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土地利用冲突研究进展

邹利林 1,2，刘彦随 2*，王永生 2

（1.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福建 泉州 362021；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土地利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土地利用结构失衡凸显，

各类用地矛盾日趋激烈，由此引发的土地利用冲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却缺少系统的梳理

与总结。论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厘清国内土地利用冲突研究取得的成效，并通过文献总结和对比分析指出现有研究

存在的不足，进而为中国土地利用冲突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首先，在对已有文献中土地利用冲突相关概念辨析

的基础上，指出土地利用冲突是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围绕土地利用方式与结构所产生的人地之间的

空间竞争与权益冲突的现象。其次，从土地利用冲突的理论基础、土地利用冲突的利益相关者、土地利用冲突的识

别与强度诊断、土地利用冲突的表现形式及分类、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土地利用冲突的和解等6个

方面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最后，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比较提出了未来中国土地利用冲突

研究的主要方向：① 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土地利用冲突理论体系的补充与完善；② 全球化背景下土地利用冲突研

究的内容拓展与范式革新；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乡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正义与效率；④ 参与式GIS技术支持

下土地利用冲突的定量与定位治理；⑤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合下土地利用冲突的协调与权衡；⑥ 多学科融合视角

下土地利用冲突的集成分析与成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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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转

型发展提速、生态保护日渐强烈的背景下，土地利

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土地利用结构失衡凸

显，各类用地矛盾日趋激烈，由此引发的土地利用冲

突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1- 3]。

土地利用冲突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早在

1977年英国乡村协会组织就将“土地管理、土地利

用关系与冲突”作为城市边缘区学术讨论会的 5个

主题之一，引领了以“土地利用冲突”为核心内容的

相关研究在国外逐步发展。中国对相关问题的关

注始于2001年召开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利用中的冲

突管理方法”专题研讨会，而2015年第14届全国高

校土地资源管理院长(系主任)联席会暨中国土地科

学论坛围绕“城乡土地利用冲突与土地制度改革”

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预示着“土地利用冲

突”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研讨的热点，发展至今已经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国外学者对土地利用冲突的研究较为全面、深

入和成熟，并大致可归纳为5个方面：一是土地利用

冲突的来源。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土地资源的稀缺

性、土地利用的多宜性与土地权益的竞争性被认为

是引发土地利用冲突的主要来源[4-5]。二是土地利

用冲突的类型。不同研究视角对土地利用冲突的分

类不同，学术界主要从冲突地域、冲突诱因、冲突过

程、冲突后果等方面对土地利用冲突进行分类[6]。三

是土地利用冲突的识别。多准则分析被认为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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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潜在土地利用冲突的重要手段，并主要形成了概

念模型[7]和空间模型[8]2种范式。四是土地利用冲突

的演变。制度、社会与经济环境的改变使得土地利

用情景不断演变，并呈现出一定的生命周期[9]。五是

土地利用冲突的管理。冲突管理是土地利用冲突

研究的归属，管理方案的制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

式协调相关主体的利益选择与目标取向，尤其是公

众参与是解决土地利用冲突的必要途径，不同类型

的土地利用冲突必须借助不同的习惯或法律制度

去解决[10]。

近年来，国际上对土地利用冲突的关注呈现如

下特征：一是特殊社会环境或制度与政策条件引发

的土地利用冲突仍然受到持续关注，如传统土地占

有制及种族构成[11]、农牧冲突感知及其关系[9]、生物

多样性保护[12]、流域综合治理[13]等引发的土地利用

冲突；二是参与式GIS被广泛用于土地利用冲突过

程分析与和解策略制定，并成为探索土地利用冲突

演变过程与作用机制的有效手段[14-15]；三是土地利

用冲突引发的空间非正义问题逐渐受到重视，社会

正义的存在使得土地利用冲突的和解需要协调好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16]；四是全球化引

