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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更好地保障康平县“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强化耕

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提高土地利用节约集约水平，推进城乡和区域统

筹协调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沈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调整方案》，对《康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下简称现行规划）进行调整完善。本调整方案基础数据年

为 2014 年，规划目标年为 2020 年。本调整方案未涉及的部分按照现

行规划执行，与现行规划共同组成了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

性文件，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规划各项建设和

统筹土地利用的基本依据。 

 

 - 1 - 



 

一、调整指导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

念，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辽宁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把握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沈阳经

济区新型工业化等战略机遇，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保育生态为主

线，推进实施新型城镇化和沈阳经济区区域发展战略，统筹经济发展

新常态与土地利用，保护和合理利用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

协调推进土地生态建设，强化规划管理和土地用途与空间管制，为康

平县打造“辽沈北大门、生态会客厅”，实现产业转型振兴发展和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建设资源节约、经济发达、生态良好、社

会和谐的新康平提供全方位用地保障。 

（二）调整原则 

——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坚持现行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战略和

总体目标基本不变，继续实施现行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和建设用地空

间管制政策、土地利用重点工程及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局部调整完善

现行规划，细化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优化基本

农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布局，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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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尽保、量质并重。按照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质量不

下降的要求，强化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管护。对第二次土地调查查

明的实有耕地，除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纳入生态退耕规划和根据相关规

划需要占用的以外，均予以保护；优质耕地除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和省、市区域发展战略及“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难以避让的以外，均

应优先划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 

——节约集约、优化结构。按照坚定不移地推进节约用地的总要

求，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避免建设用地不合理外延扩张；统筹建

设用地增量与存量，注重存量挖潜和低效用地改造，优化建设用地结

构和布局，统筹配置生产、生活、生态用地，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适当增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合理保障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

农村建设用地需求。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

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突出耕地和基本农田调整、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

优化，构建并不断完善促进耕地保护、节约用地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用

地政策机制，统筹配置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用地。 

——加强协调、充分衔接。坚持科学论证、标准统一、民主决策，

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生态保护规划、林业保护规划、交通规划等相关专项规划的协调

衔接，强化规划自上而下控制，做好对县乡级规划的控制，落实建设

用地空间管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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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目标调整 

（一）规划指标调整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全面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和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确保实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

质量有提高、布局总体稳定。到 2020 年，全县耕地保有量保持在

118810 公顷以上，基本农田面积保持在 101927 公顷以上。 

——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全面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

动，建设用地空间得到合理拓展，科学发展用地得到有效保障，节约

集约用地水平显著提高。到 2020 年，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24408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4497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

地控制在 3562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控制在 9911以内，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不超过 114 平方米，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4137 公顷以内。2015-2020 年，全县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 884 公顷以

内。 

——其他规划调控指标。积极推进园地改造增效，加强林地保护

和建设，到 2020 年，全县园地、林地分别保持在 1247 公顷和 55280

公顷，牧草地面积保持在 2498 公顷；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农用地

和耕地，到 2020 年，安排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任务 662 公顷。2015-2020

年，全县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和耕地分别控制在 789 公顷和 662 公顷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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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格局优化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城市功能日益增强的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以“生态立县、旅游兴县、工业强县、农业富民”

为导向，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统筹安排各类、各业、各区

域用地，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构建主体功能突出、建设用地集约、生

态环境友好的土地利用新格局，促进全县土地资源协调、高效和可持

续利用。 

三、耕地和基本农田管护 

（一）强化耕地数量质量保护 

——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加强对建设项目用地选址的引导，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规模和速度。各项建设尽量不占或少占

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尽量占用低等别耕地，且必须以补定占、先补

后占、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以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双重平衡。到

2020 年，全县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662 公顷以内。 

——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导向调整农业

生产结构，严格控制农业结构调整方向，尽量减少破坏耕作层和农业

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苗圃种植、设施养殖等，优化农业内部结构，

提高农用地产出效益。到 2020 年，全县因农业结构调整致使耕地减

少规模不超过 359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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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有序实施生态退耕。按照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有计划、

有步骤实施生态退耕。根据不稳定耕地调查成果，将河流蓄滞洪区内

难以改造利用的耕地有序实施退耕还湿，将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的劣质

耕地退耕还林，有效增加基础性生态用地面积。到 2020 年，全县安

排生态退耕规模 1000 公顷以上。 

——防治和复耕灾毁耕地。加强对辽河、八家子河、马连河河道

和河堤管理，强化耕地灾情监测，增强耕地抗灾能力，减少灾害损毁

耕地的数量。严格界定灾毁耕地的标准，对灾毁耕地力争及时复耕。

到 2020 年，全县因灾害损毁致使耕地减少规模不超过 120 公顷。 

——强化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各类非农建设确需占用耕地的，建设单位必须切实履行补充耕地的法

定义务，按照“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要求补充数量相等、质量

相当的耕地。到 2020 年，全县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 662

公顷，其中通过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35 公顷以上，通过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补充耕地 53 公顷以上，通过工矿废弃地复垦补充耕地 136 公

顷，通过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等补充耕地 438 公顷以上。 

——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按照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的

要求，积极改造中低产田，推广节水、节地、培肥地力技术，提高耕

地综合生产能力。依法剥离建设占用耕地的耕作层，在符合水土保持

要求的前提下，用于低等别耕地和新开垦耕地建设。 

——创新耕地占补平衡机制。拓宽耕地占补平衡途径，探索将通

过农用地整理增加的耕地作为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指标。因受客观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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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限制，对单独选址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确实无法直接做到占优补优、

占水田补水田的，探索采取“补改结合”方式，通过宜耕后备土地资源

开发新增耕地和现有耕地提质改造共同落实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任务，实现耕地数量和质量占补平衡。 

（二）推进基本农田全面管护 

——全面落实城市周边基本农田。按照优质耕地优先保护的原

则，优先将城市周边优质耕地增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全面落实城市周

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 4722 公顷。划定后的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

