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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更好地保障沈阳市苏家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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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苏家屯区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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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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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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苏

家屯区实现产业转型振兴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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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耕地保有量保持在 40414

公顷以上，基本农田面积保持在 3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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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7917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4549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

地控制在 6642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控制在 3368以内，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不超过 119 平方米，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4527 公顷以内。2015-2020 年，全区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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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园地、林地分别保持在 2274 公顷和 8411

公顷，牧草地面积保持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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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 公顷。2015-2020

年，全区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和耕地分别控制在 1175 公顷和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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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推进“四大提升”工程，奋力开创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新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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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全区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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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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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因农业结构调整致使耕地减

少规模不超过 33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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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安

排生态退耕规模 500 公顷以上。 

——防治和复耕灾毁耕地。加强对浑河河道和河堤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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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因

灾害损毁致使耕地减少规模不超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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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 987

公顷，其中通过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20 公顷以上，通过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补充耕地 25 公顷以上，通过工矿废弃地复垦补充耕地 219.73

公顷，通过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土地复垦等补充耕地 7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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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土地整治工程质量建设，推行补充耕地精准设

计，努力提高补充耕地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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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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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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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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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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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全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3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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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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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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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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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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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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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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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4549 公顷以内。2015-2020 年，全区新增城乡

建设用地控制在 1095.04 公顷以内。 

——科学保障重点区域用地。统筹城镇发展、工业集中区建设与

农业、生态用地，按照“三城一市镇一轴一线两带三区”的格局，集中

配置中心城区的城镇工矿用地，集聚配置浑河商务城、沙河新城、佟

沟新城和姚千新市镇的城镇工矿用地，集约配置雪松经济开发区、永

乐农业经济区和绿岛空港旅游经济区等三大经济区的城镇工矿用地，

优先保障养老服务及相关设施用地需求,促进产业用地集中集聚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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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铁路运输、物流、会展、休闲旅游、物流配套加工及都市型现代

农业。到 2020 年，全区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6642 公顷以内。

2015-2020 年，全区新增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1080.04 公顷以内。 

——合理安排中心村发展用地。加强村庄建设，整合中心村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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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点，引导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中心镇、中心村集中，加大

对中心镇、中心村的资金、政策扶持力度，建设“村容整洁、村貌美

化、村风文明、村民和谐”的新村庄，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实现与

城区和建制镇的功能对接，融入区域城镇体系，成为城乡一体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到 2020 年，全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控制在 7907 公顷

以内。2015-2020 年，全区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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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统筹布局交通、水

利及其他用地，构建交通“纵横贯通、干支相连、陆空一体、结构合

理”的网络体系，完善水利、能源设施“线面结合、清洁安全”的总体

新格局。到 2020 年，全区交通运输用地控制在 2335 公顷以内，水利

设施用地控制在 148 公顷以内。2015-2020 年，全区新增交通运输用

地和水利设施用地分别控制在 186.41 公顷和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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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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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促进能源产业绿色增效和转型升级。重点保障光伏发电工程、

风力发电工程、沈阳天然气热电厂新建工程、热源厂建设项目、沈南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沈阳苏桃、桧柏 66 千伏输变电工程等各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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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屯区旅游资源丰富，适合发展

休闲生态度假旅游。规划期间，大力推进旅游、国防等特殊用地项目、

通信设施项目、农贸市场、现代化养殖、加油站项目及周边旅游区等

项目的建设，保障必要的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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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中心

城区控制范围与市级中心城区控制范围一致，具体包括苏家屯城区、

临湖街道、八一街道、林盛街道和沙河街道，控制范围总面积为 14331

公顷。2014 年末，苏家屯区中心城区现状建设用地规模为 3567 公顷，

人均建设用地为 10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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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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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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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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 公顷以内。到 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在 4527 顷以内，人均建设用地控制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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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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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5 公顷，一般农地区面积为 2958 公顷，林

业用地区面积为 381 公顷，城镇村建设用地区面积为 5469 公顷，生

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为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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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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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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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设区面积为 4527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1843 公顷，限制建

设区面积为 7730 公顷，禁止建设区面积为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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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全区国民经济

实现升级发展。到 2020 年，全区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7917 公顷

以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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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力争实现农村低效建设用地退出规

模不低于 303.7 公顷，主要分布在八一街道、陈相街道、沙河街道等

地区。其中，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全区力

争形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 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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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力争形成 2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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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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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旧工矿和“城中村”，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全区力争释放存

