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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闫东浩、吴洪伟、曾勰婷、刘玉、吴长春、吴比、胡恩磊、宋昆、赵明、王征、李荣、任艳

敏、钟峰、唐秀美、王亮、贾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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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以下简称县级规划)编制的总则、准备工作、基础研究、规划

编制、成果论证、成果报批与应用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县级行政区(包括地级市辖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２１０１０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３０６００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

GB/T３３４６９　耕地质量等级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高标准农田　wellＧfacilitatedfarmland
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力强,与

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耕地.
[来源:GB/T３０６００,３１]

３２
永久基本农田　permanentbasicfarmland
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照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

用途的耕地.
[来源:GB/T４３２１４,３１１]

３３
高标准农田建设　wellＧfacilitatedfarmlandconstruction
为减轻或消除主要限制性因素、全面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而开展的田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

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土壤改良、障碍土层消除、土壤培肥

等农田地力提升活动.
[来源:GB/T３０６００,３２]

３４
农田建设分区　typezoneofthewellＧfacilitatedfarmlandconstruction
依据县域自然基础条件、农田生产特征等因素,确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制约因素、主攻方向和建设重

点上基本一致的建设区域.

３５
农田建设潜力　wellＧfacilitatedfarmlandconstructionpotential
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因素限制下,规划期内县域符合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的区域、面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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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总则

４１　规划定位

县级规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建设标准、建设内容、拟建项目的总体安排和综

合部署,是对国家、省、市级规划的细化落实,是县级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依据和行动指南.

４２　编制原则

４２１　科学规划,加强衔接

规划编制要根据规划编制的内容,有针对性开展基础研究、成果分析论证,衔接相关规划,提高规划成

果的战略性、统筹性、科学性.

４２２　因地制宜,注重实施

规划内容编制和保障措施制定要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农村发展需求等因素,规划

成果应有地方特色,保障措施有可操作性.

４２３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规划编制要发挥县级人民政府统筹作用,建立高效协同的规划编制工作机制,广泛听取基层政府、部
门、专家和社会公众对规划成果的意见和建议.

４３　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有关耕地保护的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b) 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建设标准等;

c) 已批复的相关行业规划;

d) 有关耕地质量、农田基础设施调查成果等.

４４　编制程序

规划编制程序包括准备工作、基础研究、规划编制、成果论证与公示,具体要求见附录 A.

５　准备工作

５１　组织准备

５１１　应制定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方案内容包括规划编制的工作目标、任务分工、时间进度、经费保障等

内容.

５１２　应组建涵盖农田建设管理、农田水利、土壤学等专业领域的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团队和技术支撑团

队.

５１３　应宣传动员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利害关系的村集体、村民等参与规划编制.

５２　技术准备

５２１　基础资料收集

规划编制单位应根据规划编制需要,采取部门收集、现场调研等多种方式收集基础资料,应对收集的

资料进行必要的筛选、核查和整理,采用的资料应经规划编制主管部门确认.资料内容见附录B.

５２２　县级规划基数确定

以上位规划规定的基期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和已建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成果作为规划基数.

５２３　基础图件准备

基础图件应根据规划编制需求准备,包括但不限于基期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下简称“两区”)、大中型灌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项目区分布等矢量数据.基础底图应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驻地、行政界线、主要道路交通、主要河流水

系、主要沟渠、名称注记、地形等要素信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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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基础研究

规划编制应根据规划编制内容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耕地利用现状分析、农田建设现

状分析、建设潜力分析、典型项目分析、水资源平衡分析等研究,研究要求见附录C.

７　规划编制

７１　建设目标确定

以建设潜力分析研究成果为基础,依据上级规划要求,确定县域规划期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改造提

升和新增高效节水建设的区域分布、建设面积等可量化的约束性和预期性建设目标指标,具体指标及要求

见附录D中表D４.

７２　建设分区划定

７２１　县级规划应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农业生产特征,考虑建设分区划分的必要性.

７２２　建设分区划分应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农业产业发展、耕地主要障碍因素等,在确定的规划期高

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内,按照农田建设制约短板、主攻方向、产能目标、建设要求相对一致原则,划定农田建

设分区.

７３　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制定

以典型项目分析或调研分析成果为基础,综合考虑上级规划要求和部署、当地政府财政投入能力等因

素,确定规划期不同建设区、不同项目类型的亩均投资标准(有条件的可细化到单项工程投资标准)、工程

建设标准和相应的建设内容.

７４　建设任务落实

７４１　项目安排

在划定的建设分区范围内,以行政村为单元,采取建设需求调研、现场勘察等形式,确定规划期拟建项

目的类型、建设范围、建设规模.

