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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维、整体视角、综合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辑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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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和民生福

祉的重要国家战略任务。2019年6月，自然资源部印发《自然资源“十四五”规划编制

工作方案》，明确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列入15个重大研究课题。2019年10月，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明确

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面向综合治理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成为了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而随着空间治理对要素关联、过程耦合

和空间协同的高度关注，如何快速建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系统思维、整体视角成为当

前有效推进生态修复工作的重要前提。进一步明晰工作目标、原则及路径，甄别关键生

态问题、布局重点修复区域、制定具体修复措施，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研究要点。

2019年6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资源学报》编辑部、北京大

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邀请了来自生态学、地理学、土地科学、城乡规划、遥感与地理信息

科学等领域专家针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核心议题与重点方向展开深入探讨。受《自然

资源学报》编辑部委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就“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进行了专题

组稿。本专辑共包括18篇文章，涉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理论支撑、进展综述、问题诊

断、修复途径、关键区域等五个方面，以期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理论、方法与实践创新

作出贡献。

明晰理论支撑与学科前沿，为科学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基础。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理论支撑”和“进展综述”部分共包括5篇论文，重点探讨景观

生态学的核心理论支撑，以及生态修复相关研究进展综述。其中，《过程耦合与空间集

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景观生态学认知》论述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战略需求及其与

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契合，阐明了面向机理认知、服务权衡、空间优化、福祉保障的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景观生态学核心认知；《景观生态学在国土治理中的应用》针对生态系统服

务定位、建成空间结构、产业发展支撑、生态安全保障等国土空间治理需求，提出了景

观生态学在国土空间治理中的主要应用方向；《新时代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转型思考》则

在国土整治和生态修复概念内涵解析及两者关系辨析的基础上，阐明了国土整治与生态

修复转型的必要性、路径和策略；《国土生态修复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前沿进展》从宏观和

微观视角切入，系统分析了国土生态修复研究的国际前沿，研判国土生态修复未来的研

究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土整治历程回顾与新构想》从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初

确立、生态文明新时代三个阶段梳理了国土整治发展历程，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

土整治发展的经验、问题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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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自然资源本底、诊断典型生态问题，是落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前提。“问

题诊断”部分包括 3篇论文，重点关注珠三角、长三角、西部生态脆弱区等典型区域。

其中，《西部生态脆弱区矿山不同开采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基于生态系统服务

视角解析区域生态问题，厘清了不同矿山开采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的时空变化及

其成因；《城市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分析》针对区域生态问题的根源——城市

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匹配，分别构建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二者耦合协

调程度及驱动因素；《基于多准则决策的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脆弱性与恢复力研究》关注

区域生态问题发生的先兆——脆弱性，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剖析了国

土空间脆弱性，面向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评估了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国土空间恢复力。

因地制宜、科学实用的修复途径是转型中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实践载体。“修复途

径”部分包括3篇论文，重点关注修复措施、修复效用及修复规划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的模式与对策。其中，《汶川地震重灾区泥石流灾损土地利用及生态修复模式》基于“因

灾分区、耕地优先、产业共建、美居造景”原则，明晰了灾损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生态修

复模式；《生态治理工程对锡林郭勒草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感知的影响研究》探究了不同

治理工程区牧户对草地文化服务感知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韧性理念的海岸带生态

修复规划方法及应用》强调韧性理念在生态修复中的重要性，基于沙化脆弱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空间耦合分析，制定了木兰湾生态修复规划方案。

基于关键要素、核心环节、重点区域识别，针对性施策是当前有序推进区域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的重要抓手。“关键区域”部分包括7篇论文，重点探讨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生态安全格局、多目标遗传算法等技术方法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及重点区域识别中

的应用。其中，《基于“要素—景观—系统”框架的江苏省长江沿线生态修复格局分析与

对策》构建生态恢复潜力评价体系，制定了江苏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分区及管控策

略；《资源型城市工矿用地系统修复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依循生态安全格局的“源地—

廊道—障碍点”研究范式，识别了资源型城市工矿用地系统修复重点区域；《基于多目标

遗传算法的层级生态节点识别与优化》基于生态节点内涵辨析，构建了整合资源型战略

点、结构型战略点、结构型薄弱点的多层级生态节点体系，并提出了个别保护、重点培

育、广泛维护的差异化生态保护修复策略；《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

关键区域诊断与识别》厘定了斑块连通性的最佳粒度，识别了烟台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

修复的夹点、障碍点和断裂点；《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综合

生态修复需求、生态过程难易和生态要素特征构建生态源地、障碍区和生态阻力面，划

定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广西县域国土生态修复空间

分区》测算了广西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关系，基于供需协调度明确了国土生态修复空

间分区与管控建议；《基于FLUS模型的湖北省生态空间多情景模拟预测》对比生产空间

优先、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综合空间优化四种情景下的生态空间变化，明晰

了湖北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热点区、重点区。

总体来讲，本期专辑的18篇论文，较为全面地剖析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相关概念的

发展历程、理论内涵和学科支撑，尝试探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韧

性/恢复力分析等定量途径在解构典型生态问题诊断、修复途径探索、关键区域识别等当

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学问题的可行性，以期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理论、途径、模式的广泛思考与讨论，共同推动生态修复的系统思维、整体视角、综合

治理，助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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