量建设空间 30 公顷。 

——规范开发园区集约用地。统筹城镇发展、工业集中区建设与

农业、生态用地，按照“三城一市镇一轴一线两带三区”的格局，集中

配置中心城区的城镇工矿用地，集聚配置浑河商务城、沙河新城、佟

沟新城和姚千新市镇的城镇工矿用地，集约配置雪松经济开发区、永

乐农业经济区和绿岛空港旅游经济区等三大经济区的城镇工矿用地，

促进产业用地集中集聚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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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河、北沙河、十里河等主要水体的生态过程连续性和生态系统完整

性，构建以滑石台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白清寨自然保护区等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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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苏家屯区作为沈阳市主城区重要生态屏障

的生态保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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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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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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园地、林地、牧草地面积

分别保持在 2274 公顷、8411 公顷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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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生态用地占全区土地面积的比例保持在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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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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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退耕还湿成果，建立促进生态改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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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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土地退化防治力度，对浑河、

北沙河、十里河流域水污染区域要综合运用水利、农业、生物以及化

学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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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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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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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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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农地区。区域面积 1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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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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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区域面积 14045 公顷。区内土地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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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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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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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荒芜。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区域面积 502 公顷。区内土地以生态

环境保护为主导用途；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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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土

地严禁进行与生态环境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原有的各种生产、

开发活动应逐步退出。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允许建设区。区域面积为 1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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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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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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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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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 



 

——禁止建设区。区域面积为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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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分布在永乐、王纲、大沟等街道。到 2020

年，全区力争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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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纲、永乐、十里河、大沟等街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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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农用地整理规模力争达到 1000 公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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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菱、陈相、王纲、白清等街道。到 2020 年，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力争达到 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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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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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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屯城区和临

湖街道。到 2020 年，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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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

陈相、姚千、大沟、白清等街道。到 2020 年，全区工矿废弃地复垦

规模力争达到 2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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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沙河、十里河、浑河流域等

水源相对充足、开发条件相对适宜的沙河、林盛、临湖、十里河等街

道。到 2020 年，全区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规模力争达到 7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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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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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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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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政府及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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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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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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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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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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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48 44359.74 40414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0721 30721 31287 

园地 2274 1666.32 2274 

林地 8411 7264.7 8411 

牧草地 7 0 7 

建设用地 16983 16903.7 17917 

  城乡建设用地 13557 13757.66 14549 

     城镇工矿用地 5590 5829.51 6642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3426 3146.04 3368 

新增建设用地 2761 - 1317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2580 - 1175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1257 - 987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772 - 987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07 125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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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全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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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93.01  100.00  78193.01 100.00  0.00  

农用地 57806.75  73.93  58085.52 74.28  278.77  

耕地 44359.74  56.73  40414 51.68  -3945.74  

园地 1666.32  2.13  2274 2.91  607.68  

林地 7264.70  9.29  8411 10.76  1146.30  

牧草地 0.00  0.00  7 0.01  7.00  

其他农用地 4515.99  5.78  6979.52 8.93  2463.53  

建设用地 16903.70  21.62  17917 22.91  1013.30  

城乡建设用地 13757.66  17.59  14549 18.61  791.34  

城镇工矿 

用地 
5829.51  7.46  6642 8.49  812.49  

农村居民 

点用地 
7928.15  10.14  7907 10.11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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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 
3146.04 4.02 3368 4.31 221.96 

未利用地 3482.56  4.45  2190.49 2.80  -12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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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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屯区 40414 31287 2274 8411 7 17917 14549.00  6642 3368 1317 1175 987 987 119 

苏家屯城区 196.03 93.33  15.77 45.66 0.06 2566.87 2111.2 1979.12 455.67 127.18 114.5 96.18 6.64 122 

临湖街道 2156.37 1794.01  48.09 207.98 0.44 1872.01 1713.43 1181.39 158.58 453.73 403.66 338.96 47.41 112 

八一街道 3642.32 3427.31  1.09 40.63 0.6 885.07 717.76 127.63 167.31 30.39 28.39 23.85 46.31 136 

红菱街道 2674.38 2517.67  36.43 63.95 0.43 780.89 621.11 125.35 159.78 5.57 5.04 4.29 72.57 104 

