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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国土空间：重塑区域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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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土空间规划的提出使我国的规划体系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与发展语境，国土空间开

发方向已从生产空间为主导转向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相协调。如何将基于“三生空间”概念的

传统国土空间认知提升到丰富文化脉络、生态特征、生活基础的复合魅力国土空间，如何对不

同区域的发展进行侧重，杜绝对单一发展模式的盲目跟风，是国家和地方面临的共同重大主

题。结合国土空间在历史与现实不同时期的发展表征和形成原因，在回溯空间认知过程、反思

空间规划实践的基础上，厘清了魅力国土空间的概念与内涵，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魅力国

土空间的关注焦点，从区域发展平衡、管控弹性调整、空间要素流动、发展目标优化等方面阐述

了魅力国土空间的作用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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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五位一体”的战略构想[1]。其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被列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开发管制界线，落实用途管制”，“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

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是生态文明建设对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的具体指引[2,3]。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4]，在这些国家战略愿景中，多次重申和强调了“文明”“美丽”“和谐”的理念，

成为新时代国土空间建设的新要求。

从我国国土空间发展的脉络来看，经历多次探索后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国家实现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举动[5]。面向新时期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既是整

合过去部门、规划之间权属重叠、政策交叉的重要抓手，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实施平

台。国土空间规划在行政制度改革上的综合化、平台化为国家软实力层面的战略落地提

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发展基础。历经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居民的消费与

精神需求日益迫切，尤其是“文化自信”和“生态化”发展，都是我国由注重经济物质

增长向多元发展，以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如何利用国土

空间规划的平台优势，实现软实力提升，是当前地区和国家面临的问题之一。

我国地区之间由于资源、环境、区位等因素的限制，长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各地发展所需要的策略不同，“工业化”等发展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6]。人口总量与

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环境压力与发展增速的约束关系、产业水平与城镇化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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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难通过刚性指标来解决。在规划“一张图”的管控之外，三类空间（生态、生产、

生活）之间的结构平衡、空间资源开发的适度、空间边界划定与管控的弹性是否需要一

种区域发展战略来进行调和，是否需要刚性要求之外的缓冲地带，为管控提供更多的预

留空间，而不是“一刀切”的进行管理。在国土空间规划这一新体系逐步面向全国实践

的过程中，突破资源导向研究的思维桎梏，是本文的思考缘起。

1 何为魅力国土空间：从认知到概念内涵

各国对自身的优质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都在长期探索，发展背景与经

济政治体制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国家对于国土空间的理解和规划重点不同，如日本的“全

国综合开发规划”、德国的“空间秩序（发展）规划”、英国的“国家规划政策方针”和

法国的“综合服务规划”[7]。这些规划尽管方式、方法不同，但其共同的目标是实现国土

空间的有序开发和有效管制，并没有深究其空间内部要素的多元性和持续性。个别规划

模糊地提出国土空间应具有“高品质”特征，如日本的“社区魅力再造”运动和“魅力

观光区”计划[8]，其目的是提高社区活力与魅力，以实现“生活品质向上提升”[9]。由于

社区仅仅是国土空间的一部分，不具有全覆盖特征，且目标导向为“生活品质的提升”，

导致其他空间的发展要求与“魅力”打造方式并未受到关注。这与我国在国土空间中对

城市生活空间具有的空间承载、物质和精神保障功能的表述有相近之处[10,11]。“魅力观光

区”计划形成于日本2005年的《国土形成计划》，即“六全综”。其对于文化遗产、自然

景观、产业遗产和新生文化区的界定与开发具有灵活性、主题性，以核心区域带动周边

地区发展的理念对于特色区域的界定与识别有可借鉴之处[12]。从日本的魅力区域建设现

状来看，魅力国土主要是指具有文化承载、资源禀赋较高、人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核心空

间。德国“空间秩序（发展）规划”则强调“秩序”，其空间规划体系呈“漏斗形”，关

注的重点在于区域和社会发展是否均衡、发展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发展是否可持续，特

