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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土地类型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小计 拟损毁

1 耕地
0101 水田 0.7194 0.7194

0103 旱地 6.1646 6.1646

小计 6.884 6.884

2 园地 0201 果园 0.3532 0.3532

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1.8385 1.8385

0307 其他林地 0.5886 0.5886

小计 2.4271 2.4271

4 草地
0404 其它草地 2.4915 2.4915

小计 2.4915 2.4915

7 建设用地
0702 农村宅基地 0.0953 0.0953

小计 0.0953 0.0953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0.1282 0.1282

1003 公路用地 0.0309 0.0309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01 河流水面 0.2813 0.2813

1107 沟渠 0.0929 0.0929

小计 0.0929 0.0929

12 其它土地
1203 田坎 1.2399 1.2399

小计 1.2399 1.2399

合计 14.0243 14.0243

复垦责任范围

内土地损毁面

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拟损毁或占用 已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14.0213 14.0213 -

塌陷 - - -

压占 -

小计 -

合计 14.0213 14.0213 -

复垦土地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编码 地类名称 编码 地类名称 拟复垦 已复垦

1 耕地
0101 水田 0.8902

0103 旱地 9.9379

小计 9.8281

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2.6751

小计 2.6751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3 公路用地 0.0309

1006 农村道路 0.2214

小计 0.2523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

1101 河流水面 0.2813

1107 沟渠 0.0929

小计 0.0929

12 其它土地 1203 田坎 0.8946

小计 0.8946

合计 14.0243 -

土地复垦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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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云南省道网规划修编（2016—2030 年）》规划建设的“五纵、五横、一边、

两环、二十联”中的“五横”的第二横的一段（宣威至会泽段三总包一期）。本项目的建设是

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云南省路网布局，提高云南省公路网等级结构、满足交通发展需求、

有效发挥高速公路在综合运输系统中的功能和作用的需要。

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根据国家赋予云南的任务，省委、省政府着眼全国发

展大局，找准国家战略与云南发展的契合点，统筹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明确了云南在国家

战略中的功能定位：一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面向印度洋

周边经济圈，提升服务内陆地区走向南亚东南亚的能力和水平，把云南从边缘地区和“末梢” 

变为开放前沿，将云南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才培

训和金融服务中心。二是我国从陆上连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要以泛亚铁路和中越、中老、

中缅公路等国际运输通道建设为重点，加快外接南亚东南亚、内连西南及东中部腹地的综合

交通体系、能源管网、物流通道和通信设施建设，将云南建成我国从陆上连接印度洋的战略

通道。三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要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周边经济圈，建设云南滇

中新区和沿边自由贸易区，完善各类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等

开放平台的功能和作用，完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滇印滇缅合作以及云

南同越北老北合作机制。四是“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交汇点。要发挥好云

南通道、窗口和平台作用，服务西南及中东部地区与南亚东南亚的合作交流，促进长江经济带

的“双向流动、两头开放”。健全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当好国内企业走向南亚东南亚的

保障基地。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陆上连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以及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建设，交

通运输应先行，本项目地处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前沿阵地，其建设有利于云南省主动融入和服

务国家发展战略，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强化印度洋战略通道，促进沿边地区开放发

展，实施中国向西南全方位开放，拓展对外型经济发展空间，加快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

程。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意味着我们将在新时代开启建设交通

强国新征程，是党和人民赋予交通运输行业新使命。根据报告精神，12 月 25 日，2018 年全

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开启新时代交通强国建设新征

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当

好先行官。

本项目的建设，为云南省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建

设“交通强国”、发挥重要枢纽提供重要作用。

宣会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拌合站、弃土场等临时用地将不可避免地

对土地造成压占和挖损，为加强土地复垦工作，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根据云南省转发的国土

资源部等七部（委）《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文件的通知》及 2011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令第 592 号发布实施的《土地复垦条例》，按照“谁损毁，谁复垦”和“边建设、

边复垦”原则，宣会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云南交投集团云岭建设有限公司宣会高速

公路第三施工总承包部对工程建设过程中损毁的土地承担复垦责任和义务，并因此委托昆明

迪奇特数字测绘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本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一、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根据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本方案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总共为 5 年，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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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至 2027 年，按一个阶段制定土地复垦方案实施计划。

根据土地复垦阶段划分、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及项目建设时序和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

等，合理确定各阶段和各土地复垦方向的复垦位置。

具体为 2022 年 3 月～2025 年 3 月，该阶段内主体工程施工基本完成，复垦区临时用地

基本使用结束。该阶段内进行全面的复垦任务，具体复垦时间如下：

2024 年 3 月至 2026 年 3 月，地块全部复垦结束，该时期需对复垦内容进行验收。

2026 年 3 月年至 2027 年 3 月，对复垦为林地地块进行检测与管护。

二、保障措施

为了全面落实本土地复垦方案，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按计划完成，保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恢复项目区生态体系，保证项目区运行安全，工程建设单位应在领导、技术、资金上给以重

视，并在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积极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确保土地复垦措施发挥实效。

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土地复垦方案顺利实施、损毁土地得到有效控制、复垦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

发展，建设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保证

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业主治

理的方式，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和生产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和实施

工作，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保

质保量地完成水土保持各项措施。

本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项目设计和相关标准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

意变更和调整。需选择市级部门作为项目的总体负责单位，负责对项目设计初审、工程竣工

验收，并对项目的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本

项目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工作。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业

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1）项目建设单位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

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

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工程建

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2）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

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国土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

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单位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

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3）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土地行政监

察机构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贯彻“源头控制、预

防与复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施。

4）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损毁。

2、资金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批准后所需复垦费用，应尽快落实，费用不足时应及时追加，确定所需费

