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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城镇化迅速蚕食宝贵的耕地资源和乡村聚落，保护基本农田、保护乡村、保护农业

空间的需求迫在眉睫。新一轮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中，针对“农业空间”只重视基本农

田和粮食生产的不足，旨在构建“优势农业空间”划定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方法，为保护农林牧副

渔大农业空间、全农业领域生产者和特色、重点农村地区奠定基础。（1）在生态保护极重要区以

外，开展全域、全要素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生产适宜性评价，识别农业生产适宜区和不适宜

区；（2）基于高产稳产、规模经营和集中连片三原则，进一步细化评价重要经济作物适宜区、地

域特色农产品适宜区等；（3）在此基础上，结合特色村落、重大农业基础设施要素识别优势农业

空间。该技术框架在沈阳和温州市县“双评价”中取得了科学实用的评价成果，为我国正在展

开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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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城镇化的驱动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耕地保护压力

加大，乡村衰退日趋严重。保护耕地、保护农村、保护农业的需求十分紧迫[1]。我国快速

城镇化正在蚕食优势农业空间，保护基本农田、保护乡村、保护农业空间刻不容缓。新

一轮市县国土空间规划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简称“双评

价”），无疑可以为遏制这样的牺牲农业空间的城镇化趋势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撑。面向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新形势与新要求，各地相继组织开展了“双评价”工作[2,3]。当前“双

评价”实践中的评价路线已能够有效分析国土空间本底条件，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和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依据。然而，从已有实践中农业功能指向的“双评价”来

看，仍然存在以下不足：（1）在评价方法方面，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采用的是多指标综

合叠置分析方法，方法虽简单易操作，但也造成集成评价结果中部分单要素评价信息的

缺失；（2）在评价内容方面，缺少对特色重点村落、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和地域特色优势

农产品的考虑，造成现阶段市县评价成果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乡村地区规划编制中应

用不足；（3）在评价指标方面，更关注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指标，对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地域特色优势农产品的产量以及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等指标欠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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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本文基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提出“优势农业空间”概念，强调对粮食生产

保护区和特色农副产品保护区（简称“两区”）的划定，提出在综合考虑农业生产适宜

性、农业生产保护区、村落保护区和重大农业基础设施保护区等要素基础上，运用TOP-

SIS模型和判别矩阵法，识别划定农业重点保护和发展区域，并以沈阳和温州为例，进行

市县层面“双评价”中“优势农业空间”的评价和划定，以期为我国正在展开的国土空

间规划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文献回顾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多部委“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试点背景下，由于

耕地和建设用地的管理部门事权分散，“农业空间”只关注“粮食安全”的国家基本农田

保护区，对农林牧副渔大农业空间、全农业领域生产者和特色、重点农村地区的保护关

注不够[1]。鉴于此，顾朝林等最早提出划定“永久农村地区”，保护优势农业空间的想

法，并明确提出了“永久农村地区”是指以乡或村为基本地域单元，依托国家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区，未来永久保留农村地域景观风貌、永久从事农业生产并以农业和农村现代

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地区[4,5]。划定的“永久农村地区”主要包括：（1）具有区域发展优

势的农林牧副渔生产区；（2）以村庄为单元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乡村文化保留区，以及

以农业观光、旅游等为主要产业的农村传统风貌保留较完好的村落；（3）景观特色的农

业生态用地和农业大地景观地区[4,5]。“永久农村地区”的划定，旨在维护基本粮食生产安

全和稳定农业发展；同时与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相衔接，控制城镇建设规模和

范围；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传承乡村地域特色。

当前，我国正全面开展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6]，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切实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7]，建设绿色安全的农产品供给空间[8]，摸清并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

“底线”[9]。同时，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市县层面国土空间规划还应统筹谋

划乡村振兴格局、制定乡村空间治理策略，通过空间资源要素配置与用途管制来推进乡

村地域的空间重构，发挥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作用[10,11]。然而，基于传统的“双评

价”划定的农业空间仅注重对“粮食生产”的基本农田保护和利用[12]，无法充分发挥服

务于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对农林牧副渔及特色农业空间的保护和格局优化的作用。因

此，本文提出优势农业空间的划定，即以国家基本农田保护区为依托，特别强调粮食生

产安全和特色农副产品生产效益，并引入农业生产三要素评价，作为划分优势农业空间

的依据——高产稳产评价服务于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目的；规模经营评价服务于优化农

业发展效益的目的；集中连片评价服务于提高农业生产质量的目的。

农业高产稳产评价是确立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基础。高

产稳产是判断农作物品种特性和优劣的重要标准[13]。在早期研究中，高产和稳产评价指

标相互独立[14]，通过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数据及其标准差、变异系数、回归系数进行测

