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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全面研究了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策略。首先阐述国土空间规划

与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规划过程中需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价值。随

后探讨了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策略的有效结合,并提出了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中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策略,旨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为构建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提供科

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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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tudies the strategi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t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fully consider the servic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ecosystems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Subsequently, it explores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trategies,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iming to bal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mote effic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 sustainab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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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加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

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

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面临着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挑

战,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有效融入生态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实现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由

此可见,深入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策略很有必要。 

1 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服务 

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框架涉及多学科交叉,包括地理学、资

源学、环境学等,旨在实现国土资源的科学配置与可持续发展,

该框架强调空间结构、资源保护及生态平衡的协调,通过科学的

规划手段,确保国土空间的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1]。生态

系统服务作为自然界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涵盖了供给、调节、文

化和支持等多方面功能,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系统服务的概

念被广泛应用,通过评估其价值和功能,为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有助于在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避免过度

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空间规划中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管理,

要求采取综合措施,包括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教育等,以

确保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提供[2]。一方面,需通过合理规划布局,

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另一

方面,则应加强公众参与和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认识和保护意识,以此共同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2 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策略的结合 

2.1生态环境敏感区域识别与保护 

生态环境敏感区域是指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易受人类活动

干扰且恢复难度较大的地区,这些区域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

障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必须高度

重视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的识别与保护工作[3]。具体需做好下述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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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建立科学的生态环境敏感区域识别体系,通过综

合考虑地质、地貌、气候、植被、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因素,运

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手段进行空间分析和评估,确定

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的范围和类型。同时,加强跨学科合作与数

据共享机制建设,提高生态环境敏感区域识别的准确性和时

效性。 

其次,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是保障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安

全的关键,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制定相应的

保护规划和管理措施[4]。例如,对于自然保护区等核心生态区域

应实施严格保护制度,禁止一切形式的开发活动；对于水源涵养

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应加强生态修复和水源保护工作；对于湿

地、海岸带等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应实施生态保育和恢复工

程等。 

最后,加强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的监管和执法力度是确保保

护措施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和执

法体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和处罚力度[5]。另一方

面,则要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工作,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敏

感区域保护的认识和支持度。 

2.2规划生态廊道及绿色基础设施 

生态廊道是指连接不同生态系统或生态斑块的线性或带状

区域,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很有必要。那么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做好生态廊道及绿色基础设

施规划工作,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

段之一[6]。具体需做好下述工作： 

首先,在规划生态廊道时应充分考虑其生态功能和景观效

果。一方面,通过科学选址和合理布局将不同生态系统连接起来

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体系；同时注重生态廊道的宽度和连通性

设计以确保其能够有效发挥生态功能并提升景观价值[7]。另一

方面,要加强生态廊道内的植被恢复和物种保护工作以促进生

物多样性恢复和生态系统稳定。 

其次,在规划绿色基础设施时应注重其生态服务功能和社

会经济价值的双重体现。绿色基础设施包括城市绿地系统、公

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具有生态服务功能的设施以及道路绿化带、

河岸绿化带等具有景观美化作用的设施,因而在规划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其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效果并注重与周边环境的

协调性和融合性,此外,还需加强绿色基础设施的后期管理和

维护工作,方能确保其长期发挥生态服务功能并提升城市宜

居品质。 

最后,在规划生态廊道和绿色基础设施时还应注重与区域

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的衔接与融合。一方面,可通过优化空间布

局和资源配置将生态廊道和绿色基础设施纳入区域发展总体规

划和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则需加强部门间协作与信息

共享机制建设,借此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顺利实现[8]。 

3 国土空间规划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策略 

3.1紧密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是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国土空间规划应全面融入可持

续发展理念,将其作为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核心指导思想,意味着

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协调与平衡,

确保规划方案既能满足当前发展的需求,又能为未来留下足够

的空间和发展潜力。二是明确发展目标与指标体系,即明确国土

空间规划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指标体系,这些目标和指标应

具体、可量化、可考核,能够反映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

的发展状况,目的是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指标,为规划的实施

提供清晰的方向和评价标准,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能够精准对接

可持续发展目标。三是加强国土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等其他相关规划的协同与衔接,其间可通过建立部

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完善规划编制和审批流程、加强规划实

施的监督和评估等方式,确保各项规划在发展目标、空间布局、

政策措施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和协调性,这样不仅能够提高

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能够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

问题(如图1所示)。四是要推动公众参与和多元共治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的实践,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建

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等方式,提高公众对国土空间规划的认

知度和参与度。其间还需鼓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

主体共同参与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形成合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的良好局面。 

 

图1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多部门协同 

3.2空间规划中做好气候变化适应及减缓工作 

首先,提升气候适应能力。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要充分考虑

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问题,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抗灾能

力、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以适应气候变化等。例如,在沿海城市可

以建设更加坚固的防洪堤和排水系统以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极端

天气事件；在农业区可以推广耐旱作物品种并改进灌溉技术以

减少水资源浪费和提高农作物产量。其次,要采取积极措施减缓

气候变化的影响,要求在能源、交通、建筑等领域实现绿色低碳

转型。例如,在能源领域可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

能等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交通领域可以推广电动汽车

和公共交通以减少碳排放；在建筑领域可以推广绿色建筑和节

能改造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最后,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

交流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通过参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分

享成功经验和技术成果、加强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式,推动全球

范围内的气候治理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工程技术发展 
第 5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05(P) / 2737-4513(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5 

Engineer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3.3着重做好绿色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 

一方面,应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要着力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形成,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全面贯彻绿

色发展理念,通过制定和实施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行动

计划来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其间还要

加强绿色消费市场的培育和引导以提高全社会的绿色消费意识

和行动自觉。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生态环境的保护,

可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要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工作,包括划定并保护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区域

以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

修复工作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强生态监测和预警系统建设

以提高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响应能力。此外,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国土空间规划

过程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措施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城市规划中要注重城市绿地和开放空

间的建设以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在乡村规划中

要注重保护乡村风貌和生态环境以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有机结合。 

4 结语 

综上所述,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策略相辅相成,是实现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方面,可通

过采用现代保护策略、精准识别与保护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科

学规划生态廊道与绿色基础设施,借此有效促进生态环境的保

护与修复。另一方面,则应紧密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最终

为我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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