色空间并不是规划的焦点。法国的“综合服务规划”通过标志性景观工程带动区域整体

发展的理念更接近景观节点的打造，对区域性的资源整合与利用并不关注[13,14]。美国的国

家公园制度在保护国土内部自然与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动植物种群方面的经验一直被

多数国家效仿，对我国生态空间内资源的保护、解决多部门分管评定各类风景区或名胜

区的管理交叉现状、建立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系也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15]。从德国、

法国、美国的建设经验来看，类魅力国土空间一般是具有高保护价值、游览价值和区域

核心价值的区域，往往更侧重自然景观。

我国对于魅力空间的研究始于魅力城市[16]和城市营销[17]，试图从城市生态理论出发

优化城市空间组织[18]，从文化城市理论出发挖掘城市的文化历史资源价值、城市空间价

值[19]，强调城市的经济魅力、绿色自然魅力、文化魅力和品牌魅力要素，重视人的基本

需求[20]。对于城市以外空间的魅力研究，我国多集中在生态旅游与乡村发展两个视角，

但没有具体的魅力空间描述，只是在生态旅游中提出了独特性、文化性、自然性、参与

性、高雅性的旅游特征[21,22]；在乡村发展中提出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换对应生产空间的提

质与转型[23,24]。郑德高等[25]参照日本“魅力观光区”和美国国家公园体系，针对我国区域

空间格局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提出“魅力景观区”的概念——自然与文化资源密集地区，

既包含风景优美的地区，也包含与之相邻的乡村地区和特色城镇，将魅力国土空间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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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重点放在了非建设区域。不论是“魅力城市”还是“魅力景观区”，都是针对特定空

间、特定要素的塑造与表达，而其他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被忽略。

1.1 魅力国土空间的认知

“魅力”形容事物有很强的诱惑力、吸引力。正如地理事物的动态性、关联性、复杂

性一样，人类对于魅力国土空间的认知过程也随着客观需求和认知水平而不断变化，或

者说，魅力国土空间处于不断被重新认知的过程当中。我国悠久的历史和广袤的国土，

各类独特的资源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人挖掘、发现，或保护、或开发，重要性随着人的需

求而变化。自然、文化、城镇等资源因为不同时期人的认知水平、认知偏好和现实需求

不一，对人的生产、生活适宜性和限制性不同，导致人对其赋予了多重功能和价值取

向，由此形成了特征各异的魅力空间（图1）。

魅力国土空间的概念基于人的需求、认知和感知而形成，无法独立存在。如人们对

森林的认知过程一样，从最初的狩猎场所到后来的木材基地，再到后来的生态屏障和生

态源地，空间价值和功能的转换，既蕴含了人的认知，也折射出不同时期人的需求。

（1）生态魅力国土空间的认知衍变与生长过程

人对自然基底的认知随着知识结构、审美和社会需求的不同而具有差异。在生产力

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对人的生存是巨大的挑战，食物充足、

危险较少的区域是当时人们最倚重的魅力空间。天然的洞穴对人的吸引力最大，利用价

值最高。其时魅力国土空间基本由自然空间组成，自然属性具有决定性，人只是被动地

接纳和依附。随着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人类从原始社会步入传统农业社会，

固定、半固定的居民点（或是城市雏形）形成，导致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人对空间有了定向选择性。灌溉和取水方便、光热水土组合较佳、宜于原始农耕的

河谷、台地、川盆等成为人们青睐之地，人对自然生态空间不再是单纯地索取和依赖，

而是按照人的需求不断改造与调适。这一时期自然原始空间受到挤压，生产和生活空间

不断拓展。由于传统农耕业的广域性、周期性特征和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统一

性，大量的生产空间以连续或间断的斑块形态“侵入”到生态空间中，而生活空间则以

非常有限的点状形态“镶嵌”在生产空间中。囿于生产力水平、社会需求和认知水平，

图1 魅力空间的认知过程

Fig. 1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attractiv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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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空间的胁迫性和限制性更加强大，生产和生活空间的脆变性更突出，促成了人

