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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对策

欧阳志云*, 李小马, 徐卫华, 李煜珊, 郑摇 华, 王效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摇 100085

摘要:不合理土地开发加速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和侵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危机区域生态安全,开展生态用地规

划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 合理规划和管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广泛应用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主要以土地的社会经济属性为基础,忽视其生态属性,导致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
保障生态安全的土地缺乏保护机制,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土地得不到有效保护。 以北京市为例,建立了北京市生态用地分类与

规划的思路与程序,在明确北京市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及其空

间格局,并进行了北京市生态用地规划。 研究规划了保障北京市生态安全的 7 类生态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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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5137.37km2,占北京市域面积的

31.31%。 最后从生态用地识别和划分、将生态用地融入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生态用地管理措施和对策 3 个方面探讨了生态用地

规划和管理的方法与措施。 研究结果为北京市土地利用规划和有效管理提供依据,也为其它地区的生态用地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用地; 生态安全格局; 土地利用分类; 土地利用规划;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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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rrational land development accelerated the disturbance and
encroachment on natural and semi鄄natural ecosystems, which decreases ecosystem service and impairs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Land is the basis for both socio鄄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 The function ( e. g.
economic function or ecological function) of a land unit is usually determined by land us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lan and manage the amou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properly. At present, the
widely used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is the Current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for National Standard (CLUCNS)
issued in 2007. This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mainly designed based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of the land, and
mainly for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land is neglected, which
may further degrade the ecosystem service and hinder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t is urgent to recognize the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 function of land and integrate it into CLUCNS. Though much effort has been devoted in
identifying the ecological land use (ELU) and designing integrated land use classifications that integrates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of the land,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clarify the concep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land use. Taking Beijing as an example, we firstly designed the procedure of ELU classification
and planning, and then analyzed the ecosystem services needed to guarantee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Beijing. The
importance of each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 function was evaluated and classified into four grades, based on which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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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ed the ELU in Beijing for both amou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Seven ELU types were planned, including surface
water conservation land, ground water conservation l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nd, water and soil retention land, river
protection land, road protection land, and urban greenspace. These land uses cover an area of 5137.37 km2, accounting for
31郾 31% of the total area. We also discussed the planning method and management measure of ELU from three aspects: 1)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ELU, 2) the integration of ELU into CLUCNS, and 3) the management of ELU.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help the government better plan and manage land use in Beijing. In addition, the designed method
and procedure of ELU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can be applied to direct ELU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other areas.

Key Words: ecological land us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land use planning; ecosystem service

土地利用是指人类为获取一定的经济、环境或社会利益,对土地进行保护、改造并凭借土地的某些属性进

行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的方式、过程及结果[1]。 土地利用分类是对复杂土地利用的归纳和综合,也是土地

利用规划和有效管理的基础。 自 1984 年以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土地利用管理的要求,我国先后

颁布实施了 4 个主要土地利用分类体系[2鄄3],大大促进了我国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然而,不合理的土地开

发是目前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加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生物多样性丧失、水土流失加剧、石漠化、水文调

蓄能力下降、沙尘暴等生态环境问题加剧均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有关[4鄄7]。 由于目前实施的土地利用分类系

统(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 / T 21010—2007))是基于土地的社会经济属性进行分类,如耕地是以生产粮

食为目的用地类型,住宅用地是以为人们提供居住场所的用地类型等,尚缺乏从生态安全角度考虑的土地利

用类型[2, 8],从而难以从根本上预防土地不合理开发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进而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产

生与加剧。 为了保障生态安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许多作者开展生态用地研究[2, 8鄄11],探讨了生态用地的

含义和划分方法。
保育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既是土地利用目标之一,又是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

障。 无论是从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完整性和合理性,还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都有必要在土地利用

分类体系中增加并重视以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为目的的土地利用方式,即生态用地。 开展生态用地规划是构建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 许多研究者认为生态用地应是一类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主,对改善区域环

境质量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土地单元[2, 9, 12鄄15]。 结合具体的研究区域,大量学者探讨了生态