度，将产量水平和稳定性区别评价的方法适用于评价对象的简单分类，对农业生产的指

导意义较弱；随着研究深入，基于对高产性和稳产性相互协同的认知，部分学者提出高

稳系数法、坐标图象限法以综合评价农作物高产稳产水平。其中，高稳系数法[15,16]通过高

稳系数对评价对象的高产稳产性进行综合量化与排序，计算过程简便、评价效果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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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析农业生产能力、划定优势农业空间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农业规模经营评价是面向我国小农经济模式现代化改造的必然趋势，是稳固粮食生

产、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又一有力保障。农业规模经营理论源于经济学的规模报

酬变化原理，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营环境条件下，通过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本、

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实现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达到经济

效益最大化的目标[17]。实证研究表明，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受制度环境、区域环境、市场

环境、生产者特征等宏观、微观多层次因素影响 [18]。农产品规模经营评价涉及不同区

域、品种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问题。纵览我国农业政策，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深化农业改革和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三大基本途径。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19]，在

规模经营方面具有明显优势[20]，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农业专业化分工的产物，为农

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多层次农业生产性服务[21,22]。此外，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目

标，农业规模经营标准的测度有不同方法[23,24]。经济学家基于农业生产参数多元函数模型

估测农户利润最大化时的经营规模，称为效益尺度法[25-28]。相比之下，从农户视角出发的

收入尺度法[29-31]基于务农利润和农民收入目标定量估算不同农业生产者的适度规模经营标

准，在我国农业规模经营受土地资源稀缺制约的基本国情下应用更广。农业规模经营评

价受上述多样化影响因子和评价视角作用，需要综合考虑粮食生产、农民收入、农业劳

动力转移等战略因素和现实条件[32]。在我国人地比例偏高的自然禀赋约束下，农业规模

经营评价宜围绕农民主体的收入视角，兼顾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需求。

农田集中连片评价在高产稳产和规模经营评价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土

地条件的改善。连片性（Connectivity）也称连通性，原指景观连通性（Landscape Con-

nectivity），是景观生态学领域描述景观中廊道或基质在空间上如何连接和延续的一项指

标[33-35]。“连片性”概念最早被周尚意等[36]引入基本农田保护规划，指同一质量范围（同

一利用类型或同一质量水平，或某一质量水平以上，或某质量水平区间内）农田地块的

相连程度。农田连片性评价方法概括为：第一，基于某种空间分析和计算方法对农田地

块进行连接，如空间相连性分析、缓冲区分析和二值形态闭运算法[36-38]；第二，通过景观

格局指数反映研究区域整体连片性，如斑块平均面积、斑块边界密度和最大斑块指数[39]；

第三，计算单个农田斑块或小邻域单元的局部连片性，指标包括平均欧式邻近距离、模

糊纹理指数、基本农田保护指数和基于连片网络的局部连片度指数[39-42]。比较而言，空间

分析法和景观格局指数法以农田整体连片性为运算对象，评价精度和效用较低，而局部

连片性法通过划分地块连片性等级精准识别集中连片和破碎耕地，可支撑市县级基本农

田优化调整和优势农业空间划定。

综上所述，划定优势农业空间需要在传统“双评价”的资源环境要素基础上综合考

虑高产稳产、规模经营和集中连片要素，重点巩固粮食生产和保护农业资源；同时将农

业农村现代化和传统乡村地域文化保护纳入考虑，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规划编制

和实施提供依据。不难发现，真正的优势农业空间，包含以下三类要素：（1）具备高产

稳产、规模经营、集中连片特征的农业生产保护区；（2）现代化农村和传统特色乡村聚

落组成的村落保护区；（3）维护区域农业生产服务功能的重大农业基础设施保护区。系

统地收集数据，科学地评价相关要素，可以找出一个地区的“优势农业空间”。然而，如

何进行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中“优势农业空间”的科学评价，相关研究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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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内涵入手奠定了基础评价框架，涉及评价方法、成果应用的系统化分析和实证研

究十分稀缺。本文由此完善与细化优势农业空间评价体系，尝试构建科学、系统、简

洁、便于使用的划定方法，并以沈阳和温州为例进一步开展评价成果与效用的实证探索。

1.2 评价体系构建

优势农业空间评价和划定体系包含农业生产功能指向的生产适宜性评价、农业生产

区、村落保护区、重大农业基础设施保护区评价四个方面（图1），在地方农业生产自然

资源、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等本底条件评价的基础上，以满足市县级“双评价”层面深

度评价需求为宗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永久基本农田稳固，进一步深化和优化“农业

空间”评价以及对于特色农林牧副渔产品生产区、全农业领域生产者、特色重点农村地

区和重大农业基础设施的保护。

遵照“系统采集数据”“简化评价过程”“成果科学实用”的要求，在统一数据平台

的基础上，通过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层面农业生产功能指向的适宜性评价、农业生产保护

