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雄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楚雄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是全州空间发展的

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

据，是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的基本遵循，对相关专项规划、详细

规划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

       规划注重统筹“三类空间”，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为基础，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保障农业、生态、城镇三类空间有效配置；

着力对全州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等做出总体部

署；优化城乡空间格局、加强遗产保护与传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理安

排全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空间支撑。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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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体定位

高标准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区

高质量建成滇中崛起增长极

全面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2025

2035

2050

       国土空间新格局初具雏形，“美丽楚雄”基本形成，生态功能
大幅提升，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弘扬，空间治理体系基本健全。

      独具魅力的国土空间格局全面形成，生态空间安全稳固，农业
空间绿色高效，城乡空间品质优越，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城乡互补、区域互通、三生互动，全域全要素有机融合的国土
空间“生命共同体”全面形成。

1.2 规划目标



1.3 空间战略

严守底线  落实战略

       坚持保护优先，严守底线，落实粮食、生态、水资源和能源
总体安全观，提升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能力，落实主体功能区战
略和制度。

区域协调  差异引导

       主动融入滇中城市群，推动产业互补，强化州域“十”字型
综合交通枢纽，推进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基础和服务设施共建共
享，突出差异化发展引导。

科学高效  质量提升

       落实国家粮食安全，严格保护耕地，坚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严防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提升耕地质量，科学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绿色低碳  系统修复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与生态修复，大力开展全域
国土综合整治，坚持“五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民族团结  文化繁荣

       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推动遗产保护与利用，
彰显地域特色之韵，融入大滇西旅游环线，优化空间资源配置，
营造高品质城镇空间。

安全韧性  强化保障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统筹公共安全规划布局，加固公共安全
底板弱项，提升城市公共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安全运行韧性，
建设韧性楚雄。



p 全面建设云南地理新中心转化枢纽

p 跨区协作，合作共赢

p 差异引导，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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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云南地理中心转化枢纽

       东融：全方位融入滇中城市群，主动对接昆明都市圈，推进滇中
城市群向更高质量发展
       西合：彰显亮点，合作共建，以“一中心四走廊”深度参与大滇
西旅游环线建设
       南畅：畅通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全面担负起国家全面开
放发展的重大任务
       北联：拓展与成渝双城经济圈深度合作，建设滇川融合发展的战
略支点

串联东西，畅通南北



      共同保护，促进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加强与大理、丽江、昆明、

玉溪、普洱和四川攀枝花市、凉山州等政府就北部金沙江、南部元江流域

进行磋商，加强生态环保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

      围绕三张世界级名片，共创旅游新亮点。强化与大滇西旅游环

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周边州市旅游资源整合，联合打造一批康养旅

游、生态旅游、民俗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科普旅游等精品线路，

捆绑推出大产品，共创旅游新亮点。

跨区协作，合作共赢



差异引导，共建共享

      统筹次区域发展。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推动形成各具特色、分工协作、

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促进协同联动、抱团发展、共建共享，着力打造楚雄

城镇圈、培育禄丰城镇圈和楚北城镇组团，形成“1+X”多边合作新格局。

      引导山区坝区合理发展。山区坚持保护优先，做优做强山区经济；

坝区提升农田保护力度，统筹城镇村布局，维护空间的整体性，共同推进重

点地区耕地生态保护。



p 优化“两带三区”农业空间

p 最严举措保护耕地

p 凸显立体特色现代农业

p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p 开展农业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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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
播种面积底线，筑牢粮食保供基础，科学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土
地利用率，分类引导各县市发展，夯实“滇中粮仓、西南菜篮子、
滇中后花园”，打造“两带三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3.1优化“两带三区”农业空间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严格落实

目标任务，规范占补平衡。

   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围绕永久基本农田，突出山区、半山区，兼顾坝区，以改造坡

耕型、缺水型、渍涝型为重点，治水改土并重，工程与科技措施并

举，显著增强耕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提质改造、稳保增收

      将稳定耕地、坝区集中连片优质耕地优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不得擅自占用和

改变用途。

严管严用、防止“非粮化”

3.2 最严举措保护耕地



南亚热带气候农业经济带
       包含金沙江、礼社江、绿汁江流域。主要种植冬季蔬菜
（如元谋县的元菜系列蔬菜）、冬季繁种、热带或亚热带早
熟水果（如早熟鲜食葡萄）。

