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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计划期限

本年度供应计划时间期限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

月 31日，期限为一年。

二 计划范围与对象

本计划所指的范围：临湘市行政辖区内计划期供应的全部

国有建设用地。

本计划所指的对象：依法办理农用地或未利用地转用和征

收的建设用地；政府收回、收购、优先购买的土地；增减挂钩

的建设用地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中当年拟供应的土地；在城镇

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范围外，满足单独选址条件，不经过储备

可直接实施供应的土地。

三 供应计划指标分析

（一）供应总规模

临湘市 2024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规模为

67.237808公顷，其中供应来源于储备土地 67.237808公顷，以

单独选址方式供应土地 4.285779公顷。

（二）供应结构

在 2024 年度供应计划供应土地中，拟供应商服用地

4.311956公顷，占比 6.41%；拟供应工矿仓储用地 52.608404公

顷，占比 78.24%，拟供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9.48719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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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占比 14.11%；拟供应交通运输用地 0.830254 公顷，占比

1.23%。

表 3-1临湘市计划年度供地结构统计表

单位：公顷

合计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

交通运输用

地

67.237808 4.311956 52.608404 9.487194 0.830254

（三）供应布局

临湘市 2024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主要分布在江南

镇、五里牌街道、云湖街道、长安街道、长塘镇。其中江南镇

拟供应 46.280344 公顷，占比 68.83%；五里牌街道拟供应

5.905945公顷，占比 8.78%；云湖街道拟供应 10.038858公顷，

占比 14.93%；长安街道拟供应 3.171301公顷，占比 4.72%；长

塘镇拟供应 0.827881公顷，占比 1.23%；桃林镇拟供应 0.116454

公顷，占比 0.17%；聂市镇拟供应 0.071762公顷，占比 0.11%；

荆竹山林场拟供应 0.825263公顷，占比 1.23%。

（四）供应时序

临湘市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第一季度计划供应 0.000000

公顷，占比 0.00%；第二季度计划供应 14.144056 公顷，占比

21.03%；第三季度计划供应 32.600928公顷，占比 48.49%；第

四季度计划供应 20.492824公顷，占比 30.48%。

（五）供应方式

临湘市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中以出让方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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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为 57.949945 公顷，占比 86.19%；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土

地为 9.287868公顷，占比 13.81%。

（六）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临湘市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住宅用地计划供应总规模为

0.000000公顷，根据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住宅用地分类调控

要求，结合我市现有商品房去化周期和住宅用地存量规模，我

市本年度拟对住宅用地不作供应安排。

四 计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加强部门之间协调力度

年度计划是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手段，也是控制建设用地

总量、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重要工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相

关部门之间要加强组织协调，明确职责分工，理清工作思路，

优化工作流程，保障工作经费，确保地块从规划、招商、立项、

报批、征拆、出让等过程顺利落实。

（二）完善信息公开工作

为发挥计划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根据年度供地计划，分批次公开未来一定时间段内拟出让的地

块清单，发布出让公告时，除公开地块范围、规模、用途等基

本信息外，还应当披露该地块重要的关联信息，包括周边主要

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与规划情况、周边同类型

地块基本情况等。

（三）调整和优化土地供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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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环境下行和楼市相对疲软，影响了开发商拿地和

开工积极性，在新的大环境下应及时调整和优化供地模式，除

集中供地推介会外，还应利用网络、自媒体、电视等传播平台

提前发布供地信息和详细清单，使供地信息保持常态化持续更

新，激活房地产交易市场，确保完成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完成

年度土地收益目标。

改变单一的以出让为主的工业用地供应模式，推进向租赁、

出让并重的方向转变。在租赁环节对土地租赁的性质和权能进

行明晰，科学界定适用范围和对象，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企业

投资强度、产业类型、创新能力、工业使用者意愿建立长期租

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工业用地市场租赁应用体系。

（四）严格计划监督和考核机制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科学编制年度供应计划，严格组织年

度计划备案、发布和执行工作，有序组织供地，减少年度计划

的调整次数，上级部门对年度计划调整次数和供应执行率纳入

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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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计划编制概况

1.1 编制目的

为加强土地要素保障，合理调控土地市场，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管理，切实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正确引导作用。科学安排

本级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结构、布局和时序，切实加强土地

调控，促进临湘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依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