发的土地利用冲突日渐强烈，如人口的国际迁移[17]、

国际能源政策的调整[18-19]等全球性因素所引发的土

地利用冲突。从国际研究趋向来看，土地利用冲突

的表现形式、演变过程、和解方案等内容仍然受到

持续关注，但研究内容由更关注冲突产生的“结果”

转为冲突发生的“过程”与“后果”，研究方法逐渐摆

脱了单一学科方法论的限制而呈现综合化趋势，研

究视角呈现“制度转向”“关系转向”“社会(文化)转

向”和“空间转向”等特征，研究尺度逐渐由“中观”

转向“微观”与“宏观”。

国外土地利用冲突研究为国内研究提供了有

益借鉴，但由于社会体制形态、资源禀赋状况、生产

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等差异较大，导致国外相

关理论与方法难以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中国土地利

用冲突存在的特殊现象。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

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因土地利用引发的矛盾与竞争

成为社会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研

究成果数量不断增长却缺少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相

关研究成果也未能准确地把握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

发展趋势。为此，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土地利用

冲突的内涵进行界定，从土地利用冲突的理论基础、

土地利用冲突的利益相关者、土地利用冲突的识别

与强度诊断、土地利用冲突的表现形式及分类、土

地利用冲突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土地利用冲突的

和解等 6个方面归纳和总结国内研究取得的成效，

并通过文献总结和国外对比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

不足，进而为中国土地利用冲突研究指明方向。

1 土地利用冲突相关问题及内涵界定

“冲突”一词源于社会学，是指 2个或 2个以上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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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活动与资源

环境矛盾的加深，学者们将其引入土地资源利用领

域，并相继提出了土地冲突(land conflict)、土地利

用冲突(land use conflict)、空间冲突(spatial conflict)

等相关概念。Henderson[20]将土地冲突定义为一种

2个以上参与者在土地取得权、使用权、收益权、排

他权、交易权等方面利益与观点不一致所引起的社

会冲突；谭术魁[21]认为土地冲突指单位或个人围绕

土地权益发生的过激行动。Campbell 等 [22]将土地

利用冲突解释为各种土地利用方式对于稀缺水土

资源的竞争；于伯华等[23]将土地利用冲突概括为土

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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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方式与环境方面的矛盾状态；周德等[24]在综述了

前人研究成果后指出，土地利用冲突是由于土地具

有自然(资源)与社会(资产)二重属性，导致不同土

地利用主体在利用土地资源、土地资产与土地空间

时产生的矛盾与对立，并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

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周国华等[25]认为空间冲突是

源于空间资源的稀缺性和空间功能的外溢性而产

生的一种客观地理现象，是在人地关系作用过程中

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空间资源分配的对立

现象。从国内外学者对上述 3个概念的界定来看，

土地冲突侧重于从社会学的视角突出土地利用过

程中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权益冲突，空间冲突偏重

于从地理学的视角强调土地利用过程中地与地之

间所衍生的空间关系，而土地利用冲突则兼顾了多

学科视角探索人地之间因土地利用所产生的空间

竞争与权益冲突。此外，土地利用矛盾与土地利用

竞争也是土地利用冲突研究中 2 个比较常见的概

念[3,23]。

基于上述相关问题及其内涵的比较分析，本文

认为土地利用冲突是指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利益

相关者围绕土地利用方式与结构所产生的人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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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空间竞争与权益冲突的现象。这一定义主要