用地识别或确定方法,如,俞孔坚等[14]运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以北京市东三乡为例分析了基于雨洪管理和

生物保护需求的生态用地。 谢花林和李秀彬[13]从水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规避与防护和自然游憩

等 4 个方面构建了生态用地重要性综合指数和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识别方法,并进行了京津冀地区

的实例研究。 张林波等[16]研究了深圳市最小生态用地空间分析模型,并模拟了不同生态用地面积情景下深

圳生态用地空间格局。
目前生态用地分类研究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 生态学家多从生态学角度探讨生态用地识别方法,而且更

多的是开展土地的生态属性评价,与土地利用规划与生态安全的要求结合不紧密,也未能为识别出的生态用

地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找到合适位置。 本研究以北京市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对策为例,在分析保障北京生

态安全要求的基础上,探讨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北京生态用地识别和亚类划分方法,建立了北京市生

态用地分类体系,并进一步研究了北京市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措施,以期为北京市土地利用规划和有效管理

提供依据,也为其它地区的生态用地规划提供参考。

1摇 研究方法

1.1摇 研究区概况

摇 摇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西北边缘,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北京市最高海拔 2303m,山地一般海拔 1000—
1500m,平原海拔 20—60m。 北京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2.3益。 年平均降水量 600mm,空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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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明显。 山前地区,年降水量约 700mm;东南部平原地区降水量不足 600mm;最低降水量不足 500mm。 冬季

多偏北或西北风,夏季多偏南或东南风。 北京境内有永定、潮白、北运、大清、蓟运五大河系,共有支流 100
余条。

北京市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森林、草地、灌丛、湿地、农田与城镇等多种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在自然环境与

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下,北京市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表现为以城区为核心的圈层结

构。 根据 2007 年 SPOT 卫星影像解译结果,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面积为 2552km2,占北京市总面积的 18%;在
城市周围及东南部的平原地区,则是以人工植被为主的农田生态系统,面积 3973km2,占北京市总面积 24%;
远郊山区多为森林生态系统,面积 7884km2,占北京市总面积 48%。 此外北京市还有近 6%的草地、4%的湿地

和 1%的其它生态系统类型。
北京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交通中心。 北京城市发展历史悠久,建都至今历时八百余年,

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城和历史文化名城。 自 1949 年以来,城市发展迅速,1949 年全市人口 420 万人[17],2011
年常驻人口 2018.6 万人[18]。 城市建成区面积 1949 年为 55.34km2,2010 年迅速增加到 1201.53km2。

北京人口迅速增加、建成区快速扩张、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北京森林退化、湿地萎缩、河流干涸、地
下水位下降,进而导致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防止地面沉降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严重,地
质灾害风险增加。 城区空气环境污染严重、热岛效应和城市内涝加剧,人居环境恶化。 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加

剧已成为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图 1摇 生态用地分类与规划技术路线图

摇 Fig. 1 摇 Flow chart of ecological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and planning

1.2摇 北京市生态用地分类与规划的思路、程序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保障生态安全的基础。 北京

市生态用地分类与规划的基本思路是以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重要性及其空间格局为基础,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对保障北京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确定北京生态用地的

类型与范围,进一步分析不同生态用地类型的管理措

施。 具体技术路线与程序如图 1。
1.3摇 北京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空间格局评价

根据北京市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

(图 2),支撑北京生态安全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主

要有水文调节与水源涵养、补给地下水、提供野生动物

生境、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污染物

净化、生态防护等方面,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

的空间格局是北京生态用地规划的基础。
1.3.1摇 数据

北京市生态用地分类与规划主要使用了如下几方

面的数据:SPOT 遥感数据(2007),DEM(30m 分辨率),保护物种分布图、水源地分布图、饮用水源地保护规划

图、自然保护区分布图、公路图、河流图等。
1.3.2摇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空间格局评价方法

针对保障北京生态安全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利用 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评价每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重要性的空间特征。 评价结果分 4 级(极重要、中等重要、较重要、一般地区)。
(1)地表水涵养与保护