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关于开展全省 2024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我市结合

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开展和编制临湘市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计划（以下简称年度供应计划）。

1.2 编制范围

本计划所指的范围为临湘市行政辖区内计划期供应的全部国有

建设用地，其中包括单独选址项目用地。

1.3 编制期限

本年度供应计划时间期限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

日，期限为一年。

1.4 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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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法律、法规和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5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743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9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72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号)

(7)《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0)117

号)

(8)《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90号)

(9)《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1.4.2技术标准

(1)《土地基本术语》(GB/T19231-2003)

(2)《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017)

(3)《地籍调查规程》(GB/T42547-2023)

(4)《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1060-2021)

(5)《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106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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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其他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国土空间规划；

(3)土地资产保护和使用规划；

(4)相关产业发展规划；

(5)土地利用年度供应计划；

(6)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他公益性事业建设计划；

(7)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计划；

(8)年度租赁住房建设计划；

(9)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10)建设用地使用标准；

(11)其他相关资料。

1.5 编制原则

城乡统筹原则。整体谋划城乡发展，以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布局，

切实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推进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节约集约原则。以节约集约用地为目标，严格执行国有建设项目

的用地标准和相关控制性指标，促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

用地的集约利用；加大工业项目“标准地”供应力度。优先供应存量建

设用地，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积极盘活低效土地。加

强土地批后监管，促进土地的有效开发利用，严格查处违法违规供应

土地和闲置土地行为。

供需平衡原则。在综合研判当前土地市场形势、把握土地市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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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的基础上，准确了解实际用地需求，对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作出合理安排和有序调节，形成土地供应与

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并有适当弹性的供需格局，确保供需平衡，稳定

土地市场。

有保有压原则。遵循“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基本原则，优先保

障重点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城中村改造等

“三大工程”用地需求；合理安排住宅用地供应，统筹做好普通商品住

房和租赁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安排，增加优质地块供应，支持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建设用地需求，保持住宅用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对国家产

业政策明确禁止供地类项目和高耗能、不环保、安全系数低的项目不

予供地。

1.6 编制任务

1.6.1分析评价

具体包括临湘市上年度供应计划实施评价以及近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土地市场状况以及计划年度土地供应分析。

1.6.2确定供应方案

在国有建设用地供需平衡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土地储备前期

开发、土地资金需求筹集等情况，综合确定计划年度内可实施供应的

国有建设用地规模。具体包括临湘市计划年度土地供应的规模、时序、

结构、布局和方式等。

1.7 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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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前期准备阶段（2023年 12月）

我市自然资源局于十二月份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启动 2024年度

供应计划编制工作，为确保工作顺利完成，我市自然资源局聘请技术

单位来承担本项工作，技术队伍在市自然资源局的统一协调下，负责

计划编制的具体工作。同时，为保障工作顺利的开展，市自然资源局

商同级财政部门落实工作经费和预算，确保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1.7.2工作部署和数据摸底阶段（2024年 1月 31日前）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对本区域 2024年土地需求摸底，并于

1月 10日在市政府四楼会议室由姚铁军市长主持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编制工作部署调度会，要求各用地单位对上报供应项目信息

要进行梳理，摸清家底，确保上报上报项目要落实到实处。经用地单

位上报，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总后，初步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潜

力，形成土地供应计划统计表，上报岳阳市局，市局汇总后报至省厅

邮箱(2024年 1月 23日前完成)，省厅将综合平衡后的 2024年供应计

划规模反馈至岳阳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2024年 1月 31日前完成)。

1.7.3成果编制阶段（2024年 2月 20日前）

结合上年度供应计划实施评价，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

制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0〕117号)、《湖南省年度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完成本辖区 2024

年度供应计划编制工作(2024年 2月 20日前完成)。

1.7.4逐级复核阶段（2024年 2月 28日前）

临湘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年度供应计划成果通过政务平台上

报至岳阳市局，岳阳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总市本级和各县市区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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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计划，根据编制要求进行初核后通过政务平台上报至省厅(2024