７４２　项目内容确定

以拟建项目为单元,依据确定的建设标准、建设内容,结合建设需求调研、现场勘察结果,确定项目建

设工程布局和建设内容.有条件的可根据确定的创新性建设内容,规划相应的示范工程.

７４３　项目投资概算

以拟建项目为单元,依据确定的亩均投资标准或项目建设内容、单项工程投资标准,概算项目资金投

资需求.

７４４　建设时序确定

综合考虑项目建设难度、农业产业发展、乡镇建设需求、资金投入水平等因素,制定项目优先序安排原

则,以拟建项目为单元,确定项目实施的年度.

７４５　建立项目储备库

依据规划期建设目标,结合拟建项目类型、建设规模、投资金额等要素,确定规划期计划实施的项目,
形成项目储备库清单,见表D５.

７５　投资估算

７５１　资金需求测算

根据项目投资概算结果,以纳入项目储备库的农田建设项目为单元,分年度、分项目建设类型统计汇

总农田建设资金需求.

７５２　资金来源渠道

综合考虑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水平、县级财政投入能力、多元化筹资能力等因素,确定规划期项目建

设资金来源类型、金额等.

７６　效益评价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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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１　经济效益

重点从亩均粮食综合产能提升、亩均增收节支费用等方面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

７６２　社会效益

重点从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进行定性与定量

分析.

７６３　生态效益

重点从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农田生态功能等方面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

７７　规划实施保障

依据规划期农田建设目标与任务,结合当地实际,从项目实施的组织领导、资金投入、科技支撑、队伍

建设、后续管护等方面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保障措施.

８　成果论证

８１　在规划编制的主要阶段,应采取举行座谈会、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项目区乡镇、村、新型经营主

体、农民群众代表等利害关系人对阶段性成果的意见和建议.

８２　规划涉及的重大问题应组织专家开展咨询论证.

８３　规划成果应征求同级发展和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水利等部门(单位)意见.

９　成果要求

９１　规划文本

县级规划文本应表述准确规范,简明扼要,文本内容应满足第７章的要求,文本框架见附录E,文本附

表见附录E１.

９２　编制说明

编制说明是对规划文本的补充,应包含规划背景与基础、规划编制主要过程、规划主要内容、重要问题

处理、规划成果构成等内容.

９３　规划图件

９３１　规划图件应包括但不限于县域区位图、县域土地利用现状图和规划期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图.

９３２　规划图件应通过不同的符号、颜色、注记等方式来反映专题要素,直观地反映规划成果.

９３３　提交规划图件应为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规划图件编制见附录F的有关要求.

９４　附件

规划附件主要包括县级规划编制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报告、调研报告、基础资料、专题报告、会议纪要、
部门意见、专家论证意见、公众参与记录、成果归档说明等.

１０　成果报批与应用

１０１　规划成果经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并报省、市两级农业农村部门

备案.

１０２　县级规划成果经批准后,应向社会公告.

１０３　对县级规划成果实施状况进行动态评估、监测和预警.

１０４　县级规划成果的调整、修改应遵照有关规定进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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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程序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程序见图 A１.

图A１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程序

５



NY/T４７３１—２０２５

附　录　B
(资料性)

基础资料调查内容

B１　县域基本情况资料.主要包括县域区位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资料.

B２　自然条件资料.主要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土壤、水文、自然灾害等资料.

B３　耕地资源状况资料.主要包括耕地保有量、“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最新县域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耕
地质量等级评价成果、土壤普查成果等资料.

B４　水资源状况资料.主要包括地表骨干水系、地下水补给与灌排工程分布、现状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节水灌溉面积、规划期农业水资源配置结果、灌区工程建设改造项目等资料.

B５　农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两区”划定成果、农业发展、粮食生产、种植结构、农田水利等资料.

B６　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资料.主要包括历年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调查评价资料、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

成果、上一轮规划期高标准农田建设总结报告等资料.

B７　有关规划、标准及调查成果.主要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的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林草、水利、生
态环境等部门制定的规划、标准及调查等资料.

B８　其他资料.主要包括相关政策性文件、区域发展规划、工作报告、学术文献等资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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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应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作基础和成果,依照相关技术标准或规定开展,基础研究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研究.

C１　耕地利用现状分析

C１１　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

综合分析县域气候、地质、地貌、土壤、水文、灾害等自然条件和县域经济、农村人口、乡村产业、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等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提出县域影响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

C１２　耕地资源数量与质量

依据基期年国土调查数据,参照 GB/T２１０１０规定的耕地分类,分耕地类型统计县域耕地的分布、面
积,重点分析县域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纳入储备区内的区域、面积、占县域耕地的比例等,见表D１.

