，保护“三

河”流域湿地，严禁非法侵占河道和滞洪区，使防洪堤、滞洪区、滨河

公园、滨河绿地带建设有机结合，城区的水运中心水质达到Ⅱ类标准，

渭河、漆水河与氵韦 河三条河流的水质达到Ⅲ标准。 

第四节  土地整治 

一、土地整治区域 

（一）北部土地综合整治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沟坡地、头道塬、二道塬，包括五泉镇、大寨乡，

区域面积 1874.0 公顷。加强对农业示范园区的土地整治，主要对区内

道路、坡地、沟渠、田坎、取土坑以及坟地、废弃砖瓦窑场、闲置宅

基地进行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增加有效耕地面积，集中连片，提高

耕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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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部土地综合整治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渭河滩地和三道塬的揉谷乡，区域面积 1293.1 公

顷。主要对区内滩涂、坑塘、田坎、零星地类等进行综合整治，修筑

渭河揉谷段河堤，平整低洼地、改造中低产田，加强基本农田建设。 

二、土地整治项目安排 

（一）五泉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整治面积 1456.7 公顷，可增加

耕地 198.6 公顷； 

（二）揉谷乡土地整理项目，整治面积 1293.1 公顷，可增加耕地

123.0 公顷； 

（三）大寨乡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整治面积 417.3 公顷，可增加耕

地 113.4 公顷； 

（四）杨村乡灾毁土地和拆迁居民点整理项目，可增加耕地 25.0 公

顷。 

三、土地整治措施 

（一）建立健全土地整治规章制度 

结合本区实际，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杨凌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健全新增耕地指标储备及收购置

换等配套政策，依法保护土地整治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土地整治项目管理 

实行土地整治项目年度计划管理，落实建设占用耕地计划、土地

整治补充耕地计划和土地整治项目计划挂钩制度。加强土地整治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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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按照依法、自愿、公平的原则调整土地权属，防止发生新的土

地权属争议。 

（三）严格土地整治资金管理 

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吸引更多社

会资金投入土地整治。实行土地整治资金预算管理，专款专用，专账

核算，禁止截留、滞留和挪用。加强项目竣工审计工作，确保资金使

用效益。 

（四）加强土地整治技术研究，提高土地整治水平 

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土地整治的资源调查、评价和监测；

开展土地整治领域的基础研究，加强土地整治实用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五）设立基本农田整备区 

在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明确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地块的前提下，

结合乡村社区建设和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将五泉镇的曹家堡、

毕公、夹道等 18 村，揉谷乡姜塬、新集等 7 村，大寨乡周家、蒋家寨

等 8 村，范围面积 2500.0 公顷划为基本农田整备区。 

基本农田整备区内，应加大土地综合整治的资金投入，引导建设

用地等其他地类逐步退出，将分散的基本农田集中布局，形成集中连

片的高标准粮、油、菜生产基地。规划期间区域内的耕地可以调整补

划为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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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土地用途分区管制 

为指导土地合理利用、强化土地用途管制，按照土地利用的相似

性、土地主导用途一致性原则，将全区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控

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等六个土地用途分区，并制定不同的用

途管制规则。 

第一节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面积与分布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2972.4 公顷，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22.02%，其

中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728.8公顷，占全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 93.70%。

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北、西部，包括五泉镇、揉谷乡、大寨乡和杨

村乡。区内基本农田现状地类为粮、油、菜生产基地内的耕地、园地。 

二、用途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田

道路、水利、农田防护林、现代农业的试验、示范及其他农业设施； 

（二）区内的一般耕地，应按照基本农田进行管理； 

（三）区内现有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整理、复垦为耕

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的，可保留现状用途； 

（四）禁止占用区内基本农田进行建设（高压线塔基、地下管线、

通讯基站及不宜在居民点、工矿区内配置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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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基本农田地块建房、建窑、建坟、挖沙、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

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五）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第二节  一般农地区 

一、面积与分布 

该区包括低产田耕地、耕作层未被破坏的可调整园地、设施农用

地、城镇村绿化隔离带用地，规划期间通过土地整治增加的耕地、园

地。该用途区面积 3639.8 公顷，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26.96%。主要分布

在揉谷乡的光明村、秦丰村等 12 村，五泉镇的汤家村、夹道村等 19

村，大寨乡的寨西、寨东等 10 村，杨村乡的夏家沟、曹新庄等 9 村。 

二、用途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体验农业、休闲农业、观赏农业、畜禽

水产养殖业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

林及农业仓储物流、农资供应、农牧产品检测、认证等有关农业设施

用地； 

（二）区内现有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治为耕地，

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治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三）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土地； 