田与城市周边的河流、山体、绿化带等共同形成城镇开发实体性边界，

促进城市节约集约用地，有效控制城镇盲目蔓延扩张。 

——优化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按照优化布局、优进劣出、稳

定数量、提升质量的原则，适当调整基本农田布局，将纳入新一轮生

态退耕的耕地、严重污染且无法治理的耕地、严重损毁无法复耕的耕

地及现有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调整为一般耕地，将城镇周边、交通沿

线现有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和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划定为永久基本

农田，定量、定质、定位将基本农田落实到土地用途区及地块和承包

农户，确保全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01927 公顷。新划定

的基本农田必须是优质耕地，划定后的基本农田平均质量等别、优质

耕地比例和集中连片程度均有所提高。 

——严格控制永久基本农田占用。各类城乡建设不得擅自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交通、水利、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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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因选址特殊确实无法避让基本农田的， 必

须按照先补后占的原则补划数量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并报国务院批

准。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等破坏耕作层的生

产经营活动，禁止擅自改变永久基本农田的用途和空间布局，禁止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绿色通道、绿化隔离带和防护林建设。 

——加大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力度。整合涉农资金，吸引社会投资，

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开展农用地整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行依法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加大土壤改良、地力培

肥与治理修复力度，不断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按照土地平整肥沃、

排灌设施配套、田间道路通畅、农田环境良好的要求，积极开展土地

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工程建设，

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激励机制。鼓励将符合基本农田条件

可稳定利用的耕地和耕地质量建设活动中形成的优质耕地先行划为

永久基本农田，作为改变或占用基本农田的补划基础。与涉农补贴政

策、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相衔接，与生态补偿机制联动，逐步完

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管护、改良、建设永久基本农田的补贴政

策，调动农民群众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的积极性。 

四、建设用地保障与管控 

（一）优化配置城乡建设用地 

——统筹调控城乡用地规模。按照上级下达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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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和新增规模。加强对城乡建设用

地的供给控制和需求引导，各项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要优先利用空闲、

废弃、闲置、低效土地。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加强建设用地内部挖潜，

优化建设用地内部结构和城乡建设用地格局。到 2020 年，全县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4497 公顷以内。2015-2020 年，全县新增城乡

建设用地控制在 710.07 公顷以内。 

——科学保障重点区域用地。按照统筹城乡与区域用地的要求，

推进城区经济升级发展。在建设用地安排上，优先保障中心城区建设

用地需求，优化保障“一城五区”即康平主城区和康平经济开发区、生

态文化旅游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特色农业产业区、自然生态保护区

的发展，突出保障社会民生类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需求，优先保障

养老服务及相关设施用地需求,支持保障新农村建设中确定的中心村

和宜居示范村的合理需求，促进城镇村体系有序发展。 

——合理配置城镇工矿用地。集约配置城镇工矿用地，促进城镇

工矿连片开发、规模经营、集聚发展，提高城镇工矿用地的集聚效益

和辐射能力。新增城镇用地向中心城区、各街道的城镇镇区集中布局，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增工矿用地向各类产业园区集中，重点集聚

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态文化旅游、农副产品深加工、健康养老、生

物医药、塑化纺织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六大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产业集群建设。到 2020 年，全县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3562

公顷以内。2015-2020 年，全县新增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700.07 公顷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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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规范新农村建设用地。围绕宜居乡村建设，优先保障宜

居示范乡、美丽示范村、宜居达标村建设用地。新建农村住宅尽量利

用存量建设用地和村内空闲地，不占或少占农用地特别是耕地。鼓励

农村住宅、村办企业向建制镇和中心村集中，合理安排农村民生用地

和乡村旅游用地，引导农村居民点有序布局。从严控制农民超用地标

准建房，村内有空闲地、原有宅基地已达标的，不再安排新增宅基地。

结合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推动农村居民点用地合理布局。到 2020

年，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控制在 10935 公顷以内。2015-2020 年，

全县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在 10 公顷以内。 

——逐步建立人地挂钩机制。到 2020 年，全面建立科学合理的

人地挂钩机制政策体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

偿转让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合理安排

进城落户人口各类用地，严格执行人均用地标准，充分利用现有建设

用地，不占或者尽量少占农用地，优化区域和城乡用地结构布局，切

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建设相协调、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

统一。 

（二）保障必要基础设施用地 

——优先保障交通水利用地。不断完善以公路和铁路运输方式为

主的交通基础设施，重点保障康平县境内其他沈阳轨道交通及其附属

设施新建工程等铁路项目与满都户-黑山-大市高速公路、互通立交等

公路项目建设。到 2020 年，全县交通运输用地控制在 2765 公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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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设施用地控制在 7105 公顷以内。2015-2020 年，全县新增交通运

输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分别控制在 102.4 公顷和 54.73 公顷以内。 

——重点保障能源环保用地。推进传统能源向新型清洁能源方向

发展，促进能源产业绿色增效和转型升级。重点保障辽河油田勘探开

发产能建设工程、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及原油、成品油管道建设工程

等各类能源项目，完善区域能源网络体系。加强污染源源头控制，深

化水、气、声等污染治理，逐步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设施均等化服务网

络，重点保障城市垃圾填埋场、城镇污水处理厂、疫病畜禽无害化处

理等环保项目建设。 

——合理保障旅游通信用地。立足康平县地域特色、文化传承和

自然资源，坚持生态旅游为基础，以滨湖休闲旅游区为核心，全面整

合风景、名胜、乡村、文化等旅游资源，重点保护和修复卧龙湖的生

态景观，保障休闲旅游设施用地和服务业发展用地。推进信息网络宽

带化进程，促进信息网络演进升级，加快构筑现代信息网络，保障必

要的通信设施用地需求。 

（三）强化中心城区用地控制 

——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按照强化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控制的

要求，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中心城区的规划控制范围，具体包括

康平镇、东关屯镇、小城子镇及北三家子街道，规划控制范围为 17568

公顷。2014 年末，康平县中心城区现状建设用地规模为 3491 公顷，

人均建设用地为 23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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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城市开发边界。以中心城区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

建设区为基础，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规模和

资源环境限制条件，将中心城区的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划定为城市开发

边界，以优化城市布局和形态，防止城市无序扩张。城市开发边界一

经划定，不得擅自更改和突破。到 2020 年，中心城区城市开发边界

内土地面积为 7762 公顷。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根据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的适宜性，