类早期的自然崇拜和原始信仰，人类除了对自然的生活、生产空间非常珍视外，还存在

着典型的神山、圣湖崇拜。生态空间与其他空间处于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状态。其

时的“魅力”主要取决于自然空间对生产、生活空间施加的压力与供给水平。

工业社会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人类不仅创造了极其强大的物

质财富，而且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精神财富。无论生产力水平和社会需求、还是认知能力

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生态环境蕴藏的各种资源被人类开发出来，纳入生

产领域（尤其是工业生产领域），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不同空间的赋存、组织状态。工业生

产空间迅速向生态空间侵入，这种侵入不仅表现在地表空间，而且以更复杂的结构和形

态深入地下空间。正是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导致资源开发地、工业加工地的生态要素结

构、功能和运行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大多数的自然生态空间不再是纯粹的自然

体，而是被打上了人类开发利用的烙印。即使是人类尚未涉足的“荒野”，也由于工业污

染的扩散，浸染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农业文明时期的青山绿水可能由于矿产资源的开采

而变得满目苍夷、污水横流，既不适宜生物栖息，也不适宜人类生活，从而被剔除出魅

力国土空间。同样，由工业化创造的城市景观和工业景观，则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展现在

世人面前，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魅力空间。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工业社会时期的种种弊端，重新认知“三生

空间”的功能与价值，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当需求不再单纯地导向人的社会

需求，而必须兼顾生态与自然需求时，生态空间所蕴含的功能和价值判断、耦合互动作

用机制便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对魅力国土空间做出新的选择和空间管控策略。工业

社会时期因严重污染、破坏而丧失功能和价值的空间，因人类的科学治理而重新活化为

魅力空间。

（2）生活魅力国土空间的认知衍变与生长过程

生活空间与承载和保障人居有关，是以提供人类居住、消费、休闲和娱乐等为主导

功能的区域，含城镇和农村居民点空间[26]。人是生活空间的主体，人的聚居和迁徙行为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活空间中的魅力区域。生活空间在早期仅仅指居住区域，随着社会

的发展，生活区置入新的功能，使人的活动范围扩大，生活空间的概念开始向城镇以及

城镇的辐射区域扩展。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引导城镇内部分空间向功能需求转化，居住

不再是唯一的标准。对生活空间的探索既有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念，也有托马

斯·摩尔幻想的“乌托邦”区域，我国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的“无何有乡”也是对

理想生活空间的构想。从我国的生活空间发展来看，《周礼·考工记》中“经涂九轨，左

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建设理念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皇权凌驾一切之上

的社会意识使人对皇城所在的区域既敬畏又向往，有限资源的集中也使都城具有更好的

居住条件和商业环境。对当时的普通人群而言，生活空间中的魅力区域是商业繁华的地

带和达官显贵的府邸。我国长期的农业生产体系和封建社会严苛的社会等级，将人束缚

在土地之上，靠近肥沃土地的住所和乡村是人群的第二高吸引力区域。随着社会进步和

产业革命的升级，人的价值观和社会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空间中具有文化价值的

区域、生态环境优质的区域、居住条件适宜的区域成为新的关注点，类似文化城市、生

态城市、宜居城市的建设理念也不断提出。交通环境的改善使人迁居到其他城市变得方

便快捷，人群开始向就业岗位多、商业设施完善、基础设施齐备、气候条件适宜的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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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移动。在城市内部，文化设施和古城遗址等文化属性较高的区域、城市公园等生态

属性较高的地区、商业区等商业属性较高的空间成为人流活动的集中地。整体而言，生

活魅力国土空间所在的区域没有脱离人活动频率最高的城镇，城镇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属

性空间越多，吸引力越高。

（3）生产魅力国土空间的认知衍变与生长过程

生产魅力国土空间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地区，是生产空间中具有新增价值与新

增功能的区域。生产空间的变化由其附加值的增减而决定，需求导向和社会经济发展下

的空间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生产空间具有魅力价值通常是生产要素的巧妙组合

与非生产功能延伸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当中，山地因为难于开垦、土地

贫瘠而被忽视，梯田的发明使土地资源稀缺地区拥有了更多的耕地和新的生产方式。例

如北方坡改梯后将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使原有的山体变为了新的生产空间；在林区将