林盛街道 2320.79 1979.02  137.53 110.45 0.45 1393.61 1232.14 571.06 161.47 284.85 254.14 213.48 51.48 95 

沙河街道 3287.76 2535.81  21.93 116.83 0.56 1651.14 1380.23 706.45 270.91 168.84 147.76 124.12 95.34 86 

十里河街道 2658.96 2335.64  14.89 100.99 0.45 737.91 563.16 43.69 174.75 5.78 5.16 4.36 75.69 142 

陈相街道 5272.97 3782.75  314.76 673.49 0.84 2246.38 1478.07 504.15 768.31 52.14 46.63 39.17 148.8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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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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千街道 3650.75 1194.50  809.16 1993.16 0.69 1451.31 1055.04 313.43 396.27 88.78 80.79 67.86 117.24 115 

王纲街道 3219.28 2833.64  34.68 305.41 0.56 726.1 605.92 39.18 120.18 16.73 13.61 11.43 68.41 104 

永乐街道 4317.8 4128.26  4.21 23.29 0.71 677.43 592.87 18.29 84.56 6.17 5.77 4.89 48.41 155 

大沟街道 4319.96 3715.69  281.29 561.44 0.69 799.66 720.24 161.76 79.42 9.86 8.96 7.52 105.8 122 

白清街道 2014.54 949.37  223.42 3914.47 0.38 951.53 710.36 208.43 241.17 19.82 18.11 15.21 72.35 131 

佟沟街道 682.09 0.00  330.75 253.25 0.14 1177.09 1047.47 662.07 129.62 47.16 42.48 35.68 30.5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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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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区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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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屯区 4527 3567 35 102 960 45 100 

苏家屯城区 127.18 127.18 1982.82 2110 

临湖街道 453.73 453.73 847.27 1301 

八一街道 30.39 12.13 64.8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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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盛街道 284.85 269.85 294.15 564 

沙河街道 168.84 97.11 377.89 475 

王纲街道 16.7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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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城市周边任务 

苏家屯区 4916 

苏家屯城区 92.42 

临湖街道 1792.48 

八一街道 1043.95 

林盛街道 881.20 

沙河街道 11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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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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1 4527 1843 7730 231 

苏家屯城区 3111 2110 493 508 0 

临湖街道 5728 1301 787 3409 231 

八一街道 465 77 29 359 0 

林盛街道 2293 564 302 1427 0 

沙河街道 2632 475 232 1925 0 

王纲街道 102 0 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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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屯区 36.15 35 267.55 

苏家屯城区 0 15 0 

临湖街道 0 20 0 

八一街道 0 0  0 

红菱街道 5.15 0  18.15 

林盛街道 0 0 0 

沙河街道 0 0 31.63 

十里河街道 0 0 11.02 

陈相街道 12 0 56.62 

姚千街道 0 0 36.67 

王纲街道 10 0 0 

永乐街道 0 0 0 

大沟街道 0 0 34.43 

白清街道 9 0 51.03 

佟沟街道 0 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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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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59.74 987 20 25 219.73 722.27 4932.74 987 3390.74 500 55 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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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年份 性质 涉及区域 用地规模 

能源 

电源 

1 沈阳金山热电厂“上大压小”工程 2009-2018 国家 沙河街道 8 

2 沈阳天然气热电厂新建工程 2012-2018 国家 林盛街道 4 

3 风电场建设工程 2009-2019 国家 白清、姚千街道 3 

3 永乐坑口电厂 2016-2020 市级 永乐街道 4 

4 抗生素热电厂（扩建） 2016-2020 市级 林盛街道 1 

5 中心城区新建热源厂 2016-2020 区级 苏家屯城区 6 

6 沙河新城新建热源厂 2016-2020 区级 沙河街道 4 

7 佟沟新城新建热源厂 2016-2020 区级 佟沟街道 4 

8 姚千新市镇新建热源厂 2016-2020 区级 姚千街道 4 

9 苏家屯区变电站（所）改、扩建工程 2016-2020 区级 苏家屯城区 10 

10 沈煤集团瓦斯电站 2016-2020 区级 陈相街道 1 

11 全区热源厂建设项目 2016-2020 区级 全区 7 

12 全区光伏发电 2016-2020 区级 全区 50.0 

13 全区风力发电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0.0 

14 全区热电厂新建及改扩建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60.0 

电网 

1 沈南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6-2019 省级 全区 6.0 

2 
沈丹客运专线沈阳陈相屯牵引站 220 千伏

供电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3.0 

3 沈阳文西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3.0 

4 沈阳苏桃、桧柏 66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 

5 文西及桧柏变电站（王秀庄村） 2018-2020 市级 全区 2 

6 
辽宁中部环网沙岭 沈东徐家第二输变电工

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0.6 

7 辽宁中部环网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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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年份 性质 涉及区域 用地规模 