区、村落保护区和重大农业基础设施保护区评价，以及多要素综合评价方法，划定优势

农业空间。技术路线如图2所示。

1.3 数据采集与处理

数据来源主要为沈阳市和温州市相关政府单位提供的官方数据（表 1），具体分为：

（1）农业生产本底条件类数据：涉及土地资源类、水资源类、气象气候类和灾害类等农

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数据；（2）社会经济类数据：乡镇人口普查数据和各类统计年鉴数

据；（3）村落保护类数据：官方评定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和历史文

化名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4）农业基础设施类数据：区域重大农业基础设施数量、

等级和分布；（5）生态协调类数据：生态保护红线和重要生态保护区；（6）基础底图类

数据；（7）相关规划类数据。基于优势农业空间划定技术路线，对原始数据重组为农业

生产数据库、村落保护数据库和重大农业基础设施数据库。针对评价中间过程和最终环

图1 优势农业空间评价体系

Fig. 1 Evaluation schemes of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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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双评价”优势农业空间划定数据需求表

Table 1 Data requirement list of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demarcation

数据类别

农业生

产本底

条件类

社会经济类

村落保护类

农业基础设施类

生态协调类

基础底图类

相关规划类

土地资源类

水资源类

气象气候类

灾害类

数据内容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DEM数据，土壤质地分类数据，土壤调查监测数据

水资源调查数据，水资源公报，水资源流域分区，水质监测数据及相关图件

气象气候观测数据

地震灾害活动断层分布图，地质灾害易发区数据，气象灾害数据，水文灾害数据等

乡镇人口普查数据，市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数据

乡村振兴示范村，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大型农田水利设施，大型农业生产加工设施，大型农村仓储物流设施，大型海洋水产增

养殖区等

生态红线数据，水源涵养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海洋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等

永久基本农田，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建成区和中心城区范围，行政区划

多规合一规划、总体规划、环保规划、国土规划、发改规划、林业规划、海洋规划、住

建规划等

图2 优势农业空间划定技术路线

Fig. 2 Technical route of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demar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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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涉及的多指标信息综合分析、整体研判和横向比较问题，对采集到的原始指标进行极

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多个指标单位和量纲不同造成的误差，确保结果的可靠性。

1.4 评价方法

1.4.1 单要素评价

在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农业生产保护区、村落保护区、重大农业基础设施保护区

划分的基础上，开展农业生产功能和区域服务功能单要素评价，作为进一步划定优势农

业空间的评价依据。

（1）农业生产功能评价

农业生产功能评价以农业生产三要素（高产稳产、规模经营和集中连片）综合评价

结果为指标，由粮食作物、重要农产品和特色农副产品的生产能力共同决定。 Tij 代表乡

镇 j对农产品 i的综合生产能力，对q个 Tij 评价结果进行求和，得到农业生产功能总体评

价结果。计算公式为：

Tj = ∑
i = 1

q

T 2
ij （1）

式中： Tj 代表乡镇 j农业生产功能水平；q代表乡镇 j农业生产保护区评价中农产品种类

数量（种）。根据划定单元将 Tj 赋值给乡镇 j内行政村单元。

（2）区域服务功能评价

基于重大农业基础设施识别，对村庄 j构建区域服务功能评价指标阵列 ( Xj, Yj, Zj )，

其中， Xj 为村庄大型水库及其缓冲区面积占村域面积比例（%）， Yj 和 Zj 分别为村庄大

型农业生产加工设施和大型仓储物流设施数量（个）。计算公式为：

LNj = (X '
j )

2 +(Y '
j)

2 +(Z '
j)

2 （2）

式中： LNj 代表村庄 j区域服务功能水平； X '
j 、 Y '

j 和 Z '
j 分别为村庄 j的区域服务功能评

价指标标准值。

1.4.2 多要素综合评价

多要素（或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是多目标或多属性评估中，对评价对象进行全面

整体研判的重要手段，也是进行横向比较和优选排序的决策基础。TOPSIS法是一种应用

广泛的多要素综合评价定量模型，它以标准化矩阵中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作

为综合评价的依据，具有计算简便、适用性广、对原始数据利用充分的优点，广泛应用

于生态效率评价[43]、交通通达性评价[44]、农田质量评价[45]等研究。对于农业生产三要素评

价，利用TOPSIS法对高产稳产、规模经营和集中连片三个评价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划定

