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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国土空间规划旨在优化国土资源配置，实现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本篇文章旨在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的研究进展，为相关领域的决策制定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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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sto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land improvement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ims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achieve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sto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land improvement under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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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土空间规划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

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等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国土综合

整治也是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环节。生态保护修复是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和重建。它有助

于改善空气质量、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同时也能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1 生态保护修复研究 

1.1 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概念 

生态保护是指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的一

系列行动和措施，旨在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物多样性和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水

资源保护、土壤保持、气候变化适应等方面。生态保护修

复是指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对受损生态系统进行综合治

理和恢复的过程。生态保护修复旨在使受损生态系统达到

自然、健康、可持续的状态，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生态保

护修复行动包括生态重建、生态补偿、生态治理等
[1]
。 

1.2 生态保护修复的方法 

1.2.1 生态恢复 

生态恢复是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手段，对受损生态

系统进行修复的技术。包括土壤改良、植被恢复、水系修

复等。土壤改良是通过改善土壤物理、化学性质，为植物

生长创造有利条件。植被恢复是通过种植适宜的植物，恢

复生态系统的植被覆盖；水系修复是对受损水体进行治理，

恢复水生生物栖息地。 

1.2.2 生态重建 

生态重建是在受损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生态

系统。主要包括人工造林、人工湿地、生态岛等。这些工

程可以提高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

调节能力。 

1.2.3 生态保护和修复技术 

生态保护和修复技术包括生物修复技术、物理修复技

术、化学修复技术等。生物修复技术是利用生物物种间的

相互关系，通过生物降解、吸附、转化等过程，净化污染

环境；物理修复技术是通过物理方法改变污染物的存在形

态，减少其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化学修复技术是通过化学

反应改变污染物的性质，使其转化为无害或低毒形态。 

1.2.4 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 

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是根据受损生态系统的特点，制

定合理的修复方案。包括生态评估、修复目标、修复技术、

实施进度、监测评估等。合理的规划可以为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提供科学指导。 

1.3 国土综合整治的概念和目标 

1.3.1 国土综合整治的概念 

国土综合整治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通过实

施土地整理、生态修复、资源保护等措施，实现国土空间

的优化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生态安全的过程。

国土综合整治涉及土地、水资源、矿产、气候等多种自然

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X171.4&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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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国土综合整治的目标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

用效益，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

修复和环境保护，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耕地质量，确保国家粮食生产能力。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发挥地区优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4 国土综合整治的方法 

规划方法。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规划等，编

制国土综合整治规划，明确整治目标、任务、布局和时序。

技术手段。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

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等，进行国土综合整治

调查、监测和评价。 

2 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2.1 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效过程 

首先，规划编制。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法律法规

及政策文件，编制生态保护修复规划，明确修复目标、任

务、措施和时间表。第二，项目申报与审批。实施主体根

据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报相关部门审批。

审批部门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估，确保项目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划要求。第三，招投标与施工。项目实施主体按照法定

程序开展招投标工作，选定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施工单位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施工。第四，监理与

监测：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理单位要对施工质量、进度、安

全等方面进行全程监督。同时，监测单位对项目实施效果进

行定期监测，为调整措施提供依据。第五，资金保障与管理：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确保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的资金投入，

加强对资金的使用监管，确保专款专用。第六，政策扶持与

激励。对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的项目给予政策扶持，如税收优

惠、贷款支持等。同时，建立生态保护修复激励机制，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第七，验收与评估。项目竣工后，实施主体

组织验收，相关部门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对未达到预

期效果的项目，要求实施主体制定整改措施。最后，成果管

理。项目实施主体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修复成果管理制度，

定期对项目进行维护和监测，确保修复成果长期稳定
[2]
。 

2.2 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修复的实施效效果评估 

2.2.1 生态效果 

修复实施后，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一方面，通

过治理水土流失、河道整治等措施，提高了地表覆盖度，

降低了自然灾害风险；另一方面，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有助

于恢复生态系统功能，提高了生物多样性，为野生动植物

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2.2.2 经济效果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在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也对

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生态保护修复带

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另一方

面，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人才，促进了区

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2.2.3 社会效果 

实施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形成

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为当地居民

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生活质量。此外，生态保护修复

还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培养绿色消费观念。 

2.3 国土空间规划下国土综合整治的实施效过程 

2.3.1 规划编制 

国土综合整治的实施首先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划。规划

编制阶段主要包括现状调查、目标设定、规划编制和评审

等环节。现状调查主要是对国土空间现状进行详细调查，

包括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目标设定是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土空间保护要求，明确国土综合整