地表水涵养与保护重要性评价可借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评价区域土地对饮用水源保

护的贡献。 参考《北京市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京密引水渠水源保护管理条例》,以北京市区以及其它区县生

活饮用水、灌溉用水、景观娱乐用水等主要水源地为出发点,评价北京市地表水源涵养与保护重要性,具体评

0873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5 卷摇



http: / / www.ecologica.cn

价标准见表 1。

图 2摇 北京市生态安全需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用地类型的关系

Fig.2摇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security requirement, ecosystem service, and ecological land use in Beijing

表 1摇 北京市地表水涵养与保护重要性评价标准

Table 1摇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importance of surface water conservation in Beijing

重要性等级
Level of importance

评价标准
Evaluation criterion

极重要 Extremely important 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周边邻近一层山脊集水区、京密引水渠 100m 缓冲区、官厅水库及其最高
水位以外 5km 区域

重要 Important 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周边邻近一层山脊集水区之外的集水区、官厅水库极重要区之外的集水
区(建设用地除外)

中等重要 Marginally important 极重要和重要区之外的山区

一般地区 Not important 平原区

(2)地下水保护重要性

地下水保护重要性评价由两方面组成:基于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模型 DRASTIC 的评价和《北京市城市自来

水厂地下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对地下水水源地保护区的规划。 DRASTIC 模型由 7 个与地下水污染有关的水

文地质评价参数组成:地下水深埋(Depth of groundwater)、含水层的净补给 R(net Recharge)、含水层介质 A
(Aquifer media)、土壤类型 S(Soil type)、地形 T(Topology)、包气带介质 I( Impact of the vadose zone media)和
含水层水力传导系数 C(Conductivity)。 每个指标根据其与地下水脆弱性的关系被赋予一定权重。 同时每个

指标根据其取值范围被赋予相应的评分值。 最后通过加权计算地下水脆弱性综合值。 具体评价方法和过程

参考文献[19]。 依据脆弱性越高,保护越重要的原则对评价结果进行保护重要性等级划分。 另一方面依据

《北京市城市自来水厂地下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将地下水源一级保护区确定为地下水资源保护极重要区,
二、三级保护区分别确定为重要区和中等重要区,其它区域为一般地区。 最后将两方面的评价结果进行空间

叠加,得到北京市地下水保护重要性综合评价结果。

1873摇 11 期 摇 摇 摇 欧阳志云摇 等:北京市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对策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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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评价可借鉴《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从生态系统保护和物种保护两个角度开

展评价。 根据北京市生物多样性现状和数据获取情况从两方面评价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 首先选

择 48 种国家与北京重点濒危保护动植物作为指示物种,通过数学模型评价其适宜生境,并进一步划分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要性等级[20鄄21]。 在此基础上叠加北京市自然保护区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极重要区。
(4)水土保持

从土壤侵蚀产生的生态过程出发,计算北京市潜在土壤侵蚀量,即不考虑现实地表覆盖和人类活动影响

的土壤侵蚀量。
A= R伊LS伊K (1)

式中,A 为土壤潜在侵蚀量,R 为降雨侵蚀强度因子,LS 为坡度坡长因子,K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 计算过程见

文献[4]。
在土壤潜在侵蚀量计算基础上,结合北京市土壤侵蚀现状,按照侵蚀量越大保护重要性越高的原则划分

北京市水土保持重要性等级。
(5)河流防护

人类活动,如城市发展和农业活动是威胁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量研究表明河岸带植被

对进入水体污染物具有过滤作用[22鄄23]。 参考我国诸多地区规划规定,划定北京市平原区主要河流(永定河、
潮白河、北运河和京密引水渠)沿岸 50m 缓冲区及河流本身为河流防护极重要区,其它地区为一般地区

(图 3)。
(6)公路防护

道路作为物质流通的主要通道,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伴随道路也出现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如加剧景

观破碎化、汽车尾气排放导致的高环境污染等[24鄄25]。 公路防护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保护其物质运输功能,另一