结合城市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和上级下达的新增城镇用地指标，

合理确定中心城区用地规模。2015-2020 年，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控制在 639 公顷以内。到 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在 4130 顷以内，人均建设用地控制在 207 平方米以内。统筹各类各

业建设用地供应，优先保障住房特别是落户人口的保障房，以及教育、

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合理安排必要的

产业用地。 

——中心城区土地用途管制。根据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土地适宜

性和未来土地利用方向，将中心城区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

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和独立工矿用地区 5 类土

地用途区，按照土地用途管制规则实行差别化用途管制。其中，基本

农田保护区面积为 5160 公顷，一般农地区面积为 4529 公顷，林业用

地区面积为 2382 公顷，城镇村建设用地区面积为 4109 公顷，独立工

矿用地区面积为 21 公顷。 

——中心城区用地空间管制。结合规划期内建设用地的扩展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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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划定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扩展边界和禁建边界，将中心城区规划

控制范围内的全部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 

区，按照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规则实行差别化空间管制。其中，允

许建设区面积为 4130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3632 公顷，限制建

设区面积为 9806 公顷。 

（四）推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按照上级下达的建设用地总量指标

和增量指标，强化节约集约用地，统筹各类、各业、各区域土地利用，

合理安排建设项目，不断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全县国民经济

实现升级发展。到 2020 年，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24408 公顷

以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884 公顷以内。 

——加强建设用地时序控制。强化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对新增建设

用地时序控制，重点做好城镇工矿用地和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

施用地的年度用地计划。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和分类用地指标，加强各行业、各部门规划协调，统筹安排建设用

地的供应规模与时序。 

——大力盘活存量城乡用地。完善农村低效建设用地退出机制，

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全县力争实现农村低效建设用地退出规

模不低于 251.59 公顷，主要分布在张强镇、二牛所口镇、小城子镇、

方家屯镇、西关屯蒙古族满族乡等地区。其中，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全县力争形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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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5 公顷，在保障城镇发展同时，促进农村居民点向中心村和新型

农村社区适度集中；积极引导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全县力争形成

185.44 公顷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指标，重点用于城镇建设。鼓励现有

城镇建设用地深度利用，积极改造旧城区、旧工矿和“城中村”，推进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全县力争释放存量建设空间 35 公顷。 

——规范开发园区集约用地。塑化纺织产业园区、朝阳食品产业

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各乡、镇（街道）确定的工业集中区用地要

纳入城镇用地管理。鼓励产业用地向工业集中区集聚，严格按照国家

和省的相关规定，限定工业集中区土地的投资强度和工业建设项目非

生产性建设用地比例，严格按照集约用地指标加强审核，促进工业集

中区集约用地。工业项目的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等土地使用标准要

符合相关标准或规定，并严格控制工业项目内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

设施用地面积。 

五、土地生态建设与保护 

（一）稳定土地生态空间 

——设定国土生态安全屏障。优先布局生态安全屏障用地，维护

辽河、八家子河、马莲河等主要水体的生态过程连续性和生态系统完

整性，构建以沈阳卧龙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三台子水库、四道号水库

为生态源区、以农田、滩涂为支撑，以河流、林带等生态廊道为联结

带的生态网络安全体系，充分发挥康平县作为沈阳市重要生态屏障的

生态保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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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以确保区域生态安全为底线，将具

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重要生态功能、

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设置生态保护红

线，并将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遗迹、

风景名胜区、重要饮用水源地、国家公益林及其他有必要严格保护的

各类保护地纳入禁止开发区生态保护红线。严格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区

域用地管控，确保生态保护红线不减少、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 

——严格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在强化耕地保护的同时，加强园

地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改善园地生产条件，提升果品质量和品质，适

当增加园地面积；强化对林地集中保护，充分利用荒坡等宜林地植树

造林，增加有林地面积。到 2020 年，全县园地、林地、牧草地面积

分别保持在 1247 公顷、55280 公顷和 2498 公顷。以林地、农田、水

面为重点，维护生态斑块和生态廊道的整体功能，充分发挥农用地的

生产、生态、景观和间隔功能，提高生态功能用地比例。到 2020 年，

基础性生态用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比例保持在 82%以上。 

——打造城乡绿色生态空间。因地制宜调整农用地、建设用地和

生态用地布局，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城乡绿色生态空间。

在城镇工矿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周围，合理配置绿色生态隔离带；

在交通干道、河流两侧布置适宜宽度的防护林，形成绿色生态廊道。

各类建设用地布局要避开生态敏感地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要控制在

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之内，确保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协调。 

（二）强化土地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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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并巩固生态退耕成果。适度扩大并巩固林区内不稳定耕

地的退耕还林和沿河、水库周边地区的退耕还湿成果，建立促进生态

改善、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保障生态屏障网络健康，切

实提高退耕还湿、还林的生态效益。 

——恢复工矿废弃地生态功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复垦工矿废弃

地，推进工矿废弃地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着力治理改造废弃采矿用

地；改进土地复垦的生物技术和工程措施，对复垦后的土地宜农则农，

宜园则园，宜林则林，优先恢复为耕地和林地，提高土地生态系统的

自我修复能力。 

——加强退化污染土地防治。加大康平县沙化、盐渍化等土地退

化防治力度，综合运用水利、农业、生物以及化学措施对沿河流域退

化土地进行治理与改良，对城市周边区域要严格禁止未达标污水灌溉

农田，积极防治土地污染。 

六、土地用途与空间管制 

（一）土地用途分区管制 

——基本农田保护区。区域面积 108720 公顷。区内土地主要用

作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田道路、水利、农田防护林及

其他农业设施用地；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整

理、复垦或调整为基本农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

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

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矿、取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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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占用基本农田

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一般农地区。区域面积 20367 公顷。区内土地主要为耕地、

