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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空间冲突展开理论分析#探讨空间冲突概念+表现形式和冲突类型*在福建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

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应用
'8S.,(

空间叠置分析技术#实证研究福建省国土空间在生态保护+农业生产

和城镇建设等不同功能上的冲突现状*结果表明!空间冲突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生态保护重要性与生态红

线+现状耕地+现状城镇建设用地的冲突#农业生产不适宜性与现状耕地的冲突#以及城镇建设不适宜性与现状建

设用地的冲突*基于福建省资源环境禀赋#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粮食安全+精明增长#权利平衡+人地和谐的

冲突调控策略*

关键词!双评价,三类空间,空间冲突,冲突调控,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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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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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冲突缘于空间数量的有限$

#B$

%与社会的巨

大需求#抑或空间功能多宜与管治缺失$

"

%

*空间冲

突是自然资源利用内涵的丰富与延伸#是资源相关

者利益诉求的空间外在化$

!

%

#即利益相关者在空间

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数量+位置等方面的不一致#以

及各种空间利用方式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

%

#涉及自

然+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等领域$

C

%

#尤其在发展中

国家经济转型期$

;

%及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

%表现突

出*引发空间冲突的行为有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

有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层面,可发生在资

源稀缺区#也可发生在富裕区,可在经济落后区#也

可在发达地区$

=

%

*近几十年来#发生频率+涉及层

面+冲突内容越来越多#阻碍了社会+经济+生态环

境的和谐发展$

X

%

*因此#空间冲突问题已成国土空

间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

%

#直接影响空间

利用和业态布局等$

!

%

*实现(多规合一)#须有效破

解空间冲突难题$

<

#

##B#$

%

*

较早时期#国内用博弈论研究森林资源利用冲

突$

#"

%和水资源分配冲突$

#!

%

*目前#多数通过建立

多元线性回归+空间自回归+地理加权回归等数学

模型#利用
'8S.,(

空间叠置分析技术识别空间冲

突的风险因素与冲突强度#支撑空间规划+空间管

治和生态修复*例如#识别杭州湾城市群$

#C

%

+长株

潭绿心地区$

#;

%

+黔桂岩溶山区$

#<

%

+南昌市$

#=

%

+沈阳

经济区$

#X

%

+太行山区$

$%

%

+湖南凤凰县$

$#

%和云南红河

县$

$$

%的冲突风险因素#定量研究三生空间结构及冲

突演化特征$

$

%

+揭示三生空间冲突变化趋势$

$"

%和

(三线冲突)差异性$

$!

%

+划分冲突类型$

X

#

$CB$;

%

#提出京

杭大运河保护方案$

$

%

#优化和重构城市风道#治理城

市雾霾$

$<

%

*总体上#空间冲突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而基于双评价的实证案例更少*

本文系统梳理空间冲突概念+形式和类型#应

用
'8S.,(

空间叠置分析技术#实证研究福建省生

态与农业+建设空间功能冲突#农业不适宜区与现

状耕地冲突及城建不适宜区与现状建设用地冲突#

提出冲突调控策略#为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自然

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管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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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冲突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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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冲突的概念

冲突的原义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力量或性质

&观念+利益+意志等'的互相干扰#社会学上指两个

或多个社会单元在目标上互不相容或互相排斥#从

而产生心理上或行为上的矛盾$

#

%

#是价值观+信仰及

对于稀缺的地位+权利和资源分配上的争斗*空间

冲突由土地利用冲突概念演变而来#土地利用冲突

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各风险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

%

#由于土地具自然&资源'与社会

&资产'双重属性#不同土地利用主体在利用土地资

源+土地资产与土地空间时必然产生一定的矛盾与

对立#并对社会+经济+环境造成危害$

$X

%

*土地利用

冲突无明确统一定义#前人提出一些大同小异的解

释#比如!单位或个人围绕土地发生的过激行动和

行为$

=

%

,利益相关者对土地利用的方式+数量等方面

的不一致+不和谐以及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与环境的

矛盾状态$

#

#

CB;

%

,一定时空尺度下土地利用格局表现

出的人地关系不和谐$

#%

%

+土地利用引发的社会行动

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XB"%

%

*

空间具有特殊价值#具有数量稀缺性+价值外

溢和价值社会化体现的不公平性,空间冲突是利益

相关者因争夺资源&资产'而产生的对立与博

弈$

"

#

#C

#

$C

%

#抑或是空间利用方式的不合理重叠$

"#

%

*

有限的空间资源与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是冲突

的自然和社会根源$

#

%

*利益相关者在空间资源的经

济利益+生态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选择与利用中产生

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为!