亚热带气候农业经济带
       包含罗茨、元谋坝区。主要种植春早蔬菜、冬季蔬菜、
亚热带水果、繁种和花卉。

北亚热带气候经济带
       包含全州绝大部分坝区和少部分山区、半山区，主要种
植水稻、玉米、豆类等粮食作物和烤烟、蚕桑、蔬菜、经济
林果、花卉等经济作物。

温带气候经济带
       包含姚安县前场，南华县天申堂，武定县高桥、白露等
区域，主要种植核桃、梨、花椒、板栗、中药材、特色蔬菜
等经济作物和野生食用菌。

北温带气候农业经济带
       包含南华县五街，楚雄市紫溪山，姚安县左门，大姚县
三台、昙华等区域，主要种植麦类、马铃薯、豆类等粮食作
物和野生食用菌（如松茸等），发展畜牧养殖业。

海拔(米)

2400

2100

1600

1300

3.3 凸显立体特色现代农业



       围绕“总量控制、增量递减、存量盘活、流量增效、有偿退出”
基本原则，建立健全村庄建设用地管控体系。

加强村庄建设用地管控

       构建系统化、网络化的乡村生活圈，统筹布局乡村基础设施、
公益事业设施和公共设施，促进设施共建共享，健全城乡一体、全
民覆盖、均衡发展、普惠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构建完整乡村生活圈

3.4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出农用地污染治理、土地复垦、宜耕
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提质改造等综合整治目标，有效提高全州耕地
质量和粮食产能。

开展农用地整治

       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落实“一户一宅”政策，对村庄内闲置宅
基地、一户多宅等进行存量用地挖潜，有序开展存量建设用地整理。

推进村庄建设用地整治

3.5 开展农业综合整治



p 建立“1+8+20”自然保护地体系

p 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p 全面推进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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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两屏两带四廊多点”生态安全屏障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整体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州建设，系统构建“两屏两带四廊多
点”生态安全格局，努力把楚雄建设成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先
行示范区和全省最美丽州市之一。



4.1 建立“1+8+20”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建设好哀牢山-无量山国家公园楚雄部分；

自然保护区：建立自然保护区8个（国家级2个，省级6个），维持和恢复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及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

自然公园：建设自然公园20个（国家级5个，省级15个），有效保护森林、水

域、生物等珍贵自然生态系统，以及所承载的景观、地质地貌和生物多样性。



       划定金沙江流域水源涵养区、元江水域水源涵养区、重点饮用水水源涵养区
等重点水源涵养区，强化水源涵养区源头保护、重建生态系统，引导村庄合理有
序退出。

      划定金沙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区、哀牢山山地水土保持区等重点水土
保持区域，加强水土保持区天然林地、草地和湿地保护，预防水土流失，提升
水土保持功能。推进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减
缓水土流失。

4.2 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以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为核心

保护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和黑长臂
猿、绿孔雀、灰叶猴等珍贵野生动物。

以北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为支撑 保护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扇蕨、黄杉、翠柏等
植物和猕猴、熊猴、金猫、云豹等野生动物为主。

 以金沙江、元江干热河谷半常
绿季雨林生态系统为主

重点保护元江苏铁、云南苏铁、红椿以及麟、绿孔
雀、蜂猴等野生动植物。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为主 保障生态系统的连通性，主要涉及大姚县、姚安县
和南华县。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升水源涵养功能

提升水源涵养功能



重点恢复金沙江、元江干热河谷地带等区域严重退化植被生态系统，促进水
土流失严重区生态系统恢复。以流域为单元，系统治理江河湖库水系，修复水生
态环境。

 充分利用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降低人类活动对重要物种栖
息地的影响，对濒危、重点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存环境实施特殊保护,加强外来
物种入侵的防治，对扩散途径、应对措施和开发利用途径研究，积极防治外来物
种入侵。

推进生物多样性薄弱区修复

 统筹推进历史遗留矿山和生产矿山的生态保护修复，恢复和提升矿区生态功
能，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开展牟定铜矿矿区、牟定-新田铁矿矿区、元谋-
牟定铜矿区、禄丰一平浪煤矿区、永仁-大姚铜矿区、禄劝-武定钛铁铜多金属矿
区和楚雄市三街-马街铜铅锌多金属矿区等区域修复。