强调以下几个方面：① 土地利用冲突的发生主要依

附于土地资源“利用”这一动态过程；② 土地利用冲

突的主体包括与土地利用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个人、

团体或组织；③ 土地利用冲突的表现在于土地利用

的配置方式、配置数量与配置结构等方面的矛盾与

对立；④ 土地利用冲突的结果包含地与地之间对于

稀缺空间的竞争及人与人之间对于权益分配的冲

突。因此，可以说“土地利用冲突”的内涵比“土地

冲突”、“空间冲突”更为宽泛，研究内容更为复杂。

2 中国土地利用冲突研究重点回顾与
评析

2.1 土地利用冲突的理论基础

由于土地利用冲突研究主要孕育于不同的时

代与学科背景，因此相关的理论基础也不断地演

进。早期土地利用冲突研究主要缘起于社会学，一

些社会学理论对该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

演化成为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基础理论。如冲突

理论中关于冲突内涵、起因、制约因素、影响效应及

调控方式的分析，为土地利用冲突研究提供了充分

的理论依据[26]；利益相关者理论有关企业组织、经

营决策、权益均衡等内容被广泛运用到土地利用冲

突主体的分类、冲突形式与特征的识别、冲突和解

方案的制定等方面[27]；博弈理论是分析土地利用冲

突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策略选择及影响效应，进而

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实现土地利用利益最大化

的重要工具 [28]。随后土地利用冲突研究逐渐扩展

到地理学领域，土地利用学、土地规划学、景观生态

学等理论逐渐成为揭示土地利用冲突过程与演变

机理的重要理论支撑。土地利用理论侧重揭示土

地的使用状况及其社会经济属性[29]，土地规划理论

着重探讨土地资源空间功能重叠所引发的冲突及

其权衡[30-31]，景观生态理论主要强调人类社会经济

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29,32]。

上述理论的匹配性引入与探索性运用为土地

利用冲突研究提供了系统指导，但由于该研究范畴

是一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综合性问

题，加之土地利用冲突的复合性逐步显现，单一学

科理论或既有理论的分析框架已经难以全面而深

刻地揭示土地利用冲突的内外机理，只有从土地利

用系统分析的视角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以及对不

同地域进行多角度分析，才能全面阐释土地利用冲

突形成、产生与发展的内外作用机制。为此，一些

社会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逐渐被引入对该问题

的研究，如诸多学者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33]、人地

关系理论[29]、价值论[28,34]、灾害风险学原理[35]等对该

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并重点对城乡结合部[36]、生态

脆弱带[37]、矿粮复合区[38-39]、矿地复合区[40-41]等人地

矛盾较突出地区进行实证解析，这对土地利用冲突

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2 土地利用冲突的利益相关者

20 世纪 60 年代，为平衡企业各类利益群体间

的相互冲突，美国斯坦福研究院提出了“利益相关

者(stakeholders)”这一概念，并以“是否影响企业的

生存”作为判定利益相关者的依据[27]。进入80年代

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进一步对其内涵进行了深

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一个组织

目标实现的人，或者自身受到一个组织目标实现所

影响的人”。依据这一理论内涵，土地利用冲突利

益相关者的概念范畴比“冲突主体”更为宽泛，其不

仅包括与土地利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个人、群体或

组织，还包括对冲突及其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有关各

方[23]。据此，中国土地利用冲突的利益相关者不仅

包括与土地利用冲突直接相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用地组织和个人，而且包括与土地利用冲突间

接相关的当地居民或村民、外来人员，还包括土地

利用相关科研人员、公益组织等其他相关者。不同

的利益相关者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会以设定的目标

函数实现自身价值或维护自身利益，其价值取向的

差异是引发土地利用冲突的根本原因[27,42]。因此，

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关键在于厘清利益相关者在

土地利用过程中的角色原型、目标取向、行为选择

等机理(表1)，特别是在土地的利用与管理方式逐步

从“自上而下”的单向指令转向“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双向互动趋势下，上述内容的分析

对土地利用冲突的和解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43]。

2.3 土地利用冲突的识别与强度诊断

因地制宜地预防和破解土地利用冲突的基础

和前提在于科学识别土地利用冲突的潜在发生区

域并诊断其强度。目前采用方法主要有 3种：一是

采用定性分析法，该类方法只能定性识别土地利用

冲突的形式，如参与式方法[23]、逻辑框架法等[44]；二

是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法，该类方法不能识别土

地利用冲突的具体区域及确定类型，却可以反映土

地利用冲突的相对强弱，如基于压力—状态—响应

模型的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法[45]、基于土地利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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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复杂性—脆弱性—动态性的冲突综合指数法 [46]