（四）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建设（高压线塔基、地下管线、通讯

基站及不宜在居民点、工矿区内配置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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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一、面积与分布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包括现有城镇村建设用地和规划预留城镇、乡

村社区建设用地。该区面积 4398.6 公顷，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32.58%。

主要分布在规划中心城区、建制镇，曹家堡、绛中、姜塬、周家、大

寨、崔东沟、北杨村等七个乡村社区。 

二、用途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乡村社区建设，与经批准的城乡

建设规划、建制镇规划、乡村社区规划相衔接； 

（二）区内城镇村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

废弃地； 

（三）区内规划的城镇空间生态林带、绿地不得占用； 

（四）鼓励和引导农村村民按规划向镇区和乡村社区集中，积极

推进旧宅基地的整治； 

（五）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现用途使用，不得

荒芜。 

第四节  独立工矿用地区 

一、面积与分布 

该区面积 111.8 公顷，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0.83%。主要分布在中心

城区东部、陇海铁路两侧和西宝高速公路以南、新桥路以东。 

二、用途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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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乡（镇）村产业以及其他不宜在主城区

内安排的产业用地； 

（二）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工矿建设规划； 

（三）区内因建设挖损、塌陷、压占的土地应及时复垦； 

（四）区内建设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五）区内土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现用途使用，不得

荒芜。 

第五节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一、面积与分布 

该区面积 2289.6 公顷，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16.96%。包括氵韦 河沿岸、

漆水河湿地生态区，渭河北岸滨河景观带，陇海铁路、高速铁路、西

宝高速公路生态走廊带。 

二、用途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导用途； 

（二）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 

（三）区内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

的用途； 

（四）区内土地严禁建设有污染的企业，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

农药、设置有害有毒固体废弃物堆存场所； 

（五）区内严禁导致生态和水质恶化的开发活动，确保饮用水质

合格，维系河道、滨河地带的自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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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 

一、面积与分布 

该区面积 87.8 公顷，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0.65%。包括泰陵遗址、

邰城遗址以及农大三号楼、西农路旧城风貌区和教稼园保护区。 

二、用途管制规则 

（一）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保护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二）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保护区规划； 

（三）区内影响景观保护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的用

途； 

（四）不得占用保护区核心区的土地进行新的生产建设活动，原

有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应逐步退出； 

（五）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

动。 

各土地用途分区情况详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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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乡（镇）土地利用调控 

第一节  乡（镇）土地利用方向 

本区北靠黄土台塬区，南濒渭河。地形可分为渭河平原区和黄土

台塬区两大部分，南部的李台乡和揉谷乡属渭河一、二级阶地组成的

河谷平原；北部的五泉镇、大寨乡、杨村乡属渭河二、三级阶地和沟

坡地组成的黄土台塬。 

规划期间李台乡全部，杨村乡、揉谷乡大部分，大寨乡一部分土

地划入中心城区范围内。各乡镇土地利用方向是： 

五泉镇的土地主要用于镇区、两个乡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

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良种培育、农业旅游观光等，重点发展经济

林果基地、中草药基地、奶（肉）牛、生猪生产基地。 

大寨、杨村两乡北部土地主要用于其他独立建设、乡村社区建设

和体验农业、休闲农业、观赏农业等各种特色农业产业，按照“聚集资

源，集成创新，示范展示，辐射带动”的思路，以生物、工程、信息技

术为核心，展示现代生物技术、环境调控技术、施肥灌溉技术、无土

栽培技术、信息管理技术，以及现代农业新成果，着力建设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揉谷乡土地用于镇区、体育产业园区、“一河两岸”交通建设用地，

以及设施大棚蔬菜、设施露天蔬菜基地、花卉基地、粮食良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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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用地调控指标方案 

一、耕地保有量 

结合杨陵示范区各乡（镇）土地利用特点，综合考虑耕地生产能

力、补充耕地潜力、城镇建设占用耕地等因素予以分解落实。规划期

街道办耕地保有量为 28.6 公顷，五泉镇为 1385.0 公顷，李台乡为 45.6

公顷，杨村乡为 375.3 公顷，大寨乡为 545.7 公顷，揉谷乡为 1199.8 公顷。 

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根据本区耕地资源数量、质量以及空间布

局特点，重点分布在五泉镇、大寨乡、杨村乡和揉谷乡的蔬菜、小麦、

玉米生产基地，以及漆水河西岸的基本农田。规划期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 2912.4 公顷，其中五泉镇 1333.9 公顷，杨村乡 172.8 公顷，大寨乡