园地、畜禽养殖地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

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

用地应当优先整理、复垦或调整为耕地、园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

理、复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禁止占用区

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土地。 

——林业用地区。区域面积 55281 公顷。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林业

生产，以及直接为林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务的营林设施；区内现有非

农建设用地应当按其适宜性调整为林地或其他类型的营林设施用地，

规划期间确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区内

耕地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可转为林地；未经批准，禁止占用区

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

沙、取土等活动。 

——牧业用地区。区域面积 2498 公顷。区内土地主要用于牧业

生产，以及直接为牧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务的牧业设施；区内现有非

农业建设用地应按其适宜性调整为牧草地或其他类型的牧业设施用

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未经批准，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

行开垦、采矿、挖沙、取土等破坏草场植被的活动。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区域面积 14161 公顷。区内土地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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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镇、农村居民点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建制镇、村庄和集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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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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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工矿用地区。区域面积 336 公顷。区内土地主要用于采

矿业以及其他不宜在居民点内安排的工业用地；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

经批准的工矿建设规划；区内因生产建设挖损、塌陷、压占、污染等

损毁的土地应及时复垦；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

置地和废弃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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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区域面积 4645 公顷。区内自然和

文化遗产保护区是对自然、人文景观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而划定的用

地区域。主要包括康平县境内卧龙湖自然保护区。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允许建设区。区域面积为 14497 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

城镇、村庄、工矿建设发展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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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空间布局形

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有条件建设区。区域面积为 3704 公顷，区内土地为建设用

地弹性布局的空间。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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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内城乡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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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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限制建设区。区域面积为 193859 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

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区内

严格限制建制镇、村庄新增建设，合理控制新增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

项目用地。 

——禁止建设区。区域面积为 4645 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

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其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活

动；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禁止建设区范围不得调整。 

七、土地整治重点安排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完善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

路、农田林网等农田基础设施，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高标

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位于方家屯镇、西关屯蒙古族满族乡、东升满族

蒙古族乡、柳树屯蒙古族满族乡、张强镇、沙金台蒙古族满族乡。到

2020 年，全县力争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28000 公顷。 

——农用地整理。农用地整理主要安排在农业基础设施配套水平

偏低、有一定补充耕地潜力的海洲窝堡乡、沙金台蒙古族满族乡、柳

树屯蒙古族满族乡、西关屯蒙古族满族乡、东升满族蒙古族乡等。通

过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

高耕地质量。到 2020 年，全县农用地整理规模力争达到 2200 公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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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结合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推

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促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重点区域位于东关屯镇、沙金台蒙古族满族乡、北三家子街道

等乡（镇）。到 2020 年，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力争达到 66.15 公

顷以上。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积极开展旧城区低效用地更新改造，

在明晰土地产权、确保改造前后土地权利人利益不受损前提下，重点

治理基础设施落后、“城中村”和与城镇功能定位不符的旧城区，不断

完善旧城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旧城区的集约用地水平和

人口承载能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重点区域位于康平镇、东关屯

镇、小城子镇等。到 2020 年，全县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模力争达

到 35 公顷以上。 

——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按照全面恢复土地生产功能、改善生

态环境的目标要求，科学调查、评价工矿废弃地的类型、分布与规模，

合理确定复垦土地的用途，复垦后的土地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

则林，鼓励复垦土地的综合利用。工矿废弃地复垦重点区域位于康平

镇、东关屯镇、张强镇、郝官屯镇、二牛所口镇等乡（镇）。到 2020

年，全县工矿废弃地复垦规模力争达到 185.44 公顷以上。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依据土地适宜性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的重点区域位于辽河、八家子河、马莲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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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源相对充足、开发条件相对适宜的郝官屯镇、二牛所口镇、北四

家子乡、两家子乡、北三家子街道等镇。到 2020 年，全县宜耕后备

土地资源开发规模力争达到 642 公顷以上。 

八、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深化落实规划管理共同责任。建立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

责任考核体系，把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

价和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县乡级政府要将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节约集约用地等指标作为规划实施绩效

考核的重要内容，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对本行政辖区内的耕地保护和节

约集约用地负总责，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落实土

地规划管理共同责任。 

——深化多规融合相互协调衔接。积极探索完善有利于各类空间

性规划协调衔接的工作路径、协作机制，以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为基础，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推进“多规合一”。县乡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编制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应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管控要

求，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主

体功能区规划和保护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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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从严审查各类规划的用地规模和标准，切实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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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安排的，必须及时调整和

修改，核减用地规模。 

——加强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建设。强化规划实施管理，严格执行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土地用途管制、建设用

地空间管制、节约集约用地管理等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切实发挥规划

对土地利用的统筹管控作用。建立规划修改评价机制，修改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必须提交规划实施评估报告，经认定后方可开展规划修改；

严禁通过擅自修改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和改变

建设用地布局，降低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符合法定条件，

确需改变和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 

——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和机制。健全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实行保

护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充分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加强和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拓宽“补改结合”等耕地占补平衡新途

径，探索将通过农用地整理增加的耕地作为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指

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平台，多措并举，严格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占

优补优，强化耕地占补平衡实施监管，确保补充数量质量双到位。以

提高耕地产能为目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

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加强耕地内在

质量建设，实现“藏粮于地”。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区

级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健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加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降低

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依赖。逐步健全闲置和低效用地的利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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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机制，充分运用价格杠杆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现象。全面实

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

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相挂钩的政策。建立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激励机制，规范推进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和低丘缓坡地等未利

用地开发利用，严禁随意侵占或破坏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 

——加大土地生态建设保护力度。各项建设要避让优质耕地、河

道滩涂、优质林地，严格保护水体、山峦等自然生态用地。实施建设

用地减量化管理，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进一步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和

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控制耕地、园地、林地等转为建设用地，以

最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位置，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的总要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统筹协调城乡结构和空间布

局，继续推进生态退耕和天然林保护，加快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统筹

管护和利用山水林田，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各类自然生态

系统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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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规划指标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指    标 调整前 2020 年规模 2014 年现状 调整后 2020 年规模 

耕地保有量 106394 123528.12  11881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99108 99108 101927 

园地 1247 1023.85 1247 

林地 55280 47254.31 55280 

牧草地 2498 472.29 2498 

建设用地 24220 23775.59 24408 

  城乡建设用地 13714 14038.52 14497 

     城镇工矿用地 3066 3047.37 3562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10506 9737.07 9911 