年 2月 28日前完成)。

省厅根据编制要求和近三年的供地情况在政务平台进行复核，并

将复核结果函告岳阳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2024年 3月 10日前完成)。

1.7.5批复备案阶段（2024年 3月 31日前）

临湘市人民政府根据省厅复核结果批复临湘市年度供应计划，并

抄送省厅备案。

临湘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经批复的年度供应计划上传录入至

全国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和政务平台，并通过中国土地市场

网和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统一发布(2024年 3月 31

日前完成)。

1.7.6调整阶段

临湘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依据批准及发布、备案的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不同领域的调节作用，有效把握

好土地供应节奏和频次，灵活确定适用供地方式，规范编制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方案并组织实施。

因土地利用年度供应计划实施、土地市场调控政策变化等确需调

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由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协调决策

机构集体研究确定后，报原批准机关同意，重新公布及备案，原则上

调整次数不超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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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计划编制背景

2.1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2.1.1地理位置

临湘市位于湖南省东北端，北部与湖北省相接，因滨湘水与长江

会合之处而得名，素称“湘北门户”。北纬 29°10′～29°52′，东经

113°15′～113°45′之间，北临长江，西傍洞庭，东南蜿蜒着罗宵山的

余脉，居武汉、长沙经济文化辐射的中心地带，西北滨长江水道与湖

北省监利、洪湖隔江相望；东南依幕阜山与本省岳阳县和湖北省通城、

崇阳、赤壁毗连；东、北两面嵌入湖北省境。临湘市域总面积 1760

平方公里。

2.1.2区位条件

临湘水陆交通发达，可以概括为“一江环绕，两省交界，三线横

亘”。“一江环绕”即长江黄金水道傍境东流 32.7公里，有儒溪汽运码

头与湖北螺山相互对渡，互通往来；“两省交界”即地处湖南、湖北交

汇处，与赤壁、通城、崇阳紧密毗连，商贸物流发达；“三线横亘”

即 G4高速公路、107国道、京广复线三条交通大动脉穿境而过。离

武广高速铁路岳阳东站半小时车程，特别是纵贯全境的杭瑞高速公

路、依江而建的儒溪长江货运码头和岳阳机场建成后，临湘与沿海发

达地区的时空距离将进一步拉近。

2.1.3行政区划

根据《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同意临湘市乡镇区划调整方案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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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民行发〔2015〕73号）得知，临湘市由原来的 20个乡镇（街道）

调整为现辖的江南、聂市、黄盖、坦渡、羊楼司、忠防、桃林、詹桥、

长塘、白羊田 10个镇和长安、五里牌、桃矿、云湖 4个街道办事处。

2.1.4社会经济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等风险挑战，全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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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高

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基本民生得到有效保障。

经济方面，根据 2022年临湘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332.41亿元，比上年增长 6.0%。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43.31亿元，增长 3.7%；第二产业增加值 133.51亿元，增长

7.2%；第三产业增加值 155.58亿元，增长 4.6%。全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4.58亿元，增长 6.1%；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 9.57亿元，增

长 17.1%；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税收收入 6.88亿元，增长 16.0%。全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96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5%。国内贸

易全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8.96亿元，比上年增长 2.6%；

国外贸易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878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6.3亿

元，首次突破 6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20%。

社会方面，根据 2022年临湘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全市总人口 530036人，其中城镇人口 194507人，农业人口 335529

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6.70%，比上年下降 0.17个百分点。全市常

住人口 42.9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5.54万人，农村人口 17.4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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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9.42%。全年出生人口 3235 人，死亡人口 3998

人。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462元，增长 6.1%；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2230元，增长 7.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7038

元，增长 4.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975元，增长 6.9%。全年

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5330人。全年共征缴养老保险 4.59亿，争取中央、

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11.35亿元，及时发放离退休人员养老金 14.22

亿元。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 19532人。全年新增参保 43961人，工

伤保险基金收入 1389万元。年末，全市社会救济对象总人数 15.8339

万人次。全市拥有敬老院 13个（农村），1所市级综合型养老服务

机构，在院人数 1482人，拥有养老床位数 2115张，拥有光荣院 1所。

全市普通小学学校总数 37所，在校小学生 32130人，教职工 2044人，

其中专任老师 2030人。全市中学 25所，在校学生 31176人。共有医

疗机构 432个（含 7家二级医疗机构），拥有床位数 2989张（含全

市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及乡镇卫生院），全市共有卫生工作人员 2497

人。

2.2 土地市场运行情况

根据市自然资源局提供的近五年来土地供应台账，汇总情况分析

如下：

2.2.1土地供应总规模分析

表 2-1 临湘市 2019-2023年供应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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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合计
商服用