551.4 公顷，揉谷乡 854.3 公顷。 

三、新增建设用地与占用耕地指标 

规划期新增建设用地 2220.0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1920.0

公顷；同期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460.0 公顷，不足部分采取省内易地代补

方式平衡。其中街道办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62.2 公顷；五泉镇新增建设占

用耕地 186.8 公顷，补充耕地 198.6 公顷；李台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543.0

公顷；杨村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392.4 公顷，补充耕地 25.0 公顷；大寨

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219.9 公顷，补充耕地 113.4 公顷；揉谷乡新增建设

占用耕地 515.7 公顷，补充耕地 123.0 公顷。 

规划期内各乡（镇）指标分解详见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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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安排 

第一节  交通路网建设项目用地 

规划期加快辐射周边的交通网络建设，主要安排有境内 13 公里西

宝铁路客运专线及火车南站建设、杨凌铁路货运站；西宝高速公路、

杨扶路、西宝中线、孟杨路、东环路、北干渠路、东新路、农科路改

扩建；新建南环路、西环路、杨青路、杨凌大道、凤凰路、永安路、

水运东路、河堤路、五湖路、兴杨路等 37 项，形成“六横五纵”的交通

网络。规划用地规模 680.6 公顷，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510.5 公顷。 

第二节  能源电力项目用地 

新建杨凌华电热电厂、110KV 神农变、物流变、永安变、揉谷变、

新桥变，330KV 杨凌变电站等 7 项。规划用地规模 34.0 公顷，安排新

增建设用地 25.5 公顷。 

第三节  环保项目用地 

渭河生态综合治理、泰陵遗址公园、邰城遗址公园、渭河揉谷段

堤防工程、杨凌污水处理厂二期、垃圾综合处理厂，五泉、李台污水

处理厂等 12 项，规划用地规模 550.3 公顷，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412.7

公顷。 

第四节  旅游设施项目用地 

规划期，加强椒生村遗址、马超岭遗址、隋文帝祠遗址及镜照寺、

唐相国墓等 21 项文物景点的保护设施建设，规划用地规模 42.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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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31.5 公顷。 

第五节  工业（产业）项目用地 

规划期做大做强特色工业园区、现代物流园区，新建现代国际农

业科技种子市场、杨凌家具产业园、现代农业低碳产业园、台商产业

园、饲料园、凯迪集团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粮油物流园区二

期、孵化园建设等 41 个项目，规划用地规模 827.1 公顷，安排新增建

设用地 620.3 公顷。 

第六节  社会民生项目用地 

规划期重点建设科教产业园，引进职业技术学校及大中专院校 10

多所，发挥杨凌教育科技优势。新建杨凌监狱、消防警察培训基地；

新建杨凌国际图书博览中心、杨凌影剧院、杨凌秦琪艺术中心、杨凌

水疗城、杨凌殡葬馆，改建、扩建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依托渭河

及水上运动中心，新建体育产业园区，建设杨凌体育运动公园及周边

休闲、商住、娱乐配套设施等 25 项社会民生项目。规划用地规模 429.8

公顷，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322.4 公顷。 

杨凌示范区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详见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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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一节  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  

制定《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按照规划

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明确区、乡（镇）两级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

责任，建立和完善《杨凌示范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考核办

法》、《杨凌示范区土地整治实施管理办法》，将耕地保有量、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补充耕地面积和质量、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作为耕地保

护责任和节约集约用地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实施

问责制，区、乡（镇）行政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耕

地保护负总责。把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作为本地经济社会发

展评价和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完善相关评价和考核办法。 

示范区内相关专业规划必须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各部门、

各行业编制的城镇、村庄、交通、水利、旅游、产业、生态建设等相

关规划，必须符合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要求，必须符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和总体布局安排。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必须调整和修改，核减用地规模，调整用地布局。  

第二节  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土地利用与管理应严格执行土地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土地用途管

制，维护规划权威地位。 

深入开展土地规划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提高依法用地、依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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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按规划用地意识，按照土地利用规划用途分区实行用途管制。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范围内的建设用地，要严格按程序予以报批；确需

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依照法定程序修改。 

第三节  建立规划实施动态监督制度 

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的行政管理措施，加大规划实施保障工作的深

度与广度。加强规划实施监督管理，要融入社会监督，并采用科技措

施，及时反馈实施信息，规避滥用行政权力，优化规划管理的综合效

果。 

建立规划实施评估制度，制定本区、乡（镇）规划实施的评价体

系和标准。确需修改和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必须首先进行规划

实施评估。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调控目标、规模和时序，对规划

实施的成效与问题进行评估，从而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办法。 

第四节  引导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严格执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