参照 GB/T３３４６９规定的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指标,重点分析影响区域农业生产的耕地坡度、土壤障碍

因素、耕地质地等的因素的分布、面积,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
依据 GB/T３０６００规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分析现有耕地,重点是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是否属

于高标准农田限制区域、禁止建设区域.

C１３　分析结果的总结归纳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归纳总结耕地利用的特点、问题及其原因,提出要解决耕地利用重大问题需要采

取的农田建设工程措施、建设要求等.

C２　农田建设现状与需求分析

C２１　已建数量与质量

依据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成果,分年度、项目类型汇总统计县域已建高标准农田的区域、面积,见附录

表D２.
依据历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调查评价成果,结合现场勘察结果,客观评价已建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

运行情况,见附录表D３.

C２２　建设成效

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农民增收致富、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全方位总结高标

准农田建设成效与经验做法.

C２３　建设存在的问题

分析上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建设目标制定、任务落实、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制定、项目组织实施、建
后管护、质量监管、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C２４　农田建设需求

依据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农业产业规划等规划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需求,结合县域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区、“两区”等划定成果,分析耕地保护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对农田建设的需求.

C２５　有利条件分析

总结分析当前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政策、管理体制、管理经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等方面的有利

条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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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３　建设潜力分析

C３１　重点建设区域

依据基期年最新国土变更成果,按照 GB/T３０６００规定的高标准农田重点建设区域要素,分析县域高

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建设区域要精确到乡镇、自然村、具体地块.对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分析已划

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不符合划定标准的区域、面积,并从重点建设区域扣除.

C３２　不适宜建设区域

依据 GB/T３０６００规定的高标准农田适宜建设区域要素,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县域不适宜建设区域的

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据基期年最新国土变更成果,确定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不适宜区域,区域要精确到

乡镇、自然村、具体地块.

C３３　限制、禁止农田建设区域

依据 GB/T３０６００规定的高标准农田限制、禁止建设区域要素,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县域限制、禁止高

标准农田建设要素.在此基础上,依据基期年最新国土变更成果,确定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限制、禁止的

区域,区域要精确到乡镇、自然村、具体地块.

C３４　新增建设潜力分析

依据上述分析成果,依据基期年最新国土变更成果、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成果,从现有耕地建设区域

内扣除不适宜建设区域、限制建设区域、禁止建设区域和已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扣除后的区域为县域

新增建设潜力区域.

C３５　改造提升潜力分析

依据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成果,结合已有的项目建设质量调查资料,采取现场踏勘的形式,调查已建

项目农田基础设施运行情况,评定已建项目的质量,确定需要改造提升的项目,以及改造提升的方向与

重点.

C４　典型项目分析

C４１　典型项目应从不同建设区内选择,并能够反映不同的水源条件、灌溉方式、作物种植结构、地形地

貌等特点.

C４２　典型项目分析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设计标准、工程概算定额,围绕解决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限

制因素,规划典型项目区作物布局、工程布局,估算项目工程量和投资水平.

C４３　典型项目分析也可选择已建典型项目,依据项目初步设计资料开展补充设计和分析.

C４４　典型项目分析应达到可行性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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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文本参考框架

　
前言

第一章　建设形势

１１　基本情况

分析介绍县域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农业生产、农田基础设施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的基本情况,以及对

农业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影响.

１２　建设成效

分析已建高标准农田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农民增收致富、生态环境改善等

方面取得的成效与经验做法.

１３　主要问题

分析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落实、项目组织实施、建后管护、质量监管、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的主要

问题.

１４　有利条件

分析当前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政策、管理体制、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有利条件.
第二章　总体要求

２１　指导思想

明确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思想基础、目标定位、总体思路等.

２２　规划原则

明确规划编制在编制方法、组织管理、成果要求等方面的原则与要求.

２３　建设目标

阐述建设目标确定的依据与方法,明确规划期间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改造提升、高效节水灌溉新增

建设的目标以及新增粮食生产保障能力.
第三章　建设分区(没有分区的可以不写)
阐述建设分区划定的依据与方法,提出不同建设分区的制约因素、主攻方向、产能目标和建设要求.
第四章　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

４１　建设标准

阐述建设标准确定的依据与方法,明确不同建设区、不同项目类型的工程建设标准和投资标准.

４２　建设内容

阐述规划期内农田基础设施工程、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等建设内容确定的依据与方法,以及计划开展的

示范工程.
第五章　建设任务落实

阐述项目安排、建设内容确定、项目投资概算、建设时序确定的依据与方法,明确规划期纳入项目储备

库的项目清单.
第六章　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６１　估算依据

列举项目投资估算的依据.

