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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十三五”规划》
（修订本）政策解读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一、规划修订的背景及意义

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宁夏回族

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

称《纲要》）进行了修订并正式印发，同时为确保自治区“十

三五”各专项规划与修订后的《纲要》内容相衔接，要求修订

自治区“十三五”各专项规划和市县（区）“十三五”规划纲

要。《自治区新型城镇化“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属于自治区 23 个重点专项规划之一，为确保该规划与修订后的

《纲要》一致，同时顺应国家、自治区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对

城镇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结合发展实际，根据《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修订自治区“十三五”各专项规划和市县（区）

“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通知》（宁政办发〔2018〕93 号）要求，

对《规划》进行了修订，以确保《规划》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二、《规划》修订情况

本次修订重点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修订本）》为依据，结合“十三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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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宁夏新型城镇化发展实际，充分征求并吸收借鉴自治区城镇

化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意见建议，同时在保持《规划》连续性、

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各项任务完

成提供有力保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修订：

（一）按照自治区相关排查要求，对《规划》文本中不符

合国家、自治区有关方针政策的文字表述进行了排查和修改。

此类修改共计 6 条。

（二）对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修订本）》以及各成员单位提出的意见建议，

对与国家、自治区相关文件表述不一致或不准确的内容进行了

修改。如“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与《自治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修订本）主要指

标保持一致；铁路建设内容与《国家铁路网“十三五”规划》

表述保持一致等。此类修改共计 20 条。

（三）根据“十三五”以来宁夏新型城镇化发展实际，部

分指标和内容与实际有差异，对各成员单位提出的、有充分理

由和依据的修改意见，进行了相应调整。如西海固地区脱贫饮

水工程和盐红同革命老区脱贫饮水工程前期工作尚不完备，近

期不具备开工建设条件；银川至宁东城际铁路、银川城市轨道

交通项目“十三五”期间暂不实施；乌玛高速青铜峡至中卫段

项目（133 公里）实际开工时间比预期开工时间推迟了一年多，

2020 年无法建成通车，从而影响全区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此

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5%AE%81%E5%A4%8F%E5%9B%9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E8%83%BD%E6%BA%90
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5%AE%81%E5%A4%8F%E5%9B%9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E8%83%BD%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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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修改共计 10 条。

三、修订后《规划》的主要内容

（一）总体思路：《规划》（修订本）紧紧围绕贯彻中央

和自治区新型城镇化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重点落实自治

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三大战略”、“五个扎实推进”具

体要求，以有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主线，认真落

实宁夏空间规划明确的“一带三区、一主两副”总体空间格局，

加快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建设由规模扩张

向质量提升转变，着力构建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走出

一条具有宁夏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为实现经济繁荣、

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二）总体目标：到 2020 年，把宁夏建设成为宜居宜业的

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基本形成“区域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

—县域中心城市—镇”四级级配合理、优势互补、功能完善、

特色鲜明、空间紧凑的城镇体系，“一带三区、一主两副”总

体空间格局更加协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资源

环境利用水平明显提升，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

（三）具体指标：包括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镇

基础设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环境资源等五个方面共 20 个指

标，重点指标内容如下：

——城镇化方面。到 2020 年，全区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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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

——经济发展方面。到 2020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7.5%以上，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94%，城镇和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8%和 9%。

——城镇基础设施方面。到 2020 年，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

达到 98%，燃气普及率达到 85%，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分别达到 95%，家庭宽带接入能力达到 100Mbps，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到 2020 年，城镇失业人员、

农民工、新增劳动力有培训意愿的全部纳入职业培训计划。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590 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到 395 万人（含机关事业单位）。

——环境资源方面。到 2020 年，新增城镇人口人均建设用

地面积控制在 120 平方米以内，城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达到 15%，

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50%，城镇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8%，地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大于 78%。

（四）《规划》的主要任务

1.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国家、自治区重点

安排，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核心任务，明确了

要通过加速社会融合、分担保障成本、健全配套体系等具体措

施，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生活落户，确保让更多人民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 5 -

2.全面提升城市功能。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从提高

规划设计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和群众生活质量，打造绿色城市、人

文城市。

3.强化综合交通网络支撑。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通

主动脉，畅通微循环，促进公路、铁路、航空有效衔接，加快

构建以快速交通为骨干、连通全国交通网络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大力完善区内路网，提升道路质量，支撑银川都市圈建设，

带动全区城乡一体化发展。

4.建设美丽乡村。遵循城乡差异化发展规律，统筹推进新

农村建设，大力实施“规划引领、农房改造、收入倍增、基础

配套、环境整治、生态建设、服务提升、文明创建”八大工程，

到 2020 年，90%规划村庄达到干净整洁的美丽宜居乡村。

5.加大产业就业支撑。统筹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

优化，促进一产提质增效、二产转型升级、三产加快发展，构

建新型城镇化产业支撑体系，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联动。

6.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树立精明增长理念，尊重城市发展

规律，通过深入推进依法治市、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完善城市

治理结构、强化建筑质量安全管理和城市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等

方面，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全面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

7.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和完善人口服务和管理制度，深化

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城镇化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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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五）《规划》的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自治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协调全区城镇化工作。各成员单位加强对城镇化工作的指导、

监督和协调，依据本规划细化工作方案，定期研究部署，落实

相关政策。各市、县（区）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研

究确立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制定年度计划，

落实责任分工，多方筹措资金，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

2.加大规划监管。建立规划中期评估制度，及时掌握规划

落实情况。建立健全规划责任追究制度，将新型城镇化规划实

施情况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和离任审计，对违反城镇化

规划及相关规划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和处罚，确保规划的权威

性和严肃性。

3.强化项目支撑。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交通通信设施、

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驱动等城镇化重大项目建设。建立重大

项目建设目标责任制，明确责任单位、时间表和路线图，狠抓

工作落实，确保重大项目如期完成。

4.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示范。选择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

城镇，开展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推动相关政策和举措率

先在试点地区落地，探索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积累可复

制推广的经验。

5.强化监督考核。建立健全新型城镇化绩效评价和监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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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机制，制定考核办法，把新型城镇化工作纳入各级政府效能

目标和各相关部门责任考核，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保障规划顺

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