"

单位或个人为取得+捍

卫+行使空间权益或排除他人干预而采取的谩骂+

中伤+聚集+斗殴+对抗并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或较大社会影响的过激行为$

=

#

#C

%

*

#

土地覆被变化

和不合理的空间配置导致的农业耕作和经济建设

等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服务空间的不合理占用#城

镇扩张对基本农田的占用#土地需求量的提高与土

地质量退化$

;

#

"$

%

#国家公园内多种类型的生态保护

地+人类活动地带甚至建制城镇等$

C

%

*

$

城市空间

破碎化过程引发自然与社会格局的动荡$

#;

%

#包括城

乡冲突+生态服务空间与经济发展空间的矛

盾$

##

#

#C

%

,都市新文化活动对非休闲空间的挤压#压

缩了其他功能区的服务空间#从而形成空间价值的

博弈和功能错位$

""

%

*

!$"

!

空间冲突的表现形式

空间冲突本质是基于资源稀缺性和空间不可

移动性基础上的经济利益冲突$

!

%

#反映不同空间利

用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展开竞争$

$X

#

"!

%

*有限的

资源在不同的利用方式下#利益相关者会获得不同

的经济效益$

!

%

*为各自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

引发一系列冲突$

"$

%

#尤其公共空间在商业化过程中

成为以资本与权力为中心的支配空间$

"C

%

#在空间生

产过程中#为了让其价值更高#空间逐渐被(商业

化)+(碎片化)#导致空间资源开发利用与区域生态

环境不协调$

"#

%

#产生一系列涉及到多方利益的问题

和矛盾$

";

%

#比如耕地流失+栖息地破坏和自然植被

覆盖减少+环境成本加大和生态系统功能下降$

"$

%

+

渔业生产与珍稀海洋物种保护的矛盾$

"<

%

+不合理空

间结构导致城市雾霾并降低了城市应对重大突发

公共事件的能力$

$<

%

#甚至可能影响到全球环

境$

"=B"X

%

*正因为空间是不同社会势力竞合场所$

"%

%

#

空间使用的失序造成区域空间利益分配失衡#农用

地向非农地的转移使城乡矛盾激化$

!%

%或粮食安全

压力增大*高度现代主义的城市化和消费正在为

财富不断增加的少数富裕人群所享用#在完成大量

空间生产的同时导致了空间分配不均+贫富分化加

剧等问题$

"!

%

*经济利益驱动下产生的区域剥夺和

资源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底层弱势

群体利益受损#导致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谐与稳

定*空间资源的无序性再分配引发不合理的空间

利益分割#加上公共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法律

体系不健全+政府管理职能缺失+居民公共空间意

识匮乏+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等综合因素$

!#

%造成公共

资源丧失#甚至剥夺了公众对公共资源的权利$

"$

%

*

众所周知#空间具有多功能性#即!一部分空间

为人类提供社会经济发展功能#另一部分空间主要

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功能*基于双评价视角#国土

空间可分为城镇建设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保

护空间#三类空间和谐共存方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但由于客观存在着空间开发利用的多宜

性#在空间管治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的情形下#

空间开发利用往往存在功能重叠+功能错配等问

题*例如#城镇建设胁迫农业生产和生态服务空

间$

;

#

$%

#

"$

%

#保护地不同功能区对土地保护与开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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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程度不同#同一地块承载不同层级的开发权

限$

C

%

*具体说#空间功能冲突主要表现为!

"

生态重

要性与生态红线的冲突*生态红线是有特殊重要

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

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生态红线内的开发

活动强度+产业发展的环境准入都必须执行严格标

准$

!$

%

*自然资源部要求在双评价基础上划定生态

红线#对生态保护重要性高的区域(应划尽划)*但

各地生态红线划定时往往都会少划#这是因为空间

资源有限+稀缺#生态保护空间大了#开发利用空间

必然就小*所以#生态保护重要性与生态红线之间

必然存在少量冲突*

#

生态重要性与开发空间的

冲突*快速城镇化地区的生态空间冲突是中国转

型期土地伦理缺失+土地利用制度+城乡规划体系

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的空间表现#多数

以城镇蔓延与自然环境保护冲突的形式出现$

;

#

"%

%

*

在生态服务空间内存在农业生产空间和&或'城镇

建设空间#即耕地和建设用地与生态服务用地之间

的错配$

!"B!!

