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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土资源开发适应性研究工作中,对于规划转型理念的分析十分有限。实际上,国土资源开发

适宜性需要当地政府从上到下认识到转变规划思维和工作思路的重要性,只有在科学的规范转型引导

下进行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工作的优势作用。国土空间开发建设的适宜性对于国土空间开发和建设空间

布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目前我国国土资源开发适宜性工作的开展

效果并不显著,为此,本文就将对规划转型背景下的国土资源开发课题展开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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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9年5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若干意见的提出,对我国资源环境管理

和开发评价课题进行了更为健全的研究

和论述之外,也奠定了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和国土资源开发适宜性的重要位置,

所以在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开展过程中,

更应该加强对这一课题的探索和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工作需要发挥更为显著的

权威性和科学性要求,主要工作目标就

是对主体功能进行明确,在构建相关规

划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对管理制度的优化

发展。对此,本文将对规划转型背景下的

国土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进行研究。 

1 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 

1.1不同主体功能区国土空间规划

战略 

主体功能区的规划需要按照当地资

源承载能力或是开发潜力进行分析,从

而在统筹分析当地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

上,进行国土空间布局的分析,实现开发

模式的调整。国土空间的规划目标在制

定过程中需要进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构

建,对于不同主体功能的规划要严格按

照空间规划方案进行推进,只有这样才

能按照不同要求进行适当改进[1]。虽然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实现了经济

水平的稳定提升,但是仍然存在空间资

源约束性问题,比如内陆城市缺水问题

严重,严重影响了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

的提升。此种背景下就需要有效转变传

统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在城市建设和发

展过程中,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1.2主体功能区相关的空间开发适

宜性评价 

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城市往往存在不

同程度的用地结构不合理问题,特别是

当前空间的工业化发展中,资源迎合投

机方式使得资本在工业用地中的占有量

不断提升,出现了生态环境供给量不足

的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

城市建设中自然资源管理和划分方式存

在明显不合理性,引发了空间唯一性和

管理多样性的发展矛盾[2]。当前并没有

构建健全的空间治理科学发展体系,所

以在主体功能区进行国土空间开发适

宜性评价就显得尤为必要。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主要是对不同区域的资

源环境发展条件进行分析,通过对国土

空间开发风险进行分析后,可以更为精

准进行生态敏感区域分析,在对当地农

业生产和城镇建设环节中,实现空间的

适宜性开发。在资源环境的承载问题评

价分为多个要素,分别是水资源、环境、

生态、灾害和土地资源等,因此在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过程中也要对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科学评价,确保

在评价环节中工作的优势作用得到更

显著的发挥[3]。 

2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2.1生态资源优先的生态保护重要

性分析 

在对生态保护重要性问题进行评价

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生态保护等级和

生态廊道指标的研究,从而在聚集或是

临近信息的整合下进行地块连接。在开

展评价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很多地

区为更好的推进经济建设与发展,在生

态等级划分的过程中都直接分为了三级,

并且生态保护重要区域的占比不断提

升。因此工作人员在进行生态保护重要

性评价的过程中也积极校正,精准进行

用地方式和范围的划分,避免出现生态

环境碎片化问题[4]。在对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进行明确以后,还需要按照当地国

土空间的规划方式进行空间基础性问题

的分析。 

2.2空间和资源并重的农业适宜性

评价 

在进行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的过程

中要按照当地农业承载等级和地块联系

情况进行内容整合,在这一环节中地块

连接度要充分按照生产规模进行空间差

异性分析,选择最为恰当的生产适宜区

进行整合,保证整合的距离可以控制在

最合理的范围内。必要情况下还需要对

整合结果进行修边处理,保证工作人员

能对连地块的形状进行精准计算[5]。由

于当前我国较多内陆城市存在缺水问题,

所以在开发农业工作的过程中也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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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水资源充足性问题进行分析,需

要充分论证缺水的原因,是总量缺水,布

局性缺水,还是其他原因。在精准进行土

地利用情况的分析过程中,对耕地潜力

和空间布局方式进行探究,提升生态环

境的有效应用,保证对水资源利用效率

实现最大化提升。 

2.3空间资源约束的城镇适宜性

评价 

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开展的适宜性评

价需要对当地承载能力等级和综合优势

进行针对性分析,从而进行指标的科学

性整合,在对城镇进行集中度分析过程

中要严格按照建设方式和规模进行空间

特点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城镇承载

能力进行有效研究。在进行综合优势度

评价的过程中,需要对当地道路交通设

施进行关注。在构建综合优势度模型的

时候要按照工作要求制定明确的交通网

络密度指标,此种方式可以更为精准的

进行中心城市发展指标调整。在进行城

镇开发边界的制定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避

开城镇建设的不适宜区域。按照城镇建

设适宜区、较适宜区和生态敏感区进行

土地利用情况的分析,在对城镇发展定

位目标进行构建的过程中,制定更为科

学的定位和发展目标,保证城镇建设过

程中潜力规模和空间布局发展得到最大

优化。 

3 主体功能区战略下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 

通过对不同区域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的研究结果可知,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的评价过程具备较多限制性要求,所

以工作人员除了要加强对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等限制条件的研究之

外,还要进行评价区域的信息对比,只有

这样最终获取的评价结果才能更为客观

和准确的反映地方发展情况[6]。最终获

取的评价结果基本可以实现对当地生态

问题的体现,在正确体现当地发展不足

问题的同时能更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撑帮助,因此在生态

系统评价中也要保证工作人员能对限制

性发展因素进行正确分析,从而在内陆

城市发展要求上制定更为健全和稳定的

国土空间整治方案。 

此外,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工

作的开展也要严格按照气候发展情况和

技术手段要求进行分析,保证工作项目

的开展能够根据国家要求和地区发展方

向进行战略调整。通过对不同地区环境

劣势和优势的对比,可以保证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有效性的提升,在评价

区域内通过差异性对比分析可以更为精

确的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是

对国土资源功能适应性进行提升的重要

手段。在对生态保护重要性问题进行分

析的过程中,还要按照不同的城市生态

建设方向和农业信息进行极限容量值的

探究,只有这样才能在进行国土空间指

标分解的过程中为布局方案提供更为科

学和精准的数据基础。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

价工作的开展可以为国土资源的开发和

资源保护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因此在今后推进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更

应该严格贯彻和落实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在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战略定力的基

础上,为适应性评价工作的开展提供基

础信息,从而实现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

的优化布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土空

间规划方案,方能为今后国家的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提供更为健全和有效的实践

方案,这也是对资源环境整体承载力进

行提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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