生态林和经济林混种，为原有生产土地赋予了更多的经济价值。工业生产空间在不同时

期的生产侧重不同，随着时代变化或衰落、或扩大。例如工业生产空间在原址上建立的

艺术展馆、工作室、博物馆等新生空间，以艺术创作为主的文化生产空间代替了原有的

工业生产空间，随着新生功能的置入，生产空间从单一的生产主导功能，变为以生产为

主、城市生活为辐的空间。技术的进步淘汰了旧有的生产方式，人在旧生产模式里发现

了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类似传统编织等手工业由生产行为变成了艺术展示，陈旧的生

产空间被改造成了艺术文化空间，空间由单一属性转向多元属性，但是又保留有旧的主

体属性。无论是工业生产空间还是农业生产空间，空间要素的基本构成长期保持一致，

社会需求赋予的功能却在不断更改，在保持主体属性的状态下，往往附增了其他属性或

价值成为空间的次要特征。

1.2 魅力国土空间的概念与内涵

国内外部分学者强调的高品质自然空间（历史文化空间）或魅力景观区（社区）与

魅力国土空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关联性，都强调了空间品质，但又有局限性，过多地

将目标导向为纯自然空间（如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强调了空间对生物栖息、生态

保护的功能与价值，而这一价值和功能隐含的物种基因和生态保障效用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根据人的认识、评价标准不同而服务于人的需求。本文认为魅力国土空间是在特定

的历史阶段、特定的区域范围、特定的认知水平和供求关系背景下，天然存在或经人工

改造（建设）的，对生物栖息繁衍、人类生存发展提供功能保障，并被人类认知和感知

到的具有良好价值和吸引力的部分国土空间。狭义的概念一般指质量优良的自然（生

态）空间，广义的包括生态、生产、生活空间中的美好部分。魅力国土空间具有区域

性、功能性、互动性、动态性；既具备有形价值，也包含无形价值。从应用功能来讲，

魅力国土空间是在新的空间规划体系下对自然生态空间、城乡特色区域、文化承载地区

的再次整合与提炼，是面向生态保护开发体系构建、文化自信建设、地区旅游发展、地

域特色展示，在国土空间“整合”思维的指导下，系统梳理各地的重点开发与保护区

域，重新审视区域的发展格局与目标方向的区域发展策略。

任何魅力国土空间都是特定时空维度下的产物，不同的空间，其自然和人文要素的

组元、结构、功能不同，人类对其价值的认知水平和感知程度存在差异，导致魅力的体

现具有区域性和功能性。有些空间在当地价值不够凸显，但在别的地区可能弥足珍贵。

自然环境的演替和人类活动的不断介入，使某些空间的构成要素、结构和功能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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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而丧失其功能和价值，从魅力空间中退出；或者由于人类增补了某些元素、赋予

