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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土资源厅文件
川自然资规〔2020〕8 号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新增耕地核定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四川省新增耕地核定办法（试行）》已经自然资源厅2020 年

第 22 次厅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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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新增耕地核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新增耕地管理，确保新增耕地数

量真实、质量可靠，指标信息可追溯、可跟踪、可核实，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

〔2017〕4 号）、《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

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川委发〔2018〕9 号）、《国土

资源部关于严格核定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8〕31号）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新增耕地，是指各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

发展改革、财政、水利等部门以及社会主体通过对未利用、低效利

用和闲置、损毁和退化的土地进行开发、整理、复垦、修复等措施

新增加的可用于耕地占补平衡的耕地。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新增耕地核定，是指为确保新增耕地数量

真实、质量可靠，采取内业核实与外业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增

耕地来源合法合规性、地类、面积、质量等别和产能等进行核实认

定的专项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各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和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财政、水利等部门立项并组织实施

以及社会主体自主实施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各类项目”）新增耕地的核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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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按相关规定办理，历史遗留工矿废弃

地复垦建新指标实行分类管理的，新增耕地的核定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新增耕地的核定参照执行。

第五条 新增耕地实行归口管理、统一核定。市、县要建立“政

府领导、自然资源牵头、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的核定工作机制，

明确部门分工，强化协作，落实共同责任。

第六条 各类项目的新增耕地经核定并在自然资源部耕地占补

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备案后，方可用于耕

地占补平衡。

第二章 新增耕地来源

第七条 未利用、低效利用和闲置、损毁和退化的非耕地地类

可作为新增耕地来源。包括其他草地、裸土地等宜耕未利用地，工

矿用地、农村宅基地等建设用地，田坎、农村道路、坑塘水面、沟

渠等除耕地以外的农用地。

第八条 开发未利用地，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和评估，在规划划

定的可开垦的区域内，经依法批准后进行。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

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

历史形成的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的园地、残次林地等适宜开发

的农用地，经县级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林业草原、农业农村等

主管部门进行可行性评估论证，自然资源厅委托市（州）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组织复核认定后可统筹纳入整治范围。

第九条 新增耕地指标实行新增耕地数量、新增水田和新增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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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 3 类指标分类管理、分别使用。新增耕地数量是指项目竣工验

收后新增加的耕地面积；新增水田包括直接垦造的水田和由旱地、

水浇地改造的水田；新增粮食产能包括新增耕地增加的粮食产能和

提质改造耕地增加的粮食产能。

第三章 核定内容

第十条 来源合法合规性核定。位于自然保护地、地形坡度大

于 25 度的区域、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已经或者规划的退耕还林区

域、水利工程和河湖管理范围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开垦的区域

内的土地不得作为新增耕地来源。项目区建设范围原则上不能与已

备案项目的建设范围重叠，同一建设范围新增耕地只能申请核定一次。

第十一条 地类调查认定。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和《土地变更调查技术规程（试用）》等技术规程的规定执行，耕

地调查认定至二级地类，即水田、水浇地、旱地。涉及耕地提质改

造将旱地、水浇地改造为水田的，在可研阶段必须明确区域和规模，

在规划设计阶段必须进行专题设计，安排必需的工程措施，在验收

阶段必须由专家组出具专题验收意见。旱地、水浇地改造为水田的

工程建设标准和认定、验收标准由自然资源厅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面积认定。新增耕地面积指竣工后项目区内耕地净

面积与开工前项目区内耕地净面积之差。开工前项目区内耕地净面

积以最新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结合实地测量数据认定；竣工后项

目区内耕地净面积依据第十一条中的技术规程结合实地测量数据

认定。项目建设前后田坎面积分别依据开工前半年内和竣工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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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优于 0.2 米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和实地测量数据认定，开工前田坎

