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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 2023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稳定经济运行工作部

署，按照深化空间布局引导，加强规划引领与土地要素保障的工

作思路，统筹推进土地供应，全力稳投资、保增长，积极引导和

稳定市场预期。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国土

资发〔2010〕117 号），特制定本计划。

一、计划指标

（一）总量。

2023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以下简称“供地计划”）安

排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3190～3630 公顷，分列城乡建设用地和特

交水用地。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2740～2780 公顷，保持各地类

总量稳定，重点对接发展需求与供求关系，加强规划引领，优化

地类内部结构。特交水用地 450～850 公顷，统筹考虑对外交通

用地新供应及在途项目管理。

（二）用地结构。

安排产业用地 480～520 公顷（研发用地 90 公顷，工矿仓储

用地 300 公顷，商服用地 90 公顷，乡村产业用地 40 公顷），住

宅用地 1060 公顷（产权住宅用地 800 公顷，租赁住宅用地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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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650 公顷，城市道路及交

通设施用地 550 公顷，特交水用地弹性预留 450～850 公顷。

（三）空间布局。

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统筹城乡发展，持续强化“一核一

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圈层协同的城市空间结构，有序组织各

圈层间功能疏解和梯度承接。

中心城区（含核心区）土地供应规模约占全市土地供应总量

20%。核心区重点落实核心区控规新一轮行动计划，着力提升核

心区服务功能，因地制宜构建符合老城空间特征的公共服务生活

圈；中心城区重点加强与核心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四个

服务”水平提升及空间形态管控方面的衔接联动，突出减量提质，

坚持疏提并举，稳步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品质。

平原新城地区（含城市副中心）土地供应规模高于全市土地

供应总量 60%。城市副中心立足高水平落实副中心控规，以示范

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目标，高标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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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框架，实现空间的有序重组；多点地区对标城市副中心重点

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承接发展符合首都城市战略

定位的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及其配套服

务功能，推动人口、产业、居住、服务均衡发展。

生态涵养区土地供应规模约占全市土地供应总量 20%。重点

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适度承接科技创新、国际交往、文化

服务、旅游休闲、健康养老等城市功能，同步优化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配套供给。依托山水格局建设高品质山水城市，守护好绿

水青山。

二、土地供应导向

紧紧围绕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从改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入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实体经济

发展，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

和可及性。深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及分区规划要求，规划引领计划，要素保障项目，统筹推动疏功

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工作，以严守

耕地红线为底线，把握好土地供应节奏，推动构建城市新发展格

局。

（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统筹控增量、优存量、

促减量。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通过减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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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整理复垦实现成片开发类项目的占补平衡，统筹国有、集体

建设用地减量，层层传导集约节约利用要求。鼓励引导供应存量

建设用地比例不低于 65%。2023 年全市安排净减量任务 800 公顷

以上，计划拆除腾退用地 1500 公顷。预计全年处置批而未供用

地 2200公顷左右。

（二）科学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保障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用地

需求。土地资源要素向服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城一区”、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临空经济区等

重点功能区精准配置产业用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预留乡村产

业用地，支持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关注民生福祉，着力解决

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构建韧性安全的城市空间，着力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三）深化空间布局引导，推动实现主副结合发展、内外联

动发展、南北均衡发展、山区和平原地区互补发展。按照不低于

80％的比例推动工业研发用地向产业发展重点领域、重点功能区

集聚，支持壮大高精尖产业集聚势能，加快供应智能制造、产业

互联网、医药健康三大支柱产业用地；按照 65%左右的比例引导

租赁住房用地优先向现状和近期建设的轨道站点周边以及重点

功能区周边布局。

（四）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加强供需双向调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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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土地出让收入在稳投资、促发展、保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稳步提升租赁房空间供给

质量，选址布局优先向轨道交通站点和就业密集地区集中，实现

从“住有所居”向“住更宜居”转变，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重点通过新建、改建、人才公租房纳统、市场房源、零散房源筹

集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引导多主体、多渠

道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需求。

（五）提高街区综合功能，补足功能短板。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聚焦“七有”“五性”，副中心多点地区加强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土地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

展。提高土地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匹配度，不断优化土地供应

环节对街区功能高标准、高质量供应。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增存统筹。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 2020 年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91 号）要求，

实施“增存挂钩”，严控新增，盘活存量。聚焦服务“四个中心”

建设优化提升首都功能，通过低效楼宇转型升级、产业园区和老

旧厂房改造等存量用地、存量建筑功能的盘活利用，推动建成区

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功能的持续改善。

（二）强化市区两级主体责任。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安排

中央、军队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特交水用地等 1710～

2110 公顷指标，充分发挥统筹综合协调的职责，推动市级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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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各区用地资源的匹配。各区政府统筹落实住宅用地、研发

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乡村产业用地 1480～1520 公

顷及净减量 800 公顷指标，着力推动经营性用地及配套公共管理

与服务用地、交通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的统筹供应，促进项目落地。

各区政府要履行各类用地征地拆迁和耕地占补平衡的主体责任，

解决落实补充耕地地块，着力“拔钉子”“啃骨头”，提高土地

供应效率。鼓励各区之间协调跨区落实补充耕地指标。建设主体

负责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资金。强化供地计划的指导性和实施效

率，减量规模等指标的完成情况纳入市政府绩效考核。

（三）强化市区两级统筹联动。计划指标对应用地清单，将

随责任分工方案一并印发。各责任主体要根据计划用地清单，明

确时间表，通过落规划，抓项目，保供地。继续采取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与供地计划统筹联动调度机制，强化耕地保护、土地供应

与城乡建设用地减量以及全市经济发展目标统筹落实。

（四）强化空间支撑。建立空间数据库和项目储备库，梳理

潜力用地资源，对接全市土地储备、批而未供用地处置等工作，

推动土地供应接续有力。在供应总量结构相对稳定、空间布局相

对优化的基础上，年中可对清单内用地进行适当增补，适应市场

需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会同市发改委，将结合供地计划及固

定资产投资任务执行情况统筹安排，力争完成全年预期目标。

（五）强化村地区管。各区要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严控增量、

利用存量，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落实“村地区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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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产业用地实施过程中，推动集体土地高效集约利用。

本计划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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