地

住宅

用地

工矿仓

储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特殊

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水域水

利设施

用地

其他

土地

2019 94.92 3.35 23.66 21.39 10.15 0.00 36.37 0.00 0.00

2020 164.51 18.97 14.28 68.24 43.21 0.43 19.38 0.00 0.00

2021 179.94 19.13 40.30 68.45 21.86 0.00 30.20 0.00 0.00

2022 56.25 1.22 1.24 32.69 12.93 0.00 7.58 0.59 0.00

2023 100.20 5.94 1.76 82.94 1.33 0.00 8.23 0.00 0.00

合计 595.82 48.61 81.24 273.71 89.48 0.43 101.76 0.59 0.00

年均 119.16 9.72 16.25 54.74 17.90 0.09 20.35 0.12 0.00

数据来源：近五年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台账

由表 2-1 可知 2019-2023 年五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为

595.82公顷，年均供应 119.16公顷。由于受经济环境下行、融资渠

道收紧、土地挂牌流拍、房地产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2023年临湘

市整个房地产用地土地供应量较上一年度除商服用地有所增加之外，

住宅用地供应基本持平，相比2019-2021这三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

得益于临湘市委市政府将临湘打造成为湖南通江达海开放前沿区、岳

阳长江百里绿色经济发展走廊示范区，不断加快产业强市、港口兴市

步伐，全力开创产业集聚、滨江开发的战略发展定位，近几年，临湘

市工业发展强势，工矿仓储用地供应量保持稳定势头，并且在 2023

年同比增长达到 50.25公顷。划拨用地这两年同房地产用地供应同样

也表现低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近两年相比前

三年有所下降。总得来说，近五年供应规模虽有波动，但总体比较平

稳，有效保障了临湘市近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用地需求，其中供

应量主要集中在工矿仓储用地，近五年工矿仓储用地供应总面积为

273.7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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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土地供应方式分析

表 2-2临湘市 2019-2023年供应方式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年度

方式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合计

出让面积 51.96 99.94 122.55 35.78 90.63 400.86

划拨面积 42.96 64.57 57.39 20.47 9.57 194.96

合计 94.92 164.51 179.94 56.25 100.2 595.82

数据来源：近五年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台账

图 2-1 临湘市 2019-2023年土地供应方式占比

根据上表 2-2和图 2-1，临湘市近五年土地供应总规模 595.82公

顷，其中出让土地供应 400.86公顷，占比为 67.28%，划拨土地供应

194.96公顷，占比为 32.72%。近五年，从土地供应方式来看，整个

土地市场以出让方式供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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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土地交易价格分析

表 2-3临湘市 2019-2023年出让土地价格表

单位：万元

年份 房地产用地 房地产亩均价格 工矿仓储用地 工矿仓储亩均价格

2019 66565.00 164.26 6650.00 20.73

2020 76937.49 169.88 21475.5 20.98

2021 99708.94 122.88 20021.00 19.50

2022 6805.00 208.68 10173.50 20.74

2023 36572.00 316.64 35534.50 28.56

合计 286588.43 982.34 93854.50 110.51

均价 57317.69 196.47 18770.90 22.10

数据来源：近五年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台账

图 2-2 临湘市 2019-2023年经营性用地供应（公顷）与亩均出让

土地价格（万元）

由表 2-3和图 2-2可知近五年出让收入共 380442.93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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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用地 286588.43万元，交易量最高 2021年为 99708.94万元，