%

*

$

开发不适宜与现状用地的冲突*

空间是否适宜开发或适宜哪类开发#与其资源环境

禀赋有关#但由于历史原因#导致部分耕地处于农

业生产不适宜区#部分建设用地处于城镇建设不适

宜区*

%

不同规划之间的冲突*规划冲突是指各

类规划在空间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方面产生的矛盾*

在全面实施(多规合一)前#管理权限分散在政府多

个部门#我国出现至少
="

种经过法律授权的规

划$

$=

%

*各类规划自成体系#在法规体系+行政体系+

运作体系以及编排体系等方面有差异#导致不同行

政等级的各类规划在基础资料+统计口径+规划期

限+规划目标+规划内容+用地&用海'分类+空间管

制和用地&用海'布局等方面不一致#甚至相互矛

盾$

$=

#

"$

%

*例如#由于城乡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在地类划分标准上存在重大差异#在空间边

界+空间布局思路和空间覆盖范围等都不一

致$

#"

#

!C

%

*规划部门的价值取向不同可导致对建设

用地+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利用方式+分布+数量

等不一致+不和谐*

"

!

空间冲突实证研究

"$!

!

研究区概况

福建省陆域面积
#$5!̀ #%

!

\P

$

#其中山地和

丘陵占
=%Z

以上#古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资

源紧缺*但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

使其拥有优越的光热水等生物生长基础条件*全

省水资源相对丰富#多年人均水资源量
"$C!P

"

#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属水资源较丰富的省份之一$

!;

%

*

但降水不均#旱涝灾害严重#地质灾害点多*全省

森林覆盖率
;;5=Z

#连续
!%

年位居全国第一,

X

个

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
.9D

合计为
!"X%"

亿

元#全国第
<

,人均
.9D

是
#%5C=

万元"人,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
;;5CZ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

*社会经

济的高速发展在增强人民幸福感的同时也带来了

生态环境和粮食安全的巨大压力#快速城镇化导致

空间冲突多发#尤其是生态空间受到经济活动挤

压+生境破碎+耕地被占用等*

"$"

!

研究方法

$5$5#

!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到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福建省

第三次国土调查#土壤有机质和土壤污染值数据取

自(海峡西岸经济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报

告)

$

!=

%

#其他自然资源环境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

据均来自官方公开发布的水资源公报$

!;

%和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

#生态红线数据+

9&6

数

据等来自(福建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报告)

$

!X

%

*

$5$5$

!

冲突指数函数

在
'8S.,(

平台上#将双评价得出的生态保护

重要性+城镇建设适宜性+农业生产适宜性与生态

红线+现状耕地+现状城镇建设用地进行空间叠置#

识别它们之间不一致的空间#包括生态空间内的冲

突和开发空间内的冲突*

&

#

'生态空间内的冲突*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

结果分为生态重要性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区五

级#所以#生态红线或开发空间与生态保护重要性

冲突对应地也分
C

个等级&即高冲突+较高冲突+中

等冲突+较低冲突和无冲突'*生态空间内的冲突

指生态红线+现状耕地+现状城镇建设用地分别与

生态保护重要性之间的冲突*

"

生态红线与生态保护重要性的冲突函数!若

测度
c

&生态红线'与
'

&生态保护重要性'冲突#设

c

对于
'

的空间冲突指数函数为

G

&

a

"

-

0

&

e+

&

"

# &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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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0

&

为生态保护重要性等级为
0

时栅格
&

的赋

值#

0

*

&

C

#

!

#

"

#

$

#

#

'*本文设
-

0

&

a

0

,即当
0

aC

#

-

C

&

aC

#表示生态保护重要性高,当
0

a!

#

-

!

&

a!

#表

示生态保护重要性较高,依次类推*

+

&

为栅格
&

中

是否存在生态红线,本文定义#若存在#则设
+

&

aC

#

若不存在#则设
+

&

a#

*

G

&

为栅格
&

的空间冲突指

数#本文定义!当
G

&

a!

+

"

+

$

+

#

+

%

时分别表示高冲

突+较高冲突+中等冲突+较低冲突+无冲突*

#

耕地或城镇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重要性的

冲突函数!若测度
*

&现状耕地+现状建设用地'与
'

&生态保护重要性'冲突#设
*

对于
'

的空间冲突指

数函数为

G

&

a

"

-

0

&

e,

&

"

# &

$

'

式中!

-

0

&

为生态保护重要性等级为
0

时栅格
&

的赋

值#

0

*

&

C

#

!