8 苏家屯区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区级 苏家屯城区 2 

9 新建 220KV 文西变电站 2018-2020 区级 全区 2 

10 燃气供热站（大淑堡村） 2017-2018 区级 全区 1 

11 陈相 66 千伏变电站增容改造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 

12 苏桃 66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 

13 沈阳文西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 

14 沈阳桧柏 66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 

15 沈阳文西 220 千伏变电站 66 千伏送出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 

16 全区电网建设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32 

油气 

1 辽河油田勘探开发产能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全区 20.0 

2 原油、成品油管道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省级 
全区 10.0 

3 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省级 
全区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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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 33.0 

5 辽河油田产能建设 2016-2020 国家 全区 40 

6 中俄东线输气管道工程 2016-2017 国家 全区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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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 
1 

8 燃气输送 2016-2020 市级 
沙河、林盛、十

里河街道 
1 

9 燃气门站建设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区 3 

10 大唐国际阜新媒制天然气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区 0.8 

11 苏家屯区乡镇秸秆利用燃气站项目 2016-2020 县级 全区 4 

交通 高速 1 满都户-黑山-大市高速公路 2016-2020 省级 全区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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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2 沈阳至丹东客运专线(沈阳段) 2016-2020 国家 

佟沟、姚千、白

清街道 
300 

3 全市高速公路增加出口及服务区 2016-2020 省级 全区 4 

4 
沈丹(佟沟街道)-沈山(高花乡)高速公路连

接线 
2016-2020 省级 

王纲、永乐、八

一、红菱、林盛、

沙河、陈相 
75 

5 沈阳-桃仙高速公路 2016-2020 省级 沙河街道 30 

6 沈丹高速公路（沈阳段） 2016-2020 省级 全区 40 

7 高速公路连接线（县道） 2016-2020 市级 全区 22 

铁路 

1 沈阳南动车检修基地增设四五级检修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全区 40.0 

2 沈阳铁路综合货场 2016-2017 
路铁联合

批复 
全区 50.0 

3 沈阳枢纽客专西南环线 2017 
路铁联合

批复 
全区 91.0 

4 沈阳大型养路机械检修基地 2017-2018 
路铁联合

批复 
全区 

53.0 

5 沈丹铁路电化改造工程（沈阳段） 2016-2020 
路铁联合

批复 
全区 

1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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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 
40 

7 营口-沈阳、沈阳-铁岭城际铁路（沈阳段） 2016-2020 省级 全区 20 

8 地铁八号线一期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区 20 

9 地铁四号线建设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区 20 

10 地铁三号线建设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区 20 

11 地铁六号线建设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区 20 

12 地铁十号线北段、二期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区 20 

13 地铁四号线一期、二期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区 20 

14 其他沈阳轨道交通及其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区 20 

15 沈阳至丹东城际铁路(沈阳段) 2016-2020 省级 
沙河、陈相、姚

千 
40 

16 沈阳至本溪城际铁路(沈阳段) 2016-2020 省级 
沙河、陈相、姚

千街道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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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沈阳至辽阳城际铁路(沈阳段) 2016-2020 省级 
沙河、林盛、十

里河街道 
28 

18 沈白高铁连通桃仙机场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0 

19 沈阳南站 2016-2020 市级 沙河街道 80 

普通

公路 

1 东部山区旅游开发大道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12.0 

2 中央大街跨浑河桥新建及改扩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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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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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沈辽产业大道（吴家屯至大沟段）新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77.2 