卖。加强地价管理，规范土地市场，盘活土地存量，促进土地集约利

用和用地结构优化。提高新增建设用地的使用成本和存量土地保有成

本，促进存量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防范不合理扩张用地。 

进一步发挥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功能。通过适量的用地供给，引

导土地利用向节约、集约用地方向发展，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益和水平，

同时制定《杨凌示范区节约集约用地实施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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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扩大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 

建立规划公众参与制度，明确规划程序中公众的职责与权益、参

与的渠道与途径，调整土地利用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减少决策失

误。建立规划管理公开制度，区、乡（镇）国土部门办公室张贴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图，公开规划内容、公开实施规划的政策和有关要求、

公开工作制度和办事程序、公开规划预审和审查用地的结果等。 

第六节  提高土地规划管理技术水平 

建立杨凌示范区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加快现代科技手段在规

划实施中的应用，改进土地利用和规划实施的管理技术手段，建立规

划实施台帐库，逐步实现图、数、实地一致。积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

作为规划实施的技术保障，综合应用以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

系统(GPS)、遥感信息系统(RS)、管理信息系统(MIS)等为核心的计算机

技术，拓宽科学技术在规划实施中的应用。 

加强区、乡（镇）规划从业人员队伍和机构建设，对相关部门人

员有计划的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示范区国土资源局和乡（镇）土管

所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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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附  则 

一、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件和规划说明三部分组成。规划

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即成为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管理的依据，

凡辖区内一切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活动，必须严格执行。  

二、规划文本和规划图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规划说明作为附件，

供实施中参考。 

三、本规划由杨凌示范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管理。 

四、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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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表 

附表 1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指标名称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指标属性 

总量指标 

  1、耕地保有量 6704.5 4393.0 3580.0 约束性 

  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592.9 2733.3 约束性 

  3、园地面积 858.3 834.6 834.6 预期性 

  4、林地面积 320.0 339.7 339.7 预期性 

  5、牧草地面积 15.7 0 0 预期性 

  6、建设用地总规模 3435.7 4027.7 5187.7 预期性 

  7、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938.4 3281.8 4008.8 约束性 

  8、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603.9 2130.4 3130.4 预期性 

增量指标 

  1、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787.0 2220.0 预期性 

  2、新增建设占用农用

地规模 
 767.0 2140.0 预期性 

  3、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规模 
 667.0 1920.0 约束性 

  4、整理复垦开发补充

耕地义务量 
 667.0 1920.0 约束性 

  5、整理复垦开发补充

耕地任务量 
 47.7 460.0 预期性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240 170 165 约束性 

注：上级下达基本农田指标2733.3公顷含揉谷乡划入示范区后增加的733.3公顷基本农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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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附表 2                                                                                                             单位：公顷 % 

地     类 

2005 年（基期年） 2010 年（近期目标年） 2020 年（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间增减 

面积 

占总

面积

比例 

占一级

类比例 

占二级

类比例 
面积 

占总

面积

比例 

占一级

类比例 

占二级

类比例 
面积 

占总面

积比例 

占一级

类比例 

占二级

类比例 
面积 比例 

土地总面积 13500.0  100.00  — — 13500.0  100.00  — — 13500.0  100.00  — — 0.0  0.00  

一、农用地 8830.3  65.41  100.00 — 8166.3  60.49  100.00 — 7108.3  52.65  100.00 — -1722.0  -12.76 

1、耕地 6704.5  49.66  75.93 — 5266.8  39.01  64.50 — 3580.0  26.52  50.36 — -3124.5  -23.14 

2、园地 858.3  6.36  9.72 — 1024.4  7.59  12.54 — 1275.1  9.44  17.94 — 416.8  3.08  

3、林地 320.0  2.37  3.62 — 321.6  2.38  3.94 — 339.7  2.52  4.78 — 19.7  0.15  

4、牧草地 15.7  0.12  0.18 — 27.3  0.20  0.33 — 30.0  0.22  0.42 — 14.3  0.10  

5、其他农用地 931.8  6.90  10.55 — 1526.2  11.31  18.69 — 1883.5  13.95  26.50 — 951.7  7.05  

二、建设用地 3435.7  25.45  100.00 — 4119.7  30.52  100.00 — 5187.7  38.43  100.00 — 1752.0  12.98  

1、城乡建设用地 2938.4  21.77  85.53 100.00 3281.7  24.31  79.65 100.00 4008.8  29.69  77.27 100.00 1070.4  7.92  