等；三是采用“千层饼”式地图因子叠加法，该类方

法借助GIS空间分析手段，将图斑或网格作为评价

单元，采用加权求和的方式获取每个评价单元的适

宜度综合分值，以表征各评价单元的适宜方向与适

宜程度，并通过构建判别矩阵进行排列组合以划分

冲突类型及诊断冲突强度，该方法因能准确定位土

地利用冲突区而被广泛用于冲突识别以及强度诊

断[47-49]。

尽管“千层饼”式地图因子叠加法已经成为土

地利用冲突识别与强度诊断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改

进灰靶模型[50]、参与式农村评估法[51]、最小累积阻力

模型 [52]等方法在相关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由于土地利用系统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

复杂巨系统，而土地利用冲突更是社会经济、资源

环境、人类活动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不

同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更加科学地识别不同区域

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空间过程和诊断土地利用活

动对自然、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

2.4 土地利用冲突的表现形式及分类

在识别土地利用冲突后，已有研究基于研究区

域与研究视角的差异，对土地利用冲突的表现形式

及分类进行了探索。从研究区域看，土地利用冲突

有国家间、区域间、局地间等不同地理空间上的冲

突。国家间的冲突侧重于关注因领土争议或侵占

引发的政治冲突和因环境、能源、粮食等土地利用

结构调整引发的经济冲突[53]；区域间的冲突主要表

现为区域剥夺，即强势区域借助政策空洞和行政强

制手段掠夺弱势区域的优质生产要素和转嫁污染

或低效产业[54]；局地间的冲突多以土地资源的多宜

性和供给的有限性为诱因，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需

求与耕地保护或生态保护的不协调与不一致[49]。从

研究视角看，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分割与分治[55]、特

殊的城镇化进程和土地制度[56]、社会经济转型中资

源与环境冲突[57-58]等为此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具体表

现为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差异[30,44,59]、土地利

用价值取向差异[34,60]、土地需求目标差异[61-62]、公众认

知与意愿差异[51]等各种差异引发的冲突。

不同区域与视角下土地利用冲突表现形式的

探索为其分类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和实证

支撑。从冲突类型及强度来看，可将其划分为低强

度冲突、中等强度冲突、高强度冲突[63]；从冲突的原

因及其差异化表现来看，可将其划分为程序冲突、

价值冲突、利益冲突和结构冲突[33]；从土地利用的

目标来看，可将其归纳为经济效益冲突、生态效益

冲突、社会效益冲突以及由此复合而成的综合性冲

突等4种形态[23]。尽管土地利用冲突的表现形式因

地而异，但任何冲突都源于土地利用要素或功能的

差异，由此可将其划分为要素性冲突与功能性冲

突，随着土地资源利用与配置均等化的实现，土地

利用的要素性冲突将逐渐减少，而功能性冲突将逐

渐增加[29]。此外，对冲突的管理必须区分出建设性

冲突和破坏性冲突，对前者要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挖掘其建设功效，对后者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方式降

低其危害[27]。

2.5 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冲突表现只是土地利用结果的外在表象，要揭

示其所暴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与环境问

题，就必须深入研究冲突的诱因、演变特征及驱动

机制[29]。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对土地利用冲突诱

表1 土地利用冲突的利益相关者

Tab.1 Stakeholders in land-use conflicts

分类依据

直接相

关者

间接相

关者

其他相

关者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用地主体

个人

外来人员

相关科研

人员

公益组织

角色原型

国务院、国土资源部

中央以下各级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

直接参与“涉事”土地利用的组织机构和

个人，包括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者

生产生活受“涉事”土地所影响到的居民

或村民

没有参与“涉事”土地利用，但其行为对

区域土地利用构成影响的群体

高校、科研院所等

关注土地利用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或个人

目标取向

追求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通过用地配置以提高用地效益、增

加财政收入或追求政绩

追逐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或部门

效益最大化

满足居住和生产用地需求，改善生

活环境，增加收入

追逐土地利用的多重效益以满足

自身的精神与物质双重享受

实现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追求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最大化

