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标准《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
供应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一）行业现状

根据现有的规定，一般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开工，需要经过

20 个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涵盖 16 个审批环节。整个过程通常

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因此改革的呼声强烈。从企业的角度看，

普遍需要更高水平的投资环境，更高效的审批服务，也需要精简

的审批环节和事项。从政府的角度看，正在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和“放管服”改革，研究如何精简审批环节和事项、推动流程

优化和标准化、缩短审批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

（二）必要性

1、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标准化建

设是土地管理工作法制化的要求。对于工业用地出让，原《物权

法》和现行《民法典》明确规定应当采取公开竞价的方式。2006

年，原国土资源部印发《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

（试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对招拍

挂和协议出让方式的程序进行了制度性安排。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于 2022 年印发《关于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

供应模式的通知》，江苏省政府于 2023 年发布《关于推动经济运



行率先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积极推进落实工业用地“标

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积极落实上级文件要求，强化

要素保障，开展《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

规范》标准研制，将明确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

应管理的术语和定义、流程管理、标准地管理、双信地管理、定

制地管理、全流程履约监管等要求，符合土地管理工作法制化的

要求。

2、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标准化建

设是扎实稳住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保障。工业是实体经济

的主体，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既是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

重要抓手，也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重要基础。适应

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势头，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坚持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总体要求，改革完善工业用地供

应政策是应有之义。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地管

理是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工业用地保障能

力的重要探索，通过精准对接、并联审批、清单管理、专班运作，

有效缩减审批流程，提升土地要素供给和配置效率。通过开展工

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地管理标准化探索，有力支

撑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3、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标准化建

设是提升服务效能、助力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标准地+双信地



+定制地”供地实施三年以来，已经形成了具有苏州特色的供地

模式，保障优先发展产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实现工业用地供应方

式、服务模式、管理形式的标准化、双信制、定制式全链条服务，

提升了用地服务效率，促进了工业用地规划和开发，引导土地资

源的合理利用，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在充分总结太仓及苏州“标

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苏州地方发

展实际和企业用地报批服务需求，明确范围、流程、内容，通过

申报地方标准项目，构建“双信地+标准地+定制地”供地管理标

准制定，推进实现工业用地供应方式、服务模式、管理形式的标

准化、双信制、定制式全链条服务，为各地土地供应标准化管理

提供参考，进一步推广先进经验，提升土地管理部门服务效能，

激发市场新活力，以土地要素保障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可行性

1、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

近年来，河南、广东、江苏等地积极推进供地模式标准研制，

努力推动供地模式创新、标准化管理。2021 年 2 月，山东省发

布的《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技术规范》（DB37/T 4303—2021），

规定了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工作内容、工作程序、技术方法、

成果要求等；2021 年 10 月，福州市发布《工业（产业）园区低

效工业用地认定与处置指南》（DB 3501/T 002-2021），提供了工

业（产业）园区低效工业用地认定与处置的原则、分类、认定、



处置方法及监督检查的指导。2021 年 12 月，南通市发布《工业

用地效益评价指标体系》（DB3206/T 1028-2021），规定了工业用

地效益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计算、

数据采集与分析。2022 年 11 月，南充市发布《企业投资工业项

目“标准地”管理技术规范》（DB5113/T 26-2022），规定了企业

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的术语和定义、操作流程、出让前准备、

明标出让土地、项目审批服务、按标施工建设等。2023 年 6 月，

河南省发布《工业用地“标准地”管理规范》（DB41/T 2428-2023），

规定了工业用地“标准地”的术语和定义、按标做地、明标供地、

审批服务、履标用地、对标管地等要求。

2、可操作性

据统计，自 2020 年 3 月服务第一宗“标准地+双信地+定制

地”项目以来，太仓已累计服务累计各类项目 201 个，涉及土地

出让面积 8744.03 亩，涉及中小微企业、外资企业、重大项目等

多领域，应用于工业用地供应全经济领域，以更精准化、精细化

的服务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

长，形成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推进模式。苏州各县市经济条件、

市场需求、政策背景相仿，通过共同协同研究，总结经验制定标

准并复制推广，有助于简化工业用地的供应程序、减少制度摩擦

和过程损耗、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和改进工业用地供应管理。

3、经济合理性



工业用地供应是投资环境的“晴雨表”。积极推进落实我省

出台的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42 条”政策措施，在全国

首创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持续推进土

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提高工业用地供应精准度和配

置效率，有效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创新力。

（四）预期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a.企业省时又省力，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常规土地出让

模式涉及二十多个部门、16 个审批事项，办理时间长、手续繁

琐，如今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从“串联”

变“并联”，审批再提速。通过加快标准研制，使各类地块的前

期评估评价、场地平整等开发工作有了规范路径与流程保障，从

源头上保障了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b.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提高土地管理服务效能。从“店小二