#

"

#

$

#

#

'*本文设
-

0

&

a

0

,即当
0

aC

#

-

C

&

aC

#表示生态保护重要性高,当
0

a!

#

-

!

&

a!

#表

示生态保护重要性较高,依次类推*

,

&

为栅格
&

中

是否存在现状耕地或现状建设用地,本文定义#若

存在#则设
,

&

a#

#若不存在#则设
,

&

aC

*

G

&

为栅

格
&

的空间冲突指数#本文定义!当
G

&

a!

+

"

+

$

+

#

+

%

时分别表示高冲突+较高冲突+中等冲突+较低冲

突+无冲突*

&

$

'开发空间内的冲突*根据不同功能指向#

开发空间划分为农业生产适宜区和不适宜区#或城

镇建设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在适宜区内从事对应

的开发利用是合理的#但少量开发活动发生在不适

宜区#从而引发开发空间内的冲突#其冲突指数函

数构建如下*

若测度
c

&现状耕地+现状建设用地'与
'

&农业

生产不适宜+城镇建设不适宜'冲突#设
c

对于
'

的空间冲突指数为

G

&

a

"

-

&

e+

&

"

# &

"

'

式中!

-

&

是不适宜区内栅格
&

的赋值#本文设定

-

&

a%

*

+

&

为不适宜区内栅格
&

中是否存在耕地

&或城镇建设用地'*本文定义!若存在#则设
+

&

a

#

,若不存在#设
+

&

a%

*

G

&

为栅格
&

的冲突指数#

值等于
#

或
%

,当
G

&

a#

时表示冲突,当
G

&

a%

时表

示无冲突*

&

"

'计算不同冲突强度的冲突面积*冲突强度

HaG

&

#其中
G

&

a

*

&

!

#

"

#

$

#

#

#

%

'#表示不同生态保

护重要性等级内的空间冲突强度#即
Ha!

+

"

+

$

+

#

+

%

#分别表示高冲突+较高冲突+中等冲突+较低冲突

和无冲突*或
G

&

a

*

&

#

#

%

'#表示不适宜区内的空

间冲突强度#即
Ha#

#表示冲突,

Ha%

#表示无冲突*

不同强度的冲突面积计算公式为

%

H

#

$

/

&

-

&

# &

!

'

式中!

%

H代表冲突强度为
H

时的冲突空间总面积#

P

$

,

-

&

表示栅格的面积#福建 省 双 评 价 栅 格 为

"%P "̀%P

#即每个栅格面积
X%P

$

,

&a#

#

$

#

"

#3

P

#表示冲突强度为
H

的栅格个数#共有
/

个

栅格*

"$%

!

结果与讨论

$5"5#

!

生态空间内的冲突

&

#

'生态保护重要性与生态红线冲突*生态保

护重要性涉及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

要素*生态保护空间主要提供生态服务功能和生

态产品#生态空间越大越好#有学者提出(半个地球

愿景)#将全球保护地面积占比目标提高到
C%Z

+保

护
=CZ

的物种$

C%

%

*

生态红线是空间治理政策线#为维护区域生态

安全而划定的需实施特殊保护的空间*生态红线

划定虽要求以双评价为基础#但生态红线又是众多

因素综合博弈的结果#既考虑生态保护#又考虑地

方实际需求*将生态红线&图
#

&

7

''叠置于生态保

护重要性分级图&图
#

&

^

''之上#形成生态红线与生

态保护重要性冲突图&图
#

&

S

''#统计各层级冲突面

积&表
#

'*本文将生态重要性分为高+较高+中等+

较低和低
C

个层级*生态红线与生态保护重要性高

重叠为无冲突#生态红线与生态重要性较高重叠为

较低冲突#生态红线与生态保护重要性中等重叠为

中等冲突#生态红线与生态保护重要性较低重叠为

较高冲突#生态红线与生态保护重要性低重叠为高

冲突*

&

$

'现状耕地与生态保护重要性冲突*将现状

耕地数据与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图叠加#形成现状

耕地与生态保护重要性冲突图&图
$

&

7

''#冲突面积

统计结果见表
$

*多数耕地落入生态保护低和较低

区#说明整体上耕地与生态空间冲突不是非常强

烈*但全省仍有
=##5X;\P

$耕地处在生态保护重

要性高区#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5C!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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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福建省生态红线与生态保护重要性冲突图

WL

R

:#

!