行为选择

制定法律、法规、政策等规范土地

的利用与管理

政策执行、利益协调、寻租等

地产开发、旅游开发、资源开采、

农业种植、项目建设等

主动迎合、被动接受或抗争

通过旅游、网购等活动介入，成为

土地利用的推动者与破坏者

寻求与各类利益相关者合作

宣传、组织或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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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认识形成了适宜论、价值论、功能论、政策论等

观点。土地适宜论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导致建设

用地、农业用地与生态用地之间的适宜空间重叠是

诱发冲突的主要原因[48,64]；土地价值论认为土地利

用冲突源于人们对土地价值的客观博弈和社会对

土地价值取舍的主观误判[28]；土地功能论强调不同

功能土地利用方式在空间上叠加时便产生土地利

用冲突[65]；土地政策论指出政策激励或政策约束往

往会加剧资源的空间剥夺与发展机会的非均衡冲

突 [66]。在各种诱因的作用下土地利用冲突强度不

断演变，表现为在纵向上，冲突的生命周期被描绘

成一条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上升与下降、扩张与收

缩的抛物线，其可控性分为稳定可控、基本可控、基

本失控和严重失控4个层次[25]；在横向上，由于区域

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和竞争程度的差异，使得土地利

用冲突往往呈现出“城区→城郊→乡村”逐渐渗透

的圈层梯度分布规律(图1)[26,67]。

土地利用冲突是土地利用状态在区域空间上的

反映和缩影，冲突的发生与发展具有复杂的特征和

内在机理。人口学认为人口及其需求的增长是冲突

发生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60]；行政管理学认为政府

主导与成本转嫁机制及策略化治理与压力传递机制

是土地利用冲突产生和演变的 2大诱发机制[68]；社

会学则将其归因于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的调整与科技进步以及政策等因素的影

响[29]；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利用冲突的动力基础是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及城乡二元体制下形成的经济

模式、环境管理体制及城乡发展差距，并认为制度

或规范的缺失、社会环境的诱导等加快了冲突的发

生与发展[29]；地理学认为土地利用冲突是否发生与

发展取决于用地竞争力强弱或地块适宜性的比较

优势[48-49]。不同的学术观点表明土地利用冲突是政

府力、社会力、市场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根源在于

不断增长的外部需求对有限土地供给的竞相追求，

是多样化社会需求在土地利用上的空间重叠与权

益冲突。

2.6 土地利用冲突的和解

如何制定合理的和解方案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是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最终目的，多目标规划法与

