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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网”理论的国土空间规划研究

范玉龙１ꎬ∗ꎬ赵天英１ꎬ丁圣彦２

１ 南阳理工学院ꎬ南阳　 ４７３００４

２ 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ꎬ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摘要:生态环境恶化使国土空间的管理从重视开发到重视保护转变ꎬ相应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与管理机制需要打破旧的路径

依赖ꎬ建立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理论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融合到一起ꎬ推动生态系统服务“一张

网”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衔接ꎮ (１)生态系统服务网的网络属性诠释了山水林田湖草￣人生命共同体思想体系ꎻ(２)生态

系统服务网理论强调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匹配与融合ꎬ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依据ꎻ(３)生态系统服务网的尺度特征与国土空间

规划层级体系存在对应关系ꎬ有助于规划的传导与实施ꎻ(４)生态系统服务网中供给能力和空间需求匹配的评价是“双评价”的
主要内容ꎬ为“三区三线”的划定与落地提供了依据ꎻ(５)生态系统服务网的价值评估、空间制图与优化ꎬ为确定国土空间开发边

界与规模奠定了基础ꎬ为两山转化路径提供思路和依据ꎬ可有效促进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开发利用ꎮ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网ꎻ国土空间规划ꎻ保护与开发ꎻ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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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ꎬ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ꎮ 与此同时ꎬ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崇拜

占据了主要地位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成本和约束[１]ꎬ造成生态环境恶化ꎮ 人们获得巨大发展收

益的同时却丧失了基本的“绿水青山”ꎬ雾霾和污水围城倒逼我们重新审视社会经济发展模式ꎮ 十九大报告

一方面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２]ꎬ另一方面提出社会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ꎬ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导向ꎮ 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跟不上新时代国土空间

开发与保护的要求ꎬ自然资源部的成立能有效地统筹管理国土空间资源ꎬ重新审视开发与保护、局部与全局、
眼前与长远等问题ꎮ 目前有关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理论和实践还在探索当中ꎬ无论是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

图”ꎬ还是生态文明思想体系ꎬ都需要打破旧的路径依赖ꎬ在中央政策指引下ꎬ逐步建立科学研究体系、法律法

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３]ꎮ
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ＥＳ)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得到的产品和服务[４]ꎬ已经成为

联系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桥梁ꎮ 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土空间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成为生

态学研究的热点[５ꎬ６]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络(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ＥＳＮ)是各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

交互关系的集合[７]ꎮ ＥＳＮ 可以应用到保护国土空间各自然资源要素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中ꎬ也可以应用到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中ꎬ有助于实现“两山”转化ꎬ完善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理论体系ꎬ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一张

网”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８]ꎬ构建面向居民福祉的国土空间生态网络[９]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区生ꎮ

１　 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内涵及面临主要问题

１.１　 国土空间的概念及意义

国土空间按功能类别可以分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和其他空间四类ꎮ 长期以来ꎬ我国对这些国

土空间资源的管理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ꎬ推动了资源管理专业化ꎬ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随着资

源利用能力的不断提升和利用边界的不断扩张ꎬ部门资源管理职能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交叉ꎬ加上国土空间本

身的整体交互属性ꎬ政策打架、协调不力等一些行政管理上的问题开始凸显[１０]ꎬ部门和个人利益、眼前和局部

利益占据上风ꎬ使国土空间过度开发ꎬ不同尺度下的生态系统服务质量下降ꎬ威胁国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ꎮ 自

然资源部的成立使国土空间的整体概念开始明晰起来ꎬ国土空间将山水林田湖草统一起来ꎬ推动国土空间资

源从重视开发到重视保护转变[１１]ꎮ 同时ꎬ重视国土空间资源的保护也促使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ꎮ
１.２　 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内涵及进展

国土空间的保护与开发是指为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ꎬ而对国土资源进行保护、改造和利用的行

为ꎬ主要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对“三生空间”的改变ꎮ 为有序地对国土空间进行保护与开发ꎬ国土