用及时足额到位，保证方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设单位需做好土地复垦费用的使用管理工

作，防止和避免土地复垦费用被截留、挤占、挪用。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为了切实落实土地复垦工作，土地复

垦义务人应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提取相应的复垦费用，专项用于损毁土地的复垦。同时，应有

相应的费用保障措施，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安排、管理、使用土地复垦费

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土地复垦条例》和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保障土地复垦的顺利开展，土地复垦义务人

（乙方）、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和银行（丙方）三方，或土地复垦义务人（乙方）、

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双方应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土地复垦

费用监管协议》。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根据《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将土地复垦费用存入土地复垦费用专

用账户。土地复垦费用账户应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原则进

行管理，并应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项使用的具体财务管理制度。

本方案复垦动态总投资 450.21 万元，静态投资 408.59 万元，本项目总复垦土地面积为

14.0243hm2，单位面积静态投资额为 29.1347 万元/hm2（19423 元/亩）、动态投资额为 32.1021

万元/hm2（21401 元/亩）。建设项目边建设边复垦，复垦资金由云南交投集团云岭建设有限公

司宣会高速公路第三施工总承包部全额投资。复垦资金存入专门帐户，方案通过后一次性存

入复垦专用账户，保证复垦工程内容顺利进行。

3、监管保障措施

经批准后的土地复垦方案具有法律强制性，不得擅自变更。土地复垦方案有重大变更的，

土地复垦义务人需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权依法对土地复垦方案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强化土地复垦施工管理，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进行自

查，并主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加强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合作，自觉接受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为保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土地复垦实施监管工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根据土地复垦方

案、编制并实施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定期向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当年复垦情况，接受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复垦实施情况监督检

查，接受社会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监督。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监管中发现土地复垦义务人不履行复垦义务的，按照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的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自觉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处罚。

4、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

实验、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

同时，表土是十分珍贵的资源，它直接影响到土地复垦的实施效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制定

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以保证做好覆土土源与保护工作，并确保不将有毒有害物用作

回填或充填材料。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技术保障措施：

(1）方案规划阶段，选择有技术优势的编制单位编制建设项目的土地复垦方案，委派技

术人员与方案编制单位密切合作，了解土地复垦方案中的技术要点。

(2）复垦实施中，根据复垦方案内容，与相关实力雄厚的技术单位合作，编制阶段土地

复垦实施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及时总结阶段性复垦实践经验，并修订复垦方案。

(3）加强与相关技术单位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外具有先进复垦技术单位的学习研究，及

时吸取经验，完善复垦措施。

(4）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拓展复垦报告编制

的深度和广度，做到所有复垦工程遵循复垦报告设计。

(5）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关等级的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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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施表土剥离及保护、不将有毒有害物作回填或充填材料、不将重金属及其他有毒

有害物污染的土地用作种植食用农作物等。

(7）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按年度有序进行。

(8）选择有技术优势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监理单位，委派技术人员与监理单位密切合作，

确保施工质量。

(9）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实验、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对土地损

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等。

(10）加强与相关技术单位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外具有先进复垦技术单位的学习研究，及

时吸取经验，完善复垦措施。

一、投资估算依据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282 号；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0）；

3）《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6-2011）；

4）《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5）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

128 号）；

6）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

项目预算定额的通知（云财综〔2012〕25 号）；

7）《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21 年 7 月）。

8）《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

补充预算定额的通知》（云国土资〔2016〕35 号）；

9）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第〔2019〕39 号）；

10）材料现场价和人工价格调查资料；

11）曲靖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相关政策和法规。

二、基础单价依据

本项目基础单价会泽县现行材（2022 年 2 月）和《云南省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

并根据项目区的实际情况作相应的调整。具体价格见下表。

复垦投资估算主要材料价格表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限定价格 市场价格 备注

1 汽油 kg 5.00 11.95

2 柴油 kg 4.50 9.04

3 粗砂 m3 60.00 100.00

4 块石 m3 40.00 80.00

5 碎石 m3 60.00 90.00

6 钢筋 t 3500.00 5800.00

7 板枋材 m3 1200.00 1250.00

8 水泥 32.5 kg 0.30 0.60

9 机砖 千块 240.00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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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铁钉 kg 5.00 5.00

11 铁丝 kg 5.60 5.60

12 电焊条 kg 7.87 7.87

13 树苗 株 5.00 10.00

14 光叶紫花苕草籽 kg 14.00 14.00

15 狗牙根草籽 kg 60.00 60.00

16 锯材 m3 1200.00 1200.00

三、费用的构成

本方案复垦动态总投资 450.21 万元，静态投资 408.59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326.49

万元，占总投资的 72.52%；其他费用 58.13 万元，占总投资的 12.91%；监测与管护费为 12.44

万元，占总投资的 2.76%；预备费 53.16 万元，占总投资的 11.81%。

本项目总复垦土地面积为 14.0243hm2，单位面积静态投资额为 29.1347 万元/hm2（19423

元/亩）、动态投资额为 32.1021 万元/hm2（21401 元/亩）。

土地复垦投资估算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 各项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2) (3)

1 工程施工费 326.49 72.52

1.1 土地平整工程 326.49 72.52

2 设备购置费 0.00 0.00

3 其他费用 58.13 12.91

3.1 前期工作费 24.37 5.41

3.2 工程监理费 9.69 2.15

3.3 拆迁补偿费 0.00 0.00

3.4 竣工验收费 13.60 3.02

3.5 业主管理费 10.48 2.33

4 预备费 53.16 11.81

4.1 不可预见费 11.54 2.56

4.2 价差预备费 41.62 9.25

5 监测与管护费 12.44 2.76

6 静态总投资 408.59 90.76

7 动态总投资 450.21 100.00

填表人：许赢 填表日期：202 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