（1）城镇用地 1051.4  7.79  30.60 35.78 1736.2  12.86  42.14 52.90 3259.8  24.14  62.83 81.32 2208.4  16.35  

（2）农村居民点用地 1334.5  9.89  38.85 45.42 1072.5  7.95  26.03 32.68 525.3  3.89  10.13 13.10 -809.2  -6.00  

（3）采矿地 97.4  0.72  2.83 3.31 80.0  0.59  1.94 2.44 16.0  0.12  0.31 0.40 -81.4  -0.60  

（4）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455.1  3.37  13.25 15.49 393.0  2.91  9.54 11.98 207.7  1.54  4.00 5.18 -247.4  -1.83  

2、交通水利用地 417.9  3.10  12.16 — 711.7  5.27  17.28 — 970.0  7.19  18.70 — 552.1  4.09  

3、其他建设用地 79.4  0.58  2.31 — 126.3  0.94  3.07 — 208.9  1.55  4.03 — 129.5  0.97  

三、其他土地 1234.0  9.14  100.00 — 1214.0  8.99  100.00 — 1204.0  8.92  100.00 — -30.0  -0.22  

1、水域 1007.8  7.46  81.67 — 995.8  7.37  82.03 — 998.8  7.40   — -9.0  -0.06  

2、自然保留地 226.2  1.68  18.33 — 218.2  1.62  17.97 — 205.2  1.52   — -21.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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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示范区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附表 3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生态环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文化遗产 

保护区 

街道办 0 34.7 497.9 0 41.6 45.8 

五泉镇 1377.5 810.1 362.4 0 190.9 35.8 

李台乡 0 147.7 1570.7 6.4 686.1 5.3 

杨村乡 60.7 722.9 731.0 75.6 230.3 0 

大寨乡 632 501.2 399.4 29.8 213.7 0.9 

揉谷乡 902.2 1423.2 837.2 0 927 0 

合计 2972.4 3639.8 4398.6 111.8 2289.6 87.8 

 

杨凌示范区耕地保有量规划平衡表  

附表 4                                                                                                           单位：公顷 

类别 

2005 年

耕地 

面积 

2006-2020 年补充耕地面积 2006-2020 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期

间净增

（+）减

（-） 

耕地保

有量 增加合计 
土地整

理 

土地复

垦 
土地开发 其他 

减少合

计 

建设占

用 
灾毁 其他 

2010 年 6704.5 47.7 39.7 8.0 0 0 1485.4 667.0 0 818.4 -1437.7 5266.8 

2020 年 6704.5 655.8 286.0 174.0 0 195.8 3780.3 1920.0 0 1860.3 -3124.5 3580.0 

年均增减 — 43.7 19.1 11.6 0 13.0 252.0 128.0 0 124.0 -208.3 — 



杨凌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附表   

 57

杨凌示范区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附表 5                                                                       单位：公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乡（镇） 备注 
总规模 

