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厦府办〔２０２２〕７４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厦门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１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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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

试点工作方案

为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推进低效工业用地

再开发,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６１号令)和

«厦门经济特区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若干规定»等规定,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的工作要求,

通过摸清底数、理顺机制、创新政策、开展试点,进一步探索构建具

有厦门特色的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工作体系,推进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为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作出贡献.

二、工作目标

在城市更新框架下,完善低效工业用地认定标准,构建“正向

激励＋反向倒逼”的政策机制,引导和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低效工业

用地集中连片再开发,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力争２０２２年１２月

底前完成全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试点项目申报和标图建库,

２０２３年４月在岛内及岛外４区陆续启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试

点项目实施.通过试点工作,逐步建立起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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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机制.

三、试点对象

本次试点对象为全市工业控制线内的低效工业用地,按照“工

改工”要求,开展集中连片再开发.低效工业用地的具体认定标准

由市资源规划部门会同市工信部门制定.

集中连片再开发,是指将低效工业用地集中分布区域及周边

划定为成片改造区域,结合园区产业发展导向重新调整规划,开展

提升产业为主、完善配套为辅的集中再开发改造.

工业控制线外的低效工业用地项目因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需

要确需参照本方案实施再开发改造的,由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以下简称“各区、开发区”)报市政府研究.

四、再开发模式

本次试点工作主要围绕政府委托市场主体整备开发、土地权

利人自行改造、开发企业收购改造三种模式来推进低效工业用地

集中连片再开发.

(一)政府委托市场主体整备开发

由市政府或各区、开发区依法委托市场主体开展土地整备以

及通用厂房建设、招商运营等工作.

(二)土地权利人自行改造

在符合规划和建筑安全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土地权利人按照

新的片区产业规划导向,进行厂房新建、改建、扩建等“工改工”提

升改造.对于有意向但无能力独自开展再开发改造的土地权利
—３—



人,鼓励其通过招引优质企业入股联营等形式开展低效工业用地

再开发建设、招商及产业运营.

(三)鼓励开发企业收购改造

鼓励优质开发企业通过产权过户等方式取得低效工业用地使

用权,并依据片区产业规划导向进行再开发改造,引入新型产业业

态,实现片区产业转型升级.

五、工作内容

(一)全面开展调查摸底

市资源规划、工信部门组织各区政府开展工业控制线内项目

调查摸底工作,对低效工业用地进行认定,明确低效工业用地四

至、面积、产业类型、权属、开发利用现状、投入产出水平、低效类型

和权属人改造意愿等信息.

(二)研究创新政策体系

市资源规划部门会同市发改、工信、财政、金融等部门,开展低

效工业用地再开发政策研究,通过土地、税收、财政、金融等多重手

段,形成“正向激励＋反向倒逼”的创新机制,推动低效工业用地权

利人主动申请再开发改造,激发市场主体参与低效工业用地再开

发的积极性.

(三)组织申报试点项目

各区、开发区按照“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分步推进”的原则,筛

选１~２个符合本市产业发展导向的、有代表性的、改造意愿强烈、

能结合周边形成连片改造的低效工业再开发试点项目,向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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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信部门申报.

(四)开展项目标图建库

市资源规划部门对各区、开发区申报的试点项目内的低效工

业用地进行标图建库,构建本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改造试点项

目数据库.

(五)分阶段推进改造实施

１．编制试点改造策划.各区、开发区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要求,结合区域产业规划,编制试点项目改造策划.策划主要包括

项目片区现状概况与分析、项目更新目标与更新方式、项目产业发

展引导、项目功能定位、项目用地布局、项目控制指标、项目经济平

衡测算等.

２．编制改造实施方案.由各区、开发区组织相关部门或委托

相关主体编制试点项目改造实施方案,内容包括实施主体、改造模

式、建设时序、项目运营计划等.

３．推进试点项目实施.根据改造实施方案,明确和细化工作

机制和流程,强化全周期链条监管,形成多部门合力,有序推进试

点项目再开发改造.各区、开发区为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负责筛

选实施主体、编制改造实施计划、落实项目管理监督、组织实施效

果评估.

４．总结经验推广.建立项目实施效果跟踪评价制度,及时汇

总试点项目再开发改造工作情况,定期对试点项目实施效果、经济

效益等进行评价分析,依据评价结果及时完善和改进相关政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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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审批流程.

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由市资源规划部门牵头完善

本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相关政策,对全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

工作中涉及的主体职责、项目认定、项目申报、规划编制、模式选

择、项目实施、监督管理等内容进行明确,并作为全市推进低效工

业用地再开发工作的指导依据.

六、时间安排

(一)工作启动(２０２２年８月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底前完成各区、开发区低效工业用地清单报送

工作和试点项目筛选工作;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前完成试点项目申报

和标图建库工作.

(二)试点工作实施(２０２３年１月起)

２０２３年１月启动各试点项目改造策划编制工作;２０２３年３月

启动各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工作;２０２３年４月各区政府陆续启

动试点项目实施.

(三)总结提升(２０２４年３月至２０２４年５月)

试点过程中,市资源规划部门及时跟踪总结相关经验,逐步完

善工作机制,２０２４年５月底前形成试点工作经验总结报告,上报

市政府.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厦门市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全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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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议事决策机构,负责统筹领导全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工

作,研究确定体制机制、配套政策等重大事项,定期听取有关工作

进展情况汇报.领导小组下设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工作专班,负

责推动落实领导小组作出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推进低效工业用

地再开发试点工作.工作专班挂靠市资源规划局,组长由分管资

源规划的副市长兼任,副组长由市资源规划局主要领导兼任,成员

单位由市发改委、财政局、资源规划局、工信局、建设局、各区、开发

区等组成.

(二)完善协调推进机制

工作专班将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协调推动等机制,

各有关部门要明确分工,落实工作责任,主动作为,形成工作合力,

积极做好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工作专班定期组织召开

调度会,研究审议试点项目推进事宜.重大项目可视情况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研究.

(三)强化监督管理

工作专班对全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各个环节开展针对性的

督导、考核,定期检查各有关单位任务完成情况,并向领导小组报

告.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予以通报、督办;对处置工作责任落

实不到位、弄虚作假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问责.在推动试点项目

再开发期间,全面接受社会公众、社会舆论和媒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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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单位:各片区指挥部.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