加强生态功能退化区修复

加强矿山生态修复

4.3 全面推进生态修复



p 全力构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

p 建设滇中现代产业高地

p 营造高品质的城镇生活圈

p 全面实施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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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接轨昆明、双核驱动、聚群崛起、多点支撑、一体发
展”的发展思路，采用“联合做强”的模式,打造“两圈一组”
群组聚集的城镇空间，提升州域城镇的规模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
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打造“两圈一组”产城融合城镇空间



202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60%左右；
203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

       2035年，楚雄城镇圈城镇人口增加50万人以上，城镇人口超过100万

人，占全州城镇人口的60%以上，将其建成全省在昆明之外的“百万城镇

人口级”支点之一。

       2035年，禄丰城镇圈城镇人口增加20万人以上，城镇人口超过40万

人，占全州城镇人口的20%以上。

       打破城乡界限、建设开放县城，引导产业、人口、要素等向县城集聚，

做大做强县城增长极。着力提升县城半小时范围内“功能区”建设，促进县

城服务功能外溢，实现优质公共服务城乡共享，形成与自然生态相互交融的

开敞式空间形态。

以城镇圈为主体推进新型城镇化

推进县城半小时范围城乡融合发展

5.1 全力构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



建设楚雄城镇圈
     
     高质量支撑全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将楚雄城镇圈建设成滇中城市
群、成渝双城经济圈面向南亚、东南亚通道上转换枢纽，充分发挥其对全
州建成滇中崛起增长极、现代农业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引领作
用，建设滇中高原山地城市组团化和一体化的发展示范区。

        一心：以楚雄城市为中心的“州域发展核心”，加快推进楚雄、南华一体化
发展，全力建设滇中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两翼：北翼牟定县城，南翼双柏县城，接受核心辐射带动，同时承担向西及
向南跨区域合作功能。

        三环：搭建内、中、外三环全域联动的空间格局。

按照“一心两翼三环”推进楚雄城镇圈一体化发展

楚雄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南华产业片区



培育禄丰城镇圈 
     
     全面提升禄丰城市发展能级，培育楚雄城镇圈和昆明都市圈区域对接合作的
重要功能区。 积极融入昆明和滇中产业新区一体化发展，加快融入滇中城市群发
展，联动禄劝、安宁、易门，打造以禄丰市为中心的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核心支
撑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区：禄武产业新区。
        一轴：依托交通走廊，由南向北贯穿整个罗茨坝，建设南北向发展轴。
        两心：近期以禄丰为重点，远期逐步培育新兴的武（定）禄（劝）城市，形
成南北两个增长极，共同带动区域发展。
       两环：依托元武高速、S18为带动周边小城镇发展，提升区域内的乡镇道路
形成南北两个发展环线。

按照“一区一轴两心两环”推进城镇圈内设施布局

武定产业片区

禄武产业新区



培育楚北城镇组团
      
      按照强化与攀枝花、成渝经济区协作发展的思路，构建四城错位协同、以大
姚、元谋城市为重点的城镇组团，打造滇川合作的西北门户，重点推进四县县城
半小时范围内城乡融合发展。

大姚县、元谋县建设成为楚雄州次级区域中心城市。
姚安县建设成为滇中现代化生态田园城市。
永仁县建设成为云南北大门及面向滇中、攀西的生产生活服务基地。



产业园区布局

5.2 建设滇中现代产业高地

产业布局体系

       充分考虑产业发展需要，

合理划定工业用地红线，按

照“一次规划，滚动实施”

的方式，分阶段保障建设用

地指标，优化土地、交通、

能源、环境、融资、人才等

要素配置和配套服务保障，

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建设“一心双核四园”
创新联合体，重点发展楚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禄武

产业园区，辐射带动武定、

南华产业片区。



适度超前楚雄城镇圈高等级公共服务
全面提升楚雄、禄丰城镇圈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推进楚北城镇组团公共服务城乡共享
打造健康便利舒适低碳的社区生活圈

5.3营造高品质的城镇生活圈



       大力推进闲置土地处置、盘活低效用地，坚持重点突破、分
区分类的原则，科学划定城市更新重点片区，积极引导城市有机
更新。结合城市更新建设绿色廊道，推动留白增绿，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继续推进旧村
（城中村）改造