其中新增

建设用地 

其中占

用耕地 

交通 

项目 

西宝高铁 新建 2008-2020 52.0  39.0  29.1  李台、揉谷  

西宝铁路杨凌货运站 新建 2009-2013 56.6  42.5  31.7  杨村乡  

西宝高速 改扩建 2009-2011 60.0  45.0  33.6  李台、揉谷  

杨扶路 改扩建 2009-2012 35.9  26.9  20.1  五泉、大寨、杨村  

西宝中线 改扩建 2011-2015 22.0  16.5  12.3  李台、揉谷、街道办  

南环线 新建 2012-2020 27.3  20.5  15.3  李台、揉谷  

西环路 新建 2013-2020 21.0  15.8  11.8  揉谷、五泉  

杨青路 新建 2009-2013 52.5  39.4  29.4  揉谷、五泉、大寨  

杨凌大道 新建 2009-2013 52.2  39.2  29.2  揉谷、大寨  

孟杨路 改扩建 2009-2013 41.0  30.8  23.0  五泉、大寨、杨村  

兴业路 新建 2014-2020 5.3  4.0  3.0  杨村、李台  

东环路 改扩建 2010-2013 42.9  32.2  24.0  李台  

凤凰路 新建 2014-2020 4.7  3.5  2.6  杨村乡  

永安路 新建 2014-2020 5.0  3.8  2.8  揉谷、李台  

水运东路 新建 2009-2013 9.0  6.8  5.0  李台乡  

水运西路 新建 2009-2013 9.7  7.3  5.4  李台乡  

民享路 新建 2014-2020 6.6  5.0  3.7  揉谷乡  

民乐路 新建 2014-2020 7.0  5.3  3.9  揉谷乡  

常青路 新建 2014-2020 6.2  4.7  3.5  杨村、李台、街道办  

高产路 新建 2014-2020 6.5  4.9  3.6  揉谷乡  

河堤路 新建 2010-2013 32.2  24.2  18.0  揉谷、李台  

北干渠路 改扩建 2014-2020 6.0  4.5  3.4  
揉谷、大寨、街道办、

杨村 
 

滨河西路 新建 2014-2020 7.5  5.6  4.2  揉谷乡  

产研路 新建 2010-2013 5.7  4.3  3.2  李台乡  

博学路 新建 2014-2020 5.0  3.8  2.8  李台乡  

高研路 新建 2014-2020 5.0  3.8  2.8  揉谷乡  

高学路 新建 2014-2020 5.0  3.8  2.8  揉谷乡  

东新路 改扩建 2014-2020 5.0  3.8  2.8  李台乡  

发展路 新建 2014-2020 5.0  3.8  2.8  五泉、大寨、揉谷  

上沿路 新建 2014-2020 5.0  3.8  2.8  大寨乡  

泰陵东路 新建 2014-2020 5.0  3.8  2.8  五泉、大寨、揉谷  

泰陵西路 新建 2014-2020 5.0  3.8  2.8  五泉、大寨、揉谷  

农科路 改扩建 2009-2013 6.1  4.6  3.4  大寨、揉谷  

西五湖路 新建 2010-2013 11.9  8.9  6.7  李台、揉谷  

兴杨路 新建 2014-2020 12.0  9.0  6.7  杨村乡  

杨凌火车站 新建 2010-2020 21.8  16.4  12.2  揉谷乡  

杨凌客运站 新建 2010-2020 14.0  10.5  7.8  揉谷乡  

环保 
渭河生态恢复综合 

治理 
新建 2010-2020 270.0  202.5  151.2  揉谷、五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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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5                                                                       单位：公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乡（镇） 备注 
总规模 

其中新增

建设用地 

其中占

用耕地 

环保 

隋泰陵大遗址公园 新建 2010-2020 30.0  22.5  16.8  五泉、大寨、揉谷  

邰城遗址公园 新建 2010-2020 8.0  6.0  4.5  李台乡  

体育运动产业园建设

项目 
新建 2010-2020 213.3  160.0  119.4  揉谷乡  

李台污水处理厂 新建 2010-2020 4.0  3.0  2.2  李台乡  

杨凌污水处理厂二期 新建 2010-2020 8.0  6.0  4.5    

五泉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 2010-2020 3.0  2.3  1.7  五泉镇  

杨凌东北部垃圾综合

处理厂 
新建 2010-2020 5.0  3.8  2.8  杨村乡  

大寨垃圾填埋厂 新建 2010-2020 4.0  3.0  2.2  大寨乡  

规划揉谷水厂 新建 2010-2020 3.0  2.3  1.7  揉谷乡  

规划高位水池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大寨乡  

能源电

力项目 

华电热电厂 新建 2010-2020 28.0  21.0  15.7  李台乡  

杨凌 330KV 变电站 新建 2010-2020 1.0  0.8  0.6  揉谷乡  

永安 110KV 变电站 新建 2010-2020 1.0  0.8  0.6  李台乡  

揉谷 110KV 变电站 新建 2010-2020 1.0  0.8  0.6  揉谷乡  

新桥 110KV 变电站 新建 2010-2020 1.0  0.8  0.6  杨村乡  

杨凌 110KV 变电站 新建 2010-2019 1.0  0.8  0.6  街道办  

规划区域供热 1、2 站 新建 2010-2020 1.0  0.8  0.6  揉谷乡  

旅游 

项目 

椒生村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五泉镇  

上湾村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五泉镇  

绛南村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五泉镇  

背阳观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五泉镇  

马援祠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五泉镇  

马超岭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五泉镇  

白龙湾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揉谷乡  

姜源遗址保护设施建

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揉谷乡  

尚得村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揉谷乡  

疙瘩庙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李台乡  

坎家底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李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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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5                                                                      单位：公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乡（镇） 备注 
总规模 