最低 2022年为 6805.00万元，2019-2023五年年均每亩交易价格控制

在 122.88-316.64万元，其中亩均价格以 2023年最高，虽受房地产市

场低迷，开发商拿地谨慎等因素影响导致房地产用地供应量降低，但

其亩均交易价格反而上涨，可以看出房地产供应量主要受土地市场、

经济环境影响波动较大，与亩均交易价格影响关系不大；工矿仓储用

地五年交易 93854.50万元，交易量最高 2023年为 35534.50万元，最

低 2019年为 6650.00万元，2019-2023五年年均每亩交易价格控制在

19.50-28.56万元，可以看出临湘市在“三区四市五个新格局”的发展

战略定位下，工矿仓储用地交易不管供应量和亩均价格都呈现上涨的

势头，具有稳定的发展需求。

2.3 上年度供应计划执行情况

根据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岳阳市 2023年度国有建

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的批复》（岳政办函〔2023〕30号）文件规

定，上一年度临湘市计划年度供应储备土地面积为 131.45公顷，经

过临湘市自然资源局提供的 2023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台账统

计，临湘市 2023年完成了工业园双阳高科项目、临湘市城市综合体

C4地块项目、八小旁拟出让地块项目等项目的供应，实际供应量共

计为 100.20公顷，供应率为 76.23%，其中商服用地 5.94公顷、住宅

用地 1.76公顷、工矿仓储用地 82.94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33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8.2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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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当前土地供应面临的问题和形势

2.4.1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临湘市发展布局调整，一些建设项目在用途、选址等方面发

生了变化，最开始确定的建设项目流失，造成了土地报批后无供地项

目。需进一步加快供应，减少环节，提高效率，推进土地盘活利用，

进一步提高批而未供处置率。

2.4.2实施与计划衔接不足。

部分供应地块在纳入方案前缺少相关前期用地手续，方案公布后

往往因手续问题而影响供应进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会导致纳入计

划的地块实际没有供应，而没有纳入计划地块实际又供应了；另一方

面用地单位往往在上报地块时将其实际与潜在需求一同上报，所以在

实施过程中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化从而导致潜在的需求不能实施。

2.4.3供地模式比较单一

受经济环境和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开发商拿地和开工积极性，

集中供地、招商推介出让模式在新的环境下已不合时宜，应适当调整

和优化供地模式，尝试改变单一的以出让为主的工业用地供应模式，

推进向租赁、出让并重的方向转变。在租赁环节对土地租赁的性质和

权能进行明晰，科学界定适用范围和对象，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企业

投资强度、产业类型、创新能力、工业使用者意愿建立长期租赁、先

租后让、租让结合的工业用地市场租赁应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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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基础调查与数据来源

年度供应计划编制基础数据调查主要采取实地调查和资料文献

调查，调查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土地利用、资金等基础数据。

3.1社会经济数据

本年度供应计划编制社会经济数据包括区域概况、地理位置、产

业布局等，其主要来源于临湘市政府门户网站、历年工作报告；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等数据主要来源于岳阳市统计局数据发布平台和数据

公报。

3.2土地市场数据

本年度供应计划编制土地市场数据包括近五年来供应土地的面

积、用途、方式、成交价格、取得成本等信息的台账资料。对于反映

市场发展状况和运行规律的资料我市采用了近五年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土地出让和划拨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由市自然资源局提供。

3.3土地利用资料

土地利用状况资料主要为计划年度供应项目，其中包括项目的界

址点坐标、红线范围、遥感影像、依法收回、收购、农用地转用征收

批文、规划用途等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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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关计划、规划成果

本次计划编制涉及的相关计划、规划成果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上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

供应计划、“三区三线”成果、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等资料，资料主要来源于市自然资源局。

3.5 其他资料

年度供应计划编制的近五年财政预算等资料由区财政局提供；有

关土地供应的政策性文件和工作总结报告由市自然资源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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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案

4.1 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市场需求预测

4.1.1预测内容、对象及方法

在全面掌握临湘市经济发展水平、房地产市场走势、产业结构、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资料的基础上，对计划期内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

取向进行分析后，参考近五年临湘市的土地储备和供应等情况，预测

计划年度各类国有建设用地的需求量。

国有建设用地需求预测主要包括国有建设用地总量测算和分类

测算。其中，分类测算应包括对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特

殊用地和其他用地需求量的测算。

国有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方法包括：趋势预测法、线性回归法、

指数平滑法、用地定额指标法、灰色模型法、相关分析法等。临湘市

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预测采用趋势预测法和灰色模型法分析预测

总规模。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采用灰色模型法预测分

析，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和特殊用地采用定额指标法预测。

4.1.2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预测

（1）趋势预测法

根据提供的近五年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台账，计划年度国有

建设用地需求总量预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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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临湘市 2019-2023土地实际供应总量统计表

