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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国内研究进展* 

费建波1, 夏建国1**, 胡  佳2, 舒向阳1, 吴  玺3, 李  军3 

(1. 四川农业大学资源学院  成都  611130; 2.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局  广元  628000; 3. 四川省土地统征整理事务 

中心  成都  610041) 

摘  要: 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是构成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跨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等的交

叉研究领域, 但当前国内对于两者的认识存在较大争议, 在相关研究和使用中存在混淆或错误的情况。本文基

于国内相关文献的全面分析, 界定了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的概念, 辨析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分别总结

了国内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研究进展和局限。目前, 国内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的内涵认识还不统一、识别方

法和分类体系还不够完善; 在研究区域上, 均是重点关注城市地区; 在研究方法上, 均注重空间分析和优化模

型的使用, 缺少心理感知与社会调查等多方法的应用。本文基于当前研究局限, 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要求, 提出应加强乡村地区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相关研究内容。建立以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

祉需求为核心, 具有区域差别化的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识别方法、分类体系、评价体系和保护利用机制等应

成为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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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ecological space and ecological land in China* 

FEI Jianbo1, XIA Jianguo1**, HU Jia2, SHU Xiangyang1, WU Xi3, LI Jun3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2. Agricultural 
Bureau of Lizhou District of Guangyu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Guangyuan 628000, China; 3. Center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space and ecological land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land space and ar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opics in the domains of geography, landscape ecology, and applied ecology. However, in China, there is considerable contro-

versy regarding the connotations of these two components, and there is both confusion and error in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and 

its applications. Based on analysis of domestic literatures concerning ecological space and ecological land, this paper defined 

both concepts, studied their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examined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wo concepts. 

Currently, domestic researches on ecological space and ecological land suffered from the following problem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s was still not unified,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s were still not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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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 and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urban areas. The research method focused on the use of spatial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model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methods, such as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was lacking. In the 

new era, along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rural ecological space and ecological land. Researchers should concentrate on 

establishing an identification method,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a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mecha-

nism governed by the demands of science of sustainability and with human well-being at its core. 

Keywords: Ecological space; Ecological land; Concept discrimination;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

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重组与交互作用。一方面 ,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类密集的经济社会活动给城市

区域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乡村

人口流失, 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 农村出现

建设用地空置、耕地撂荒、田块破碎化和粗放经营

等问题, 致使乡村生态景观格局呈现出凋敝、破碎

的景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2022年)》指出: “要严格保护生态空间, 树立山水林

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加强对自然生态

空间的整体保护, 修复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 提升

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乡村振兴和三生空间(生产

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 

对土地生态学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通过对国内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的概念辨析、

研究进展回顾、总结与对比分析, 提出未来生态空

间和生态用地的研究方向, 有利于提升土地生态学

的研究理论, 丰富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更

好地为区域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的规划与治理实践

提供参考和借鉴。 

生态空间一词始于 18世纪 60年代的欧洲地区, 

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带来诸多城市问题而兴起的。

近年来, 生态基础设施、区域绿地、生态廊道、生

境网络和环境廊道等概念相继涌现, 掀起了生态空

间研究的浪潮。中国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引

入生态空间的研究, 早期主要是关注理论研究, 研

究对象则主要是在城镇区域, 后逐渐与景观生态学

相结合, 开展生态空间的景观评价、管理和生态规

划研究[1]。到 21 世纪初, 一些学者开始引入资源承

载力概念, 研究自然资源生态空间占用问题[2]。同时, 

生态空间研究范围也从城市扩展到更大尺度的国家

或区域, 生态空间结构演变机理、格局时空变化等

内容逐渐成为研究热点[3]。近年来, 基于生态空间时

空演变规律和动力机制分析的生态空间预测模拟、

生态空间识别与分类成为了研究热点。 

严格来说, 国外并无生态用地一词。中国学者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首次将生态要素的空间定位界定