新增建设用地 2182 —— 884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1830 —— 789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752 —— 662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3610 —— 662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08 119  114  

注：表中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调整前为 2006-2020 年的指标，调整后为 2015-2020 年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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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全  县 
2014 年现状 调整后 2020 年 

面积增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216704.56  100.00 216704.56 100.00 0 

农用地 181379.87  83.70  187133.25 86.35  5849.35  

耕地 123528.12  57.00  118810 54.83  -4718.12  

园地 1023.85  0.47  1247 0.58  223.15  

林地 47254.31  21.81  55280 25.51  8025.69  

牧草地 472.29  0.22  2498 1.15  2025.71  

其他农用地 9101.30  4.20  9298.25 4.29  292.92  

建设用地 23775.59  10.97  24408 11.26  632.41  

城乡建设用地 14038.52  6.48  14497 6.69  458.48  

城镇工矿 

用地 
3047.37  1.41  3562 1.64  514.63  

农村居民 

点用地 
10991.15  5.07  10935 5.05  -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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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 
9737.07 4.49 9911 4.57 173.93 

未利用地 11549.10 5.33 5163.31 2.38  -64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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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调整后的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行政区域 耕地 
保有量 

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建设 

用地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工 
矿用地 

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 

新增建 
设用地 

新增建设 
占用农用地 

新增建设 
占用耕地 

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 

人均城镇 
工矿用地 

康平县 118810 101927 1247 55280 2498 24408 14497.00  3562 9911 884 789 662 662 114 

康平镇 4423.61 1999.21  317.42 616.66 0 7561.01 2617.02 1665.08 4943.99 441.92 390.16 327.67 50.42 160 

东关屯镇 7681.86 5278.65  55.69 1275.05 0 3476.6 1868.27 768.4 1608.33 219.28 199.33 167.7 81.79 149 

小城子镇 10838.93 9325.22  64.8 7090.74 0 1350.49 1098.16 147.14 252.33 46.42 40.56 34.13 59.72 152 

张强镇 9270.02 8758.79  64.49 2920.1 1128.72 1585.99 942.79 215.65 643.2 21.48 20.03 16.81 22.79 124 

方家屯镇 6657.99 5889.71  45.38 1780.63 0 868.69 678.21 143.94 190.48 19.22 17.93 15.05 48.64 130 

郝官屯镇 8588.45 7436.30  38.72 2916.21 0 928.67 734.68 116.37 193.99 2.29 2.11 1.77 66.15 138 

二牛所口镇 9881.59 8206.63  25.56 3031.38 0 1123.44 955.83 133.16 167.61 47.73 41.76 35.08 64.88 129 

北四家子乡 8800.71 7460.19  22.93 3537.73 0 1006.56 801.54 6.46 205.02 4.6 3.61 3.06 44.9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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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 耕地 
保有量 

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建设 

用地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工 
矿用地 

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 

新增建 
设用地 

新增建设 
占用农用地 

新增建设 
占用耕地 

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 

人均城镇 
工矿用地 

两家子乡 7110.87 6008.89  23 2837.34 0 937.44 651.26 0 286.18 3.29 2.92 1.5 29.08 112 

北三家子街

道 
9323.97 8290.27  19.6 7612.38 0 1332.52 1007.03 287.05 325.49 23.67 20.25 17 62.15 85 

海洲窝堡乡 8632.7 7819.81  69.91 6100.28 0 771.48 613.57 1.5 157.91 6.02 5.73 4.65 33.55 108 

沙金台蒙古

族满族乡 
8075.03 7455.05  50.1 7527.81 573.62 783.43 611.26 12.26 172.17 10.38 9.87 8.27 13.3 105 

柳树屯蒙古

族满族乡 
5929.85 5899.98  54.87 2227.62 682.8 1140 647.71 13.33 492.29 10.58 10 8.39 18.1 103 

西关屯蒙古

族满族乡 
5715.03 4969.91  184.12 3245.49 0 614.11 528.62 25.24 85.49 10.87 9.26 7.74 40.73 90 

东升满族蒙

古族乡 
7879.39 7128.39  210.41 2560.58 112.86 927.57 741.05 26.42 186.52 16.25 15.48 13.18 25.7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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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统计表 

单位：公顷、万人、平方米/人 

行政区 

调整后 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 中心城区涉及到的乡镇建设用地指标调整情况 

总计 

2014

年现状

建设用

地规模 

现状

人口 

现状

人均

建设

用地 

2015-2020

年新增建

设用地规

模 

规划

2020 年

人口规

模 

2020 年

人均建

设用地 

乡镇名称 

2015-2020

年全县新增

建设用地规

模 

落实中心城

区需要安排

的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纳入中心城

区范围内

2014 年现状

建设用地规

模 

纳入中心城

区范围内的

2020 年建设

用地规模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康平县 4130  3491 15 233  639  20 207  
康平镇 441.92 422  2167 2589 

东关屯镇 219.28 183  857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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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子镇 46.42 34  187 221 

北三家子街

道 
23.67 0  28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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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城镇周边任务 

康平县 4722 

康平镇 1976.65  

东关屯镇 1968.78  

小城子镇 427.24  

北三家子街道 3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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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调整后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中心城区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中心城区 

合  

17568 4130 3632 9806 0 

康平镇 8711 2589 2297 3825 0 

东关屯镇 5493 1040 1131 3322 0 

小城子镇 1216 221 204 791 0 

北三家子街

 

2148 280 0 18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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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调整后的建设用地整治任务分解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农村建设用地 
整理规模 

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规模 

工矿废弃地 
复垦规模 

康平县 66.15 35 185.44 

康平镇 5 10 25.67  

东关屯镇 8 15 51.62  

小城子镇 7 5 3.36  

张强镇 4 5 16.73  

方家屯镇 5 0  11.53  

郝官屯镇 0  0  28.51  

二牛所口镇 5 0  15.84  

北四家子乡 5 0 0.99  

两家子乡 0  0 0 

北三家子街道 8 0 0 

海洲窝堡乡 0  0 0 

沙金台蒙古族满族乡 7.15 0 0  

柳树屯蒙古族满族乡 5 0 12.15  

西关屯蒙古族满族乡 4 0 10.27  

东升满族蒙古族乡 3 0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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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调整后的耕地规模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规划期间 2014 年 
耕地 