空间规划就成为首要前提和依据ꎮ 空间规划这一术语在国际上来源于德国的“联邦空间秩序规划” [１２]ꎬ国外

其他一些国家也进行了相应的空间规划实践[１３ꎬ １４]ꎮ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１)十一

五期间将五年计划变为五年规划ꎬ并增加了空间规划相关内容ꎬ强调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必须落地[１５]ꎻ(２)
２０１３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实现“多规合一”的方式方法ꎬ探索规划体制改革ꎬ强调在宏观上空间规划要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１６]ꎻ(３)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出
台ꎬ对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全面部署ꎬ要求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ꎬ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体系[１７]ꎮ
国土空间规划的提出和完善ꎬ目的是提升国土空间的治理能力ꎬ保护生态空间的功能ꎬ提高生活空间的适宜

度ꎬ促进生产空间的高质量发展ꎮ 国土空间格局的构建是一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革命ꎬ其理论体系、技术体系

９６８４　 １２ 期 　 　 　 范玉龙　 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网”理论的国土空间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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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体系还需要逐步完善[１８]ꎬ如国土空间的整体物质循环理论、空间评价技术体系和国土空间治理基准等

内容需要深入研究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理论面向供给与需求ꎬ强调整体与系统ꎬ可以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进

行有效地连接ꎬ为国土空间的开发与保护提供理论支撑ꎮ

２　 生态系统服务网理论与国土空间的联系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网络属性与国土空间整体格局

国土空间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ꎬ各类自然资源相互协调联动ꎬ以整体观念对国土资源进行开

发与保护ꎬ摆脱了九龙治水的困局ꎬ但在理念上和行动上还缺少相关理论的支撑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理论可以

从三个方面来支撑国土空间整体格局理念:(１)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方面来看ꎬ其各个组分就是一个有机整

体ꎬ是网络中的节点或链条ꎬ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ꎬ网络中各个组分的变化除受自身属性影响外ꎬ是网

络关系在起决定性作用ꎮ 生命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一种网络关系ꎬ它们之间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

递相互影响[１９]ꎮ (２)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来看ꎬ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ꎮ 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ꎬ对稳定、有韧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ꎬ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是最基

本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ꎬ也要防止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和极端天气对高质量发展的冲击ꎮ (３)生态系统服务供

给与需求间的匹配与融合ꎮ 青山绿水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地[２０]ꎮ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例ꎬ将乡村和城市分别看作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方(图 １)ꎬ双方各自发挥主

体功能优势ꎬ相互支撑ꎬ提升国土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ꎮ 输水干渠在水资源的供给与需求间建立了长距离的

联系ꎬ是国土空间资源的有效调配ꎮ 作为核心水源地的南阳ꎬ充分保护和利用绿色资源ꎬ建立绿色发展理念ꎻ
作为受水区的北京ꎬ在发展的同时ꎬ以不同形式回馈南阳的社会经济发展ꎬ两者间形成良性互动的融合发展模

式ꎬ共同构建绿色发展高地ꎮ

图 １　 生态系统服务网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生成网络尺度特征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明确了“五级三类”的规划体系ꎬ国家、省、市、县、乡镇五个层级[２１]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专项规划三个类型ꎮ 建立相互衔接、边界明确、功能互补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ꎬ既体现国家意志ꎬ在战略性和

全局性方面形成全国“一盘棋”ꎬ又承上启下ꎬ在实施性方面因地因地制宜ꎬ突出区域特色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

强调其尺度特征ꎬ任何服务组分都有尺度依赖性ꎮ 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ꎬ宏观尺度上强调景观的联通性和

景观面积ꎬ对应国家和省级的功能分区和总体规划ꎻ微观尺度上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ꎬ对应县

乡层级的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ꎮ 在时间尺度上ꎬ生态系统服务网不同组分的变化也不同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既

关注国家重大生态项目ꎬ沿大江大河和山脉形成重点生态屏障网络ꎬ保护国家利益ꎻ也关注局部生态系统保

护[２２]ꎬ在田间地头营造生态防护网ꎬ提升人居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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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生态系统服务网与规划层级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２.３　 生态系统服务流与功能分区