了新的功能价值，又重新从环境中突显出来，成为新的魅力空间，这是魅力国土空间动

态性与互动性的表现。

从空间的生长本底来看，魅力国土空间具有基于“三生空间”的两层客观属性。“三

生空间”的划定基于人的活动范围和空间的属性特质，与魅力国土空间根据人对空间的

认知和空间自身表达的特征识别是自上而下的承继关系。魅力国土空间第一层客观属性

是基于发展脉络的特征积淀，生态空间是由自然主导的环境变化结果，生活空间和生产

空间是由人所主导的行为产物。对于生态空间，环境变迁所留存的环境、遗迹、资源是

其自然特征积淀的表现；对于生活空间，文化、城镇、建筑是其生活特征积淀的表现；

而产业设施、产业遗迹是生产空间的特征积淀。魅力国土空间是基于对应空间的自然、

文化等特征积淀筛选出的具有独特稀有性质的区域。第二层客观属性是社会性。人是国

土空间活动的主体，也是空间优化与平衡的目标对象，基于人的认知和需求，形成了保

护地意识、遗产意识、传承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对于空间的认知、界定、改造一直

是持续不断的社会活动，人的认知决定了空间的重要程度和营建方式。所以，魅力国土

空间是基于多数人的共性认知所形成的重点关注区域。

1.3 魅力国土空间的体系分类

土地的多功能性和复合性使“三生空间”内部的要素与各主导空间存在局部与整体

的逻辑关系，已有规划体系的矛盾往往是各类规划面向层级和系统逻辑的冲突，内部要

素是影响整体发展的动因，整体发展为内部要素的生长提供环境，二者之间不能割裂。

从魅力国土空间的角度，厘清既有空间内部要素与空间的逻辑关系，发现土地各要素的

配置过程，是辨别空间主导功能的首要步骤，既能突出土地的主导功能，也能兼顾土地

的次要属性[11]。从土地的功能来看，不同时期人的需求是人地关系在历史维度的体现，

以魅力空间为线索对各类空间的生长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识别，可以对空间进行再次审

视，正视当前的人地关系；从空间的开发与保护长期所在的对立关系，将魅力空间的识

别作为契机，找寻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从对立走向统一，是魅力空间的价值判定在空间

保护与开发中的延伸。从要素与功能的作用识别角度，孙志刚[27]在《城市功能论》中提

出了城市的“能位”“能级”“能性”的概念，即空间内部的要素基本单元首先需要主导

功能，即“能性”，由主导功能决定空间要素的性质，有的要素可以成为空间内部的发展

极核，魅力空间的客观要素往往具有核心功能；其次是空间要素的功能对周边区域具有

辐射影响作用，即“能级”，单点的带动作用可以形成发展轴线，也可以组成面状空间，

要素的影响力可以区别一般的“三生空间”，从空间功能的高低来识别，在内部和外部两

方面组成魅力国土；最后空间要素需要具有能发挥其作用的空间区位，即“能位”，要素

隶属于空间，区位使要素之间发生了联系，并成为不同的组合，单要素吸引和要素组合

吸引都会使普通空间向魅力国土空间转变（图2）。

从横向的要素构成来看，魅力国土空间应该由以自然保护地为主的生态空间、以城

乡居民生活需求为主的生活空间、以生产需求为导向的生产空间组成；从纵向体系来

看，无论是面向国家发展战略还是省市层面，魅力国土空间应该由点——魅力枢纽、线

——魅力廊道、面——魅力形象分区构成。由于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之间的

要素重合，魅力国土空间可进一步细分为城镇魅力空间、农牧业魅力空间、生态魅力空

间。从构建区域特色的角度，魅力国土空间的廊道是承接魅力枢纽与魅力片区的重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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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需要从宏观的文化脉络、自然特征、历史遗迹等角度来考虑，魅力节点与魅力片区

则应更多地考虑自身与周边区域的自然、文化承载关系，形成发展极核。

2 魅力国土空间的关注焦点：国土空间规划视野下的空间策略调整

伴随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不断成熟，与空间相关的各类内容和环节逐渐成为需要关

注的重点。魅力国土空间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地类似国家战略与地方管

图2 魅力国土空间的体系分类

Fig. 2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attractiv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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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缓冲地带。既是主体功能区规划这类重要的区域开发战略的补充，也是省市级国土

空间规划中提供管控约束的依据之一。魅力国土空间也是特色区域构建，强化地区生态

安全、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2.1 宏观区域发展平衡战略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各地区自身的发展基底与条件不同，发展际

遇也千差万别。在宏观层次上对资源富集区进行战略整合，划定不同层级的发展是有效

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策略。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不同的国土空间采用地学综合区划的方法，

确定每个地域单元在全国和省级尺度中的开发或者保护核心功能定位[28]，通过功能和地

区之间的资源调配进行战略层面的发展控制。在突破行政边界的要素整合中，魅力国土

空间是对主体功能区划的细化，作为向下兼容的宏观战略进一步平衡区域间的政策与资

金调配，以宏观的片区和廊道划定，覆盖更多的省市空间，对具体的特殊功能与要素进

行整合，并确定其发展定位，从国家层面给予更多的专项支持。

同类要素在不同省份发展情况不同，也是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的表现之一，地区经验