为生态用地[4]。但在进入 21 世纪, 众多学者才开始

重视生态用地的相关研究。同样, 早期生态用地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 以生态用地内涵揭示和

分类为主要研究内容, 后逐渐扩展到生态用地特征

评价及演化机制[5]、服务功能价值测算和生态用地

需求量测算研究[6]。近年来, 大量学者基于生态用地

演变规律和驱动力分析, 从省、市和县等不同尺度, 

运用空间预测模型等方法开展了生态用地优化布局

方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土地生态学研究

内容的丰富和生态用地研究纵向深入, 生态用地内

涵揭示及分类再次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1  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概念界定与辨析 

1.1  生态空间的概念界定 

生态空间概念的界定主要分为生态用地论和生

态功能论 2 种观点。生态用地论强调生态空间是所

有绿色植被覆盖或者水体占有的土地类型, 包括林

地、园地、耕地、草地、湿地、未利用土地等。生

态功能论则强调生态空间是指具有自然属性、以发

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主的国土空间, 包括森林、

草原、湿地、河流等。其中, 农用地是否作为生态

空间存有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 农业生产用地

(如耕地、养殖水面)以经济产出为核心目的, 不宜纳

入生态空间范畴 [7];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对于生态系

统和生物生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地区都可视为生

态空间, 农用地在发挥生产功能同时, 同样具有生

态服务功能, 应被纳入生态空间范畴。上述 2 类概

念的界定在内涵上并无本质区别, 只是在范围界定

上存在差异, 是否以生态服务功能为主导是争议的

焦点。笔者认为: 生态空间是不能直接提供具有经

济价值的生态产品和服务 , 但承担着维护生命安

全、确保生态系统稳定持续提供生态服务、保障社

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国土空间 , 是一个空间范

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 农用地、养殖水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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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挥的食物生产功能也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一, 

同样是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 应该纳入生态

空间的范畴。界定生态空间范围的目的是为了合理利

用和保护生态空间, 不应一概而论地在所有生态空

间范围内禁止人类活动。从人类福祉需求和科学管

理需要的角度出发, 可以在生态空间划定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底线性、关键性生态空间的范围, 依据

保护重要性程度来指导开展生态空间利用和管治活

动。基于文献分析, 本文将生态空间界定为: 自然

(森林、草地、湿地、河流等)或半自然(农田、坑塘

等)的植被、水体及土壤等生态单元所占据的并为区

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或产品的用地空间。包括林

地、农用地、未利用地和水域等多种土地利用类型。

该定义认为农用地是一种半自然的复合生态空间。 

1.2  生态用地的概念界定 

生态用地概念的界定主要分为 2 种观点: 第 1

种观点是泛生态功能论, 认为凡是具有生态服务功

能 , 对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 

地表无人工铺装、具有透水性的土地, 都可划为生

态用地, 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等土

地利用类型[8]。第 2种观点是主体功能决定论, 侧重

从土地主体功能角度来定义生态用地, 认为土地是

一个综合的功能整体, 应以土地的主体功能来划分

生态用地, 生态功能是土地利用生产和生活功能实

现的前提, 对于以经济产出为核心目的的农业生产用

地, 如耕地、养殖水面等不应作为生态用地考虑[9]。

总的来看, 国内对于生态用地的界定未形成统一的

认识, 争议有三: 1)生态用地是否应该在我国土地利

用分类系统中作为一种用地类型单列? 2)生态用地

应该包含哪些用地类型, 具有部分生态功能的农用

地是否属于生态用地? 3)生态系统脆弱以及生态敏

感性较高的土地是否属于生态用地范畴?[10]。笔者认

为: 生态用地是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不

可或缺的土地利用类型, 从资源管理实践的角度来

看, 生态用地应区别于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 并与

后两者共同组成闭合的区域国土空间, 即三者之间

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基于文献分析, 本文将生态用

地界定为: 以提供环境调节、生物支持等生态系统

服务和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

林地、园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类

型, 常年或季节性撂荒的水田实际发挥着湿地的生

态功能、撂荒的旱地实际发挥着荒草地的生态功能, 

因此撂荒地也应纳入生态用地范畴。 

1.3  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概念辨析 

国内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概念的出现都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且最开始都是关注城市生态问题, 由