(

K

7IL74S3MN4LSIT̂ HIQHHMHS343

R

LS748H@4LMH7M@LP

K

38I7MI78H7T3NHS343

R

LS74

K

83IHSIL3MLMWU

>

L7MD83VLMSH

表
!

!

福建省生态红线与生态保护重要性冲突面积统计结果

'()*+!

!

A0(0140154265236*150(.+(4)+0>++3+52*2

9

15(*.+8*13+(3817

:

2.0(30(.+(426+52*2

9

15(*

:

.20+5012313F/

G

1(3K.2-135+

行政区
无冲突 较低冲突 中等冲突 较高冲突 高冲突 生态红线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福州市
<<%5%< "#5;C <;%5"" "#5$C <XC5C< "$5<% C$5%C $5#! CC5#% $5$; $!""5#$

平潭试验区
$"5"$ ;=5CC $5%$ C5X! ;5C! #X5$" %5X; $5=# #5#= "5!< "!5%$

厦门市
#"#5#< !!5%; X"5%% "#5$! C<5$" #X5$" <5C$ $5C" =5<C $5X! $X<5;<

莆田市
!#$5$" C%5<% #X=5#< $!5"< #<%5"# $%5X! #"5!$ #5;C #X5%% $5"! =#"5##

三明市
"<!!5%X C<5X! #;$<5C! $C5#X =##5<X #$5C; ##=5;" #5=! #CX5X$ $5!< ;!;#5X<

泉州市
<"$5%" ";5=< ;<C5C% "!5%$ !!X5!" $$5;! !<5<C $5!# =%5<C !5%< #X=C5!;

漳州市
=X$5"= $;5#$ =;#5"; $C5$$ #$X<5!X "<5X= #X"5$C C5;; #<#5"< C5%$ "!#C5=;

南平市
!;<!5== CX5%$ #;!=5C# $%5=# #$X;5%< #;5"; ##X5"; #5C# #=$5%# $5"% <X$%5="

龙岩市
$"=%5%X "X5=! #X!C5;= "$5C< #!""5;C $!5%% X%5X% #5C$ #$"5"$ $5%; CX<"5;!

宁德市
"%"5=X #=5XC "%$5"% #=5=C ;$%5X; "=5<$ $#X5C% #"5;X #C;5X% X5<= #;%"5CC

合计
#!%;!5#! !C5!; =##!5"X $;5$" ;X"X5%C $$5!" =;"5"! $5<X XC=5"% "5#% "%X"X5$$

!!

&

"

'城镇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重要性的冲突*

将城镇建设用地数据与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

相叠加#形成城镇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重要性冲突

图&图
$

&

^

''#冲突面积统计如表
"

所示*可见#绝

大多数的城镇建设用地处在生态保护重要性低区#

即城镇空间与生态空间总体上冲突较弱#但仍有

!X5$!\P

$的城镇建设空间处在生态保护重要性高

区#对生态保护形成一定压力*

$5"5$

!

开发空间内的冲突

&

#

'现状耕地与农业生产不适宜区冲突*不

适宜区指某些区域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导致不

适宜的主要原因是地形坡度过于陡峭#易于造成

水土流失*土壤重金属污染重#超过国家相关规

定#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土壤过于贫

瘠+土壤沙化严重+有机质含量低#农业生产成本

高+效益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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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状耕地与生态保护重要性冲突,&

^

'

:

城镇用地与生态保护重要性冲突

图
$

!

福建省生态空间内的冲突现状

WL

R

:$

!

(I7IUT3NHS343

R

LS74T

K

7IL74S3MN4LSITLMWU

>

L7MD83VLMSH

表
"

!

现状耕地与生态保护重要性的冲突面积统计结果

'()*+"

!

A0(0140154265236*150(.+(4)+0>++35/..+305/*01-(0+8*(384(3817

:

2.0(30(.+(426+52*2

9

15(*

:

.20+5012313F/

G

1(3K.2-135+

行政区
无冲突 较低冲突 中等冲突 较高冲突 高冲突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耕地面积"

\P

$

福州市
"#C5C< ""5C# #X"5=X $%5CX "!=5<! "<5%" !=5"; C5#! "C5$C "5<! X!#5=%

平潭区
$%$5;! ;X5%X $<5=# X5!= $;5!; X5%$ #5!C %5!X "!5X! ##5X# $X"5"%

厦门市
##"5"X ;=5$$ "!5C$ $%5<< #C5$! X5#< #5C! %5X" #5C$ %5X$ #;;5$#

莆田市
$C;5<X !;5$% #<%5XC "%5<; X;5X$ #<5!! #=5C< "5"! #$5C" $5$; CCC5<<

三明市
$C"5%< #"5$% CX<5#$ "#5#" ;="5"; "C5;" #;#5"C =5!# $$"5%" ##5;" #X#<5X"