的共享与传达需要平台的支持。我国的行政体系更多体现在垂直控制，各地区之间的交

流并不深入，国土空间规划为行政体系在治理层面带来了更多结构调整的可能。魅力国土

空间作为区域战略对同级行政体系之间的资源进行整合，加强区域联系，可以利用同等

资源条件下发展良好地区的区位等优势，为落后地区提供发展通道和学习模板，强化同

类资源在区域的整合利用，从先富论的思路转变为共同发展，以共享区域发展成果。

文化与区域特色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来说，是加快发展进程、发展转型新的突破

口。地区发展的优劣并不能以经济发展好坏作为依据，部分地区的优势在于区位或者资

源开发，部分地区的优势在于地域特色，常规发展很难具有较大优势。通过魅力国土空

间的主客观识别与评价，地区的软实力将成为与经济同等重要的发展基础，挖掘地域文

化、塑造区域特色，从面向精神需求和旅游开发的角度为发展受阻的区域注入新的活

力，转变部分地区的旧有发展思维，突破桎梏，以新思路引导区域面向未来是魅力国土

空间的首要侧重点。

2.2 中观层面重点空间的优化开发与维育保护

国土空间是复杂多变的系统，人的干预对土地造成的影响加剧了系统的变化，一次

性解决国土内部的问题并不现实，如同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提出的“T”型理论一样，国

土空间的发展需要由主到次，魅力国土空间的构建焦点应更多在国土空间中的重点发展

区域，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多的作用，对一般国土空间的发展形成示范带动作用。中观

层次各地区的资源富集程度、城镇发展程度、交通等地缘因素对地区发展的影响程度较

高，地区之间的联系也很难脱离重点区域。例如工业发展优势的区域对周边城镇就业的

带动作用、文化核心城镇对地域文化的影响、重要的生态区域对周边发展环境的正负向

作用。资源的有效整合和聚集对于地区发展至关重要。在省市一级，魅力国土空间侧重

对整体空间资源的划分，进而识别出区域内部的重要发展区域，有重点分批次地进行重

塑与提升，对区域重点空间在要素层面进行重组和战略调整。

同时中观层面的魅力国土空间更关注一般国土空间和魅力国土空间之间的联系，魅

力国土空间的识别与概念内涵，都体现出空间划分的弹性变化。魅力国土空间通常只对

应当前时期人的主要需求，但是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一般国土空间和魅力国土空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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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相互转化。一般国土空间是魅力国土空间的发生基础，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在中观层

面进行关注。对魅力国土空间的优化提升，同时也是对周边相近区域的进一步控制与引

导，一般魅力空间作为重点发展区域的主要承载体，势必在发展方向上向魅力国土空间

靠拢，成为未来新的魅力国土空间。既有魅力国土空间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面临资源消

