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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山地城镇地域分布广，地理差别大，发展条件千差万别。
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涉及水文地质、地理科学、规划建设、防灾安全、产业经济以及社会管理等多个
学科领域。
研究山地城镇规划建设问题，不仅涉及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也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城镇发展
的总体思路，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尤其是“十二五”规划对城镇发展的要求。
这些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思路，认清不同类型山地城镇的优势与挑战，把握山地城镇建
设的科学规律，科学引导山地城镇统筹发展，为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探寻新的空间，为面广量大的
山地城镇空间拓展和建设规划提供有益的探索，趋利避害，促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积极发挥科技社团在推动全社会创新中的作
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城镇发展的要求，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九家全国学会以及重庆市规划局等单位组织了山
地城镇可持续发展专家论坛。
论坛通过搭建多学科、多部门、产学研相结合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深入交流山地城镇产业发
展、规划建设、防灾安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理论与科学技术，服务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为党
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建言献策，为我国全面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是论坛的学术精粹，分为六个章节，分别从山地城镇的城镇化、城市生
态、城市安全、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发展理念与技术、城市文化六个方面，收录论文59篇。
这些论文是经专家评审从114篇投稿中择优选取的，基本反映了国内学者和专家近年来在相关领域取得
的先进研究成果，多学科、多视角的对山地城镇发展理论、实践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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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2 完善规划，节约土地　　保护坝区耕地、城镇上山，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准确把握全省城镇化
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云南省充分认识到保护好我省有限耕地的极端重要性，积极而为，顺势而动，按照规划先行、统筹协
调、山坝结合，节约用地、集约发展，突出特色、规范管理的思路，进一步调整完善规划思路，使坝
区优质耕地得到有效保护，城乡建设用地得到有效保障，努力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和城镇化健康发展。
在指导各层次规划的编制和规划管理日常工作中，妥善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杜
绝城镇建设向坝区无序扩张现象，尽量少占用坝区优质耕地，科学实践，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云南特色
的城镇化发展新路子，促进云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建设山地、山水、田园城镇。
逐步形成“人往宜居山坡移，田地留给子孙耕”的城镇发展格局，达到“山水田园一幅画，城镇农村
一体化”意境。
　　2012年初，云南省形成了由国土、住建、林业等部门的专家共同组成的城镇上山三个规划联合审
查组，采用集中办公方式开展了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近期建设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调整
完善审查工作。
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全面完成了全省16个州市的规划完善及审查工作，为科学合法合规推进山地城镇
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城镇近期建设规划的调整完善，各地（县城及以上）坝区内“退建设还耕地”达1.8万多公顷，基
本实现了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目标。
　　4.3 保育生态，控制人口　　云南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建并重，避免“上山必占林”的误区。
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建则建”的原则，严禁各类建设用地占用水源林和公益林，尽量利用
荒山荒地、石漠化土地等未利用地或灌木林地、疏林地等低效林地。
在山地城镇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不谋求一次性解决所有土地问题，做到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既保护好坝区优质耕地，又利用好低丘缓坡土地资源。
　　在山地人口集聚方面，云南省坚持积极稳妥、有序引导，避免急功近利的误区。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切实做好地质勘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开发
、规范管理、稳步推进”的要求，科学有序引导山地城镇人口集聚。
　　4.4 宏观指导、微观培训　　稳步推进《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立法进程。
《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是云南省贯彻执行《城乡规划法》的有力补充，是全省城镇上山规划、建设
和管理工作的法律准则。
根据省人民政府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的安排，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结
合全省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的实际，起草了条例草案。
2012年7月，省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审议，2012年9月，省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该《条例》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将“保护生态，保护坝区农田，因地制宜建
设山地城镇”作为全省城乡规划的原则和要求，同时对各州市下一阶段开展山地城镇建设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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