单位：公顷

年份 供应量 累计供应总量

2019年 94.92 94.92

2020年 164.51 259.43

2021年 179.94 439.37

2022年 56.25 495.62

2023年 100.20 595.82

数据来源：近五年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台账

图 4-1 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预测图（公顷）

根据表 4-1和图 4-1中近 5年累计供应总量，采用趋势预测法预

测临湘市 2024年度供应总量需求规模。根据多种关系式拟合，选定

线性模型分析，其拟合关系式为：

y = 123.8x +5.635

R² = 0.9625

回归方程 R² = 0.9625，拟合度良好，回归模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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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系式预测可知，2019年到 2023年国有建设用地累计供应

为 595.82公顷，故 2024年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预测值为

152.62公顷。

（2）灰色模型法

由于近五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随时间序列波动较大，尤其是

2022年供应量大幅下降，使得整体供应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

降趋势，呈现非线性变化，因此可以选用灰色模型法进行预测。运用

DPS软件，根据临湘市历年国有建设用地数据建立起与时间序列关系

建立 GM(1,1)模型，分析如下：

以临湘市2019-2023年国有建设用地每年供应总量序列作为预测

的观察值，求得 GM（1，1）模型参数为：发展系数 a=-0.257142，

灰作用量 b=224.211305，白化方程为：

x(k+1)=-777.015759e-0.257142k+871.935759

由灰色 GM（1，1）模型预测结果可知：2024年临湘市国有建设

用地需求总量为 62.99公顷。

通过趋势预测法与灰色模型法预测临湘市 2024年需求总量分别

为 152.62公顷、62.99公顷，通过与前期潜力摸底比较分析临湘市 2024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有效预测需求总量控制在 62.99公顷左右合适。

4.1.3商服用地需求总量预测

根据 2019-2023年临湘市每年商服用地供应量的时序变化，商服

用地供应量呈现出非线性变化情况，因此，可选用灰色模型进行预测。

运用 DPS软件，根据临湘市历年商服用地数据建立起与时间序列关

系建立 GM(1,1)模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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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临湘市 2019-2023商服用地供应量

单位：公顷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供应量 3.35 18.97 19.13 1.22 5.94

数据来源：近五年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台账

以临湘市2019-2023年每年商服用地供应量序列作为预测的观察

值，求得 GM（1，1）模型参数为：发展系数 a=-0.496364，灰作用

量 b=27.747128，白化方程为：

x(k+1)=-52.550766e-0.496364k+55.900766

由灰色 GM（1，1）模型预测结果可知，2024年临湘市商服用地

需求总量为 2.82公顷。

4.1.4住宅用地需求总量预测

根据 2019-2023年临湘市每年住宅用地供应量的时序变化，住宅

用地供应量呈现出非线性变化情况，因此，可选用灰色模型进行预测。

运用 DPS软件，根据临湘市历年住宅用地数据建立起与时间序列关

系建立 GM(1,1)模型，分析如下：

表 4-3临湘市 2019-2023住宅用地供应量

单位：公顷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供应规模 23.66 14.28 40.30 1.24 1.76

数据来源：近五年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台账

以临湘市2019-2023年每年住宅用地供应总量序列作为预测的观

察值，求得 GM（1，1）模型参数为：发展系数 a=0.342514，灰作用

量 b=35.640267，白化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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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1)=-80.39492e-0.342514k+104.05492

由灰色 GM（1，1）模型预测结果可知，2024年临湘市住宅用地

需求总量为 5.92公顷。

4.1.5工矿仓储用地需求总量预测

根据提供的近五年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台账，工矿仓储用地

2019年与 2022年供应量比较低，使得整体供应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

升或下降趋势，呈现非线性变化，因此可以选用灰色模型法进行预测。

运用 DPS软件，根据临湘市历年国有建设用地数据建立起与时间序

列关系建立 GM(1,1)模型，分析如下：

表 4-4临湘市 2019-2023工矿仓储用地供应量

单位：公顷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供应规模 21.39 68.24 68.45 32.69 82.94

数据来源：近五年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台账

以临湘市2019-2023年每年工矿仓储用地供应总量序列作为预测

的观察值，求得 GM（1，1）模型参数为：发展系数 a=-0.015543，

灰作用量 b=60.80277，白化方程为：

x(k+1)=3933.296968e0.015543k-3911.906968

由灰色 GM（1，1）模型预测结果可知，2024年临湘市工矿仓储

用地需求总量为 65.56公顷。

4.1.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需求总量预测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主要是综合临湘市发展实际项目用地