泉州市
;%#5%# C%5#! $<<5!= $"5#C $C=5!X $#5C; "C5"C $5XC $;5"" $5$% ##X=5;<

漳州市
"$=5C" !%5#$ $!=5<C "%5"= #=C5$X $$5;" "=5X$ !5<C #<5"# $5## =#=5=%

南平市
$=X5!; #"5#= X%;5=X !#5$X ;C!5;< $X5=# #"=5C! ;5"# $%;5=< X5!$ $#X;5!"

龙岩市
$"#5"" #;5X$ !$"5## "%5XC !=#5!= "C5$$ #%X5;= =5%$ #$#5!< =5=X #";<5%<

宁德市
#=#5=C #"5<= $!C5=% #=5;" CX#5$" !!5=# #;<5<$ #$5<# #"$5<# #%5%; #"#X5"#

合计
$<<"5;C $C5<! "#$;5"$ $X5%# ""!#5== "#5%# <$#5!= ;5<% =##5X; <5C! #%<<C5$X

!!

将现状耕地数据叠加在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

图上#形成农业生产不适宜区与现状耕地的空间冲

突图&图
"

&

7

''#冲突面积统计如表
!

所示*可见#

处于农业生产不适宜区耕地面积
<=$5XC\P

$

&占全

部耕地面积的
<5$<Z

'#尤其厦门+漳州和平潭等地

处在不适宜区内的耕地占比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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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城镇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重要性的冲突面积统计结果

'()*+%

!

A0(0140154265236*150(.+(4)+0>++35/..+30/.)(352340./50123*(384(3817

:

2.0(30(.+(426+52*2

9

15(*

:

.20+5012313F/

G

1(3K.2-135+

行政区
无冲突 较低冲突 中等冲突 较高冲突 高冲突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城镇建设

面积"
\P

$

福州市
!%;5;X =$5=# #=5== "5=! !=5!X X5=< #"5$< $5<% "5<= %5<< !X#5##

平潭区
#"5!X <C5!! $5#! ##5X! %5X% C5%C %5#; %5X% #5#X ;5;< #<5==

厦门市
"#$5"" =C5X$ $C5<% <5%< $"5CC ;5!= %5$X %5%= #5;! %5!C ";"5C#

莆田市
##$5XX =;5!< C5"; !5#% =5"< ;5!# $5X= $5$= %5X< %5<! #"%5;<

三明市
#%X5X; ;;5;% X5X! ;5%$ $!5%# #!5C! #%5;" ;5!! #%5CC ;5"X #;C5%X

泉州市
!";5#C =<5#% $C5!# C5%< $<5#C C5!$ ;5## #5$$ C5X$ #5#= C%%5<"

漳州市
$$$5;! <!5!; $=5$< X5!; ";5#C #$5%X X5%; "5%" $5X% %5X< $XX5%$

南平市
#%<5$< ;!5X! <5%% !5$! $=5=" #<5!C X5=X C5XX #$5#= <5"= #;C5#<

龙岩市
##<5;< <"5=! =5%X C5%= #=5!= ##5;% =5$# C5#C ;5X# !5"! #CX5";

宁德市
==5$$ <$5"= ;5$X C5#; #<5#< #!5%X <5%$ C5<; "5#X $5;$ #$#5=X

合计
#X$<5!% <X5=" #"<5%= C5;= $""5## X5;C ;<5;# $5=% !X5$! $5%! $!#!5!"

表
&

!

福建省现状耕地与农业生产不适宜区的冲突面积统计结果

'()*+&

!

A0(0140154265236*150(.+(4)+0>++35/..+305/*01-(0+8*(384(38/34/10()*+(.+(426(

9

.15/*0/.(*

:

.28/5012313F/

G

1(3K.2-135+

行政区名称
冲突 无冲突 与生态高冲突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合计耕地

面积"
\P

$

福州市
<=5;% =5"C =$<5XC =<5X# "C5$C "5<! X!#5=%

平潭综合试验区
!;5!; #C5=! $##5X% <$5$C "!5X! ##5X# $X"5"%

厦门市
X"5%# CC5X; <#5;= !"5#$ #5C$ %5X$ #;;5$#

莆田市
$%5!% "5;< C$$5=C X!5%= #$5C" $5$; CCC5<<

三明市
X=5C" C5#! #CX;5"= ="5$" $$"5%" ##5;" #X#<5X"

泉州市
#%X5C" X5#! #%;$5=# ==5;< $;5"" $5$% ##X=5;<

漳州市
#CX5%" #X5!$ ;!$5!; <=5!; #<5"# $5## =#=5=%

南平市
;"5<X $5X% #X$C5<; =<5;= $%;5=< X5!$ $#X;5!"