式”的普遍性服务到“米其林大厨式”套餐定制化服务，全力推

行土地供应的“定制套餐”。在成交、交地、竣工三个阶段，企

业可根据产业类型、用地规模、项目进度等实际情况自由选择方

案，同时在各个关键节点都有专人专班提供材料清单及注意事

项。借助标准技术手段，持续推进规范化、标准化的“带条件”

挂牌供应方式以及以长期租赁、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等多种

形式差别化供应工业用地创新探索，实现土地管理服务更加精细



化、精准化、精致化。

2、社会效益

a.有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

定制地”供应管理，通过用地预申请、优化审批流程等方式，以

“模块化、集成式、可选择”政府服务承诺清单为企业提供菜单

式全流程服务，实现“交地即开工”；集成组合运用地价、供地

等支持政策，实行“带条件”挂牌、定制高标准厂房、产业链供

地等举措，保障优先发展产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实现工业用地供

应方式、服务模式、配置形式的标准化、双信制、定制式全链条

服务。将该模式的成熟经验做法进行标准转化，可近一步缩短企

业开工时间，以更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降低企业用地成本，让

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信心增加。

b.助力中国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工业用

地，为持续深入推进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可通过实现工业

用地的供应方式、服务模式、管理形式实现“标准化、双信制、

定制式”。而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可提高办事效率，最大限度

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动力，引导产业空间量

质齐升，努力实现工业用地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助力

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c.提高企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之前工业用地审批流

程长、涉及部门多，拿地难等问题一直困扰企业，增加了企业时



间和资金成本。积极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

应管理并开展标准化建设，引导服务规范化、标准化，让企业“减”

时间，用地“一步到位”，政府“加”服务，从“店小二”变“米

其林大厨”，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成为“贵宾”，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大幅提升。

3、生态效益

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建立了退出机

制，既稳用地预期又防闲置浪费，进一步总结提炼以下方面的经

验做法并加以规范化、标准化，将取得更好的生态效益成果：

a.在投资发展监管协议中设定因土地使用权人自身原因超

过合同约定最长时限未按时开竣工投产、经评估认定投产达产后

低效运行等方面的强制退出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要求，并对地上

建筑物的补偿采取残值补偿、无偿收回、由土地使用权人恢复原

状等处置方式予以约定；

b.土地使用权到期申请续期使用的，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产

业发展规划，满足节能和环境保护要求，经综合考评达标的可采

用协议方式续期；

c.未申请续期或申请续期但按照规定评估后不符合条件的，

土地使用权到期后自然终止依法收回；

d.工业项目约定的开工日期之前或达产之后，因土地使用权

人自身原因无法开发建设或运营的，可按约定解除有偿使用合同



和投资发展监管协议收回土地使用权，返还剩余年期土地价款和

地上建筑物补偿。

二、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第三批苏州市地方标准

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管标发〔2023〕10 号）。标准项目名

称《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规范》，标

准性质为推荐性标准。本项目由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并

归口，推荐单位为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编制过程

（一）预研阶段

2020 年 3 月，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充分发挥结队优势，

组织视频会议，认真梳理企业诉求和矛盾困难，有效集成政策优

势，以企业和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以党建引领为主线，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率先开展“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

供应管理改革，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将经验做法推广至全

市。

2021 年，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深入推广“标准地+双信

地”土地管理模式，实现国有建设用地全流程管理、全类型企业

个性化服务，形成《工作指南》《服务指引》，打造土地资源配置

服务模式。

2022 年 5 月 13 日，众多企业快速复工复产，通过提供“标



准地＋双信地＋定制地”的服务，我单位帮助企业纾难解困、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

2023 年，各省市纷纷对我单位展开工业用地“标准地＋双

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模式的调研。2 月 9 日，省厅所有者权

益处莅临考察；2 月 23 日，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吴分局

针对“双信地”出让模式进行调研；3 月 23 日，山东省自然资

源管理厅就“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工作进行考察

调研。

（二）立项阶段

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3 年 6 月至 7 月期间，积极

邀请相关单位参与研讨会，完成了前期沟通并成立了起草小组，

如表 1。

姓名 单位 职责

李焱 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全面统筹工作

王近 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协调

刘芝婧 太仓市土地储备中心 整理资料

冯晓蕾 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标准起草

邱玉婷 太仓市土地储备中心 标准起草

顾雅婧 太仓市土地储备中心 标准起草

王祝生 太仓市土地储备中心 标准起草

姜杨洋 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标准起草

随后，我们对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的相

关研究工作进行了整理。经过广泛的调研和深入分析，初步形成



了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的思路和方案，并确

立了标准内容框架。2023 年 7 月 10 日，向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提交了申报 2023 年苏州市地方标准的申请书。2023 年 9 月 18