博弈论被认为是冲突和解的主要方法。对于多目标

规划法在冲突和解中的效用问题存在2种对立的观

点：支持者认为多目标规划因适于解决多重矛盾且

没有统一度量单位的决策问题而被认为是确定冲突

和解方案的最优选择，并尝试采用遗传算法替代传

统规划模型中的线性关系以实现土地利用冲突生

态、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妥协[62]；而反对者则指出由于

社会多元化发展打破了既有的经验框架，导致无法

运用过去的经验推测将来的社会发展，所以任何固

定的规划都缺乏逻辑基础和法律依据[69]。博弈论因

能合理辨别各个理性决策个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

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而被广泛用于

冲突和解方案的制定，如Hui等[43]对现阶段中国土

地利用冲突背后的逻辑展开讨论，并基于博弈模型

的纳什均衡为土地利用冲突管理提供了一些重要

的见解；阮松涛等[34]对土地利用冲突与土地价值判

断的本质关系论证后指出，土地利用过程中的经济

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可以通过价值

重构得到缓解。

随着对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冲突

管理的认识逐渐被赋予更多的时代特征。一方面，

从理念上人们开始认同冲突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

性，冲突的和解方案已经由传统意义的对抗与消灭

逐渐转变为引导与弱化[62]；另一方面，从创新冲突

理论出发，深入分析土地利用冲突所处的社会环

境、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把握土地利用过程中利

益相关者合理的权益需求，制定科学有效的调控方

案及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促进社会经济空间结

构的良性演进成为冲突管理的共识 [29]。在此背景

下，各类空间规划成为引导与弱化冲突的政策工

具。尽管空间规划可能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非

均衡，但土地发展权漂移、税费调节和地役权保护

等政策被认为是空间规划实施过程中平衡空间开

发与管制、资源利用与保护、经济发展与限制等冲

注：图中 s表示强度，d为距离，t为时间；s1表示稳定可控，s2表

示基本可控，s3表示基本失控，s4表示严重失控。此图据周国华等[25]

的空间冲突倒“U”型演变轨迹改绘而成。

图1 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变规律

Fig.1 Pattern of change of land-use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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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有效工具[70-71]。此外，由于土地利用冲突和解

方案的操作模式与实施途径具有区域性与阶段性，

因此冲突的和解不仅要关注冲突产生的结果，还要

追踪土地利用冲突的过程与动态变化，并需要融合

工程性、生态性、经济性、社会性等方案于一体的科

学方法来缓解冲突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土

地利用冲突的综合协调管理[23,39]。

3 研究展望

从土地利用冲突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外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成果颇丰且有所突

破，但仍需丰富和拓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理

论，偏重于对土地利用冲突的表现形式、演变机制、

识别与诊断、和解等内容的分析，而对特殊制度和

政策背景下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框架缺少必要的学

术跟进；二是研究尺度，从“地方与区域”尺度对利

益争斗相对激烈的城乡交错地带或生态敏感地带

的研究较多，而对“国家与全球”尺度下日益激烈的

土地利用冲突关注较少；三是研究视角，尽管从“地

理空间”与“社会空间”视角对土地利用冲突的探索

较多，但2类“空间”的综合研究处于一种割裂状态，

尤其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致的空间效率及正义

缺失问题的关注较为缺乏；四是研究方法，主要采

用博弈论、多准则评价、PSR模型及GIS空间分析等

单一理论与方法，解析冲突原因，识别潜在冲突区

与诊断强度，权衡冲突利益关系，而兼顾各种方法

优点的融合研究较少；五是研究目标，尽管冲突和

解被认为是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最终目标，但已有

研究中和解方案的制定侧重强调特定研究区域人

地关系的协调，没有综合权衡区域乃至国家发展的

差异性需求；六是研究成果上，由于制度障碍、理念

滞后、管理低效等主客观原因，导致土地利用冲突

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有所脱节。因此，未来中国

土地利用冲突研究将面临以下一些新的课题：

(1) 社会转型背景下土地利用冲突理论体系的

补充与完善。当代中国正经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城乡发展转型与体制机制转换，这必然会使得土地

利用冲突研究的理论体系不断演变。尽管国外基

于不同时代与学科背景所产生的理论在国内相关

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且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但一方面

由于国内对土地利用冲突的理论研究缺乏有效的

梳理与总结且尚未系统提出符合中国社会经济体

制特色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利用冲突的

复合性与动态性逐步显现，这使得既有的理论已经

难以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中国土地利用冲突的作用

机制。因此，有必要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背景下土

地利用冲突的理论体系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2) 全球化背景下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内容拓