其中新增

建设用地 

其中占

用耕地 

旅游 

项目 

杜家坡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李台乡  

庆善宫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李台乡  

恩义遗址保护设施建

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李台乡  

胡家底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李台乡  

柴家咀遗址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杨村乡  

镜照寺保护设施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大寨乡  

水灵山保护设施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杨村乡  

清凉寺石造像保护设

施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揉谷乡  

隋文帝祠遗址保护设

施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揉谷乡  

唐相国墓保护设施 

建设 
新建 2010-2020 2.0  1.5  1.1  大寨乡  

工业 

（产业）

项目 

现代国际农业科技 

种子市场 
新建 2010-2020 20.0  15.0  11.2  李台乡  

杨凌家具产业园 新建 2010-2020 20.0  15.0  11.2  李台乡  

凯迪集团循环经济产

业园区建设项目 
新建 2010-2020 66.7  50.0  37.4  李台乡  

粮油物流园区二期 新建 2010-2020 53.3  40.0  29.8  街道办  

杨凌现代农业创新园

国际科技合作园建设 
新建 2010-2020 33.3  25.0  18.6  大寨乡  

孵化园建设 新建 2010-2020 53.3  40.0  29.8  大寨乡  

标准化生猪养殖创业

实训基地项目 
新建 2010-2020 36.0  27.0  20.2  五泉镇  

雨润集团万头原种猪

繁育基地 
新建 2010-2020 1.2  0.9  0.7  五泉镇  

万亩秦川肉牛育肥基

地建设 
新建 2010-2020 66.7  50.0  37.4  五泉镇  

靖杨公司标准化果蔬

集散交易市场 
新建 2010-2020 21.2  15.9  11.9  大寨乡  

华堂啤酒年产 30 万吨

啤酒生产线 
新建 2010-2020 20.0  15.0  11.2  李台乡  

中小型变压电力设备

制造项目 
新建 2010-2020 6.7  5.0  3.8  街道办  

苦参素软胶囊产业化

精细深加工项目 
新建 2010-2020 0.8  0.6  0.4  街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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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5                                                                      单位：公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乡（镇） 备注 
总规模 

其中新增

建设用地 

其中占用

耕地 

工业 

（产业）

项目 

杨凌澳源牧业牛场搬

迁项目 
新建 2010-2020 66.7  50.0  37.4  城区  

秦宝牧业肉牛良种繁

育基地建设项目 
新建 2010-2020 74.8  56.1  41.9  城区  

金荞实业年处理 3 万吨

荞麦综合深加工项目 
新建 2010-2020 1.3  1.0  0.7  城区  

杨凌农资物流园建设

项目 
新建 2010-2020 3.8  2.9  2.1  城区  

废弃物资源化设备厂

建设 
新建 2010-2020 3.3  2.5  1.8  大寨乡  

陕西省杂交油菜中心

迁建项目 
新建 2010-2020 8.3  6.2  4.6  大寨乡  

种猪标准化扩繁示范

场建设项目 
新建 2010-2020 12.0  9.0  6.7  五泉镇  

福锦米业杨凌粮油储

备加工物流项目 
新建 2010-2020 4.3  3.2  2.4  城区  

汇源果蔬汁项目 新建 2010-2020 15.0  11.3  8.4  李台乡  

6000 吨气调库及水果

分选加工生产线 
新建 2010-2012 6.0  4.5  3.4  城区  

奇异果酒项目及工业

旅游观光项目 
新建 2009-2010 8.0  6.0  4.5  城区  

陕西欧亚车辆部件 

项目 
新建 2010-2020 3.0  2.3  1.7  城区  

竹园村杨凌调味食品

工业基地项目 
新建 2010-2011 5.0  3.8  2.8  城区  

西安开米 30 万吨蔬果、

餐具清洗剂产业化 

项目 

新建 2010-2012 20.0  15.0  11.2  城区  

美国嘉吉普瑞纳饲料

加工项目 
新建 2010-2011 3.2  2.4  1.8  城区  

东方希望生物饲料加

工项目 
新建 2010-2011 3.0  2.3  1.7  城区  

华秦公司年产 30 万吨

饲料生产线项目 
新建 2010-2011 5.5  4.1  3.1  城区  

德国萨诺现代饲料加

工基地 
新建 2010-2011 3.0  2.3  1.7  城区  

水利部三门峡水电设

备制造项目 
新建 2010-2012 20.0  15.0  11.2  城区  

植物胶生产项目 新建 2010-2011 3.0  2.3  1.7  城区  

轻型保温复合板自动

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新建 2010-2013 3.2  2.4  1.8  南片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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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5                                                                       单位：公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乡（镇） 备注 
总规模 

其中新增

建设用地 

其中占

用耕地 

工业 

（产业）

项目 

杨凌尚禾公司葫芦巴

胶综合利用项目 
新建 2010-2013 2.2  1.7  1.2  

亨通观花以南、乐达

草业以西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基地项目 
新建 2010-2013 6.7  5.0  3.7  饲料园区  