6 
沈李线延长线（陨石山至南丹霍线段）改建

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6.0 

7 
四环与沈大高速增设单喇叭互通立交工程

（苏家屯南互通） 
2016-2020 市级 

全区 
20.0 

8 西南连接线新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78.4 

9 桂花街北段 2015-2020 区级 全区 6.4 

10 桂花街南段 2015-2020 区级 全区 8.0 

11 金柳路 2015-2020 区级 全区 12.3 

12 金钱松路 2015-2020 区级 全区 16.0 

13 碧桂园西街 2015-2020 区级 全区 2.9 

14 会展东街 2015-2020 区级 全区 5.6 

15 沈阳-本溪公路新改建工程沈阳段 2016-2020 省级 佟沟、姚千街道 150 

16 沈阳西南连接线 2016-2020 省级 王纲街道 30 

17 鲍家公铁立交下穿工程 2016-2020 省级 沙河街道 2.3 

18 沈本公路 2016-2020 省级 全区 50 

19 苏铁开发大道（雪松路至中央大街段） 2016-2020 市级 苏家屯城区 10 

20 沈阳枢纽东南环线 2016-2020 市级 
沙河、林盛、八

一街道 
28.3 

21 三环路南扩 2016-2020 市级 
沙河、林盛、八

一街道 
150 

22 沈阳市地铁及其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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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苏家屯城区金钱松道路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28 

24 射线 6(S101 沈营线) 2016-2020 市级 
沙河、林盛、十

里河街道 
80 

25 射线 5(G304 丹霍线) 2016-2020 市级 
佟沟、姚千、陈

相街道 
50 

26 射线 7(S109 沈大连接线和 G202 黑大线) 2016-2020 市级 
林盛、八一、十

里河、红菱街道 
55.4 

27 沈相路 2016-2020 市级 白清街道 20 

28 沈大连接线 2016-2020 市级 苏家屯城区 40 

29 互通立交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3.9 

30 省际间（县道）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9.3 

31 县到县（县道）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4.3 

32 东部山区旅游开发大道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12.0 

33 中央大街跨浑河桥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8.1 

34 县乡级道路改造 2016-2020 市级 全区 7.5 

35 苏家屯区城区路网改造工程 2016-2020 区级 苏家屯城区 30 

36 中铁集装箱十里河转运站新建工程 2016-2020 区级 十里河街道 150 

37 哈大客专动迁企业、居民点异地安置 2016-2020 区级 
沙河、林盛、十

里河街道 
50 

38 沈丹客专动迁企业、居民点异地安置 2016-2020 区级 
佟沟、姚千、白

清街道 
50 

39 
苏家屯区沙河新城、佟沟新城、姚千新市镇

路网建设工程 
2016-2020 区级 

沙河、佟沟、姚

千街道 
30 

40 
浑河两岸河堤路（景观路）新建及改扩建工

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80.0 

41 胜利大街快速路建设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5.0 

42 中央大街南延长线新建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区 9.0 

43 互通立交改扩建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区 40.0 

44 现有道路快速路改造及高架建设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40.0 

45 道路改扩建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区 10.0 

46 立交桥改造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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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其他跨浑河桥新建及改扩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0.0 

48 配套加工区道路 2018-2019 区级 全区 0.7 

49 
沈水生态科技创新城核心区路网和产业区

路网 
2016-2020 区级 全区 40 

50 中央大街（金钱松路-跨浑河桥段） 2016-2020 区级 全区 45 

51 雪松西路 2017-2018 区级 全区 40 

52 中央大街（大淑堡及小淑堡段） 2017-2020 区级 全区 18 

53 雪松路跨线桥 2018-2019 区级 全区 4.56 

54 中央大街 2013-2020 区级 全区 44.59 

55 乔杨路 2017-2018 区级 全区 6 

56 金钱松路 2016-2018 区级 全区 4 

57 葵松路 2016-2020 区级 全区 5 

58 郁金香街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 

59 孔雀杉路 2016-2020 区级 全区 3 

60 紫萱香街 2016-2020 区级 全区 1 

61 迎客松一路 2016-2020 区级 全区 3 

62 石竹街 2016-2020 区级 全区 5 

63 迎客松二路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 

64 桂竹香街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 

65 香梨路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 

66 五环新建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448 

67 其他一般公路改扩建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150.0 

场站 

1 其他机场建设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00.0 

2 保航线 2016-2020 市级 
王纲、八一、林

盛街道 
16 

3 苏家屯区公共交通车辆停车场项目 2015-2020 区级 全区 7.0 

4 苏家屯区公路养护中心项目 2015-2020 区级 全区 2.0 

5 会展中心枢纽站项目 2015-2020 区级 全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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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区火车站公交停车场站项目 2015-2020 区级 全区 1.0 