国土空间规划形成的规划体系ꎬ既传递国家意志ꎬ
又体现局部特色ꎬ中间存在交互作用ꎮ 各级各类规划在

空间上的布局ꎬ传导了利益配置ꎬ形成了复杂的空间网

络ꎬ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可持续的效用ꎮ 生态系统

服务网各节点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将

服务流源源不断的输入需求方[２３]ꎬ使国土空间资源与

人类发展需求形成生命共同体ꎬ各级各类规划在生态系

统服务网中扮演不同角色ꎬ协调生命共同体的良性

发展ꎮ

３　 生态系统服务网与国土空间规划实践

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网与双评价

“双评价”指“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ꎬ前者实质是评价国土资源提供的生

图 ３　 生态系统服务流动与功能分区

Ｆｉｇ.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态系统服务能力和质量ꎬ后者着重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的

适宜程度ꎮ 双评价也可以说是对生态系统服务网中供

给能力和需求匹配的评价[２４]ꎬ首先要准确反映生态系

统服务网供给侧的优势、不足和潜力ꎬ找出提高生态系

统服务水平的生态修复路径ꎻ然后根据人类发展需求ꎬ
结合特定国土空间资源承载能力ꎬ提出人类各项活动的

适宜性判断(图 ４)ꎮ 双评价要求对国土空间资源各要

素进行全面摸底ꎬ建立各类指标体系ꎬ科学地对国土资

源进行分类分区ꎬ为三区三线划定、规划成果校正、生态

系统服务网构建提供了科学依据ꎮ

图 ４　 双评价与生态系统服务网

Ｆｉｇ.４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网与三区三线

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是“三区三线”的划定与落地[２５]ꎮ “三区”指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ꎻ
“三线”指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ꎮ 三区分别包含三线ꎬ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ꎬ
三区强调功能分区ꎬ三线强调管控边界ꎬ是资源管控的底线ꎮ 生态保护红线保护重要及敏感的生态空间ꎬ为生

１７８４　 １２ 期 　 　 　 范玉龙　 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网”理论的国土空间规划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态系统服务网构建的重要骨架ꎬ为生态系统服务网供给侧的维持提升提供了保障ꎬ在此底线基础上ꎬ还要不同

尺度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２６]ꎬ才能最大程度上形成高效的生态系统服务网ꎮ 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红线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ꎬ粮食供给也是生态系统服务一种ꎬ良好的农业景观生态是维持农产品数

量和质量的基础ꎮ 城镇开发边界是目前最需要管控的线ꎬ其核心是线内线外的政策制定ꎮ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ꎬ使城镇建设面积不断扩大ꎬ但城镇人口增长却与之不匹配ꎬ城镇用地规模正在脱离实际需求ꎬ造成城镇

结构失调、国土资源浪费[２７]ꎮ 城镇空间在主体功能上侧重于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ꎬ无序的扩张会对生态系

统服务网形成威胁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的构建离不开三区三线的管控ꎬ三区三线是整个生态系统服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网

络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ꎮ 通过生态系统服务网的构建ꎬ明确三区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功能ꎬ提高生态系

统服务网的运行效率ꎬ使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ꎬ形成国土资源的高质量开发利用(表 １)ꎮ

表 １　 三区三线与生态系统服务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ｅａｓꎬ ｔｈｒｅｅ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三区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ｅａｓ

三线
Ｔｈｒｅｅ ｌｉｎ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网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网络核心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生态 Ｅｃｏｌｏｇｙ 生态保护红线 服务供给 生态循环

农业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粮食供给 粮食安全

生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城镇开发边界 发展需求 高质量发展

３.３　 生态系统服务网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我国各级各类的空间规划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ꎬ但也存在规划冲突、缺乏协调等问题ꎬ特别国

土空间资源日益稀缺ꎬ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ꎬ这种矛盾就显得十分突出ꎮ 要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ꎬ要有统一的技术规范ꎬ统一坐标系的空间数据ꎬ统一的信息平台ꎬ将包括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各类规划落