治的目标和任务。规划编制是根据现状调查和目标设定，

提出具体的整治措施和实施方案。评审环节是对规划进行

论证和评审，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2.3.2 规划编制与审批 

实施方案编制是对规划中提出的整治项目进行具体

细化和落实。实施方案应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实施

地点、投资估算、实施期限、预期效果等要素。在实施方

案编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项目的可行性和实施条件，确

保项目的顺利实施。规划编制完成后，需报请相关部门进

行审批。审批过程中，要充分征求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

公众的意见，确保规划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审批通过后，

规划正式生效，成为国土综合整治的实施依据。 

2.3.3 项目实施与监测 

项目实施是国土综合整治的关键环节。在此过程中，

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确保项目进度、质量和投资效

益。项目实施主体应根据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开展土地征

收、拆迁、安置等工作。同时，要加强项目监督管理，确

保项目按照预期目标推进。国土综合整治实施过程中，要

加强监测，主要对项目实施进度、质量和效益进行实时监

控，为项目调整和优化提供依据。 

2.3.4 成果管理 

项目实施完毕后，要进行成果管理。成果管理主要包

括项目验收、成果归档、成果共享和维护等方面。项目验

收是对项目实施成果进行评价，确保项目达到预期目标。成

果归档是将项目资料进行整理归档，以便日后查询。成果共

享和维护是充分利用项目成果，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支持。 

2.4 国土空间规划下国土综合整治的实施效果评估 

2.4.1 生态效果 

国土综合整治有效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

了土地利用效率。通过整治，部分低效、废弃土地得到了

合理开发，为农业、工业、城市建设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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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过程中，对受损生态系统进行了修复和重建，提高了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整治后，区域生物多样性得

到恢复，生态灾害风险降低。通过整治，区域污染物排放

得到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提升。空气质量、水质等环

境指标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福祉得到提高。 

2.4.2 经济效果 

整治过程中，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区域经济发

展更具竞争力。一方面，传统产业得到升级改造，提高产

值和效益；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得到培育，为区域经济发

展注入新活力。整治后，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不

断完善，降低了经济发展成本，提高了区域发展潜力。通

过国土综合整治，区域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升。农业产值

逐年增长，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就业岗位持续增加。 

2.4.3 社会效果 

整治过程中，大量民生项目得以实施，如住房、教育、

医疗等，有效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整治后

区域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为民众提供了更

好的生活环境。整治后，区域社会保障能力得到提升。一

方面，整治过程中创造的就业岗位，帮助部分失业人员实

现了再就业；另一方面，整治带来的经济效益增长，为社

会保障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国土综合整治，区域社

会和谐稳定得到加强。整治过程中，注重矛盾纠纷化解，

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整治后，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显著提升。 

3 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治

理的影响 

3.1 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修复的影响 

3.1.1 明确生态保护红线 

国土空间规划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将具有重

要生态功能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这

有助于确保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为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的保护和恢复，降低自然灾害风险，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底线。 

3.1.2 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国土空间规划下针对不同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提出

相应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如实施水源地保护、水土保

持、防沙治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程，提升生态系统的

自我修复能力。生态保护修复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增强生态系统

的自净能力、水源涵养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3.1.3 促进绿色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通过优化产业布局、调整能源结构、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手段，促进绿色发展。这有助于减少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产业

结构、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

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3.2 国土空间规划下国土综合治理的影响 

3.2.1 促进国土空间优化布局 

国土空间规划根据区域发展战略、资源环境条件等，

对国土空间进行合理划分，促进各类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有助于提高国土空间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国土空间规划明确了各类资源的开采、利用、保护等方

面的要求，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2.2 强化国土空间开发管控 

国土空间规划对国土空间开发进行严格管控，确保开

发活动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通过实施

国土空间规划，可以有效遏制违法违规开发行为，维护国

家利益和生态环境安全。通过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加大对

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区域间产业互动、人员流动和

资源共享
[3]
。 

3.2.3 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土空间规划推动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向现代化

迈进。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技术创新、提升管理水平

等手段，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力保障。国土

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治理对于实现我国

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我国有望实现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然而，生态保护修复

和国土综合治理任务艰巨，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共

同努力，形成合力。 

4 结语 

国土空间规划对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治理具有

深远影响。通过规划理念、制度设计、实施路径等方面的

影响，国土空间规划为我国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新的发展阶段，国土空间规划应在继续完善的基础上，

更好地发挥其在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治理方面的作

用，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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