于研究起步较晚, 对于两者内涵阐释和范围界定的

研究文献不多, 因此, 一些学者在开展生态空间和

生态用地相关研究时并不注重将两者进行区分。但

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是完全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

两个概念, 当前对于两者之间的内涵联系在学术界

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由生态用地所组成的

空间范围就是生态空间, 即生态用地范围是等同于

生态空间范围的。但在复杂的土地利用过程中上 , 

生态空间中往往还包含有生产生活用地, 如谢花林

等[11]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与该区

域综合关键性生态空间范围进行叠加 , 结果显示 , 

仍有 6%左右的建设用地是处于脆弱甚至极脆弱的生

态空间范围内。可以看出, 生态用地只是生态空间组

成的主要部分, 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生态空间的保护

与生态用地的利用还需要优化调整。另一种观点认为

凡是具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对区域生态系统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类型都应视为生态用地[12], 即生态

空间的范围小于广义的生态用地的范围(图 1)。 

 

图 1  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关系辨析图 
Fig. 1  Diagram of relationship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space and ecologic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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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生态用地, 有效保护生

态空间 , 本研究在对两者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 , 

提出如图 1 的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逻辑关系图。认

为生态用地与生产生活用地是相互独立的用地分类, 

三者共同组成区域“三生用地”, 并以各自用地范围为

主要组成部分, 兼以其他用地空间分别组成生产、

生活和生态空间, 即“三生空间”。生态空间与生产生

活空间三者之间是可能存在交叉重叠形成复合空间

的, 如常年种植的耕地以生产功能为主, 属于生产

生态空间, 季节性撂荒的耕地以生态功能为主, 属

于生态生产空间; 又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由于缺

乏统一的规划布局, 仍然存在在生态敏感区修建生

产生活设施的情况, 导致生态空间范围内出现生产

生活用地的现象。总之, 生态用地是生态空间组成

要素之一, 与部分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共同组成生

态空间的下垫面。 

2  研究方法及文献分析 

2.1  文献收集整理 

本文对国内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相关文献进行

了全面梳理和分析, 并着重对比两者研究差异。文 

献检索范围限定为中国知网核心期刊、CSSCI 来源

期刊、CSCD 来源期刊、博硕士学位论文, 输入“生

态空间”和“生态用地”主题词, 分别检索到中文文献

666 篇和 699 篇, 其中生态空间相关研究期刊论文

396篇, 博士论文 62篇, 硕士论文 208篇, 文献年份

分布在 1994—2019年; 生态用地相关研究期刊论文

392篇, 博士论文 51篇, 硕士论文 256篇, 文献年份

分布在 1996—2019年。国内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各

年度发文情况详见图 2。为准确分析两者的研究现

状, 通过对文献摘要进行人工辨别, 按照主题相关

性剔除与两者无相关性的文献。借助 Citespace文献

计量分析软件对文献关键词共现进行分析, 初步判

断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然后系统梳理文献的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具体步骤为: 1)阅读每篇

文献, 识别核心主题; 2)采用逆向归类的方法, 将文

献归类, 直到所有文献归类完为止; 3)在同一类别下, 

对该簇文献关注的热点内容、基础理论、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和提炼。最后, 综合国内研究现

状展望未来一段时期有关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的重

点研究方向。 

 

 图 2  1990—2018 年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研究发展趋势 
Fig. 2  Development trends of ecological space and ecological land research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18 