2015—2020 年补充耕地 2015—2020 年减少耕地 
2020 年 
耕地 

小计 农用地 
整理 

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 

土地 
复垦 

土地 
开发 小计 建设 

占用 
农业结构 
调整 

生态 
退耕 

灾害 
损毁 

2015—2020 年 123528.12  662 35 53 136 438 5380.12 662 3598.12 1000 120 1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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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调整后的新增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实施年份 性质 涉及区域 用地规模 

 

能 

源 

电源 

1 国电集团康平发电厂新建工程 2016-2020 国家 东关屯镇 10 

2 国电康平电厂二期工程 2016-2020 国家 东关屯镇 10 

3 沈阳天然气热电厂新建工程 2016-2020 国家 东关屯镇 4 

4 秸秆发电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4 

5 东升乡风电场 2016-2020 县级 东升乡 4 

6 沙金熬力营子风电场 2016-2020 县级 沙金台乡 4 

7 张家窑风电场 2016-2020 县级 张家窑林场 5 

8 金沙滩风电场 2016-2020 县级 二牛所口乡 5 

9 北三家子风电场 2016-2020 县级 北三家子 5 

10 两家子风电场 2016-2020 县级 两家子乡 5 

11 北四家子风电场 2016-2020 县级 北四家子乡 5 

12 海洲乡一期 2016-2020 县级 海洲窝堡乡 5 

13 海洲乡二期 2016-2020 县级 海洲窝堡乡 5 

14 海洲乡三期 2016-2020 县级 海洲窝堡乡 5 

15 海洲乡四期 2016-2020 县级 海洲窝堡乡 5 

16 二牛乡戚家一期 2016-2020 县级 二牛所口乡 5 

17 二牛乡戚家二期 2016-2020 县级 二牛所口乡 5 

18 
东北电力开发公司康平县张强镇 60MWp 光伏发电

项目（一期） 
2015-2020 县级 张强镇 5 

19 电厂灰场 2015-2020 县级 全县 5 

20 东升变电所 2015-2020 县级 东升乡 5 

21 东升供电所改造工程 2015-2020 县级 东升乡 5 

22 海洲变电所 2015-2020 县级 海州乡 5 

23 
康平县晶盛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康平县张强镇

50MWp 光伏发电项目 
2015-2020 县级 全县 5 

24 生物质发电 2015-2020 县级 全县 5 

25 苇塘光伏发电项目 2015-2020 县级 全县 5 

26 文华一次变扩建 2015-2020 县级 全县 5 

27 兴隆光伏发电项目 2015-2020 县级 全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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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华源风电柳树屯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5-2016 县级 全县 4 

29 华源风电辛屯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17 县级 全县 4 

30 优能风电小城子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17 县级 全县 4 

31 优能风电二牛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17 县级 全县 4 

32 三一能源北四家子一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18 县级 全县 4 

33 三一能源北四家子二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18 县级 全县 4 

34 三一能源北四家子三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18 县级 全县 4 

35 

中电投东北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辽宁尤润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二牛所口镇 8 万千瓦光伏发电

项目 

2016-2018 县级 全县 1 

36 
特变电工沈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康平县10万千瓦光伏

地面电站项目 
2016-2018 县级 全县 1 

37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一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4 

38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二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4 

39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三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4 

40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四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4 

41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五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4 

42 
中航工业成发科能动力工程有限公司康平花古水库

15 万千瓦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1 

43 华源风电六家子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7-2018 县级 全县 4 

44 优能风电团山子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7-2018 县级 全县 4 

45 国电康平发电有限公司生活辅助区建设 2017-2018 县级 全县 12 

46 国电康平发电有限公司二期贮灰场建设 2017-2018 县级 全县 10 

47 国电康平发电有限公司备用煤场建设 2017-2018 县级 全县 10 

48 华源风电孟家局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7 县级 二牛所口镇 3 

49 优能风电二牛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7 县级 小城子镇 3 

50 优能风电小城子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8 县级 小城子镇 3 

51 优能风电团山子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9 县级 小城子镇 2 

52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一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7 县级 北三家子街道 3 

53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二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8 县级 北三家子街道 3 

54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三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9 县级 北三家子街道 3 

55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四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20 县级 北三家子街道 3 

56 华电福新能源山东屯五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20 县级 北三家子街道 3 

57 三一能源北四家子一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7 县级 北四家子乡 4 

58 三一能源北四家子二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8 县级 北四家子乡 4 

59 三一能源北四家子三期 5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2019 县级 北四家子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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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康平两家子风电场一期 5 万千瓦项目 2017 县级 两家子乡 5 

61 康平两家子风电场二期 5 万千瓦项目 2018 县级 两家子乡 3 

62 康平两家子风电场三期 5 万千瓦项目 2019 县级 两家子乡 3 

63 海洲风电场一期 5 万千瓦项目 2018 县级 海洲乡 3 

64 海洲风电场二期 5 万千瓦项目 2019 县级 海洲乡 3 

65 
沈阳中能电力有限公司康平花古水库渔光互补光伏

电站一期 4 万千瓦项目 
2016 县级 

柳树屯乡花古

水库 
10 

66 
沈阳中能电力有限公司康平花古水库渔光互补光伏

电站二期 5 万千瓦项目 
2017 县级 全县 3 

67 
沈阳中能电力有限公司花古水库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三期 6 万千瓦项目 
2018 县级 全县 3 

68 特变电工张强镇四道号水库光伏发电 4 万千瓦项目 2017 县级 
张强镇四道号

水库 
2 

69 特变电工张强镇四道号水库光伏发电 6 万千瓦项目 2018 县级 
张强镇四道号

水库 
2 

70 特变电工张强镇四道号水库光伏发电 5 万千瓦项目 2019 县级 
张强镇四道号

水库 
2 

71 康平县渔光一体项目一期(5 万千瓦） 2017 县级 
二牛所口镇任

家村 
1 

72 康平县渔光一体项目二期(5 万千瓦） 2018 县级 全县 1 

73 康平县渔光一体项目三期(5 万千瓦） 2019 县级 全县 1 

74 三台子水库 4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2017 县级 
东关街道三台

子水库 
2 

75 三台子水库 12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2017-2018 县级 
东关街道三台