需要和岳阳市城市发展在临湘市的布局综合确定。根据需求引导供应

的原则，采用定额指标法预测，最终确定 2024年临湘市公共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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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用地需求量 5.314969公顷。

4.1.7交通运输用地需求总量预测

交通运输用地主要是通过划拨形式进行供应，综合临湘市实际需

求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定位，根据需求引导供应的原则，采用定额

指标法预测，最终确定 2024年临湘市交通运输用地需求量 0.496200

公顷。

4.1.8水域与水利设施用地需求总量预测

水域与水利设施用地主要是通过划拨形式进行供应，综合临湘市

实际需求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定位，根据需求引导供应的原则，采

用定额指标法预测，最终确定 2024年临湘市水域与水利设施用地需

求量 0.00公顷。

4.1.9 特殊用地需求总量预测

特殊用地主要是通过划拨形式进行供应，综合临湘市实际需求与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定位，根据需求引导供应的原则，采用定额指标

法预测，最终确定 2024年临湘市特殊用地需求量 0.00公顷。

4.2 计划年度国有建用地供应保障能力分析

4.2.1供应潜力来源调查分析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国土空间规划的对比分析，依据规划实施情

况，初步确定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潜力主要来源于依法办理农转

征、增减挂钩建新、政府收回的土地、单独选址项目用地。计划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拟供应 67.237808 公顷，涉及存量建设用地面积

18.826958顷，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48.410850公顷。其中来源于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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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征、增减挂钩建新的建设用地 44.125071公顷，来源于政府收回

的土地 18.826958公顷，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符合城镇开发

边界管理要求。在新增建设用地中，其中来源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符

合单独选址项目要求的供应面积 4.285779公顷。

4.2.2可实施供应土地潜力分析

计划年度可实施土地供应的潜力主要来源于两种，一是未确定使

用权人土地资产；二是计划年度新增土地资产。其中在未确定使用权

人土地资产中已经入库的未确定使用权人土地资产计划年度可达到

“净地”标准的可实施供应土地潜力面积为 0.000000公顷，尚未入库的

未确定使用权人土地资产计划年度可达到“净地”标准的可实施供应

土地潜力面积为 36.944447公顷。在计划年度新增土地资产中拟报批

征收计划年度可达到“净地”标准的可实施供应土地潜力面积为

11.466403公顷，拟收回计划年度可达到“净地”标准的可实施供应土

地潜力面积为 18.826958公顷。

4.3 计划年度国有建用地供应规模确定

4.3.1国有建设用地供需平衡分析

在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方面。根据近五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运

用趋势预测法和灰色模型法对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预测，

临湘市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规模为 62.99公顷。

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面。其中近五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

临湘市近五年年均供应 119.16公顷，从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需求

总量预测和近五年的平均供应结果来看，平均供应大于需求预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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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计划年度国有建用地供应保障能力分析，我市计划年度拟供应的国

有建设用地来源于办理农转征、增减挂钩建新的建设用地、政府收回

的土地、单独选址项目用地，在计划年度供应时，均可达到“净地”

供应。

考虑到上级调控政策趋严、融资渠道收紧、土地挂牌流拍明显增

多、房地产市场疲软等多种客观因素影响，在基于我市致力于打造湖

南通江达海开放前沿区、岳阳长江百里绿色经济发展走廊示范区和省

域副中心城市拓展区，以及结合我市园区近期重点项目建设、土地招

商引资安排、存量土地盘活处置等用地需求，经前期摸底，用地单位

上报、根据是否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管理要求、土地报批手续、征拆难

度、法律纠纷、招商情况、配套条件等因素对项目进行了遴选。为确

保计划年度供需之间平衡，临湘市计划年度当前项目需求规模为

67.237808公顷。

4.3.2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案确定

经以上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市场需求预测、国有建用地供应保

障能力分析，结合土地储备前期开发、土地资金需求筹集等情况，临

湘市确定计划年度内可实施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规模为 67.237808公

顷。

为落实“增存挂钩”，严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加快存量土地盘活

处置，在 2024年临湘市年度计划中涉及存量建设用地面积 18.826958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48.410850公顷。其中来源于办理农转征、