面积不得大于根据田坎系数计算的田坎面积。

除开发、复垦项目外，各类项目新增耕地来源的区域仅限于格

田整理、田型调整、“小并大”、坡改梯等土地平整工程措施区域，

其他区域只纳入提质改造认定范围。地块大小、形状、坡度未变化

情况下清除田坎，不得产生新增耕地；田坎材质和修筑工艺未变化

情况下仅减少田坎宽度，不得产生新增耕地。

第十三条 质量等别评定和产能核算。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

规程》（GB/T 28407-2012）等相关技术要求进行评定和产能核算。

平均质量等别采用面积加权平均。项目开工前的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采用最新年度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计算。新增产能为新增耕地

增加的产能与提质改造耕地增加的产能之和。

第四章 核定程序

第十四条 申请核定。各类项目建设主体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向

项目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新增耕地核定申请。

第十五条 县级初审。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各类项目建

设主体提供的申请资料，采取内业核实与外业核查相结合的方式，

利用统一的外业核查软件拍摄照片视频，开展核定，形成初审意见

后报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线下审核）。县级自然资源部门

组织实施的项目竣工验收后自行完成初审。

新增耕地项目填报。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完成初审形成意

见后在监管系统项目备案模块中完成新增耕地项目填报并提交市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线上审核）。新增耕地的规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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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质量等别、坐标、实施前后影像等为必填信息。

第十六条 市级审核。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县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提供的初审意见和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意见后

报自然资源厅复核（线下复核），同步在监管系统中提交自然资源

厅复核（线上复核）。

第十七条 省级复核。自然资源厅根据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提供的审核意见和申请资料进行内业复核，对疑似问题项目开展

外业核查，形成省级复核意见。

第五章 职责分工

第十八条 自然资源厅制定《四川省新增耕地核定与项目备案

技术指引》，完善新增耕地核定工作制度，细化工作流程，强化监

督和指导。

第十九条 各类项目建设主体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及时向项目

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核定申请，提供核定所需的有关

基础资料。

第二十条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

审和新增耕地项目填报并提交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市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市级审核并提交省级复核。

自然资源厅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省级复核入库，疑似问题项目外

业核查不计入时限。

第二十一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委托整治机构等相关专业

机构承担新增耕地核定和项目备案的技术性、事务性工作。

第六章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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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及时做好核定资料立卷

归档，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的保管期限管理。

第二十三条 各类项目建设主体对申请核定资料的真实性、合

法性负责，核定资料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全省通报，不予备案或

冻结指标。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核定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在

新增耕地核定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行贿受贿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自然资源厅按照年度抽查项目数量不低于 15%的

比例开展实地核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整改不到位的，扣减

入库新增耕地指标或暂停入库新增耕地指标使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附件：《四川省新增耕地核定与项目备案技术指引》



附件

四川省新增耕地核定与项目备案

技术指引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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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和指导新增耕地核定和项目备案，确保新增耕地数量

真实、质量可靠，指标信息可追溯、可跟踪、可核实，新增耕地

指标及时纳入自然资源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以下简称

“监管系统”）指标库用于耕地占补平衡，依据《四川省新增耕

地核定办法（试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引。

1. 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和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财政、水利等部门立项并组织实施以

及社会主体自主实施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各类项目”）新增耕地的核定和项目备案。项目备案是指在

监管系统中备案。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

按相关规定办理，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建新指标实行分类管

理的，新增耕地的核定和项目备案按本指引执行。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参照执行。

2. 法律及政策依据

本指引依据下列法律及政策中的条款制定。凡未注明日期的

法律及政策，其有效期版本适用于本指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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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

的意见》（中发〔2017〕4 号）

（4）原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

平衡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3 号）

（5）《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

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川委发〔2018〕9 号）

（6）原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核定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新增耕地的通知》（国土资发〔2018〕31 号）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

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50 号）

（8）《四川省新增耕地核定办法（试行）》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引内容引用了下列标准规范中的条款。凡未注明日期的

标准规范，其有效期版本适用于本指引。

（1）《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 1013-2013)

（2）《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

（3）《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 30600-2014)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721010-2017)