方面在于缓解道路对环境的生态影响。 参考我国诸多城市城市规划规定结合北京市道路现状,划定北京市平

原区主要道路(环路、高速公路、铁路等)两侧 50m 缓冲区为公路防护极重要区。
(7)城市绿地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地区自然景观斑块,在提供休闲游憩场所、吸收污染物、缓解热岛效应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社会和生态功能。 结合城市绿地斑块大小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的需要,确
定公园绿地为发挥城市绿地生态功能极重要区。
1.4摇 北京市生态用地类型与识别

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等级空间特征为基础,原则上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区确定为该类相应

生态用地类型(图 2),条件允许地区将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区划分为生态用地,并以主导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给相应的生态用地命名。 当某土地单元具有两种或以上极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根据北京生态安全

保障的急迫性和保护的严格性确定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与相应的生态用地类型。 例如,当某土地单元

同时具有极重要的水土保持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时,确定为水源保护用地。 而当某土地单元同时具有极重要

的水土保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时,确定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
1.5摇 生态用地管理措施制定

生态用地分类是对具有极重要生态功能的土地实施有效的管理。 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要体现两个层次

内容:一是明确生态用地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优先地位;二是针对不同类型生态用地,制定以保护与改善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为目标的差异化管理措施。

2摇 结果

2.1摇 北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空间特征

摇 摇 根据保障北京生态安全的要求,分析了北京地表水涵养与保护、地下水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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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防护、公路防护和城市绿地提供等 7 个方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特征及其对保障北京生态安全重要性

程度(图 2)。
(1)地表水涵养与保护摇 北京市具有极重要地表水涵养与保护功能的土地面积 900km2,占北京市总面积

的 5.48%,主要位于北京市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等主要饮用水源地周边与上游地区。 地表水涵养与保护重要

区面积 3978.52km2,占北京市总面积的 26%,分布于北京市北部山区,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官厅水库上游,
这些区域是北京水资源重要涵养区(图 3),对保障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2)地下水保护摇 根据 DRASTIC 模型评价结果和北京市城市自来水厂地下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对地下

水水源地保护区的规划,北京市地下水保护极重要区面积 1280km2,占北京市国土总面积的 7.8%。 集中分布

在 5 个区域:永定河冲洪积扇顶部和上部地区,包括海淀西北局部、丰台西部、石景山和门头沟等地区;潮白河

冲洪积扇顶部的怀柔的北部平原区和密云县东北部地区;拒马河冲洪积扇顶部的房山坨里、北坊、岳各庄、周
口店一带;南口洪积扇顶部的昌平区邓庄、昌平东北;泃错河冲洪积扇顶部,包括平谷区乐政务乡和南独乐河

镇以东的两个片区(图 3)。
(3)生物多样性保护摇 根据北京市自然保护区分布和 48 种濒危保护保护动植物物种的分布,北京市生

物多样性保护极重要区域区面积 2253.10km2,占北京市国土总面积的 13.73%,主要分布于北京西部和北部山

区与河北省交界处,如房山区、门头沟区、延庆县和怀柔区西部,密云县和平谷区东部。 此外在密云县和怀柔

区交界处、密云水库西部也有大面积生物多样性保护极重要区分布(图 3)。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面积

1672.45km2,占北京市国土总面积的 10.19%,主要分布于北部山区,如平谷区东北、延庆县与怀柔区、昌平区

交界山区(图 3)。
(4)水土保持摇 北京市突然保持极重要与重要区域面积分别为 1431km2 和 3898km2,分别占北京市国土

总面积的 8.72%和 23.75%,分布在怀柔县中部周边区域和北京西山大部分区域。 这些区域山高坡陡,且为降

雨中心,易发生严重的土壤侵蚀(图 3)。
(5)生态防护摇 生态防护包括河流防护和公路防护,主要是增强环境净化功能,减少交通对空气环境的

污染,以及预防和减轻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 北京市河流防护极重要区包括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和京密引

水渠位于平原区的主河道及其两侧 50m 缓冲区,总面积 84km2 北京市平原区主要道路(环路、高速公路、铁路

等)两侧 50m 缓冲区为公路防护极重要区,总面积 81km2(图 3)。
(6)城市绿地摇 根据城市绿地在调节城市小气候、调节降雨径流和提供休闲游憩场所等方面的能力,评