子水库 
1 

76 沈阳聚能(东升厂区）糠醛渣热电联产工程项目 2016 县级 东升乡厉家村 4 

77 全县光伏发电 2016-2020 县级 全县 20.0 

78 全县风力发电 2016-2020 县级 全县 12.0 

79 抗生素热电厂（扩建） 2016-2020 市级 全县 1 

80 全县热源厂建设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7 

81 全县热电厂新建及改扩建工程 2016-2020 县级 全县 20 

电网 

1 二牛所口、北三家子 66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市级 
二牛镇、北三家

子 
1 

2 二牛所口 66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7-2018 县级 
张强镇大黄家

等 
12 

3 四道号升压站 2017-2018 县级 张强镇 12 

4 东关街道升压站 2017-2018 县级 东关街道三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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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村等 

5 北四家子升压站 2017-2018 县级 
北四家子乡北

四家子村等 
1 

6 东升变电所 2017-2018 县级 东升乡 1 

7 二牛变电所 2017-2018 县级 二牛镇 12 

8 所口 66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市级 二牛镇 2 

9 沈阳胜利 66 千伏线路改造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县 2 

10 全县电网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 全县 32 

采矿 
1 铁煤集团大强煤矿新建工程 2016-2020 国家 张强镇 10 

2 长城窝堡煤矿新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县 20 

油气 

1 辽河油田勘探开发产能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全县 20 

2 原油、成品油管道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省级 
全县 10 

3 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省级 
全县 20 

4 
LNG/CNG 站场工程、高中调压站、门站、地上阀室

等配套项目 
2016-2020 

省级、市

级 
全县 10 

5 秦—沈天然气管道项目 2016-2020 国家 全县 4 

6 大庆—锦西原油管道工程 2016-2020 国家 全县 2 

7 辽河油田产能建设 2016-2020 国家 全县 40 

8 中俄东线输气管道工程 2016-2017 国家 全县 1 

9 
抚顺-沈阳成本品油、抚顺-盘锦、锦州成品油管道工

程 
2016-2020 国家 

全县 
1 

10 燃气输送 2016-2020 市级 全县 1 

11 张强采油厂 2016-2020 县级 张强镇 30 

12 东升采油厂 2016-2020 县级 东升乡 10 

13 二牛采油厂 2016-2020 县级 二牛所口镇 10 

14 沈阳天然气热电厂新建工程 2016-2020 县级 东关屯镇 4 

15 秸秆深加工 2016-2020 县级 东关屯镇 2 

 

交通 

高速

公路 

1 满都户-黑山-大市高速公路 2016-2020 省级 全县 20.0 

2 通辽至京沈客专连接线 2016-2020 省级 
张强、二牛、沙

金等乡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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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速公路增加出口及服务区 2016-2020 省级 两家子乡 4 

4 互通立交 2016-2020 市级 
东关、胜利、康

平镇等乡镇 
15 

5 沈阳至法库至康平至金宝屯铁路 2016-2019 
路铁联

合批复 

全县 
30.0 

铁路 

1 沈阳铁路综合货场 2016-2017 
路铁联

合批复 

全县 
20.0 

2 沈阳枢纽客专西南环线 2017 
路铁联

合批复 

全县 
15.0 

3 沈阳大型养路机械检修基地 2017-2018 
路铁联

合批复 
全县 13.0 

4 国家铁路建设项目 2016-2020 国家 
东关、康平镇、

开发区、二牛等 
50 

5 大青至法库北地方铁路 2016-2020 市级 康平县 20 

6 大青至法库北地方铁路 2016-2020 市级 
张强、二牛、东

关等乡镇 
30 

7 哈大客专配套工程沈阳铁路枢纽货场搬迁工程 2016-2020 省、市级 全县 40 

8 营口-沈阳、沈阳-铁岭城际铁路（沈阳段） 2016-2020 省级 全县 50 

9 其他沈阳轨道交通及其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20.0 

普通

公路 

1 G203 明沈线康平至沈北新区段改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25 

2 G505 开奈线通江口大桥至市界段改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8.0 

3 S105 沈张线沈阳站至官宝窝堡段改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26.0 

4 S105 沈张线新民界至公主屯段改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10.0 

5 S106 沈环线新民至法库段改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80.0 

6 S107 十灯线十里河至黄腊坨段改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4.0 

7 S214 法盘线小东门至阜新界段改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6.0 

8 S301 西二线辽河至二牛所口段改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县 21.0 

9 沈康二号线 2016-2020 市级 全县 50 

10 沈康大道新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县 50 

11 昌阜高速公路(沈阳段) 2016-2020 市级 
东升、方家屯、

两家子等乡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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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射线 1(G203 明沈线) 2016-2020 市级 

北三家子、北四

家、东关屯等乡

镇 

50 

13 支线 1(S303 彰桓线) 2016-2020 市级 
沙金、张强、二

牛、郝官等乡镇 
30 

14 沈康公路 2016-2020 市级 全县 50 

15 明沈线支线 2016-2020 县级 
北四家、东关屯

等乡镇 
5 

16 东五线 2016-2020 县级 东关屯镇 3 

17 法张线 2016-2020 县级 
张强、东升等乡

镇 
7 

18 康小线 2016-2020 县级 
康平镇、小城子

镇等乡镇 
5 

19 康辽线 2016-2020 县级 康平镇 5 

20 沙北线 2016-2020 县级 沙金台乡 4 

21 官元线 2016-2020 县级 郝官屯乡 3 

22 金牛线 2016-2020 县级 
沙金、二牛等乡

镇 
2 

23 路北线 2016-2020 县级 康平镇 5 

24 航空产业基地连接道路 2016 县级 全县 5 

25 环湖公路 2016 县级 全县 5 

26 辽河路 2016 县级 全县 1 

27 官元线 2017 县级 全县 1 

28 彰桓线东 2017 县级 全县 2 

29 沙北线 2017 县级 全县 6 

30 修孔线 2017 县级 全县 1 

31 西孙线 2017 县级 全县 6 

32 东五线工程（环城部分） 2017 县级 全县 2 

33 法张线 2018 县级 全县 1 

34 路北线 2018 县级 全县 1 

35 二西线 2018 县级 全县 1 

36 金二线 2018 县级 全县 6 

37 官东线 2018 县级 全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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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康平县客货运枢纽项目 2018 县级 全县 3 