加快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

有序推进老
旧厂区改造

建立健全城
市更新机制

5.4全面实施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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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魅力空间
       融合交汇楚雄州生态魅力空间、农业魅力空间、城镇魅力空间，传承
发扬楚雄州优秀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彰显“一中心、四大走廊”
总体魅力空间布局，融入大滇西旅游环线。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扩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成果，
巩固楚雄州民族文化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传承。

       统筹保护楚雄州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传
承基地等功能区建设，多方面挖掘楚雄州民族文化。

5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22个中国传统村落

35个传统文化保护区

传承民族文化



 彰显自然山水

       建设楚雄州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体系，全
面彰显楚雄州险峰峡谷、幽谷密林、江河湖泊、地貌特色等丰富山水景观
特色，促进自然景观价值转化，实现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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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十字主廊、一环联通、两出省七出州”综合交通网络，打造滇
中城市群西向主通道重要枢纽，南向联系昆曼大通道的重要节点。

航运：科学有序开发金沙江中下
游黄金水道建设。

航空：建设楚雄机场，推进元谋、
永仁、武定等通用机场建设。

铁路：建设“轨道上的滇中城市群”
楚雄部分，打通城区轨道交通快速通
道。

高速公路：建设“五纵、五横”
高速公路网。

国省干道：改造提升国省道干线公路
和重要县乡道路，提升城乡公共客运
及物流运输。

 7.1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构建“出滇入川、互联互通、衔接国内、对接国际”的“两横三纵”
公、铁、水、航、管综合物流通道。

 7.2建设高效物流枢纽

两个省级物流枢纽

• 楚雄市、禄丰市

四个州级物流园区

• 牟定、南华、永仁、元谋

四个县域物流服务中心

• 双柏、姚安、大姚、武定



       打造全国一流的“风光水储充”一体

化清洁能源基地；国家西南能源管道重要

节点、辐射西南区域天然气网络通道；国

家西电东送战略大通道、云南电力交换枢

纽。

促进能源供应体系网络化

       依托“五江六河”，实施差异化水资

源配置工程。重点实施滇中引水、小石门

水库等供水保障能力建设项目、农村水利

建设项目、防洪提升工程建设项目、水生

态保护与修复建设项目、智慧水利网建设

项目。

统筹区域水资源利用调配

       实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节点建设工

程，积极争取建设烟草、冶金、彝药、食

品行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加快建设“楚雄云”数据中心，打造数据

共享开放平台，建成“立足楚雄、服务云

南及周边地区、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格局。

推进“数字楚雄”建设

 7.3统筹能源水利通信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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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一规范、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三级三类”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

三级

州国土空间规划

各县（市）国土空间规划

各镇（乡）国土空间规划

三类

总体规划

落实省、州战略发
展要求，明确目标
定位、发展规模、
约束性指标、国土
空间格局、规划分
区以及重大设施、
历史文化遗存保护
等内容。

详细规划

要依据相应的州、
县（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分区规
划或乡（镇）国土
空间规划划定的编
制单元，对具体地
块用途和强度等做
出实施性安排。

专项规划

应统一底数底图、
统一成果和数据
标准、相互衔接
规划内容，遵循
总体规划，不得
违背强制性内容，
相关成果要汇交
到国土空间信息
平台。

8.1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统筹。落实上级规划要求，确定州域
目标指标，建立州域空间控制线体系，
明确州域总体目标、空间格局。

传递。进一步细化落实上级规划要求，
确定县（市）域目标值。深化用途管
制规则，空间布局深化至一级用途。

细化。将上级规划约束性指标空间落
地，统筹乡镇指标分配，空间布局深
化至二级用途。

指导约束下级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
       县市级和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得突破州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

主体功能区、约束性指标、三条控制线、空间管控要求、重要名录、重大政策

和制度等强制性内容，细化落实《规划》确定的目标战略、总体格局、三类空

间布局、区域协调、资源要素、生态修复、重大工程等内容。

科学划定控制线
       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

建立健全空间
规划管理体制

建设国土空间
基础信息平台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实施监督系统

8.2健全规划传导机制

8.3建立实施监督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