7 沈水科技城公交场站项目 2015-2020 区级 全区 1.0 

8 五洲城公交场站项目 2015-2020 区级 全区 9 

水利 

输

水、  
供水

工程 

1 
大伙房水库输水（二期）工程大连抗旱应急

供水工程 
2016-2020 国家 

沙河、林盛、十

里河 
16.7 

2 大伙房输水（东水西调）一期工程 2016-2020 国家 
永乐街道、八一

街道 
10.7 

3 辽西北供水工程 2016-2020 省级 全区 6.8 

4 谟家水电站 2016-2020 区级 苏家屯城区 0.3 

5 苏家屯区灌溉水利网改扩建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0 

6 浑河城市段南堤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0 

7 商贸区道路及排水工程（一期） 2017-2018 区级 全区 1.25 

8 沙河新城天然气接收门站项目 2016-2020 区级 全区 1 

9 沙河新城自来水厂项目 2018-2019 区级 全区 2 

10 沈水生态科技创新城污水配套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1 

11 沈水生态科技创新城雨水配套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1 

12 沈水生态科技创新城给水配套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1 

13 
沈阳市大伙房水库输水配套工程西部净水

厂（二期）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5 

河流

治

理、  
河道

防洪

防险

堤防

整治 

1 浑南灌区秀匠排干渠道改造工程 2015-2020 区级 全区 5 

2 北沙河防洪工程 2015-2020 区级 全区 64 

3 沈阳北沙河整治工程建设 2016-2020 市级 
沙河街道、十里

河街道 
80 

4 其他河流综合整治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区 40.0 

5 其他防洪、堤防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00.0 

环保 

水厂 1 全区水厂建设工程 2016-2020 市级 全区 6.3 

污水 
、垃

圾处

1 苏家屯钢管产业集群污水处理工程 2016-2020 市级 十里河街道 6 

2 
扩大南部污水处理厂及完善郊区城区污水

处理能力 
2016-2020 市级 沙河街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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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厂 3 苏家屯污水处理厂 2016-2020 市级 沙河街道 2 

4 东北固体废物环保工业园 2016-2020 市级 沙河街道 1 

5 废旧电器回收处置系统工程 2016-2020 市级 沙河街道 1 

6 建设粉煤灰综合利用工程 2016-2020 市级 陈相街道 1 

7 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工程 2016-2020 市级 陈相街道 1 

8 污泥厂污泥处理能力提升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区 20.0 

9 其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区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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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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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 
80.0 

12 
浑河沿线各类泵站及排污口新建及改扩建

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区 
20.0 

13 老虎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017-2020 市级 全区 12 

14 老虎冲餐厨垃圾处理场新建及改扩建项目 2017-2020 市级 全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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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沈阳溶剂类废物再生利用项目 2016-2020 市级 陈相街道 1 

17 气象站 2016-2020 市级 苏家屯城区 1 

18 村、 镇污水处理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区 2 

19 苏家屯区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 2018-2020 区级 八一街道 2.2 

20 
苏家屯区沙河新城、佟沟新城、姚千新市镇

污水处理厂 
2016-2020 

区级 沙河、佟沟、姚

千街道 
6 

21 苏家屯区其他乡镇污水处理厂 2016-2020 区级 全区 6 

22 给水厂(胡家甸村) 2015-2020 区级 全区 6 

23 污水厂（新型屯村） 2015-2020 区级 全区 10 

24 南部污水厂（王秀庄村） 2015-2020 区级 全区 1 

其他 

1 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2017-2020 市级 全区 30.0 

2 沈阳滨河生态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16-2020 市级 
王纲街道、苏家

屯城区 
7 

3 其他环保项目 2016-2020 市级 全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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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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 200.0 

2 旅游、国防等特殊用地项目 2016-2020 省市 
佟沟、白清、姚

千、陈相、永乐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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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 5.0 

4 苏家屯区畜牧养殖饲料加工综合项目 2016-2020 区级 全区 10 

5 苏家屯区现代农业综合项目 2016-2020 区级 全区 10 

6 苏家屯区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50 

7 苏家屯区红宝山农用机场改扩建工程 2016-2020 区级 全区 10 

8 辽宁武警学院训练基地 2016-2020 区级 白清街道 11 

9 沈阳市苏家屯区金属新材料产业园 2016-2020 
区级 林盛街道、八一

街道 
843.6 

10 白清广福寺 2016-2020 区级 白清街道 3 

11 其它项目 2016-2020 区级 全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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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