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A 包项目需求 

1、项目名称 

“十四五”背景下深化海南省多规合一改革的重点问题研究及重要专项规

划纲要编制 

2、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十四五”背景下深化海南省多规合一改革

的重点问题研究及重要专项规划纲要编制 
1 项  

3、项目详细要求 

3.1“十四五”背景下深化海南省多规合一改革的重点问题研究及重要专项规划

纲要编制 

3.1.1 项目背景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

学发展、绿色崛起，立足海南城镇发展特点，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人

民群众幸福感为导向，以促进三大主导产业发展为目标，完成“十四五”海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体系规划建设、海南省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规划布局、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的产业园区空间布局规划及用地指标体系等专项研究。 

3.1.2 工作目标 

在科学研判海南省十四五期间城镇化进程基础上，结合省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和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编制规划内容，完成十四五海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

体系规划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的产业园区空间布局规划及用地指

标体系、海南省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规划布局研究，并通过相关专题研究，为推

进海南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和全省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和规划提供基础支撑。 

3.1.3 工作内容 



3.1.3.1“十四五”海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体系规划建设研究 

通过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产业发展趋势、城乡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趋

势异等影响海南省城镇发展的主要因素，综合评价影响城镇发展的制约因素，

提出十四五海南城镇建设的目标、任务及要求；提出城镇化进程中重要资源、

能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的要求；提出省域综合交通和

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布局的建议；提出需要从省域层面重点协调、引

导的地区。 

3.1.3.2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的产业园区空间布局规划及用地指标

体系研究 

对海南省 20 重点产业园区的现有规划进行梳理，主要内容包含产业园区的

规划范围、规划规模、产业定位、空间布局等，为产业园区开发边界及规模调

整提供依据。重点统计园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情况，包括学校、医院等重要公

共服务设施规划规模。通过现状调查、权属叠合以及与“多规合一”等多要素

比对综合分析，预测产业园区可开发利用空间规模，分析园区土地实际利用效

率等，为产业园区项目落地提供基础条件分析。 

3.1.3.3 海南省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规划布局研究 

摸清全省范围内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底数，分析各类设施的特点与不足；

分析新背景下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新需求、新趋势；结合国家及海南相关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及海南地方特点确定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

设标准；结合发展需求分类对海南省的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社会福利、

卫生等设施的空间布局提出优化提升建议；对近期建设和规划实施策略进行合

理安排。 

3.1.4 工作成果要求 

工作成果以专题报告为主要形式，经过上述研究，最终形成如下成果文件：

《十四五海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体系规划建设研究报告》、《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背景下的产业园区空间布局规划及用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海南

省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规划布局纲要研究报告》。 

4、其他要求  

4.1报价人必须根据所投内容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成交



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成交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

如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

理。 

4.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0日历天。 

4.3商务要求 

4.3.1 服务地点：海南省 

4.3.2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付 30%，余款按进度付款。（具

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4.3.3 验收要求：最终研究报告将采取采购人连同经组织的相关专家论证、

评审并呈报批准认可的方式进行验收。 

中标人有义务参加有关部门对其提交成果进行评审时的技术答辩工作，有

义务提供其他引用该成果工作评审必需的技术支持工作。 



B 包项目需求 

1、项目名称 

海南村庄规划实施机制研究、海南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研究、海南村庄规划

编制标准研究、海南村庄开发管控办法研究 

2、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海南村庄规划实施机制研究、海南村庄规划

编制办法研究、海南村庄规划编制标准研

究、海南村庄开发管控办法研究 

1 项  

3、项目详细要求 

3.1海南村庄规划实施机制研究、海南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研究、海南村庄规划编

制标准研究、海南村庄开发管控办法研究 

3.2.1 工作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

意见》（中发〔2019〕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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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自

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的意见》（农规发

〔2019〕1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19〕35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村

庄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琼府办函〔2020〕125号）等文件精神，根据全省

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工作部署，实施《海南省村庄规划管理条例》，

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深化本省“多规合一”改革，加快推进全省“多规合

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规范村庄规划的编制和审批程序，完善村庄规

划实施机制和开发管控机制。 

3.2.2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问题为导

向，注重实效，积极落实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切实解决群众居住、生活刚



性需求，充分考虑资源要素可持续利用，规范农村规划建设秩序，引导村民适

度集中居住，为我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释放乡村发展潜力,切实提高乡村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3.1.3 工作主要任务及内容 

本次规划内容包括海南村庄规划实施机制研究、海南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研

究、海南村庄规划编制标准研究、海南村庄开发管控办法研究内容四部分。 

3.1.3.1海南村庄规划实施机制研究 

为充分应对规划体系和编审改革对村庄规划实施的影响，推动村庄规划与

部门规划协同，满足国家政策要求和海南省乡村地区发展新趋势的新需求，提

高村庄规划实施效能，并切实解决海南省村庄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开

展海南村庄规划实施机制专题研究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1）梳理海南省现行村庄规划管理机制、管理技术体系和实施制度体系； 

2）研究新形势、新背景下对海南村庄规划实施的新要求； 

3）研究国内其他村庄规划实施的创新经验研究； 

4）提出海南村庄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和配套政策建议。 

3.2.3.2海南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研究 

为规范海南省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提高村庄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海南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研究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提出村庄规划的主要目的、适用范围、编制范围、规划期限、总

体要求、工作机制等； 

2）研究明确村庄规划的组织编制、工作底图、编制内容要求、规划成果

要求、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等具体编制要求； 

3）规范村庄规划编制和审批程序，研究明确村庄规划的编制、审批和修

改流程和相关要求等。 

3.1.3.3海南村庄规划编制标准研究 

为适应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规范海南省“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

划编制工作，根据有关政策要求和法律法规，结合海南省实际情况，制定海南

村庄规划技术标准指导村庄规划编制，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提出村庄规划工作流

程、分类指引、编制内容要求、编制成果要求及其他技术内容。 



3.1.3.4海南村庄开发管控办法研究 

为保障村庄规划相关内容的有效落实，指导村庄有序发展，科学引导村庄

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结合海南省实际情况，开展海南村庄开发管控办法

研究，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制定村庄规划实施的总体要求和各项规划内容的实施细则； 

2）研究制定村庄风貌管控要求、村庄工程建设项目报批流程等内容。 

3.1.3 工作成果要求 

工作成果以专题报告为主要形式，经过上述研究，最终形成如下成果文件：

《海南省村庄规划实施机制专题报告》、《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办法》、《海

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标准专题报告》、《海南省村庄开发管控办法专题报告》。 

4、其他要求  

4.1报价人必须根据所投内容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成交

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成交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

如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

理。 

4.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0日历天。 

4.3商务要求 

4.3.1 服务地点：海南省 

4.3.2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付 30%，余款按进度付款。（具

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4.3.3 验收要求：最终研究报告将采取采购人连同经组织的相关专家论证、

评审并呈报批准认可的方式进行验收。 

中标人有义务参加有关部门对其提交成果进行评审时的技术答辩工作，有

义务提供其他引用该成果工作评审必需的技术支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