润盈生物益生菌生产

项目 
新建 2010-2013 10.0  7.5  5.6  饲料园区  

陕西天人有机食品有

限公司猕猴桃产业综

合开发园建设项目 

新建 2010-2013 10.0  7.5  5.6    

西安恒力压缩机有限

公司生产基地建设 
新建 2010-2013 6.7  5.0  3.7  

城南路以南、新华水

电以东 
 

步长医药产业园 新建 2010-2015 66.7  50.0  37.3  李台（西桥村）  

西北物资回收中心 新建 2010-2015 53.3  40.0  29.8  董家庄北  

社会事

业与民

生项目 

国际图书博览中心 新建 2010-2020 6.0  4.5  3.4  城区  

西安生物医药技术学

院杨凌校区 
新建 2010-2020 17.0  12.8  9.5  城区  

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新校区 
新建 2010-2020 20.0  15.0  11.2  城区  

西安华西专修大学杨

凌校区 
新建 2010-2020 33.3  25.0  18.6  城区  

西安金融财贸专修学

院杨凌校区 
新建 2010-2020 18.0  13.5  10.1  城区  

五泉镇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 2010-2020 15.0  11.3  8.4  五泉镇  

西安工程机械专修学

院杨凌校区 
新建 2010-2020 17.0  12.8  9.5  城区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建

设工程 
新建 2010-2020 10.0  7.5  5.6  城区  

中小学校灾后重建 

工程 
新建 2010-2020 20.0  15.0  11.2  

五泉、大寨、揉谷、

杨村 
 

杨凌示范区公安系统

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 2010-2020 5.5  4.1  3.1  城区  

石头河引水项目 新建 2010-2012 10.0  7.5  5.6  城区  

杨凌体育运动公园 新建 2010-2020 200.0  150.0  112.0  一河两岸区  

杨凌殡葬改革项目 新建 2010-2020 15.0  11.3  8.4  五泉镇  

杨陵区中医医院 新建 2011-2013 10.0  7.5  5.6  李台（新区西部）  

杨凌精神病院 新建 2011-2020 4.0  3.0  2.2  李台  

杨凌中心幼儿园 新建 2011-2020 1.5  1.1  0.8  李台（新区南片）  

李台乡中心幼儿园 新建 2011-2020 1.5  1.1  0.8  李台  

杨村乡中心幼儿园 新建 2011-2020 1.5  1.1  0.8  杨村  

五泉镇中心幼儿园 新建 2011-2020 1.5  1.1  0.8  五泉  

大寨乡中心幼儿园 新建 2011-2020 1.5  1.1  0.8  大寨  

揉谷乡中心幼儿园 新建 2011-2020 1.5  1.1  0.8  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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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5                                                                       单位：公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乡（镇） 备注 
总规模 

其中新增

建设用地 

其中占

用耕地 

社会事

业与民

生项目 

杨凌体育场 新建 2011-2020 10.0  7.5  5.6  揉谷（新区西部）  

杨凌市民服务中心 新建 2011-2020 2.0  1.5  1.1  李台（新区西部）  

群众艺术中心 新建 2011-2020 4.0  3.0  2.2  李台（新区西部）  

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建 2011-2020 4.0  3.0  2.2  李台（新区西部）  

  合计     2563.8 1922.9  1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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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示范区各乡（镇）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表  
附表 6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耕地保有量 建设用地总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街道办 0.0 28.6 591.4 568.9 62.2 0.0 

五泉镇 1333.9 1385.0 574.8 300.0 186.8 198.6 

李台乡 0.0 45.6 1854.9 1713.6 543.0 0.0 

杨村乡 172.8 375.3 688.2 565.7 392.4 25.0 

大寨乡 551.4 545.7 468.2 346.8 219.9 113.4 

揉谷乡 854.3 1199.8 1010.2 513.8 515.7 123.0 

合计 2912.4 3580.0 5187.7 4008.8 1920.0 460.0 

杨凌示范区各乡（镇）基本农田调整分析表  
附表 7                                                                                                           单位：公顷  % 

行政区域 2005 年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 

调出基本农田 调入基本农田 

乡镇名称 代码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全示范区 610403000 3592.9 2912.4 881.0 100.00  200.5 100.00  

街道办 610403001 32.5 0.0 32.5 3.69  0.0 0.00  

五泉镇 610403100 1632.9 1333.9 366.3 41.58  67.3 33.57  

李台乡 610406200 0.0 0.0 0.0 0.00  0.0 0.00  

杨村乡 610403201 362.4 172.8 189.6 21.52  0 0.00  

大寨乡 610403202 815.6 551.4 292.6 33.21  28.4 14.16  

揉谷乡 610403203 749.5 854.3 0.0 0.00  104.8 5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