入统一的空间ꎬ推进多规合一ꎬ提升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水平[２８]ꎮ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核心是整合国土资

源ꎬ促进国土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保护ꎬ结束条块分割、推诿扯皮和各类规划分治的局面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包含

服务的供给、流动、需求和利用全过程ꎬ系统地将国土资源的生态本底、承载能力、适宜建设程度包含在一起ꎬ
有机地融入一张图要求ꎬ形成国土空间全要素的管控(表 ２)ꎮ

表 ２　 “一张图”与生态系统服务网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ｎｅ Ｇｒａｐｈ"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Ｏ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生态系统服务网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规划类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 重点 网络位置 重点

城乡规划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基于双评价的发展安排 需求 服务对象

土地利用规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控制规模 供需关系 资源调控与服务流

生态保护规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底线约束 供给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空间

其他专项规划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部门发展 关键节点 网络主要因子

３.４　 生态系统服务网与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１)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

生态系统服务是经济系统的底层基础设施ꎬ但大部分是非市场的商品或服务ꎬ有较强的外部性特征ꎮ 如

农业上生态田埂、生态沟渠可以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缓冲带ꎬ会大大改善下游水质ꎬ产生较高的正外部性效

益ꎮ 另外ꎬ社会经济系统也会使一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生改变ꎮ 如ꎬ土地资源价值的高低ꎬ一方面受其所处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制约ꎬ另一方面受经济系统外部性影响ꎮ 人类最初选择定居点的价值和自然条件密不

可分ꎬ随着城市和经济的增长ꎬ各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和人类的集聚ꎬ会使土地资源价值飙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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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公共物品ꎬ有开放使用问题ꎬ或者是“公地悲剧”问题ꎬ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已经十分稀

缺ꎬ如何优化经济发展规模和公平分配这些稀缺资源ꎬ已经超越经济增长这一目标[２９]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的优

化主要体现在源、流和汇三个方面:源的优化重点是生态空间的面积、形状和生物多样性ꎬ以及关键节点的保

护和修复ꎻ流的优化重点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传递ꎬ包括远距离调水和通风廊道等ꎻ汇的优化重点是资源的合理

高效利用ꎬ提高社会经济发展质量(表 ３)ꎮ

表 ３　 生态系统服务网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空间位置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优化重点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主要规划保障措施
Ｍａｊｏ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源 ｓｏｕｒｃｅ 生态空间面积与形状ꎬ生物多样性ꎬ关键节点 生态红线

流 Ｆｌｏｗ 生态系统服务传递ꎬ传输廊道、斑块 水网划线

汇 Ｓｉｎｋ 合理高效利用ꎬ高质量发展 开发边界

图 ５　 国土空间开发成本与边界

Ｆｉｇ.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

(２)国土空间开发成本与边界

现阶段维持社会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主要是生态

环境ꎬ无序的经济增长会将个人收益建立在其他人甚至

是后代幸福基础之上ꎬ许多自然资源开始变得稀缺ꎬ生
态系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遭到破坏ꎬ使经济增长的边际

成本不断增加ꎬ最终会大于这种增长带来的收益ꎬ降低

所有人的收益ꎮ 普遍存在的增长崇拜往往有意或无意

地忽略了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ꎬ从而使生态系统受到经

济发展的挤压ꎬ这是以经济体系为中心的思维造成的ꎬ
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思维却将经济体系当成生态系

统的一部分ꎬ经济发展势必会产生机会成本ꎮ 最优规模

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ꎬ经济发展要从沉迷于扩大

规模中转向长期美好生活的可持续中来ꎬ经济发展要处

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和容纳范围之内ꎮ 所以ꎬ要重视经

济增长的方式、配置和分配[３０]ꎬ确定经济增长规模和开

发边界(图 ５)ꎬ防止无序扩张ꎮ 同时ꎬ也要划定生态红

线ꎬ确保生态系统远离崩溃的边缘ꎬ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公平ꎬ从而使人类社会经济处于一个最优规模中ꎮ
(３)自然资本与两山转化路径