龙岩市
C"5!% "5X# ##X$5$% =<5$# #$#5!< =5=X #";<5%<

宁德市
;%5$% !5C; ##$;5"X =C5"= #"$5<# #%5%; #"#X5"#

合计
<=$5XC <5$< X#=%5"< =C5$% =##5X; <5C! #%<<C5$X

!!

&

$

'现状城镇用地与城镇建设不适宜区冲突*

不适宜区指这个区域不适宜作为城镇建设空间#其

原因可能是地质灾害&或高陡边坡'易发#或地形过

于陡峭*过去人们的安全意识不强#将一些房屋建

在陡峭的山坡#甚至建在滑坡体附近#从而造成城

镇建设不适宜区与现状建设用地的空间冲突*从

地质安全的角度出发#建议将城镇建设活动尽可能

从不适宜区调出#暂时无法调出的#须对原构筑物

加固#对其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必要处置*将

建设用地数据与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图叠加#形成

城镇建设不适宜区与现状城镇用地冲突图&图
"

&

^

''#冲突面积统计如表
C

所示*总体看#城镇建设

不适宜区与现状城镇建设冲突不强#但也有少量建

设用地处在城镇建设不适宜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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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农业生产不适宜区与现状耕地冲突,&

^

'

:

城镇建设不适宜区与现状城镇冲突

图
"

!

福建省开发空间的冲突现状

WL

R

:"

!

*3MN4LSITI7IUT3N@HVH43

K

PHMIT

K

7SHLMWU

>

L7MD83VLMSH

表
;

!

现状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不适宜区的冲突面积统计表

'()*+;

!

A0(0140154265236*150(.+(4)+0>++35/..+3052340./50123*(384(38/34/10()*+(.+(462./.)(352340./5012313F/

G

1(3K.2-135+

行政区名称
冲突 无冲突 与生态高冲突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面积"
\P

$ 占比"
Z

合计建设

面积"
\P

$

福州市
"5C" %5<$ !="5=% X=5C# "5<= %5<< !X#5##

平潭综合试验区
%5%; %5"# #;5;" X"5%$ #5#X ;5;< #<5==

厦门市
%5X= %5$< ";%5X% XX5$= #5;! %5!C ";"5C#

莆田市
%5;C %5C% #$X5%! X=5<; %5X< %5<! #"%5;<

三明市
!5;% $5<X #!X5X! X%5=" #%5CC ;5"X #;C5%X

泉州市
"5"$ %5;; !X#5!X X=5#C C5X$ #5#= C%%5<"

漳州市
#5!= %5C% $X!5;" X=5C" $5X% %5X< $XX5%$

南平市
"5$; #5X= #!X5<" X%5;C #$5#= <5"= #;C5#<

龙岩市
#5=< #5#< #C%5C= X!5!X ;5X# !5"! #CX5";

宁德市
#5$" #5%# ##<5!; X;5"< "5#X $5;$ #$#5=X

合计
$%5XX %5=< $"!!5$% X<5%X !X5$! $5%! $!#!5!"

%

!

空间冲突调控策略

积极的空间冲突可适度纠正空间资源错配#消

极的空间冲突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可能导致生

态灾难*解决冲突不能用简单的对抗和消灭#应引

导发展积极性的冲突#弱化或减少消极性的冲突#

可适当放弃+减少系统竞争要素$

#%

%

*国际上#在资

源分配与环境有关的事务中产生冲突时#一般通过

政治+行政+司法+替代性争端化解等多种途径$

"%

%调

控冲突*通过外部手段和方法#按一定的计划与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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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张定源#等!空间冲突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标进行主观干预#实现空间系统结构平衡与可持续

发展过程$

#;