（5）《土地整治术语》(TD/T 1054-2018)

（6）《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7）《土地变更调查技术规程》（试用）

http://www.360doc.com/document/14/0915/17/16803155_409698119.shtml
http://www.so.com/link?m=aDvnksqzsFTyRuxKScL0aMN4bcYJda1z4AugUQqDsy9elrkBjeCaYlZ61YYtQSDjVYBN0JtK+sWQJtcG/be7T+qx42w+E/wniopqjNl1/XxYz+xwxctUp/7/DAupR0T3xWRA8DUMc09OIkQkU99VcauBu6hdxqhrV/yi+blBkmO7uPka1zJau1EIf3WfUlNISRJp7VauKFL49XArxxX1pcmLRf4CBVy0CtzmR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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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术语和定义

4.1 土地整治。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需要，依

据土地整治规划及相关规划，对未利用、低效和闲置利用、损毁

和退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的活动；是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

复垦、土地修复、耕地提质改造的统称。

4.2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或消除主要

制约因素，全面提升农田质量而开展的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

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以

及其他工程建设，并保障其高效利用的建设活动。

4.3 土地开发。对未利用土地，通过工程、生物或综合措施，

使其达到可利用状态的活动。包括开发为农用地和开发为建设用地。

4.4 土地整理。在一定区域内，采取行政、经济、法律、工

程和生物等措施，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治，对土地

利用状况进行调整改造，对土地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提高土地质

量和土地利用效率，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

生态环境的活动。

4.5 土地复垦。对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采

取综合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利用状态的活动。

4.6 土地修复。对受污染土地、退化土地采取综合整治措施，

改变土地不良性状、恢复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活动。

4.7 耕地提质改造。将现有劣质、等级低的耕地，通过改善

土壤、排灌等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质量，或者通过建设农田

水利等设施，改造为水田的土地整治行为。包括中低产耕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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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产耕地、旱地改造为水浇地、水浇地改造为水田、旱地改造

为水田等。

4.8 田坎。梯田及梯状坡地耕地中，主要用于拦蓄水和护坡，

南方宽度大于或等于 1.0m、北方宽度大于或等于 2.0m 的地坎。

4.9 田坎系数。耕地坡度大于 2°时，田坎面积占调查图斑

总面积的比例。

4.10 新增耕地面积（净增耕地面积）。指项目竣工验收后

增加的耕地面积，减去项目实施中占用的原有耕地面积而计算出

的净增加耕地面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11 图斑面积。指地类图斑多边形边界内部所有地类的面

积（如地类图斑含岛、孔，则扣除岛、孔的面积）。

4.12 图斑地类面积。是指图斑面积与扣除地类面积的差值。

4.13 农用地质量分等。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农用地质量分

等规程，利用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和野外补充调查数据，划分现状

耕地质量等别。

5. 新增耕地来源

5.1 允许类

未利用、低效利用和闲置、损毁和退化的非耕地地类可作为

新增耕地来源。包括其他草地、裸土地等宜耕未利用地，工矿用

地、农村宅基地等建设用地，田坎、农村道路、坑塘水面、沟渠

等除耕地以外的农用地。通过提质改造为水田的旱地、水浇地可

作为新增水田的来源。

开发未利用地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和评估，在规划划定的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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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的区域内，经依法批准后进行。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

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

历史形成的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的园地、残次林地等适宜开

发的农用地，经县级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林业草原、农业农

村等主管部门进行可行性评估论证，自然资源厅委托市（州）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复核认定后可统筹纳入整治范围。

