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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办发〔2021〕11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

高土地产出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推

行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把握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树立“亩均论英雄”

的发展导向，创新工业企业用地保障和项目监管方式，探索推行

工业用地“标准地”，积极构建工业项目公开透明的新型招商模

式、全程监管的新型管理模式和节约集约的新型用地模式，助推

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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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效率、减轻负担。由政府统一组织实行区域评估，明确

土地使用标准，简化审批程序，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最大限度地

减轻企业负担。 

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立足实际，大胆探索，构建符合本地

特点的工业用地“标准地”模式。 

节约集约、提高效益。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坚持

“亩均论英雄”的产业发展导向，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

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依法依规、全程监管。强化“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建立

完善奖惩制度，营造“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社会氛围。 

（三）目标任务。按照“事前定标准、事中作承诺、事后强

监管”的要求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2021年 6月底前，

有条件的省级及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

区及省级新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统一简称园

区）先行实施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2022年，园区新增

工业用地 30%以上采取“标准地”供应；2023年，园区全面推

行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 

二、明确用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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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区域评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由市

（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园区管理机构统一组织，根据

各地实际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环境影响评

价等事项实行区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

诺制以及制定产业准入要求的重要依据。 

（五）健全指标体系。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建设用地控制

标准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由市（州）、县（市、区）

人民政府或园区管理机构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基础

和区位地理条件等，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业用地“标准地”控制性

指标体系，于 2021年 10月底前向社会公布。指标体系以固定资

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开发强度（容积率等）3项指标为主干

指标，并可结合本地产业准入、功能区划和区域评估要求，选择

工业用地“标准地”能耗标准、环境标准、安全生产管控指标、

产出强度、科技创新、就业要求等地方性特色指标。指标体系应

根据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予以动态调整完善。鼓励分行业、分区

域对指标体系进行细化分类。 

三、强化管理服务 

（六）按标准供应土地。各地要将工业用地“标准地”相关

指标要求、项目建设投资协议文本、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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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和企业信用承诺书等内容纳入“标准地”供应文件，向社会

发布“标准地”供应公告，组织土地供应。用地企业竞得“标准

地”后，应及时与自然资源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

用合同，并与属地政府或政府指定的机构签订工业项目建设投资

协议。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对标准厂房等具备条件的工业用地实

行带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供应。 

（七）优化审批服务。落实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推

进建立工业用地“标准地”报建审批“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办理、材料网上流转、窗口统一出件”的“一窗受理”服务模式。

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实现在线并联审批、统计分析和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对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

严重后果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对已经实施区域评估的

工程建设项目，相应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对实行告知承

诺制的“标准地”项目，在用地企业做出书面承诺并完成公示后，

审批部门可以直接作出审批决定。带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供应的

“标准地”项目，审批部门根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直接作出审批

决定。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