展与范式革新。随着要素和资源跨地域边界流动能

力的增强，全球化将土地利用冲突的研究内容置于

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更为复杂的联系之中[72]，如

人口老年化与国际迁移、国际粮食种植结构变动、

全球能源结构调整、跨国流域开发与治理、全球气

候变化等引起的土地利用冲突理应受到更多的关

注。土地利用冲突研究内容的拓展必然需要革新

既有的“诱因—过程—机理—和解”基本研究范式，

重建以“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框架的研究范

式[73]，以帮助学术界重新识别、构建和解决全球化

视野下的土地利用冲突问题。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乡土地利用冲突的

空间正义与效率。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

下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市民偏向的分配制度、重

工业偏向的产业结构[55]，导致围绕土地资源所产生

的权力、资本、阶层、市场、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的

综合竞争与矛盾对立日益突出[74-75]。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

在缺失正义的价值诉求与制度供给条件下，要素和

资源仍然源源不断地从乡村涌向城市，造成城乡社

会空间与地理空间的隔离与割裂进一步加剧，由此

引发的土地利用冲突及正义缺失问题成为乡村振

兴战略中土地利用冲突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4) 参与式GIS(PPGIS)技术支持下土地利用冲

突的定量与定位治理。由于制度、社会与经济环境

的改变引起土地利用冲突情景不断演变，因此未来

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重点应放在追踪土地利用冲突

的过程与动态变化上，并利用科学的方法来缓解冲

突的发生[76]。为此，需要了解土地利用冲突利益相

关者的空间关系与权益冲突。由 GIS 空间技术与

田野调查、参与式农村评估等方法融合而成的PP-

GIS技术，既可通过情景模拟理解复杂系统中不同

主体行为的决策过程，又能依据不同需求采取相应

的预防措施和调控策略，并且能够将这些决策与措

施进行定量化和空间化表达[77]，从而可以实现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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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权衡的土地利用冲突定量与定位治理。

(5)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合下土地利用冲突的

协调与权衡。《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发挥国

土空间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国

家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国土空间规

划以空间治理和布局优化为主要内容，其主要目的

是试图根据各区域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与比较优

势，协调与权衡不同区域之间的土地用途和开发强

度，避免因规划功能定位差异而导致区域土地利用

矛盾与冲突加剧[78]。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着重关注因规划导向

不均衡与规划目标不统一而引发的土地利用矛盾

与冲突问题，探索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合下土地利

用冲突的协调与权衡机制，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

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6) 多学科融合视角下土地利用冲突的集成分

析与成果应用。由于土地利用冲突发展至今已经

演化成为一个多学科交汇与融合的复杂社会问题，

尤其是在地理学“文化转向”和社会学“空间转向”

的深刻背景下，单一的学科认知不可避免地产生以

偏概全的错觉，只有融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建立

综合性分析框架，才能全面把握土地利用冲突的真

实脉络。此外，尽管已有研究成果在“三线”范围划

定[49,79]、流域水土治理[40-41]、城市雾霾管控[80]等方面有

所应用，但如何将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用于优化特

殊制度背景下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理论框架，揭示

全球化尺度下土地利用冲突演变过程及作用机理，

修复城乡要素非均衡流动引起的空间不正义，探索

土地利用冲突的定量与定位治理路径与策略，探究

土地利用冲突的协调与权衡机制等问题，也是该课

题还需持续跟进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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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land-use confli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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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brings great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to land use. Therefore, imbalanced land- use structure and conflicting land utilization

become more common, which result in more attention to land-use conflicts and thus increasingly more related

studies has appeared, bu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review and compilation of existing research.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land-use conflicts in China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identified the research trends. Firs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land-use conflic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of

spatial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ing interests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caused by the way and structure of land use

by stakeholders in the process of land use, which was defined by the comparison and identification among

relevant concepts related to land-use conflict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econd, the Chinese land-use conflict

research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nd elaborated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land- use

conflicts, the stakeholders in land-use conflict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nsity diagnosis of land-use conflicts,

the forms and classification of land-use conflicts, the evolution of land-use conflicts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and the reconciliation program of land- use conflicts. Finally, through reviewing and comparing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a's land-use conflict research:

1) Compl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land-use conflicts theoretical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2) Content expansion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of land-use conflict research considering

the global scale. 3) Spatial justice and efficiency of land- use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4) Quantitative and precision management of land- use conflicts with the support of

participatory GIS. 5) Coordination and trade-off of land-use conflict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s. 6)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ults application of land- us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Keywords: land-use conflicts; research progress; prospec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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