失等问题也会回归成为一般魅力空间。

许多脆弱的空间要素同时也是吸引力较高的魅力国土空间，这类区域需要更多的维

育保护，尤其是生态、文化、乡村三类区域。生态是发展的根本，在保持生态红线的基

础上，魅力国土空间的范围延伸可以在外围增加一类保育区域，防止对生态空间的破坏

过早接触到红线附近；文化和乡村类区域魅力国土空间的划分，关注点在形成完整的区

域保护，注重要素之间的脉络与联系，防止对单一个体的重视而忽略整体的文化环境与

区域特征。

2.3 执行层面核心魅力边界的划定与引导

魅力国土空间的概念强调这类特殊空间的功能落实与用途管控，在县区层级的魅力

国土空间划分中关注点更多在于管控的强度调整。这一层级的魅力国土空间更加具体与

明确，相较于中观层次的不同片区关系考量，更在意单个空间的具体发展与策略执行，

边界的划定与管控单元的设置尤为重要。作为中长期战略，魅力国土空间的边界与“三

区三线”之间相辅相成，“三区三线”侧重“控”，魅力国土空间则侧重“引”，对空间的

分类指导也更具体详细。管控单元的设置是引导魅力国土空间内部区域不断整合发展的

手段之一，可以避免不同类型的空间在发展策略与治理方式上出现冲突。

为更好地促进地区间的差异与特色发展，执行层面的魅力国土空间需要根据中观层

面划分的大区来确定具体空间的核心魅力边界。由于空间要素之间的流动性，核心魅力

边界往往与“三区三线”有重合，因此需要分级划定与引导。对处于“三区三线”范围

之内和资源保护等级要求高的区域，划定控制线，以管控为主；对重点优化开发的区域

划定引导线，为县区一级的具体发展政策落地提供空间；对和一般国土空间的接触区域

设置缓冲线，引导一般国土空间中新生的优质资源进入魅力国土空间，实现持续发展的

目标。

3 结论与讨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主题，找寻区域之间、人地之间协调共生

的平衡关系，形成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持续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长期目标，区域

发展的不平衡是国土空间规划面临的挑战。魅力国土空间的思考从空间营造出发，用层

级发展的办法推进区域再平衡，纠正既有空间要素的非正向发展，提高空间的有效利

用，从动态性和持续性两个视角，重新组合空间内部要素，以优质空间作为区域发展的

动力基础，向外层级辐射，逐步改善空间品质，以人的主观认知再次重审空间，将人的

需求与社会发展动态结合起来。面对区域建设、产业水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魅力国土空间可以以高效合理的空间利用为依据，加快“三生空间”内部的要素流

动，将不同层级的囊括作为准入体系，在魅力空间、一般空间、潜力空间中找到空间变

化的本底，把动态的空间判断与评价置入国土空间体系，以正负导向形成空间发展的奖

惩机制，有效促进空间主体向优质高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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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对人地关系的认知不断提

升，基于人地关系的魅力国土空间是主观认知与客观评价的双重结果。国土空间的优质

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应通过空间策略来进行平衡，魅力空间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动力

源，对区域的层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三生”内部要素的约束与提质，可以促进发

展方式的转变，将发展理念升级，发展策略优化，从而对既有国土空间进行提升，对未

来的空间发展作出预判。不同时代空间对人的影响与作用程度不同，当前“五位一体”

的建设理念对未来空间发展的影响该如何引导是魅力国土空间在实践验证时需要考虑的

问题之一。以当前提质增效、未来永续发展的思路作为指导，魅力国土空间在实践验证

中可能会更多地参与用地管控、空间发展定位、资源保护和弹性规划调整，成为国土空

间规划及落实过程中的重要策略辅助。国家对空间的主体功能区构建打破了传统的发展

优先理念，魅力国土空间是对主体功能视角下不同类型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进一

步思考。区域贡献的高低不再以经济增长作为单一依据，而是从生态功能、生活品质、

产业架构多重角度，以文化性、传承性、自然性、宜居性、高效性等多维度来综合评

价，以空间本底的品质高低和人的结果感知作为标准，将空间的发展置入新时期的发展

语境当中，以更多的前瞻性和历史责任感面对既有空间与未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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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ttractive territorial area:
A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y reshaping regional patterns

LI Wei1, YANG Cheng-xing2, WANG Lu-cang1, FENG Bin1, QUAN Jin-zong2

(1. College of Geogar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The Citygazer Urban Planning Company of Lanzhou,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China's urban-rural planning system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dominated by production space development has also turned to the new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in which ecological, living and production spaces are coordinated. However, how

to promote the cogn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territorial are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ansheng spaces"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to the complex national attractive

territorial area that enriches cultural context, ecological traits, and life foundation,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priorities of different regions, so as to avoid blindly follow the single development

model, are major themes facing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spatial

cognitive process and rethinking the practice of spatial planning, clarifi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attractive territorial area", puts forward the focus of "national

attractive territorial area" in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s well as expounds the role

and functionality of the "national attractive territorial area" from the aspects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flexible management adjustment, spatial element flow, and development

goal optimization.

Keywords: attractive territorial area; national territorial area planning; planning strategy; flexible

managemen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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