5.2 禁止类

位于自然保护地、地形坡度大于 25 度的区域、城镇开发边

界范围、已经或者规划的退耕还林区域、水利工程和河湖管理范

围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开垦的区域内的土地不得作为新增

耕地来源。

5.3 限制类

项目区建设范围原则上不能与已备案项目的建设范围重叠，

同一建设范围新增耕地只能申请核定一次。

坡度大于 15 度的区域，不宜开垦为水田；主要以抽取地下

水方式灌溉的区域，不宜开垦为水田。

6. 核定内容及方法

6.1 来源合法合规性核定

结合最新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和开工前半年内优于 0.2

米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将新增耕地坐标与允许类、禁止类、限制

类等区域叠加分析核定。

6.2 地类调查认定

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721010-2017)、《第三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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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和《土地变更调查技术

规程》（试用）等技术规范进行地类调查认定。耕地调查认定至

二级地类，即水田、水浇地、旱地。开工前地类依据最新年度土

地变更调查成果予以认定，土地变更调查地类与实地现状不一致

的区域不得纳入新增耕地核定范围。竣工后地类依据竣工后半年

内优于 0.2 米高分辨率正射影像、项目竣工图并结合野外实地踏

勘进行认定。

6.3 面积认定

依据“6.2 地类调查认定”中的技术规程及相关测绘技术要

求，对项目建设前后耕地面积进行认定，单位为公顷，保留 4 位

小数。

6.3.1 开工前耕地净面积

依据开工前最新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结合实地测量数据

进行计算。田坎面积需结合开工前半年内优于 0.2 米高分辨率正

射影像和实地测量数据计算。

式中，S 前指开工前项目区内耕地净面积，n 是项目区参与整

治的耕地图斑个数，Si指项目开工前第 i 个耕地图斑面积，Ri指

项目开工前第 i 个耕地图斑内实测田坎面积。

6.3.2 竣工后耕地净面积

项目竣工后，依据“6.2 地类调查认定”技术规程结合实地

测量数据进行计算。田坎面积需结合竣工后半年内优于 0.2 米高

 i

n

i
i RSS  

1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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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正射影像和实地测量数据计算。

式中，S 后指竣工验收后项目区内耕地净面积，n 是项目区耕

地图斑个数，Sj指项目竣工后第 j 个耕地图斑面积。Rj指项目竣

工后第 j 个耕地图斑内实测田坎面积。

6.3.3 新增耕地面积

新增耕地面积由竣工后项目区内耕地净面积与开工前项目

区内耕地净面积之差得到：

式中，S 指新增耕地面积。

6.3.4 新增水田面积

新增水田面积为新增耕地中水田面积、旱地改造为水田面积

与水浇地改造为水田面积的总和。

6.3.5 提质改造耕地面积

提质改造耕地面积指项目实施提质或改造的耕地面积，单位

为公顷。

6.4 质量等别评定

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进行评

定。平均质量等别采用面积加权平均。项目开工前的耕地平均质

量等别采用最新年度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计算。采用国家利

用等，保留 1 位小数。平均质量等别计算公式如下：

前后 SSS 

 j

n

j
j RSS  

1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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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为项目区内耕地平均质量等别，n 是项目区内核定

单元总个数；Ki为第 i 个核定单元的耕地质量利用等别，Si为第

i 个核定单元的图斑地类面积。

6.5 产能核算

新增产能指新增耕地增加的产能与提质改造耕地增加的产

能之和。根据核定的新增耕地面积、评定的耕地质量等别等数据，

按照新增耕地产能测算方法进行产能核定，单位为公斤。

新增耕地增加的产能=(D－新增耕地平均质量等别）×新增

耕地面积×15×100。

式中，D 指产能计算常数，D≤16(当产能为 0 时，D=16)。

耕地提质改造增加的产能=(提质改造前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提质改造后耕地平均质量等别）×提质改造耕地面积×15×100。

7. 核定流程

7.1 核定申请

各类项目建设主体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向项目所在地县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新增耕地核定申请，提供项目基本情况、影

像数据、矢量数据、表格数据等资料，申请资料清单及相关要求

参见附录 A，申请资料组织目录参见附录 B。

7.2 县级初审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各类项目建设主体提交的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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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资料，采取内业核实与外业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利用统一的