６２　资金测算

阐述资金测算的依据与方法,估算规划期总的资金需求,以及分年度、分项目类型资金需求.

６３　资金筹措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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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划期项目建设资金来源类型、金额等.
第七章　效益分析

７１　经济效益

分析预计在亩均粮食综合产能提升、亩均增收节支费用等方面的效益.

７２　社会效益

分析预计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等方面的效益.

７３　生态效益

分析预计在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农业生态环境和农田生态功能等方面产生的效益.
第八章　保障措施

明确在组织领导、资金投入、科技支撑、监督考核、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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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文本附表

　
县域耕地利用及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见表D１.

表D１　县域耕地利用及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耕地类型

面积

万亩

已建高标准农田

万亩

未建高标准农田

万亩

总面积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
所占比例

％

总面积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
所占比例

％

总面积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
所占比例

％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总计

注:已建高标准农田是指截止到规划基期年,已实施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耕地(规划基期年仍为耕地),包括已完成高标准农

田项目上图入库的耕地和列入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并已完成建设但未上图入库的耕地.未建高标准农田是指未实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耕地.

县级已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清单见表D２.

表D２　县级已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清单

序号
项目原

主管部门

项目

名称

建设任务

所属年度
建成年度

项目所在

乡镇、村

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面积

亩

总投资

万元
备注

１

２



乡镇已建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利用情况见表D３.

表D３　 乡镇已建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利用情况调查

序号

已建

项目

名称

涉及

行政

村

耕作田块是否

满足机械作业

和田间管理

灌溉水源是

否有保障

灌排工程是否

满足灌溉排涝要求

农田道路是否

满足机械作业

农田林网、坡面

沟道防护是

否完善

满足
基本

满足

需改

造提

升

有保

障

基本

有保

障

需改

造提

升

满足
基本

满足

需改

造提

升

满足
基本

满足

需改

造提

升

完善
基本

完善

需改

造提

升

１

２



总计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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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主要指标见表D４.

表D４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 目标值 属性

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

　到∗∗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万亩

　到∗∗年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万亩

　到∗∗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万亩

约束性

２ 　高效节水灌溉建设
　到∗∗年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万亩) 预期性

　规划期内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万亩) 预期性

３ 　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新增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提高　　　(千克/亩) 预期性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　　　 预期性

４ 　新建高标准农田亩均节水率 ％ 预期性

５ 　建成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覆盖率 ％ 预期性

 

　　注:“可选”表示可根据地方实际进行选择,并确定是约束性或预期性.各地可因地制宜提出其他规划指标.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项目储备库见表D５.

表D５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项目储备库

序号
建设

类型

规划

年度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规模

新增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

建设

内容

建成

年度

亩均

投资需求

预计

总投资

１



合计

　　注:建设类型包括新建类、改造提升类和高效节水灌溉类.规划年度指项目拟立项年度;建成年度指项目拟竣工年度.
建设地点到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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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图件编制要求

　

E１　总则

E１１　在县级规划图件编制过程中按照本要求的有关规定执行.

E１２　制图以图件比例尺和要素表达的需求开展制图综合,进行要素取舍,突出表达主题要素.

E１３　平面坐标系统采用“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２０００)”,高程系统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均
采用北方定向.图件比例尺可根据县域实际情况确定,推荐采用１∶５万或１∶１万.

E１４　根据需要,可将若干张图件合并表达,也可以分为多张图件表达.各地可结合实际,增补其他现

状图件、规划图件.

E１５　规划图件应标出图名、图廓、地理位置示意图、指北针、比例尺、图例、制图单位和时间等.项目区

范围用红线标注.

E２　图件要求

E２１　现状图

现状图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图件:

a)　县域区位图(可选);

b) 县域耕地分布图(必备,基期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成果为基础数据);

c) 县域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必备,以县级国土空间规划数据成果为基础数据);

d) 县域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分布图(可选);

e) 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图(可选);

f) 已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分布图(必备);

f) 地表骨干水系、地下水补给与灌排工程分布图(可选);

E２２　规划图

规划图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图件:

a)　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分区图(可选);

b) 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潜力分布图(可选);

c) 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分布图(必备,落实到耕地图斑);

d) 县域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分布图(必备,落实到耕地图斑);

e) 县域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分布图(必备,落实到耕地图斑);

f) 县域高标准农田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分布图(可选,落实到耕地图斑);

f) 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项目分布图(可选).

E３　基础底图

基础底图应以规划基期年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底图,基础底图包括政府驻地、行政界线、主要道路交通、
主要河流水系、名称注记、地形等自然要素,以及规划目标年的耕地保护目标分布、永久基本农田分布、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分布、大中型灌区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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