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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区
盘活存量土地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72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全区盘活存量土地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已经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1 年 7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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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盘活存量土地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

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挖掘存量土地潜力，强化用地保障能力，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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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自治

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坚持节约优先、合理使用、

市场配置、改革创新原则，深入实施全区盘活存量土地三年行动

计划，提升用地保障水平和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促进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二、行动目标

到 2023 年，力争实现以下目标：全区盘活存量土地 90 万亩

以上；全区“增存挂钩”中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每年达到 18%以

上，闲置土地处置率每年达到 25%以上；全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不低于 9%，单位工业增加值建设用地使

用面积下降率不低于 10.5%；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开发区工业用地

投资强度、工业用地亩均税收达到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平均水

平。

三、行动任务

（一）加强源头管控。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刚性约束，优化用

地结构和空间形态，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格化、集约型的城

镇空间格局，推动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优化各类园区用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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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做到产城融合、商住平衡和功能复合。将各市存量土地盘活

数量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作为下达国

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激励规模的依据，提高各市推进存量土地盘

活的积极性。在项目准入和建设用地审批中，严格执行和落实国

家、自治区有关产业政策，严控高能耗、高污染和产能过剩项目

准入，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从源头上减少新的存量土地

产生。

（二）强化建设用地批后实施。强化建设用地批后征收和前

期开发。对 2019 年底前批而未征的建设用地，要整合力量，开

展土地征收专项行动，积极探索建立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

多元的利益保障机制，支持和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征地拆

迁安置工作，实行土地征收“净地交付”模式，着力提高征地效

率，为及时供应土地打下基础。对批而未供的土地，相关市、县

人民政府要抓紧落实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前期开发进

度，使其尽快达到出让条件。

（三）释放农村存量土地潜力。对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

商业、旅游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个人使用。

先行推进需求集中、工作基础好、土地管理水平高的县开展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探索，建立完善适合我区实际的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规则和服务监管体系，构建兼顾政府、集体、农户

的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机制，逐步释放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

潜力。

（四）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能。建立工业用地“亩产论英雄”

评价体系，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制定和实施差别化奖惩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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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引导和反向倒逼措施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能提升。按照“谁

提出、谁监管、谁负责”原则，以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加投资监管

协议为依据，建立工业用地联合监管机制。逐步推广工业项目“标

准地”、“拿地即开工”等土地供应模式，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

率。推动工业用地原址升级改造、扩容增效，加快低效工业用地

改造步伐，同时加大产业园区多层标准厂房建设力度，着力提升

产业园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五）加大建设用地供应监管力度。规范建设用地供应行为，

不得将土地供应给无实际建设项目的单位，不得违反规划以公

园、绿地、空闲地等用途为名虚假供应土地，不得以划拨方式供

应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或其他相关规定的经营性用地，不得订立

虚假的土地供应合同或划拨决定书，不得超审批面积供应土地。

严格执行“净地”出让规定，严禁“毛地”出让。自治区每年下

达各市盘活存量土地任务，并按完成 15%、40%、75%、100%的进

度实施季度管控。

（六）推动低效用地高效利用。建立行政与司法部门联动工

作机制，加快推进涉诉土地盘活利用。建立市、县建设用地二级

市场交易操作规则和市场服务体系，完善市、县建设用地二级市

场交易机构设置；鼓励有条件的市探索推进市级建设用地二级市

场交易平台建设，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低效用地高效利用。推动

有需求的市加快制定低效用地再开发配套政策，全力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推动旧城镇、城中村集中连片改造，提高存量土地利用

效率。创新闲置土地流转方式，以交易鉴证、预告登记等方式引

导更多闲置土地依法转让，促进闲置土地开发利用，切实降低闲

置土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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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动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盘活存量

土地对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完善土地供应决策

机制，确保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行动到位。市、县

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盘活存量土地工作；分管负责

同志要统筹协调自然资源、发展改革、财政、工业和信息化、生

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税务、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

齐抓共管，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任务职责、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

扎实推进存量土地盘活工作。

（二）强化协同配合。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密

切配合，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工作顺利推

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对建设项目是否符合产业政策进行审

核把关，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协助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完善有关建

设用地控制指标。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推进产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和优化升级，做好工业增加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和

开发区工业用地投资强度、工业用地亩均产出水平考核工作，协

助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完善有关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自治区科技

厅、商务厅、北部湾办负责配合和指导相关园区组织开展存量土

地盘活利用工作。自治区财政厅负责统筹资金支持存量土地盘活

相关工作。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对土地供应后的建设、施

工等方面进行监管，协助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完善有关建设用地控

制指标。自治区投资促进局负责依据产业政策开展项目招商，协

助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做好建设项目招商前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等方面政策的宣传工作。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与自治区高级法院

共同推动涉诉土地盘活利用；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指导和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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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每年年初将上年度各市、各部门开展相

关工作情况报告自治区人民政府。

（三）规范项目准入。各市、县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由发展

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招商、园区管理机

构等单位人员和有关专家参与的产业项目入园联合论证机制，并

从产业定位、发展规划、投资规模、投资强度、节约集约用地、

节能环保等方面对建设项目进行论证，联合论证意见作为产业项

目用地招拍挂和后期监管的主要依据，防止出现“囤地”、“圈

地”的现象。探索实行工业项目“土地码”管理模式，加强信息

化全过程监管，实现资料和数据共享，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四）落实奖惩措施。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存量土地

盘活与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奖励、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安排、能耗指标和林地指标奖励挂钩制度，将存量土地盘活数量、

低效用地处置和用地效率作为奖励指标和安排指标的依据。在安

排下一年度计划时，对完成年度“增存挂钩”任务的市奖励 10%

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未完成的市核减 20%的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对未按季度进度完成盘活存量土地任务的市，暂停

其建设用地、林地审批。对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数量大且处置不

力的市、县，调减其建设用地规划规模指标；对用地效率高、人

地水产经济匹配度高的市、县，调增其建设用地规划规模指标。

对 2020 年后批准的建设用地，两年内未供应的，其建设用地批

准文件自动失效，同时收回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耕地占补指标

以及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五）加大宣传力度。自治区有关部门要通过举办现场经验

交流会等方式，总结推广存量土地盘活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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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市、县结合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存量土地盘活体

制机制创新。各市、县要加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

培训力度，在全社会营造节约集约用地的良好氛围。

附件：各市存量土地统计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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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市存量土地统计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亩

市

2009—2020 年

批而未供土地

涉嫌闲置

土地

城镇低效

用地

合计

南宁市 12.36 0.75 3.22 16.33

柳州市 7.08 0.29 2.95 10.32

桂林市 5.94 0.31 4.39 10.64

梧州市 5.78 0.49 1.08 7.35

北海市 2.40 0.03 0.45 2.88

防城港市 3.22 0.12 0.22 3.56

钦州市 3.98 0.07 0.60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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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 4.92 0.17 1.29 6.38

玉林市 5.00 0.31 1.18 6.49

百色市 4.98 0.11 0.79 5.88

贺州市 5.03 0.03 0.51 5.57

河池市 3.08 0.04 0.68 3.80

来宾市 3.49 0.36 0.48 4.33

崇左市 2.72 0.10 0.97 3.79

合计 69.98 3.18 18.81 9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