价显示北京市具有极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绿地面积 112km2,主要为主城区面积较大城市绿地斑块

(图 3)。
2.2摇 北京市生态用地识别与类型划分

将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极重要区作为生态用地进行空间叠加,按照地表水涵养与保护、地下水保

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河流防护、公路防护和城市绿地的优先等级进行北京市生态用地类型划分

(图 4)。 地下水保护极重要区已被大面积城市化,故生态用地规划时不包括地下水保护极重要区中的已建设

用地。
北京市生态用地面积 5137. 37km2,占北京市总面积的 31. 31%。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用地面积最大

(2035.28k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 40%。 地表水涵养与保护用地和水土保持用地分别占生态用地总面积

的五分之一(表 2)。 地表水涵养与保护用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水土保持用地、城市绿地和生态防护用地

构成北京生态用地的基本骨架(图 4)。 空间上,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生态用地呈成片分布,而在城郊区,
生态用地呈网络分布,城区生态用地呈斑块分布。 功能上不同区域的生态用地的主导功能不同,虽功能上不

能相互替代,但功能相互补充,共同形成北京生态安全的屏障。
2.3摇 北京市生态用地的管理措施与对策

为了保障北京生态安全,首先,应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确定生态用地类型,进一步通过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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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北京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

Fig.3摇 Evaluation for importance of ecosystem service in Beijing

规划明确生态用地的地位,并土地利用规划中严格执行生态用地优先思想,优先保障生态用地,并在土地开发

中严格限制占用生态用地。 其次,加强自然保护区与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设,对具有极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区域进行严格保护。 第三,针对不同生态用地类型,实施面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育目标的生态用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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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

表 2摇 北京市生态用地类型面积组成

Table 2摇 Area of the planned ecological land use

生态用地类型 Ecological land use types 面积 Area / km2 百分比 Percent / %

地表水涵养与保护用地 Surface water conservation land 1176.35 22.90

地下水保护用地 Ground water conservation land 645.51 12.56

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nd 2035.28 39.62

水土保持用地 Water and soil retention land 1075.04 20.93

河流防护用地 River protection land 61.26 1.19

公路防护用地 Road protection land 72.45 1.41

城市绿地 Urban greenspace 71.47 1.39

合计 Total 5137.37 100.00

图 4摇 规划生态用地空间分布

Fig.4摇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lanned ecological land use

(1)地表水涵养与保护生态用地 摇 加强水源涵养

林建设,增加水源涵养功能。 一方面通过封山育林、禁
牧等生态工程增加森林面积,在重要水源涵养区应实施

退耕还林,恢复自然生态系统,以提高其水源涵养功能。
(2)地下水保护生态用地 摇 严格限制新增各种形

式的不透水面,对已硬化地表进行透水铺装改造,增加

地下水补给;禁止一切污染地下水的行为,如修建垃圾

填埋场,存储剧毒、高污染物质,挖设渗坑、渗井、污水渠

道等;减少并规范地下水保护用地的人类活动,防止地

下水污染。
(3)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用地 摇 根据保护对象与

栖息地特点,实施针对性的保护与管理措施,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极重要区应建立自然保护区。
(4)水土保持生态用地 摇 严格保护,防止植被破

坏。 对生态系统退化的土地单元,应加强生态恢复,提
高水土保持能力。

(5)河流防护生态用地 摇 优化河流防护生态用地

植被群落结构,提高其过滤进入河流污染物和作为生物

迁徙廊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 在此基础上适当完

善河流防护生态用地游憩设施建设,提高其休闲游憩服

务功能。
(6)公路防护生态用地摇 完善道路防护生态用地规划,优化公路防护生态用地植被组成及群落结构,提

升其景观、污染物净化、噪音控制等生态功能。 加强公路防护生态用地休闲游憩功能建设,建立多功能公路防

护景观。
(7)城市绿地摇 加快第二绿化隔离带建设,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无序扩展。 完善城区绿地布局,增强城市

