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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概述

1.1 规划背景

2024年 3月 2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了《满洲里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为了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

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和《关于加

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

建立健全满洲里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规范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

细规划编制工作，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成果，提高城市规划、建设、

治理水平，更好指导城镇开发边界内各类建设活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和技术标准，在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编

制《满洲里市城北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1.2 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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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紧紧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全面贯彻内蒙古自治区“五大任务”战略定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发力点放在办好两件大事上。推进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经济发



展全面转型、城市形象全面提升为主要任务，促进节约集约发展，联

动推进增量拓展和存量利用。加强规划传导衔接，把握好底线刚性和

发展弹性的关系，强化详细规划动态维护和迭代更新，提高空间治理

效能。

1.3 规划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严守生态、资源、环境保护底线，全面提高

区域生态安全水平。坚持保护优先、集约节约，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的

管控性要求和约束性指标，构建绿色高效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实现全域绿色发展，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坚持“因地制宜、特色发展”原则。保护自然地理格局，结合区域

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区域发展竞争力和可持续性，传承自

然和历史文化脉络，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突出地域特点、文化特色、

时代特征。

坚持“总量控制、刚弹结合”原则。加强规划传导衔接，科学谋划

空间发展和空间治理的时空秩序，把握好底线刚性和弹性的关系，强

化详细规划动态维护和迭代更新，加强编制体系与实施监督管理体系

一体化，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坚持“多方参与，科学决策”原则。按照“党委领导、政府组织、

部门协同、专家领衔、公众参与”的工作组织方式，坚持落实责任、

部门协同，坚持“开门编规划”，强化规划全过程公众参与，扩大公众

和社会各界参与程度，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建立专家咨询机制，



发挥不同领域专家的作用，提高规划科学决策水平。

1.4 规划重点

深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方案。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深化

用地分类、道路系统、空间布局，落实近期建设项目，进行平面定位，

确定各个地块控制指标。

量化各类建设用地规模。本次规划中将总体规划结构性的、定性

描述的内容进行量化。其重点内容是对包括商业用地、各类公共设施、

市政设施等用地规模的确定，确保相应功能能够满足城区发展需求。

科学制定规划控制指标。本次规划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前置原则，

以供地数据和现状建设情况为基础，通过对地块的交通便捷性、公共

服务设施便捷性及地价评估、拆迁政策等因素分析，研究建设项目的

控制指标，确保建设项目可实施性。同时给予地块指标一定的弹性，

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第二章 总体要求

2.1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位于满洲里市中心城区北部，具体范围为北湖以北，

西环路以东，G10绥满高速以南的围合地段，总面积为 870.90公顷。

包含北区综合单元和华埠大街综合单元。

2.2 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轴、两心、三片区”的空间结构。

一轴：片区联动发展轴。

两心：绿色休闲中心、体育服务中心。

三区：居住生活区、商业服务区和综合服务区。

2.3 用地布局

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用

地分类，进行用地性质细化。城镇建设用地原则上划分到三级类。

表 1：土地利用结构表

用地用海代码 二级类
规划

面积（ha） 比例（%）

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414.82 47.63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38.00 4.36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7.52 0.86

0804 教育用地 70.35 8.08

0803 文化用地 8.48 0.97

0805 体育用地 37.11 4.26

0901 商业用地 98.09 11.26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6.92 0.80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121.09 13.90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6.64 0.76

1305 供热用地 12.99 1.49

1310 消防用地 4.37 0.50

1401 公园绿地 39.12 4.49

15 特殊用地 5.40 0.62

总计 870.90 100.00

图 2：土地利用规划图

2.4 城市四线落实情况

规划区域内仅涉及城市黄线与城市绿线，不涉及城市蓝线与城市

紫线。

规划区域内落实城市黄线 21.94公顷，其中北区综合单元城市黄

线面积为 4.88公顷，华埠大街综合单元城市黄线面积为 17.06公顷。

规划区域内落实城市绿线 39.06公顷，其中北区综合单元城市绿

线面积为 35.54公顷，华埠大街综合单元城市绿线面积为 3.52公顷。



第三章 设施规划

3.1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文化设施：规划区内现有 2处文化设施用地，面积为 8.48公顷。

教育设施：规划区内现有 5处教育设施用地，面积为 70.35公顷。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区内现有 2处医疗卫生设施，面积为 7.51

公顷。

3.2 市政服务设施

给水工程规划：规划区统一由公共供水系统供水，引自满洲里市

城市给水网，管径 DN500mm。

排水工程规划：规划区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污水经管网

收集送入满洲里市污水处理厂。雨水排放系统依自然地形埋设，排入

就近水体。规划采用污水排放系数为 0.9，用水日变化系数 1.4。

通信工程规划：规划沿城市道路同步建设电信接入管道，实现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

供热工程规划：规划区供热用户为主要为居住生活、商务办公等，

规划采用集中供热，热源来自满洲里热电厂，通过一次管网至换热站，

经二次管网至城北片区，可满足热负荷需求。

燃气工程规划：在充分利用现状中压管网的基础上，采用中压环

状布置方式，接入市政燃气管网。



3.3 城市安全设施规划

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综合防灾体系，全面提高本规划片区综

合防灾减灾能力，在具体措施方面，通过加强供水、供电、供气等基

础设施建设以提高灾害时的供应保障能力。规划范围内公共绿地带、

停车场等建设紧急避难场所。提升人防工程建设水平、稳步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做好物资储备工作等多种措施，使城市在遇到灾害时能够

迅速恢复。



第四章 其他相关规划

4.1 绿地系统规划

规划形成“一轴、多点、绿荫纵横”的绿地系统。

“一轴”：华埠大街草原生态景观轴。以华埠大街道路绿化为依托，

衔接道路两侧绿地等开敞空间，形成线性景观轴。

“多点”：主要指具有生态和休憩功能的绿地及广场等。在规划区

内呈现点状分布，通过道路绿地的串联，形成连续性的绿地系统。

“绿荫纵横”：城市道路两侧的街旁带状绿地和道路景观绿地。通

过线状绿地，加强各类城市绿化空间与郊野公园以及自然山水之间的

联系。

4.2 地下空间规划

科学合理建设片区地下空间，鼓励开发浅层、适度开发次浅层，

与地面设施先行或同步建设，按需开发次深层和战略预留深层。

地下空间分为浅层 (0~-15m)、次浅层 (-15m~-30m)、次深层

(-30m~-50m)和深层(-50m以下)四层。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应遵循分层

利用、由浅入深的原则。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主导功能类型应优先发展交通、市政、防（空）

灾以及公共服务等。



4.3 海绵城市规划

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引领规划区发展，促进生态保护、经济社会

发展和文化传承，以生态、安全、活力的海绵建设塑造城市新形象，

实现“水生态良好、水安全保障、水环境改善、水景观优美、水文化

丰富”的发展战略。

加大城市径流雨水源头减排的刚性约束，优先利用自然排水系统，

建设生态排水设施。充分发挥城市绿地、道路等对雨水的吸纳、蓄渗

和缓释作用，实现良性水文循环，维持和恢复规划区的“海绵”功能。

充分利用城市水系、绿地等，采用雨水花园、下凹绿地、生物滞

留设施、生态汇水廊道、生态湿地等低影响开发设施，构建保护城市

水生态、改善城市水环境、保障城市水安全、提高城市水资源承载力

的海绵城市体系，实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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