2.2  文献分析 

由图 3 可知, 国内生态空间研究对象比较繁杂, 

除生态空间出现频率最多之外, 三生空间、生态保

护红线、土地利用、国土空间和用途管制等词共现

次数较多, 其次是生态文明、多规合一、空间优化、

生态安全等词; 研究区域上, 主要是集中关注城市

生态空间, 研究较多的地区是京津冀、长株潭等区

域; 研究内容上, 以空间规划、空间优化和用途管制

等词共现次数较多, 其次是空间管治、适宜性评价、

空间重构等; 研究视角上, 生态空间常与三生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自然生态空间和国土空间共同作为

研究对象被关注,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景观格局、

生态敏感型、生态系统服务也是关注的重点内容 ; 

研究学科以空间规划、景观生态学和地理学为主。

其他关键词中, 如生态文明等, 代表了研究的经济

社会背景。 

中国生态用地研究对象同样比较繁杂, 除生态

用地以外,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城市生态用地、最

小累计阻力模型、土地利用等词共现次数较多, 此

外还有 GIS、景观安全格局、土地生态、生态功能

等; 研究区域上 , 重点是关注城市生态用地, 以长

江流域中下游一带城市和北京、天津等地为热点区

域; 研究内容上, 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测算、

重要性评价为主, 其次是生态用地规划、优化等;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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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相关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 3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s of literatures on ecological space and ecological land researches in China 

究视角上, 生态用地常与生产生活用地共同组成三

生用地作为研究对象被关注; 在研究方法上, 以数

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为主, 如图中所示的最小累

计阻力模型、元胞自动机、多智能体、蚁群算法和

GIS等关键词共现频率较高。 

3  生态空间研究进展分析与评述 

3.1  生态空间研究进展 

基于各篇文献研究主题的逆向归纳, 将国内生

态空间研究归为四大重点领域, 分别为生态空间识

别分类、生态空间格局评价、生态空间优化模拟、

生态空间保护利用, 体现了国内生态空间研究的分

类量化—演变规律—空间规划—用途管控的逻辑

链条。 

3.1.1  生态空间识别分类 

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态空间的含义, 并用合适的

方法快速识别生态空间的数量和空间分布是开展生

态空间评价、规划、利用和保护研究的基础。国内

研究者们主要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

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11]、生物多样性评价[13]、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14]等, 统筹考虑现有土地利用/土地

覆被现状、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红线划定及生态

保护和修复需求, 运用空间分析与因子分析法界定

不同类型的生态空间[15]。在生态空间分类方面大致

分为 3 类: 一类是依据生态功能服务重要性和生态

系统敏感性评价结果, 将生态空间划分为底线型、

危机型、缓冲型[11]; 二类是按照生态空间主体功能

差异将生态空间划分为保障生物多样性安全、土壤

保持、保障区域水资源安全[15], 水源涵养、河流湿

地保护与环境治理、海岛海岸保护与侵蚀防治 [16]; 

三类是为使生态空间分类更具有操作性和普适性 , 

则直接在现行土地利用分类的基础上, 采用归纳比

较法将生态空间划分为多级多类。 

3.1.2  生态空间格局评价 

研究生态空间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 弄清生态

问题现状, 可以为区域生态空间优化提供切实可行

的建议。在评价内容方面, 当前研究可以归纳为两

类: 一类是基于景观生态学对生态空间格局演变进

行研究, 常用斑-廊-基原理[17]、生态适宜性和敏感性

理论[14]、景观指数[18]、突变模型[19]等诊断城市(群)