外业核查软件拍摄照片视频，开展核定，形成初审意见，填写新

增耕地核定工作表（参见附录 C）后报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

核（线下审核）。在监管系统项目备案模块中完成新增耕地项目

填报并提交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线上审核）。新增耕地

项目填报流程参见附图 1。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实施的项目竣

工验收后自行完成初审。

7.3 市级审核

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供的

新增耕地核定工作表和申请资料进行市级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

新增耕地进行核减，出具审核意见，填写新增耕地核定工作表（参

见附录 C）后报自然资源厅复核（线下复核），同步在监管系统

中提交自然资源厅复核（线上复核）。

7.4 省级复核

自然资源厅根据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供的审核意见和

申请资料进行内业复核，对疑似问题项目开展外业核查，对不符

合要求的新增耕地进行核减，形成省级复核意见。

8. 新增耕地项目填报

新增耕地逐级核定的同时必须同步完成监管系统新增耕地

项目填报并提交。新增耕地坐标必须以图斑形式填报。

以田坎作为新增耕地来源的项目新增耕地坐标包括开工前

田坎坐标信息、竣工后田坎坐标信息。田坎坐标信息基于开工前、

竣工后优于 0.2 米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勾绘田坎图斑，提取拐点坐



— 18 —

标而得到。开工前勾绘的田坎面积不得大于根据田坎系数计算的

田坎面积。开工前、竣工后田坎图斑图层制图样式参见附图 2 和

附图 3。新增耕地图斑图层（参见附图 4）应基于项目开工前、

竣工后田坎图斑图层叠加产生。

新增耕地坐标由新增耕地图斑、提质耕地图斑、改造耕地图

斑和提质改造耕地图斑四类构成，四者不得重叠（参见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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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新增耕地核定申请资料清单

资料类型 序号 资料名称 比例尺 分辨率 格式要求 参考样式

基本情况

1 项目基本信息表 / / Word 表 A.1

2 项目立项批复文件 / / Pdf /

3 项目规划设计图 ≥1:2000 / Dwg /

4 项目竣工图 ≥1:2000 / Dwg /

5 竣工后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 / / Pdf /

6 项目验收意见 / / Pdf /

影像资料

7 项目区开工前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图 / 优于 0.2 米 Tif /

8 项目区竣工后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图 / 优于 0.2 米 Tif /

9 项目区建设前后照片 / / Pdf /

矢量数据

10 最新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图 ≥1:5000 / Geodatabase /

11 项目开工前田坎图斑图层 ≥1:5000 / Geodatabase 附图 2

12 项目竣工后田坎图斑图层 ≥1:5000 / Geodatabase 附图 3

13 新增耕地图斑图层 ≥1:5000 / Geodatabase 附图 4

表格数据

14 项目开工前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表 / / Excel 表 A.2

15 项目竣工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表 / / Excel 表 A.3

16 项目建设前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 / / Excel 表 A.4

17 项目开工前田坎信息记录表 / / Excel 表 A.5

18 项目竣工后田坎信息记录表 / / Excel 表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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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项目基本信息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编号 项目名称

1 项目类型
自然资源部整治项目（）；农业农村部高标准项目（）；增减挂钩结余指

标（）；其他（）

2 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其他（）

3 备案编号

4 项目所在地

5 计划任务和预

算批复时间

6 计划任务和预

算批复文号

7 验收情况
验收日期 验收文号

验收专家组组长 组长单位

8 建设总规模

9 项目总投资

二、新增耕地情况

10 新增耕地情况

补充耕地面积 净增耕地面积

净增耕地中水田面积 净增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净增产能指标

三、提质改造情况

11 提质改造情况

提质改造面积 提质改造水田面积

提质改造前平均质量等别 提质改造后平均质量等别

提质改造产能指标

四、填报信息

12 填报信息 填报人姓名 填报人电话

备注：1.备案编号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填写；

2.提质改造面积=提质耕地面积+改造耕地面积+提质改造耕地面积；

3.面积单位：公顷，保留 4 位小数；资金单位：万元，保留 2 位小数；产能指标：公斤，保留 4
位小数；质量等别保留 1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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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项目区开工前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表

