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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背景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统筹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

《山西省“十四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完善土地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建立健全土地兼容复合利用和地上地下空间立体开发政

策，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管理、统筹开发利用制度，构建地下空间利用管理制度

体系，促进地下空间开发。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探索开展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建设用地地上、地表和地下分别设立使

用权，促进地下空间合理开发利用。

规划背景



地下空间
城市行政区域内地表以下,自然形成或人工开

发的空间,是地面空间的延伸和补充。城市地

下空间类型主要包括8大类，27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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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忻州市地下空间设施包括地下停车设施、

市政管线、市政管廊、商业设施、人民防空设施。开

发深度以浅层为主，一般为地下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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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规划范围分为两个层次：

1、平面范围

本次规划平面范围为忻州市中心城区，北至北外环街，南至北杨线，西至

西外环，东至东外环；包括秀容街道、长征街街道、新建路街道、九原街街道、云中

路街道、旭来街街道、桥西街街道7个街道部分区域和东楼乡、兰村乡2个乡部分区域。

总面积为137 .31平方公里。

2、竖向深度

规划竖向深度为浅层地下空间（地表下 0～15  米）。

规划期限：本规划期限为2023年至2035年。

基期年为2022年，

规划目标年2035年，

近期至2025年。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期限

规划期限：2023 年至 2035 年



02 规划总则



为全面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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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部署，合理引导和统筹

协调规划区地下空间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科学管控地下

空间资源，提升城市土地利用，强化城市综合承载力，实现城

市高质量发展目标。

规划目的



发展策略

统筹协调
系统指引
预控廊道
坚持公共优先原则，统筹协调地下空间
各系统。统筹地下市政管线和管廊、地
下轨道交通线路的通道布局，预控廊道
空间。协调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空间关
系和建设时序。 

体系支撑，健全法规标准，保障实施 
完善支撑系统，明确健全地下空间规划传导体系、
强化法律法规保障、编制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搭
建国土空间规划地上地下“一张图”信息系统的
建议，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安全运

营提供保障。 

地上地下 
立体联动

差异化引导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发展战略，综合研判
地下空间发展需求，识别地下空间重点
建设区，指引功能复合、高品质的地上

地下一体化立体开发。 

科学区划，刚弹结合管控
坚持底线思维，安全优先，综合分析地下空间地
质、水文、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等要素对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影响，分层科学划定地下空
间适建区、限建区和慎建区，并制定刚弹结合的
管制措施要求。



03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
状分析与评价



目前，中心城区地下部分包括地下停车场、地下商

业、地下人防、地下综合管廊四部分。

u 据统计2010-2023年，中心城区总建筑面

积2247 .83万㎡，其中地下建筑面积376 .85万㎡，占总

建筑面积16.77%，现状人均地下空间面积9.22㎡。现

状建成区面积39.9平方公里，现状地下空间开发强度为

9.4万㎡ /平方公里。人均地下空间面积与地下空间开发

强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u 地下商业面积约为7.78万㎡，占比2.04%；

u 地下停车面积约为343 .2万㎡，占比为91.07%；

u 地下人防面积约25.87万㎡，占比为6.84%；

u 地下综合管廊长度约1公里（开元街<慕山路——七

一路段>），面积约0.6万㎡，占比为0.2%。

数 据 来 源 ： 2 0 2 2 中 国 城 市 地 下 空 间 发 展 蓝 皮 书

现状概况



    现状评价

一．目前忻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模式是点状开发，利用以地下

停车、人防工程为主，有少量的地下商业，约为2.06%，总体来

看，地下空间功能单一。

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无当地法律法规可依，除人防工程建设的

规划、标准和设计施工规范以外，没有地下空间利用的科学框架

和技术标准，关于地下空间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到地下空

间开发战略、方针、政策、管理体制、建设标准、技术标准、设

计施工规程等一系列问题基本上都处于无当地法律可依的状态，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下空间的发展。

三．各类地下工程缺乏协调，造成地下空间资源的浪费。已有地下工

程的资料分散于各个主管部门，难以完整的掌握城市地下空间现

状，为科学进行地下空间利用造成较大困难。



04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
评估与分区管控



地下空间资源评估

地 下 空 间 资 源 评 估 的 目 标

       在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背 景 下 ， 坚 持 底 线 约 束 、 安 全 优 先 ， 地 上 地 下 协 同 发 展 ， 强 化
多规统筹及竖向分层协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引领作用，贯
通城市生命线，促进枢纽地区和重点建设区地下空间立体化综合开发，实现地下空间
的科学利用，建立地上地下统筹联动的高质量立体城市，打造地下空间资源现代化管
控治理示范标杆。

城 市 地 下 空 间 功 能 特 征

      地下空间是指城市行政区域内地表以下，自然形成或人工开发的空间，是地面空
间的延伸和补充。
     城市地下空间类型按用途分主要包括8大类，27小类，其中8大类主要包括：交通
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服务业设施、工业设施、物流
仓储设施、防灾设施、其他设施。
     按 开 发 深 度 分 为 浅 层 （ 0 ~ - 1 5 m ） ， 次 浅 层 （ - 1 5 m ~ - 3 0 m ） 、 次 深 层 （ 一
30m~-50m）、深层（一50m 以下）。
     规划中心城区地下空间设施包括地下停车设施、市政管线、市政管廊、商业设施、
人民防空设施。开发深度以浅层为主，一般为地下1~2层。



