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１ 卷第 ２３ 期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１，Ｎｏ．２３
Ｄｅｃ．，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０９；　 　 　 采用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２９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ｐｅｎｇ＠ ｕｒｂａｎ．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２１１１０９３１３８

彭建．《国土空间优化利用与管理》评介．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２３）：９５５４．

《国土空间优化利用与管理》评介

彭　 建∗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国土空间优化利用与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地理学、生态学、土地科学、管理

学服务于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实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金贵教授长期从事国土空间优化管理、政
策评估与决策支持系统研究，主持多项相关议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科学出版社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出版的《国土空间优化利用与管理》便是他对这一议题长期研究的成果总结。
全书共 ２９．２ 万字，包括绪论、国土空间格局特征与演变规律、国土空间评价与效率评估、国土空间动态模

拟与优化利用、国土空间分区体系重构、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与政策模拟等六个章节。 其中，第一章概述了

国土空间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发展愿景蓝图的逻辑关联；第二章介绍了我国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的特点与不足，总结了国内外国土空间开发研究现状，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分析了国土空间数量

结构和时空演变特征；第三章聚焦国土空间评价与效率评估，提出了土地适宜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
生态效率测算的模型方法与示范应用；第四章围绕国土空间动态模拟与优化利用，介绍了耕地空间规模预测、
农地流转空间趋势推演及低丘缓坡水土流失风险分析等研究成果；第五章关注国土空间分区体系，梳理了国

内外国土空间分区单元划定、指标体系构建、评价和分区方法的研究进展，尤其明晰了功能区划的内涵与目

标、中国国土空间分区体系的演替与发展；第六章则进一步基于三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

城市群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方法和国土空间管理政策优化途径。
纵览全书，下述特点值得称道：结构完整，逻辑清晰。 该书系统解析了国土空间优化利用与管理的理论内涵

与科学实践，由国土空间、国土空间开发、国土空间分区等概念辨析为支点，围绕“评价⁃分区⁃模拟⁃优化”结构框

架，分别介绍了国土空间格局特征与时空演变分析、国土空间评价与效率评估、国土空间动态模拟与优化、国土

空间分区体系重构、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与管理政策优化等主题研究，内容层层递进，逻辑严密。
案例丰富，契合主题。 该书除了探讨国土空间优化利用与管理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也选取和章节主题高

度契合的研究案例深化理论实践。 例如，在介绍完国内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研究现状后，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分析了该地区国土空间格局的结构特征与时空演变。 同时，案例区的选择也颇具典型性，如在“国土空间动

态模拟与优化利用”一章中，分别选择重要农业经济区———黄淮海平原、低丘缓坡区———洱海流域探讨了农

地流转空间趋势和水土流失风险。
聚焦前沿，视野开阔。 该书不仅针对国土空间开发、国土空间分区等核心主题梳理了国内外研究进展，评

述了不同方法和模型的优势与不足，更是从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视角探讨了国土空间分区的新架构，为
国土空间优化利用与管理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该书应用前沿理论与方法支撑章节观点，如考

虑土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联关系，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土地利用政策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国土空间管理政策优化提供了可行途径。
整体而言，作为国土空间管理领域的学术著作，该书紧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的国家战略，为科学

布局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建立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性保护与修复提供了

重要科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