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城市应用·2021 第4卷 第6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1,4(6)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生态修复体系研究 

马晓文 

北京世纪农丰土地科技有限公司，宁夏 银川 750010 

 

[摘要]在当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正处在多目标协同治理、全要素全过程耦合的重要发展阶段。

如何快速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发，促进生态系统质量与稳定性提升，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成为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核心愿景的关键问题。随着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不断发展，国土空间规划的难点越来越多，针对这些难

点提出了一些建议，望可以为相关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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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and and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in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stage of multi-objec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whole factor and whole process coupling. How to 

quickly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land and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cosystem quality and stability, and hold the natural ecological security boundar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o realize the core vis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ies in land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se difficultie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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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科学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是协调和科学推进综合保护与恢复的重要指南，空

间规划目前处于实验阶段，本文试图从治理体系和资源管理的角度，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难点及相关建议。 

1 国土空间规划的难点 

1.1 全面科学规划较为困难 

生态恢复规划是一个完整性和系统性很强的新事物，它包括生态学、环境学等学科，需要密切关注所有土地使用

和空间控制以及环境保护和恢复，并协调不同职能部门的各类恢复工作，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土地生态修复计划尚未

制定，各省对生态修复规划的理解各不相同，部分地区缺乏科学设计，对宏观经济生态恢复的内在机制认识不足，忽

视自然恢复，人工景观实施中出现过度现象，监测中仅仅考虑效益评估，而且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还不完善，因

此，生态恢复规划的编制不仅是一个技术整合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构建全省生态土地恢复与空间和统一框架的过程，

在规划过程中，应通过联合研究、讨论和共识，为科学决策提供实质性支持。
[1] 

1.2 理论方法与技术研究亟待加强 

目前，生态修复的理论研究相对缓慢，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分析不同地区开展的生态修复等重大项目的实际情

况，不同地区不承认生态恢复的重要性，不同重点项目的子项目缺乏严格执行，生态系统关系的控制和行动权相对有

限，生态恢复的最终质量难以提高。 

1.3 技术体系和相应标准亟待加强 

目前，我国各地区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存在技术标准不协调、衔接不畅或矛盾突出等问题，土地和空间管理技术

对许多行业和学科都有直接影响，与此同时，它还存在严重的跨境问题，鉴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进展顺利，还需

要建立相应的部门和机构，全面开展农业和空间管理技术研究，逐步进行不同功能的规划和评估，研发先进的维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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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1.4 新材料和设备有待完善 

从长远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要充分利用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在生态修复项目的规划设计中，没有对生

物习性和特性进行全面分析，对生物栖息地的分析存在严重不足，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量使用机械设备和混凝

土建筑材料，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导致生物系统缺乏连续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减少和生态系统自愈

能力的恶化，这些问题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以及生态材料和新设备的使用直接相关。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生态

修复技术是修复的基础，其中许多技术是由建筑单位提供的，项目建成后，类似项目很难再实施，严重缺乏技术交流和

创新，国家一级没有合适的组织开展生态恢复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国家也没有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技术创新平台，从

而将处理技术保留在理论研究中，技术装备和材料的创新研究严重不足，导致最终的生态修复技术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3]
 

2 推进生态修复规划的思考与建议 

2.1 设计生态修复的总体规划 

以总体规划为核心，建立合作治理模式，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建设支持机制，一是要尽快完善国家生态空间规划体

系，发挥规划的领导和协调作用，科学定义指标，以必要的指标为重点，以恢复规划和重点区域为指导，通过项目设

计、政策要求等，层层确定生态恢复的目标和任务，在空间规划中细化落实生态恢复的目标和任务，承接恢复目标和

环境安全要求，借鉴资源环境可持续性评价结果，能够遵循土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统筹规划土地和空间的

生态修复，将国家重要生态系统重大项目总体规划与具体建设规划衔接，实施相关专项规划的空间规划，扩大传统生

态修复规划的范围和治理效率，形成横向链接的共同生态修复力量。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确定生态恢复关键区域

的自然要素，明确权限范围，使国土空间的规划更为公平、透明。
[4]
 

2.2 因地制宜促进生态修复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首先，加强对系统性问题的诊断和分析，系统问题通常涉及多个要素，生态系统之间存

在复杂的生物化学循环和能量流动，因此，环境问题是广泛的多系统影响的结果，基于该系统的结构分析可以更好地

检测进化机制，支持生态恢复从末端治疗到初始治疗的转变。二是系统规划生态恢复的空间规划，从过去考虑局部生

态恢复到生态网络恢复，提高城市和农业空间覆盖率，必须提出分级和分类补救措施，加强水陆共治和海陆统筹，加

强生态网络在生态结构和功能衔接中的作用，加强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建设，改善生态系统之间的稳定性，并将促进

生物多样性作为一项重要目标。第三，突出长期目标与短期措施的结合，不仅要按照优先顺序规划长期和短期恢复任

务，而且要在规划期间优先安排生态恢复措施的运行，分析成本、风险和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合理安排时间顺序，

促进多重效益、最佳整体效益和最佳管理模式之间的平衡。
[5]
 

2.3 采用技术标准作为基础 

在《指导方针》的框架内，必须分析各自区域的优势和问题，明确各自的生态定位和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因地

制宜地运用生态修复的方法和措施。为全面分析和评价各自区域生态问题，应根据自然资源动态调查和监测的结果，

制定符合当地生态状况评估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关于恢复战略，有必要制定评估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技术规则和生态恢

复标准，制定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恢复方法。选择科学的养护保护、自然恢复、人工恢复和生态重建措施，加强

人地耦合系统的研究，以支持生态恢复的区域平衡或协调。 

2.4 健全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支持机制应以信息网络为载体，在规划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决策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运行信

息网络技术，一是完善数据收集和更新机制，促进横向交流和纵向互联，共建共享，更好地支持规划管理，第二，加

强规划所需要素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和变化信息的数据，对影响整个区域的问题进行重点评估和识别，这将有助

于掌握空间的真实情况，控制规划目标和规划决策的设定，改变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差的状况，三是打造确保动态监测

的技术平台，依托平台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进一步提高科学治理和政策执行水平。 

2.5 深入研究和推广空间规划新技术 

要充分把握不同地区空间系统的完整性、系统性和规律性，确定国土空间的工作重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分析新技

术、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情况，为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提供重要支持，全面提高技术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建立更加合

理有效的生态修复体系，促进整个国土空间保护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6]
 

2.6 推进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为了创建一个完善的创新技术中心，我们应考虑森林草原、河湖湿地、农田等系统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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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通过搭建技术创新平台，构建更加协调、集成的创新格局，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与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建

设一个完善的国土空间生态系统，实现创新技术的合理研发和应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促进我国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顺利进行，全面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促进我国环境效益的全面提高。 

2.7 加强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在技术方面，要实现科技持续创新，就必须尽量缩短技术创新的周期，同时，要有效总结和分析各地区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际情况，通过深度筛选，创新思路，形成生态修复体系，实现技术的全面提升，建立

更加高效的生态修复体系，创造创新的技术成果，促进生态修复领域的发展进步，实现整体水平的切实提高。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修复过程中采用了多种技术，涉及学科多，项目规模大，时间长。但是只要生态恢复治理得到有

效实施，就能带来很高的效益。要充分解决技术问题，解决各方面的矛盾环节，实施技术创新和应用，积极推进中国

环境与空间恢复工程的全面发展，促进生态效益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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