绿地的气候调节、水文调节、污染净化、碳汇等功能,以减缓城区热岛效应,预防城市内涝,改善空气环境。 人

工再造林是城市绿地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绿化树种选择充分借鉴现有研究经验,尽可能选择本地物种,提高

物种多样性,减少绿地灌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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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3.1摇 生态用地识别及分类

摇 摇 生态用地是具有极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系统服务为主、并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的土地单元。 生态用地可以分为两个类型:(1)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土地单元。 这些土地主要提供生

态产品与生态系统服务,如水源涵养、地下水补给、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自然景观的美学价值等,
这些生态功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生态破坏与生态系统退化将导致这些生态功能的退化,引起区域生态

承载力的下降。 (2)具有重要生态防护功能土地单元:即,预防和减缓自然灾害的功能,洪水调蓄、防风固沙、
石漠化预防、地质灾害防护、道路和河流防护、海岸带防护。 这些土地通常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生态系统脆

弱,一旦受到破坏容易导致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或者自然灾害,危及区域乃至国家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
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求具有明显

区域特征。 例如黄土高原地区对水土保持服务功能要求较高,高密度人口集中城市对缓解热岛效应、大气污

染物净化功能要求更高。 因此生态用地的识别和分类由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求决定。
首先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求确定需要评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指标及其优先性;其次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重要性评价中极重要阈值划分应与区域特征相适应。

表 3摇 土地利用规划分类体系

Table 3摇 The integrated land use planning classification
一级类 Primary type

编码
Code

名称
Name

二级类 Secondary type

编码
Code

名称
Name

11 耕地

12 园地

1 农用地 13 林地

14 牧草地

15 其他农用地

21 城乡建设用地

2 建设用地 22 交通水利用地

23 其他建设用地

31 地表水涵养与保护用地

32 地下水保护用地

33 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

3 生态用地 34 水土保持用地

35 河流防护用地

36 公路防护用地

37 城市绿地

4 其他用地 41 水域

42 自然保留地

3.2摇 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与生态用地

目前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如土地利用调查、
审批)主要依据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标准执行,由于在现

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主要依据土地的社会经济属性,没
有考虑土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属性,在分类体系

没有“生态用地冶类型,从而导致在土地利用规划与管

理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土地得不到保障,生态用

地落实不到具体地块上。 因此,为了是保证生态用地得

到落实,必须完善现行的土地利用规划分类标准。 根据

北京生态用地评价与规划研究,建议将目前土地分类体

系的一级类的 3 类,增加一类“生态用地冶类,形成 4 个

一级类的新的土地利用规划分类体系(表 3)。 进一步

根据地块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特征,在二级类将生态用

地进一步细化,在本研究中,北京生态用地可以分为 7
类,总的二级类型达 17 个(表 3)。 不同区域的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可能不同,如在海南沿海地区,海岸带具有

重要台风防护功能,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可以在不同地区

生态用地分类与规划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集成,建立能满

足我国省区的生态用地分类体系。
3.3摇 生态用地的管理

生态用地是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目标的土地类型,生态用地管理的目标是保障生态用地能持续提

供生态系统服务,保障城市与区域生态安全。 因此生态用地管理的基本思路应是保护优先、增强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主要措施是尽可能将生态用地包括:
(1)建立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生态功能区保护区等,依法保护。 还可以生态用地为基础,确定生态

红线,加强保护力度。
(2)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让承担保护责任、并在生态保护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农牧民得到经济补偿,促进生

6873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5 卷摇



http: / / www.ecologica.cn

态保护中的社会公平,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供给。
(3)加强生态恢复,对生态系统退化的生态用地,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生态恢复,增强生态系统的服务

功能,预防因生态退化导致的或加剧生态灾害,危及生态安全。 生态恢复要坚持自然恢复原则,发挥自然恢复

功能,恢复生态生态系统与生态功能。
(4)要根据不同生态用地类型制定针对性的生态用地管理办法与措施,提高管理水平。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一个城市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生态用地是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供给的

生态基础。 完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开展生态用地规划、落实生态用地是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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