39 彰桓线西 2019 县级 全县 1 

40 东五线 2019 县级 全县 5 

41 大后线 2019 县级 全县 5 

42 戴马线 2019 县级 全县 8 

43 海杨线 2020 县级 全县 6 

44 新生农场专用线 2020 县级 全县 5 

45 道路建设工程 2016-2020 县级 全县 2 

46 秀西线联通工程 2016-2020 县级 全县 7 

47 沈康大道 2016-2020 县级 全县 6 

48 康平县公铁客货运枢纽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3 

49 新城区道路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2 

50 康平通航机场建设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县 10 

51 农村公路 2016-2020 县级 全县 20 

52 互通立交改扩建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县 10 

53 现有道路快速路改造及高架建设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县 10 

54 道路改扩建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县 10.0 

55 立交桥改造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县 5.0 

56 省际间（县道） 2016-2020 市级 全县 9.3 

57 县到县（县道） 2016-2020 市级 全县 4.3 

58 高速公路连接线（县道） 2016-2020 市级 全县 1.6 

59 县乡级道路改造 2016-2020 市级 全县 7.5 

机场 
1 康平苇塘通航机场建设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县 455 

2 其他机场建设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县 10 

水利 

输

水、

供水

工程 

1 
桓仁—清源—铁岭—沈北—法库—康平—朝阳（大

东水西调）输水工程 
2016-2020 国家 

西关、东升、张

强等乡镇 
6.7 

2 辽西北供水工程 2016-2020 省级 北四家子乡 6.8 

3 辽西北供水水厂 2016-2020 市级 全县 10 

4 水利站、农贸市场、污水处理厂、社区 2016-2020 市级 全县 10 

5 提水泵站 2016-2020 市级 全县 10 

6 辽西北供水工程二期工程 2016-2020 国家 全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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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辽西北供水内蒙古支线工程 2016-2020 国家 全县 1 

河流

治

理、

河道

防洪

防险

堤防

整治 

1 秀水河防洪、整治工程 2016-2020 市级 
西关、东升、张

强等乡镇 
30 

2 其他防洪、堤防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县 40.0 

3 三棵树管理站 2016-2020 县级 全县 5 

4 下坎子管理站 2016-2020 县级 全县 5 

5 杨家管理站 2016-2020 县级 全县 5 

6 岳家窝堡管理站 2016-2020 县级 全县 5 

7 强排站建设工程 2016-2020 县级 全县 5 

8 珍珠山南侧、康湖 2016-2020 县级 新城区 2 

9 卧龙湖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2016-2020 县级 

东关镇李家村-

二牛镇小戚窝

堡 

50 

10 辽西北供水水厂建设工程 2016-2020 县级 文华水厂北侧 10 

11 大连银泰集团滨湖浴场项目 2016-2020 县级 卧龙湖沿线 6 

12 平湖开发项目 2016-2020 县级 新城区 10 

水厂 1 水厂建设工程 2016-2020 市级 两家子乡 6.3 

环保 

污水 

、垃

圾处

理厂 

1 康平县城南污水处理厂建设一期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县 5 

2 康平县污水处理厂建设 2016-2020 市级 康平镇 1.5 

3 康平县八家子污水处理厂 2016-2020 市级 郝官屯乡 2.5 

4 康平经济开发区污水治理工程 2016-2020 市级 康平镇 5.8 

5 康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厂 2016-2020 市级 康平镇 1 

6 东北固体废物环保工业园 2016-2020 市级 康平镇 1 

7 废旧电器回收处置系统工程 2016-2020 市级 康平镇 1 

8 建设粉煤灰综合利用工程 2016-2020 市级 东关屯镇 1 

9 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工程 2016-2020 市级 郝官屯乡 1 

10 垃圾处理厂二期工程 2016 县级 全县 2 

11 垃圾填埋场 2016 县级 全县 2 

12 垃圾处理场 2016 县级 北三家子 5 

13 民生环保用地 2016 县级 柳树乡 5 

14 康平县城南污水提升泵站工程 2016 县级 

规划七号路与

滨湖路交叉口

北 

1 

15 垃圾处理 2016 县级 方家镇 4 

16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2016-2020 县级 
辽宁康平经济

开发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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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实施年份 性质 涉及区域 用地规模 

17 其他餐厨垃圾处理新建及改扩建项目 2017-2020 市级 全县 20.0 

18 污泥厂污泥处理能力提升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县 20.0 

19 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改造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县 20.0 

20 
其他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收集管网新建及改扩建

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县 80.0 

其他 

1 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县 30.0 

2 沈阳溶剂类废物再生利用项目 2011-2020 市级 康平镇 1 

3 气象站 2011-2020 市级 康平监狱 1 

4 其他环保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县 50.0 

其他用地 

1 旅游、国防、矿山、监狱、殡葬等特殊用地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县 50.0 

2 其他风力发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16-2020 省市 
沙金、张强、东

关等乡镇 
25 

3 
400 平方米以下零星分布的泵站等市政基础设施类

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县 5.0 

4 其他光伏发电项目 2015-2020 省市 

张强镇、柳树屯

乡、东关街道、

二牛所口镇、康

平监狱、北三家

子街道、四道号

水库、花鼓水

库、三台子水库

等 

10 

5 鼠疫监测站 2006-2020 县级 小城子镇 3 

备注：1、表中面积为行业专项规划或部门提供数据统计，建设地点由相关部门提供，具体

实施中以实际核准的面积数据和建设地点为准，并受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约束；2、表中的

项目建设中若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应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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