生态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化趋势, 从而提出空间布局

优化方案。其中有不少研究基于生态因子(水、土壤、

生物等)分析生态空间安全格局[20]。研究发现, 建成

区扩张、人口增长和郊区耕地的转移、覆膜化可能

导致城市生态空间格局负向演变, 而城市林业建设

对生态骨架的维持和重构具有积极作用[21]。二类是

基于多期遥感影像/土地利用现状等数据, 研究生态

空间数量的年际变化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表明 , 

近 30年间, 中国核心生态空间范围内发挥重要生态

功能的用地呈减少趋势, 区域生态调节、防护和屏

障功能削弱[22]。在评价方法方面, 国内学者主要以

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和系统科学原理, 借助 Geoda、

GS+以及 ArcGIS等软件, 选取斑块指数、分离度指

数、景观多样性指数、破碎度指数、优势度指数、

景观损失度指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等指标和土地利

用转移矩阵分析方法, 研究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变规

律[23]。近年, 采用动态度模型、冷热点分析模型、

鲁棒模型、多情景模型等开展生态空间动态分析 , 

研究生态空间稳定性成为热点。 

3.1.3  生态空间优化模拟 

从研究区域来看, 当前城市区域是国内生态空间

优化模拟研究的热点区域, 特别是基于再生视野[24]、

生态安全格局、有机进化论、政策网络视角、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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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基质模式[3]的城市或城市群生态空间重构研

究成为重点。从研究视角来看, 生态空间优化主要分

为 3 种类型: 第 1 类是将生态空间作为独立的个体开

展布局优化研究; 第 2 类是将生态空间与生产生活空

间作为一个整体, 然后基于适宜性评价、三生融合[25]、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26]、共生理论[27]等理念开展三

生空间优化布局研究; 第 3 类是按照土地主体功能

定位, 将生态主体功能空间与城镇主体功能空间、

农业主体功能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开展区域性的国土

空间结构优化研究。此外, 基于空间建模的生态空

间优化重构方法是当前研究热点, 如基于微粒群-马

尔科夫复合模型的生态空间预测模拟[28]。 

3.1.4  生态空间保护利用 

生态空间作为国土空间的组成部分, 生态文明

建设的空间载体, 需要进行严格的保护和管治。多

数研究者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和生态

敏感性评价来确定生态空间保护分区的范围, 并以

此提出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建议[29]。其中一些学者基

于底线思维, 在生态保护分区研究基础上, 将重要

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脆弱区等某些最小生态

保护空间的范围划定为生态红线, 作为禁止人类生

产活动的底线范围[30]。另一些学者按照生态空间用

途管制分区划定的逻辑框架和技术方法, 提出基于

“区域主体功能—景观主导功能—地块主要功能”的

自然生态空间管制分区划定逻辑框架, 构建以功能

分类、用途分区、管控分级为导向的生态空间用途

管制体系[31]。生态空间的分级分类和分用途管制是

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守住生态安全底线的

必然选择。 

生态空间保护与利用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

生态空间可占用性评价研究。基于生态足迹理论模

型, 定量测度区域生态足迹及动态变化趋势 [32], 在

量化生态空间占用及其价值核算基础之上, 提出基

于生态赤字价值补偿的环境税方案, 开征环境税约

束生态超额占用, 相应收入可用于减轻所得税[33]。

一些学者基于此进一步提出水资源、森林资源等资

源税目 [34], 与已有的耕地占用税等共同形成对土

地、森林、水和矿产等各种自然资源占用税费体系, 

实现对自然生态空间的统一保护。生态空间可占用

性评价研究, 可以为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生态系

统安全评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提供一些参考。 

3.2  生态空间研究评述 

3.2.1  乡村地区生态空间研究应受到重视 

从期刊分类来看, 检索得到的期刊文献来自 34

种期刊, 其中城市规划与发展类期刊 6 种, 文献数

占总文献数的 30.3%; 地学类期刊 7种, 文献数占总

文献数的 16.5%; 生态类期刊 3种, 文献数占 12.1%; 