地下空间平面分区管控

     综合考虑生态环境、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等多要

素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影响，将中心城区地下空

间平面上科学地划分为地下空间慎建区、地下空间

限建区和地下空间适建区。

地下空间慎建区

      范围：各级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保护范围

      要求：规划仅允许在符合保护规划及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的各项相关要求的前提下，进行对历史环境不

造成破坏的修缮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服务于原住居民

基本需要的线性基础设施等有限人为活动，严禁开展

与其主导功能定位不相符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地下

空间时，应当征求同级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及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



地下空间平面分区管控

地下空间限建区

范围：各级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建设控制地带

要求：原则上限制开展大规模的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如确

需进行较大规模地下空间开发，必须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

段开展地下空间利用安全性专题论证，明确地下空间利用

范围、深度、利用风险和工程技术措施。在满足对文物古

迹、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及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要求

的前提下，可结合需求进行改善、整治的区域因地制宜地

进行少量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服务于原住民的小型地下或

半地下市政站点、小型文化活动设施或者停车设施，改善

历史街区公共服务和居住环境，缓解城市交通。

地下空间适建区

范围：除慎建区、限建区之外的其他区域。

要求：鼓励地上地下空间协同发展，可进行适宜规模、

中高强度的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建设。



地下空间利用应遵循分层利用、由浅入

深的原则，依据不同竖向空间与地面的关系，

提出功能引导原则。

根据忻府区地下水平均埋深（10 . 2 8

米）确定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为浅层

地下空间为0—1 5米的浅层开发，且主要

以0-10米为主。

规划合理利用浅层地下空间，优先保障地

下市政管线和管廊、地下人行通道、防灾设

施（含人防工程）等与地面空间关联性较强

的服务功能空间，促进地下空间功能复合和

立体化开发。

地下空间竖向管控



05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
开发利用总体布局



规划目标

一、规划目标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坚持底线约束、安全优先，地上地下协同发展，强化多规

统筹及竖向分层协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促进枢纽地区和重点建设区地下空间立

体化综合开发，实现地下空间的科学利用，建立地上地下统筹联动的高质量立体城市，

打造地下空间资源现代化管控治理示范标杆。



规划原则

二、地下空间开发原则 

1. 与历史文化保护相结合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不仅仅是城市更新，也应同保护历史文化相结合，将规划区的空

间开发作为旧城拓展空间资源和改善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环境质量的重要。 

2、分层开发、分步实施 

     根据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将空间开发利用的功能置于不同的竖向开发层次，充分利

用地层深度，近期重点利用浅层、次浅层，作为城市重要功能开发地区通过对空间资源

的分层开发，可以达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目标。 

3、地上、地下相结合的开发 

     与城市空间的布局发展相协调，体现地上、地下有机协调发展。以城市重要开发地区

为空间开发的重点，形成以公共空间为的空间体系。 



◈ 地下空间利用总体规模

根据《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GB/T51358-2019），城市地下空间总体规划需求分析受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用地条件和人口规模等因素影响较大，其中用地条件包括城市地下空间人均建

筑面积指标、地下空间适建区面积占建筑用地面积的比例两个要素。

计算公式：地下空间利用总体规模=规划区人口规模*城市地下空间人均建筑面积指标*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系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系数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需求预测

01 02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规模预测

03

地下人防工程规
模预测

04

地下空间总需求新增地下停      
车位规模预测



规划中心城区空间开发的整体布局应与城市

空间结构相协调，遵循城市整体发展布局，空间

布局形态应与城市空间结构相一致，以现状布局

为基础，形成“三片、多点”的地下空间格局。

三片：指的是云中河以北片区、高铁站片区、

太忻一体化发展区三个重点建设区，主要集中在

重要交通枢纽和重点发展地区，是中心城区未来

地下空间立体复合，综合开发利用重要片区。

多点：指的是围绕汽贸城、家具建材市场、

体育馆、新建路商业中心等重要节点形成的的地

下公共空间。

地下空间资源利用的布局



06 规划实施保障



1、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

该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专项规划，应严

格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将其主要内容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管理体系。

2、与详细规划的传导

规划对地下空间重点发展区提出的总体要求和分

类规划指引，在重点发展区地下空间详细规划中予以

落实。对一般发展地区、特殊发展地区提出的利用功

能等规划指引；在一般建设区的详细规划、城市更新

单位规划、村庄规划等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

3、与其他专项规划的协调

其他专项规划涉及地下空间利用时，应在符合本

规划提出的平面与竖向管控、开发布局指引、地下设

施分类指引、地下空间防灾减灾等的要求下，合理布

局相关设施。

一、规划衔接与传导 二、实施保障

1、完善法律法规保障

忻州市应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政策解决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问题，探索研究适应地下空间

整体开发模式，进一步明确依法批准的地下空间规划

是地下空间开发建设的依据。研究制度相关引导鼓励

政策，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和建设，

以政策引导促进地下空间规划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2、加强地下空间安全管理

建立长效的风险预警管理机制。逐步实现灾害监

测数据、灾害信息、灾害风险信息和应急管理资源的

共建共享。

3、纳入“一张图”信息管控系统

将规划核心成果内容数据标准化处理，并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信息管理系统。推进地下空间

共建共享机制，推动实现地下空间规划、建设、使用

和监管的智慧化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