日，立项文件下达。

（三）起草阶段

2023 年 10 月组织了项目启动会议，推动项目的进程并制定

相应的推进计划。明确了标准编制工作小组的人员分工和任务安

排，并指派专人负责对接沟通。为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采取严

谨的态度，对材料进行了详细的收集和整理，并将标准草案的编

制工作细分为多个任务，明确了每个任务的责任人。通过这些措

施，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高效地完成项目的各项任务。2023

年 12 月 15 日，起草工作组结合资料分析和调研情况，对标准框

架进行内部讨论，就标准的编制背景、标准框架、主要技术内容

进行研讨，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具备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的修改意见，形成标准草案。

四、主要内容相关指标确立

第 1 章是范围。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

定制地”供应管理的流程管理、标准地管理、双信地管理、定制

地管理、全流程履约监管等要求。适用于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

＋双信地＋定制地”全过程管理，已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的企业

投资改扩建项目、进入司法处置程序的存量工业用地使用权拍卖



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 3 章是术语和定义。“净地”的定义是指征收（拆迁）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地面建筑物、附着物和地下管网设施全部拆

除）、周边基础设施到位、没有法律经济纠纷、没有任何遗留问

题、土地权利清晰并已注销原土地使用证、规划条件明确、具备

动工开发基本条件的拟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参考《河南出台土

地出让新规确保“净地”干净》编写此定义。“标准地”“双信地”

和“定制地”三个定义参考 2023 年 6 月发布的《工业用地“标

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服务指南（试行）》。

第 4 章是流程管理。主要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联。

第 5 章是标准地管理。分为前期规划、净地供应和构建准入

指标体系三个部分。是在整理收储的基础上，确保动工开发所需

的通水、通电、通路、土地平整等基本条件齐备的“净地”基础

上，对区域进行综合评价，并在同一区域内依据行业分类及产业

准入标准供应工业用地。

第 6 章是双信地管理。分为管理要求、出让阶段、成交阶段、

交地阶段、竣工阶段 5 个部分，是在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基础上，

按照“政企互信+政企守信”契约原则，加强政企对接，通过用

地预申请、优化审批流程等方式，以“模块化、集成式、可选择”

政府服务承诺清单为企业提供菜单式全流程服务，提高行政审批

效率。



第 7 章是定制地管理。包含土地价格、“带条件”供应、供

地方式和高标准厂房，其中，土地价格部分涉及实施地价优惠政

策，针对省级及以上优先发展产业项目。“带条件”供应是给企

业提供优先发展产业和重大项目，尽快实现开工建设。供地方式

是指提供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权衡选择。量身定制服务是助力企业

实现履行社会责任和追求经济效益的综合价值最大化。定制高标

准厂房是支持各地依法授权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土地使

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供地，在开发区、工业园区规划建设

高标准厂房，分期分批逐步引导产业链供应链企业落地。

第 8 章全流程履约监管。对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

制地”全流程进行监督和检查，督查整改，对情况良好的奖励，

对不到位的提出惩罚或协商退出。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及相关意义

1、积极探索工业用地供应规范管理路径。通过进一步总结、

复制、推广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规范管理的

工作经验，在土地管理的框架下，建立起规范有序的工业用地“标

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供应管理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土地管理工

作法制化，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为基层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更

多拓展空间。

2、复制推广工业用地供应管理苏州经验。通过标准研制，

围绕工业用地供应环节缩减审批流程，提升土地要素供给和配置



效率等内容构建，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和降低用地成本，有效满足

支撑保要素、降成本、稳增长的现实需要，为推进工业用地提质

增效提供更多苏州经验参考。

六、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省级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协议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规定》《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指导下进行编写，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同时本标准参考了以下标准：

《工业用地效益评价指标体系》（DB3206/T 1028-2021）

《工业用地"标准地"管理规范》（DB41/T 2428-2023）

《工业（产业）园区低效工业用地认定与处置指南》

（DB3501/T 002-2021）

《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技术规范》（DB37/T 4303—2021）

《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管理技术规范》（DB5113/T

26-2022）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家标准，未查找到国内同类标准。

七、适用领域

本文件适用于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全

过程管理，已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的企业投资改扩建项目、进入

司法处置程序的存量工业用地使用权拍卖项目，可参照执行。

八、实施推广计划

https://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1d6761a4f27e22eedeef323ea53d267aa705e863fe4982941f226f80bd25466c
https://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9580663b487eeac19cffd3bceff3b2c09eabb7defc7b8b5bd99412139d9bfbd0
https://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18257509996c782411a88ebf9037800bbc701927e3edf9a536922f1747d0cc57


标准发布后，由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宣传和实施，确保标准在

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制地”使用的相关单位和参编单

位中得到全面理解和应用。为此，我们将召开宣贯培训会议，邀

请相关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深入解读，确保参会者能够充分理解

并掌握工业用地管理。

将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主流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并发布

新闻稿件、专题报道或制作宣传视频，以便更广泛地传播标准的

内容和意义。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包括在官方

网站、博客或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内容，如推文、文章、图片和

视频等，以提高公众对标准的知晓度和认识。

通过以上措施，本标准将在工业用地“标准地＋双信地＋定

制地”供应管理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健康发展，为工业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