%

*空间冲突调控不仅依赖于空间利用

方式的转变#还有赖于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协同$

#X

%

*

技术上的理性不是解决空间冲突的根本出路$

!C

%

#要

创新空间管理体制是必要的*福建省空间冲突的

调控要服从生态保护+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三大优

先的国家战略$

##

%

#走绿色发展+精明增长+人地和谐

与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全社会的共

识和行动#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当生态空间

与开发空间发生冲突#优先保证生态空间的安全*

生态红线调整要参照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通

过逐步修正生态廊道和生态保护重要性高区的生

态碎斑#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增强生

态系统韧性*划定和调整生态红线时(能划尽划+

应划必划)#既要保护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也要保护

生态敏感脆弱区和潜在的重要生态价值区*福建

要筑牢武夷山-玳瑁山+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

和东南沿海岸线组成的(两山一线)生态屏障#构建

由闽江+九龙江等大江大河以及沿着河滨+溪谷+山

脊+风景道路+重要交通干线沿线的绿廊组成的网

络化生态廊道和城市绿地体系*科学划分天然水

域空间保护边界#修复破碎的流域生境景观和自然

水系#塑造合理的江
B

湖
B

海关系*统筹自然岸线分

布现状与岸线使用需求#以最大限度地维持海岸自

然属性#加强海岸带生态修复,以海定陆#海陆统

筹#山海协作#实行生态纵向和横向补偿相结合的

创新机制#确保入海河口和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长期

健康稳定*

%$"

!

粮食安全$精明增长

闽西北建设以优质水稻和林+果+茶+菌+药+油

料+奶业等为重点的绿色食品基地,闽东北发展以

粮食+水产和茶+菌+反季节蔬菜为重点的特色农产

品*闽西南形成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和粮食+林

竹+茶叶+蔬菜+花卉+水果+油料+食用菌+中药材等

为重点的农产品主产区*闽东南发展集约化+机械

化+高优特色生态农业#建设生态果茶园和有机食

品+绿色食品基地*调整农业生产不适宜区内基本

农田#将富营养元素的耕地纳入农业空间的核心保

护范围#提升耕地质量和抗灾减灾能力#建立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实施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确保
=%%

万亩水稻生产功能区建设到位*

推进村镇合并和土地集中利用与规模化开发#做好

县城与所辖乡镇人口(增减)流向测算#合理确定新

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规划布局#防止城市+乡镇

建设的双扩张*城市更新遵循基于自然的理念#通

过建设用地内部挖潜与增减挂钩#提高存量建设用

地的开发强度*根据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需求和

不同规模城镇的均衡发展#划定城市边界*

%$%

!

权利平衡$人地和谐

在空间资源管理中关注冲突#协调与平衡生态

服务价值与短期经济利益的矛盾$

"$

%

#倡导核心目标

协同管理$

C

%

#完善基于公众参与的冲突磋商支持系

统$

#%

%

*创新环境友好型空间利用模式#合理退出不

适宜区内的耕地和建设用地#注重传统村落保护与

生态农业+景观农业的协调发展#引导土地利用方

式向生态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

$"

%

*将三区三线等

各类空间控制线作为空间冲突预警底线#构建空间

冲突预警体系$

$=

%

#以空间规划为管制依据$

$XB"%

%

#将

公共参与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保证利益相关者的权

利平衡$

"!

%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

"%

%

#协调好人
B

生物
B

环境关系#推广(长汀经

验)#合理配置山+水+林+田+路+渠#形成立体的水

土保持综合防治体系*按照系统治理+消除隐患+

生态修复+绿化为主+兼顾经济的原则#对废弃矿山

和工业棕地采取自然恢复+工程+生物等综合措施

恢复土地原有功能#增加空间供给*政府在营造公

共空间过程中#优化政策+提高效率#保持空间重构

中各权利平衡*强化空间社会公共价值#建立空间

冲突的内在缓冲机制*

&

!

结论

&

#

'福建省国土空间在功能上存在冲突#主要

表现为!生态保护重要性与生态红线+现状耕地+现

状城镇建设用地间冲突#农业生产不适宜性与现状

耕地间冲突#城镇建设不适宜性与现状建设用地间

冲突*

&

$

'基于资源环境禀赋特征#制定冲突调控策

略*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将生态保护

重要性高区的有关经济活动降至最低#保护生态空

间#实现绿色发展*尽量避免或减少占用农业空

间#藏粮于地#保障粮食安全,在新型城镇化过程

中#合理确定开发强度#提高开发效益#节约集约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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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用地#合理配置空间资源#实现精明增长*推进

全社会高质量发展#厘清空间结构+效益和目标之

间的权衡关系#完善基于公众参与的冲突磋商支持

系统#强化国土空间的社会公共价值#促进人地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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