资源类期刊 3种, 文献数占总文献数的 10.8%; 环境

类、经济类、大学学报类及其他期刊类文献数分别

占总文献的 9.9%、6.1%、4.3%、8.1%。说明城市规

划与发展、地学、生态学、资源科学是研究的主要

学科领域; 地学类、生态类文献数占比远低于城市

规划与发展类 , 说明其对生态空间的研究尚不深

入。从学科分类分布来看, 城乡规划与市政和城市

经济类文献数占总文献的 36.4%, 农业经济和区域

经济类文献占总文献的 10.6%, 由此可见, 城市生

态空间研究是热点。虽然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功能

的主要载体之一, 其生态空间格局的构成关系到功

能的有无 , 但近郊区乡村生态空间组分的面积比

例、形状及空间分布同样影响着城市生态空间格局

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强度, 其结构的优化不仅可

以提高乡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 也可以有效完善城

市整体功能, 因此乡村生态空间的研究应该受到更

多关注。 

3.2.2  生态空间规划与保护是研究热点 

研究采用逆向归类的方法 , 将文献归类统计 , 

国内生态空间研究文献中, 生态空间格局优化、保

护与利用类文献占总文献量的 48.6%, 生态空间识

别与分类研究文献量仅占总文献量的 20.1%。由于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增长和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阶段, 以保护为导向的生态空间规划

与管制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 研究成果服务于

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随着人们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对更高精神追求和更美

人居环境质量的要求, 以及转型发展中土地资源优

化配置的政策导向, 科学地测算人类对生态质量的

需求和空间供需平衡的关系 , 并以此来优化布局 , 

利用好、治理好生态空间, 提升生态空间范围内各

类用地的功能价值, 特别是社会文化(如净化空气、

游憩等)服务价值, 建立社会—生态空间的和谐交互

系统, 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但目前国内在这一

领域的研究尚显薄弱, 对实践和政策的号召作用、

指导作用不够明显。 

3.2.3  研究方法不断多元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以现代化技术、信

息化技术为框架下进行生态空间问题的研究方法不

断丰富。近 10年, 3S技术和空间统计方法应用日益

广泛和成熟, 结合层次分析、景观格局分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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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模型、土地利用和功能布局理论, 涌现出了一

大批实证研究成果, 揭示了不同尺度和区域的生态

空间识别、现状评价和优化方向等问题。但总体上

还是在实证主义指引下的生态空间时空特性演变分

析占据主流, 如常用的动态度评价法、综合指标法、

生态评价法、GIS 空间分析法、景观生态格局分析

法、景观指数法、模型预测法、情景模拟法。这些

方法有的过分强调局部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忽

视了宏观因素对过程的影响, 模拟的结果与现实情

况存在一定的差距; 有的只考虑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而对自然环境效应及政策因素考虑不多; 有的则过