增减挂钩建新的建设用地 44.125071公顷；来源于政府收回重新盘活

的土地 18.826958公顷；在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中，来源于城镇开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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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外、符合单独选址项目要求的供应面积 4.285779公顷。在新增建

设用地面积中，其中涉及新增拟报批建设用地面积为 11.466403公顷。

根据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住宅用地分类调控要求，结合我市现

有商品房去化周期和住宅用地存量规模，我市本年度拟对住宅用地不

作供应安排。

4.4 供应计划指标分解

4.4.1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

根据临湘市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房地产行业、工

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结合临湘市的实际需求情况、

相关部门意见、前五年国有建设用地平均供应规模，综合确定了临湘

市 2024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为 67.237808 公顷，其中涉及

4.285779公顷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符合单独选址项目用地，不

需要纳入储备，故年度计划涉及 62.952029公顷需要纳入储备。

4.4.2供应计划指标分析

（1）供地结构分析

在 2024年度供应计划供应土地中，拟供应商服用地 4.311956公

顷，占计划供应总量的 6.41%；拟供应工矿仓储用地 52.608404公顷，

占计划供应总量的78.24%，拟供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9.487194

公顷，占计划供应总量的 14.11%；拟供应交通运输用地 0.830254公

顷，占计划供应总量的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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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临湘市计划年度供地结构统计表

单位：公顷

合计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67.237808 4.311956 52.608404 9.487194 0.830254

（2）供地布局分析

临湘市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主要分布在江南镇、五

里牌街道、云湖街道、长安街道、长塘镇。其中江南镇拟供应 46.280344

公顷，占比 68.83%；五里牌街道拟供应 5.905945公顷，占比 8.78%；

云湖街道拟供应 10.038858 公顷，占比 14.93%；长安街道拟供应

3.171301公顷，占比 4.72%；长塘镇拟供应 0.827881公顷，占比 1.23%；

桃林镇拟供应 0.116454 公顷，占比 0.17%；聂市镇拟供应 0.071762

公顷，占比 0.11%；荆竹山林场拟供应 0.825263公顷，占比 1.23%。

（3）供地时序分析

临湘市 2024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第一季度计划供应 0.000000 公

顷，占比 0.00%；第二季度计划供应 14.144056公顷，占比 21.03%；

第三季度计划供应 32.600928公顷，占比 48.49%；第四季度计划供应

20.492824公顷，占比 30.48%。

（4）供地方式分析

临湘市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中以出让方式供应的土

地为 57.949945公顷，占全年计划量的 86.19%；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土

地为 9.287868公顷，占全年计划供应量的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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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计划实施保障措施

5.1 加强部门之间协调力度

年度计划是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手段，也是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重要工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要

加强组织协调，明确职责分工，理清工作思路，优化工作流程，保障

工作经费，确保地块从规划、招商、立项、报批、征拆、出让等过程

顺利落实。

5.2 完善信息公开工作

为发挥计划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根据

年度供地计划，分批次公开未来一定时间段内拟出让的地块清单，发

布出让公告时，除公开地块范围、规模、用途等基本信息外，还应当

披露该地块重要的关联信息，包括周边主要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的现状与规划情况、周边同类型地块基本情况等。

5.3 调整和优化土地供应模式

当前经济环境下行和楼市相对疲软，影响了开发商拿地和开工积

极性，在新的大环境下应及时调整和优化供地模式，除集中供地推介

会外，还应利用网络、自媒体、电视等传播平台提前发布供地信息和

详细清单，使供地信息保持常态化持续更新，激活房地产交易市场，

确保完成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完成年度土地收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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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单一的以出让为主的工业用地供应模式，推进向租赁、出让

并重的方向转变。在租赁环节对土地租赁的性质和权能进行明晰，科

学界定适用范围和对象，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企业投资强度、产业类

型、创新能力、工业使用者意愿建立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

的工业用地市场租赁应用体系。

5.4 严格计划监督和考核机制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科学编制年度供应计划，严格组织年度计划

备案、发布和执行工作，有序组织供地，减少年度计划的调整次数，

上级部门对年度计划调整次数和供应执行率纳入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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