一级类 二级类 现状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面积 所占比例

01 耕地

0101 水田

… …

小计

02 园地

0204 其他园地

… …

小计

03 林地

0307 其他林地

… …

小计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 …

小计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 …

小计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 …

小计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1107 沟渠

… …

小计

12 其他土地

1203 田坎

… …

小计

… … …

合计
备注：所占比例为地类面积占项目区土地总面积（合计）的百分比。面积单位为公顷，保

留 4位小数，%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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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项目区竣工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表

备注：所占比例为地类面积占项目区土地总面积（合计）的百分比。面积单位为公顷，保

留 4位小数，%保留 2位小数。

一级类 二级类 现状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面积 所占比例

01 耕地

0101 水田

… …

小计

02 园地

0204 其他园地

… …

小计

03 林地

0307 其他林地

… …

小计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 …

小计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 …

小计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1107 沟渠

… …

小计

12 其他土地

1203 田坎

… …

小计

…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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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项目建设前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

一级类 二级类 开工前

面积

竣工后

面积

面积

变化值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01 耕地

0101 水田

… …

小计

02 园地

0204 其他园地

… …

小计

03 林地

0307 其他林地

… …

小计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 …

小计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 …

小计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 …

小计

11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1107 沟渠

… …

小计

12 其他土地

1203 田坎

… …

小计

… … …

合计
备注：面积单位为公顷，保留 4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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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项目开工前田坎信息记录表

序号 标识码 地类编码 地类名称 坐落单位名称 图斑地类面积

1 1203 田坎

2 1203 田坎

3 1203 田坎

… … … …

备注：面积单位为公顷，保留 4位小数。

表 A.6 项目竣工后田坎信息记录表

序号 标识码 地类编码 地类名称 坐落单位名称 图斑地类面积

1 1203 田坎

2 1203 田坎

3 1203 田坎

… … … …

备注：面积单位为公顷，保留 4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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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新增耕地核定申请资料组织目录

备注：KGQTK 为开工前田坎图斑图层，JGHTK 为竣工后田坎图斑图层，

XZTZGZGD 为新增耕地图斑图层，TDLYXZT 为最新年度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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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项目开工前田坎图斑图层属性结构表

（属性表名：KGQTK）

序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
长度

小数

位数
值域 说明

号 类型

1 标识码 BSM Char 21 注 1

2 图斑编号 TBBH Char 8

3 地类编码 DLBM Char 5

4 地类名称 DLMC Char 60

5 坐落单位代码 ZLDWDM Char 19

6 坐落单位名称 ZLDWMC Char 60

7 图斑地类面积 TBDLMJ Float 15 4 >0
单位：

公顷

备注：标识码按照每个要素应具有唯一代码的基本要求，采用三层 21位

层次码结构，由备案编号、层代码、顺序号构成。标识码由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进行统一编码，编码规则如下：

a）第一层为备案编号，采用项目备案编号的 15位代码。

b）第二层为层代码，项目开工前田坎图斑图层代码为 Q。

c）第三层为顺序号，采用 5位数字码，码值：00001～99999。

要素标识码代码结构如下图所示：

XXXXXXXXXXXXXXX X XXXXX

顺序号

层代码

备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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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项目竣工后田坎图斑图层属性结构表

（属性表名：JGHTK）

序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
长度

小数

位数
值域 说明

号 类型

1 标识码 BSM Char 21 注 1

2 图斑编号 TBBH Char 8

3 地类编码 DLBM Char 5

4 地类名称 DLMC Char 60

5 坐落单位代码 ZLDWDM Char 19

6 坐落单位名称 ZLDWMC Char 60

7 图斑地类面积 TBDLMJ Float 15 4 >0
单位：

公顷

备注：标识码按照每个要素应具有唯一代码的基本要求，采用三层 21位

层次码结构，由备案编号、层代码、顺序号构成。标识码由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进行统一编码，编码规则如下：

a）第一层为备案编号，采用项目备案编号的 15位代码。

b）第二层为层代码，项目竣工后田坎图斑图层代码为 H。

c）第三层为顺序号，采用 5位数字码，码值：00001～99999。

要素标识码代码结构如下图所示：

XXXXXXXXXXXXXXX X XXXXX

顺序号

层代码

备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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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新增耕地图斑图层属性结构表