多地考虑人为因素[28]。因此, 研究一些快速高效预

测生态空间的新方法, 构建基于人的身心需求和知

觉出发的人本主义、行为主义方法应成为未来研究

的重点方向[35], 这将有利于区域生态空间的健康发

展与空间结构优化。 

4  生态用地研究进展与评述 

4.1  生态用地研究进展 

基于各篇文献研究主题的逆向归纳, 将国内生

态用地研究归为 4 个重点领域, 分别为生态用地识

别分类、生态用地格局评价、生态用地优化模拟和

生态用地保护利用。 

4.1.1  生态用地识别分类 

由于国内对生态用地概念的界定具有较大争议, 

因此在生态用地识别与分类方面还未形成统一的认

识。大致可以将当前生态用地识别分类归纳为 3种类

型: 第 1 类主要是以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成果为基础, 

结合生态功能分区, 采用“内涵析取”的方法识别区

域生态用地。此类识别方法往往按照多级多类分类

体系, 并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相衔接, 提出面

向实践的生态用地多维度分类体系[36]。第 2 类认为

人类活动对生态用地影响范围和程度的不同将导致

生态功能发挥的强弱差异, 基于“人类活动-生态用

地”影响反馈机理, 采用逆向递推的方法将生态用地

分为原生生态用地、半人工生态用地和人工生态用

地 3 个一级地类[8]。第 3 类主要是以水土保持、地

质灾害规避与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安全、

乡土文化遗产保护、自然景观保护[37]等构建重要性

评价体系, 采用层次分析法、空间分析法、综合分

析法等, 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敏感性、生态

脆弱性等方面来识别生态用地范围。此类识别方法

多按照重要性评价结果 , 将生态用地划分为极重

要、重要、较重要以及一般重要[38], 核心型、辅助

型、过渡型和非重要生态用地[39], 或按照主导功能

将生态用地划分为地表水涵养与保护用地、地下水

保护用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水土保持用地、

河流防护用地、公路防护用地和城市绿地等类型[40]。 

4.1.2  生态用地格局评价 

国内学者主要从时空演变特征、景观格局、生

态服务功能价值、空间冲突、生态安全隐患和发展

潜力分析等方面开展不同尺度生态用地评价分析。

在评价内容方面, 不同研究尺度下生态用地时空演

变规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如山东省近 20年生态用

地面积减少态势呈现出“平稳—加速—减缓”的阶段

性特征,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战略的深入

实施, 将来有可能出现生态用地由减少到增加的拐

点[41]; 生态用地空间冲突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

区[42], 低水平安全格局下的生态用地是维持区域生

态安全的关键和底线[43], 生态用地全局连通性基本

呈下降趋势[44]。此外,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土地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强弱最直接的体现, 可以间接地反

映出区域生态用地的利用方式和强度, 为生态用地

保护和区域间生态占补平衡提供科学依据, 是生态

用地评价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内容。研究表明, 近些

年全国生态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呈下降趋

势, 呈现出“中增、东西减”的格局特点, 生态系统稳

定性不容乐观[45]。在评价方法上, 学者主要采用环

境库兹涅兹曲线, 判断生态用地的发展趋势; 采用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方法, 描述生态用地的分布

及其演变特征; 采用景观安全格局法和 GIS 空间分

析法, 评价区域生态用地安全格局等。 

4.1.3  生态用地优化模拟 

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生态承载力、景观安全格

局、低碳目标等视角, 结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

政策等, 采取分类规划方法, 对生态用地进行定量

规划[46]。随着 3S 技术和空间建模技术的广泛应用, 

国内学者主要是用景观生态学源地-廊道-基质的观

点开展生态用地优化布局研究, 基于生态保护重要

性评价、生态适宜性评价、景观空间结构和生态敏

感性分析来确定生态源地, 从地形地貌、水资源、

人类活动、需求平衡等因素确定生态障碍和生态阻

力面, 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人工神经网络、元

胞自动机、CLUE-S模型、Markov模型、EnKF-MCRP

模型[47]、多智能体和蚁群优化算法[42]等测度生态源

地空间扩张的阻力分布, 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用地保

护的重要性进行分级, 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

态保护建设的需要设置生态用地规划多种情景, 最

终实现生态用地数量和空间优化布局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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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生态用地保护利用 