国土资源作为自然资本很早就被提出[３１—３４]ꎬ绿水青山是高质量发展的金山银山ꎬ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３５]ꎮ 但在既要发展经济ꎬ又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博弈中ꎬ经济增长往往胜出ꎬ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带来

的利益是眼前和确定的ꎬ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却是未来和不确定的ꎮ 人们相信技术进步可以突破自然资源限

制ꎬ经济快速增长政策与可持续发展政策也往往被视为是对立的ꎮ 生态系统服务是一种公共物品ꎬ市场“看
不见的手”的力量在自然资本面前显得十分虚弱ꎮ 从我国自然资源分布状况来看ꎬ往往是低收入群体担负着

生态保护的重任ꎬ经济发展对他们的相对收益较少ꎬ而生态破坏对他们影响却比较严重ꎬ生活困难也降低了生

态保护的动力ꎮ 打通良好生态系统服务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通道ꎬ解决市场交换问题[３６]ꎬ一直是研究的

热点ꎮ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生态服务功能区划、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对接为两山转化提供了理论基

础ꎮ 依托区域自然生态优势ꎬ引入市场机制、生态补偿机制ꎬ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价值ꎬ引进人才、技术和资

金ꎬ打造有特色的高质量绿色产业链ꎬ实现两山转化ꎬ改善农民生活条件ꎮ 生态系统服务不但可以在“源”地

３７８４　 １２ 期 　 　 　 范玉龙　 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网”理论的国土空间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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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ꎬ也可以“汇”地转化ꎬ把优质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有效地融合ꎬ在不同区域人也可以共享生态资源和社

会发展成果ꎬ从而促进形成稳定、高效、有序的生态系统服务网ꎬ为国土空间高质量开发利用提供依据ꎮ

４　 结论与讨论

构建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新格局是新时代对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ꎬ相应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技术体系

和管理体系都要打破旧的路径依赖ꎬ建立尊重自然、突出生态效益的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分区ꎬ形成优势互补的

高质量发展空间网络ꎮ 我国经济已经从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ꎬ包括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开发与利用ꎮ 过

去一段时期ꎬ国土空间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ꎬ但也出现资源开发规模和强度过大ꎬ城乡

建设边界无序扩张ꎬ空间布局不合理ꎬ管理条块分割ꎬ造成国土空间资源浪费、生态环境退化等后果ꎮ 要结合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变化和人类福祉进行合理的国土空间规划[３７—３９]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理论以生态系统服务供

给、流动和需求为框架ꎬ将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的联系在一起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从国家尺

度到局部尺度与国土空间规划层级形成对应关系ꎬ既关注国家战略性生态屏障ꎬ又重视区域生态特色ꎬ有助于

构建完整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网络体系ꎮ “双评价”实质上是对生态系统服务网供给能力和需求匹配的评

价ꎬ为三区三线的划定与落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ꎮ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大部

分是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本ꎬ有较强的外部性经济特征ꎬ其价值评估为国土空间开发规模与边界的确定提供量

化数据ꎬ也为两山转化、区域协同发展探索路径ꎮ
用网络视角审视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ꎬ网络构成要素既包含了山水林田湖草ꎬ也包含了人类对国

土空间的需求和改造ꎮ 从空间关系来看ꎬ网络中既有地理意义上的位置关系ꎬ也有经济意义上的位置关系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由点￣线￣面构成ꎬ这些节点相互关联ꎬ面域间协调发展ꎬ中间既存在生态廊道ꎬ也存在经济廊

道ꎮ 一些重要的点￣线￣面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研究的切入点ꎬ如城市与区域生态系统的点对

面关系研究、远距离调水的点对点关系研究等ꎮ 生态系统服务网在宏观上构建的国土空间规划方法还有一些

不完善的地方ꎬ在微观上对国土空间规划技术体系支撑还不充分ꎬ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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