（属性表名：XZTZGZGD）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类型 长度
小数
位数

值域 说明

1 标识码 BSM Char 21

2 地块号 DKH Int 8

3 图斑编号 TBBH Char 8

4 地类编码 DLBM Char 5

5 地类名称 DLMC Char 60

6 坐落单位代码 ZLDWDM Char 19

7 坐落单位名称 ZLDWMC Char 60

8 耕地坡度级别 GDPDJB Char 2 >1 且<5

9 图斑面积 TBMJ Float 15 4 >0 单位：公顷

10 图斑地类面积 TBDLMJ Float 15 4 >0 单位：公顷

11 新增耕地面积 XZGDMJ Float 15 4 >0 单位：公顷

12 新增耕地类型 XZGDLX Char 4

13 图斑类型 PATCHTYPE Char 10

14 改造前平均质量等别 AVGGRADE1 Char 4

15 改造后平均质量等别 AVGGRADE2 Char 4

备注：1.新增耕地类型，土地开发填K，土地整理填写Z，土地复垦填写F。
2.图斑类型填写“新增”、“提质”、“改造”、“提质改造”。“新

增”代表该图斑为新增耕地，“提质”代表该图斑耕地质量有提升但二级

地类未变化，“改造”代表该图斑二级地类发生变化但耕地质量未变化，

“提质改造”代表该图斑二级地类发生变化且耕地质量有提升。

3.标识码按照每个要素应具有唯一代码的基本要求，采用三层 21位层

次码结构，由备案编号、层代码、顺序号构成。标识码由县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进行统一编码，编码规则如下：

a）第一层为备案编号，采用项目备案编号的 15位代码。

b）第二层为层代码，新增耕地图斑图层代码为 X。
c）第三层为顺序号，采用 5位数字码，码值：00001～99999。
要素标识码代码结构如下图所示：

XXXXXXXXXXXXXXX X XXXXX

顺序号

层代码

备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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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新增耕地核定工作表

項目名称： 项目备案编号：

项目主管部门：

立项时间： 开工时间：

新增

耕地

二级地类
面积

（公顷）

平均质量等别

（1-15 利用等）

新增产能

（公斤）

小计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提质

改造

面积

（公顷）

提质改造前平均质量

等别（1-15 利用等）

提质改造后平均质量

等别（1-15 利用等）

新增产能

（公斤）

小计

提质耕地

改造耕地 --

提质改造耕地

新增耕地指标（公顷)： 新增水田指标（公顷)： 新增产能指标（公斤)：

县级初审意见：

经办人员：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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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省级复核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 项目备案编号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统一填写；

2. 新增耕地填写新增水田、水浇地、旱地；

3. 提质改造面积=提质耕地面积+改造耕地面积+提质改造耕地面积；

4. 新增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提质改造后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应分别与项目基本信息表（A.1）中净

增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提质改造后平均质量等别一致；

5. 新增耕地、提质改造应分类统计，不得交叉重复；

6. 相关指标计算公式：

新增耕地指标（公顷）=新增耕地面积；

新增水田指标（公顷）=新增耕地中水田面积+旱地改造为水田面积+水浇地改造为水田面积；

新增产能指标（公斤）=新增耕地增加的产能+提质改造耕地增加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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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新增耕地项目填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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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开工前田坎图斑图层（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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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竣工后田坎图斑图层（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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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新增耕地图斑图层（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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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新增耕地坐标系统备案（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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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0 年 9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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