目前对于生态用地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研究不多, 

多数学者主张采用分级分类的方法开展生态用地管控

与利用研究。研究表明, 建设空间需求强劲和空间

精细化管控不足是生态用地面临的挑战[48], 通过空

间管制生态化、绿地系统规划、水体空间规划和土

地利用生态化等理念和措施, 可以有效保护生态用

地[49]。有的学者依据生态用地比重标准化指数, 采

用自然裂点法和聚类分析法进行生态用地保护分区, 

并提出差别化的生态用地保护措施[41]; 有的学者通

过半结构式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 测算服务提供

者和服务受益者的需求, 结合支付意愿法, 确定生

态补偿标准, 希望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合理利用

生态用地; 另一些学者探讨了如何将高分影像运用

到生态用地监测监管中, 希望建立生态用地动态监

测体系, 科学地保护和利用生态用地[50]。另外, 生态

用地的需求测算是城乡统筹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的

关键环节, 下一步研究的重点趋向可能为基于土地

生态功能的生态用地分类、基于土地生态格局的生

态用地效益综合测算、基于多目标情景的生态用地

功能综合权衡、基于生态用地供需平衡分析的生态

保护研究等方面[51]。 

4.2  生态用地研究评述 

4.2.1  生态用地分类体系不够完善 

对生态用地分类体系进行归纳, 可知当前的生

态用地分类主要采用了 3 种分类方法, 即土地利用/

覆被分类法、人类活动影响程度分类法和生态服务

功能分类法。土地利用/覆被分类法有着严格的分类

原则, 易于与现行土地分类体系进行衔接, 但对土

地生态功能的考虑不够, 在界定生态用地时可能会

造成范围偏大。人类活动影响程度分类法较好地反

映了“人类活动—生态用地”之间的影响反馈机理 , 

有利于人类对生态用地的规划管理和修复保护, 但

是由于人类活动影响程度的渐进性和土地的多功能

性, 不同类型人类干预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 影响

分类的准确性。生态服务功能分类法依据土地所能

提供的主要生态服务功能进行分类, 强调人类对于

不同类型生态用地的功能需求差异, 便于实现差别

化生态用地管理, 但是以生态功能来界定的生态用

地类型与中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差异较大, 不

便于指导实际管理工作。 

4.2.2  生态用地价值评价体系不够完整 

国内学者针对生态用地评价进行了大量探索性

研究, 其中生态用地价值评价主要集中在生态服务

功能价值方面。对土地生态价值的评估方法大体可

以分为 3 种类型: 价值当量修正法、替代市场法和

条件价值评估法, 无论哪种方法实际上都忽略了生

态用地本身所具有的资源价值。另外在开展价值评

价时对于生态用地本身的利用情况关注较少, 土地

利用状况直接决定着土地生态价值的核算: 一方面, 

土地利用方式决定了土地本身具有多高的价值, 如

耕地与林地本身的资产价值就不同; 另一方面, 耕

地与林地所发挥的生态服务功能不同, 所具有的的

流量价值也就不同。因此在生态用地价值评价方面

应增加土地资产价值评价内容。同时, 要根据土地

的利用状况, 根据地表的实际覆盖类型来开展生态

服务功能价值的测算, 否则所测算的生态用地价值

是不完整的。 

4.2.3  生态用地规划方法单一 

生态用地规划和优化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基于生态承载力、景观安全格局、低碳目标

等视角进行的生态用地划分, 结合国家相关法规、

规定、政策等, 采取分类规划方法, 对生态用地进行

定量规划, 此类方法往往仅从生态用地数量上给出

指导建议, 缺少空间布局结果。随着 3S技术和空间

建模技术的广泛应用, 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人

工神经网络、元胞自动机、多智能体和蚁群优化算

法等模型能够满足多种情景下的生态用地空间优化

布局模拟, 但此类方法更多地关注斑块之间的生态

联系, 强调通过提高景观连通性等格局优化策略促

进生态功能的高效发挥, 但往往缺少对生态质量、

生态用地需求的测算及对城市主要环境问题及居民

对宜居环境要求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因此, 优化的

生态用地空间仍然稍显片面。 

5  结语 

当前我国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的研究处于起步

阶段, 在概念认识和分级分类方面还存在较大争议, 

对于两者的评价、优化布局和保护利用等研究还不

全面。中国已经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新的形势要求我

们进一步弄清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两者之间的联系

与区别, 科学识别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的范围, 丰

富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的评价方法, 加快研究新的

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优化重构方法, 完善生态空间

和生态用地合理利用与科学管理制度。与其他成熟

的学科不同 , 土地生态学的理论基础还相对薄弱 , 

迫切需要进一步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 指

导和应用于土地生态学实践。今后一段时期, 统一

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的概念认识, 基于高分辨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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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影像和数字高程模型的生态空间与生态用地识别

方法建立具有区域差异特征的生态用地分类体系、

生态空间重要性评价、生态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体系, 

基于人类福祉需求的生态用地供需平衡分析, 基于

空间分析模型的优化布局方法研究, 建立生态补偿

机制、生态占补平衡机制等内容应成为生态空间和

生态用地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此外, 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大力实施, 乡村地区生态空间和生态用地研

究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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