粮食、重要农产品和特色农林牧副渔产品的生产区。基本模型[46]为：

Ti =
D-

i

D-
i + D+

i

(i = 1, 2, ⋯, n) （3）

式中： Ti 代表评价对象 i和理想解之间的相对接近度； D-
i 代表评价对象 i和最劣解之间

的距离； D+
i 代表评价对象 i和最优解之间的距离；n代表评价对象数量（个）。

基于对农业生产功能、区域服务功能和村落保护区三个要素组合的观察与分析，利

用多要素综合评价矩阵作出划定优势农业空间范围的定性决策。采用Natural Breaks法将

单要素评价的农业生产功能水平（Tj）和区域服务功能水平（LNj）分为强、中、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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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结合村落保护区划定结果，构成

“ 3 × 3 × 2 ”的三维矩阵 （图 3），理

论上具有 18 种要素组合方式。优势

农业空间包括：（1）农业生产功能较

强的单元；（2）农业生产功能中等，

具有较强的区域服务功能或属于村

落保护区的单元；（3） 农业生产功

能弱，具有较强的区域服务功能，

且属于村落保护区的单元。

2 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沈

阳、温州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中的“农业空间”进行评价，划定了“优势农业

空间”。温州市和沈阳市在资源环境禀赋方面具有典型的不同特征：温州市地形复杂，土

地资源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约束条件，此外，丰富的海洋资源使得海洋渔业生产保护区

成为重要评价内容之一；沈阳市地势平坦，水资源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约束条件，由于

城镇建成区周边土壤污染，环境要素成为重要考虑因素之一。由于两个案例地区位和自

身禀赋的差异，评价过程中遴选了差异化评价指标，尤其注重对影响两个地区国土空间

开发限制性“短板要素”的指标选取[47]，同时设置差异化评价参数以及分级阈值，例如

温州特色农业茶园地区的坡度分级阈值与沈阳以粮食作物为主的耕地坡度分级阈值的差

异化设置。两个典型案例分别代表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南方和北方、土地资源约束

和水资源约束的评价，以期为全国不同地区开展的“双评价”和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借鉴。

2.1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

沈阳市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表明现状农田86%属于农业生产适宜区与较适宜区，农

业生产不适宜区仅占2.4%（图4），康平县、法库县等面临严峻水资源短缺形势和保护压

力的地区的农业生产适宜性显著不利。此外，土壤环境质量评价识别沈阳市永久基本农

田中存在严重污染（有毒）面积为 6.74 km2，对于受城镇污染、不宜继续发展农业生产

功能的基本农田，考虑从农用地安全利用的角度逐步退出农业空间，积极推进农田生态

修复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还湿的生态工程（图5）。

2.2 农业生产保护区划分

根据高产稳产、规模经营和集中连片的农业生产保护区评价，沈阳市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集中生产区总面积4981.13 km2，占现状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78.5%（图6）；沈阳市

地域特色优势农产品集中生产区共计491个行政村（图7）。由于温州市具有海域面积广

阔、海洋资源丰富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优势，在陆域农业生产保护区评价以外尤其注

重可利用海域的评价。根据海洋养殖和海水捕捞的生产方式特征和利用资源现状，划定

海洋渔业生产保护区总面积587.91 km2，包含约172 km2大型海域水产养殖区，7处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和2处增殖区，以及11处渔港（图8）。

2.3 优势农业空间划定

基于本文构建的市县“双评价”中优势农业空间划定方法，划定沈阳市优势农业空

间总面积2409.83 km2，占沈阳市国土面积的19%，包含276个村庄单元（图9）；划定温

图3 优势农业空间划定的多要素综合评价矩阵

Fig. 3 Multi-fact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atrix of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demar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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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优势农业空间总面积 653.08 km2，占温州市国土面积的 5.4%，包含 342个村庄单元

（图10）。

3 结论与讨论

优势农业空间概念的提出以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管控思路为基础，弥补了市县“双评

价”中农业空间划定只重视基本农田和粮食生产，忽视大农业生产和农村聚落保护的不

足。优势农业空间的划定有利于明确未来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核心空间布局，保障粮

食和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安全、促进农村高效现代化建设和保护传统乡村历史文化遗存，

同时与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相衔接，控制城镇建设规模和范围；进一步保护农

村生态环境和传承乡村地域特色。

本文使用精准、简易的评价指标与定量化、模型化的评价方法，构建了市县国土空

间规划“双评价”中优势农业空间划定的技术框架。该方法具有以下优势：（1）在评价

方法方面，对传统的“双评价”方法进行了优化，引入TOPSIS法和判别矩阵等定量模型

开展多要素综合评价，使评价结果更具科学性；（2）在评价内容方面，对评价要素进行

了补充和细化，在省级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结果之上增加市县级评价对农业生产经营、

地域特色优势农产品、特色重点村落和重大农业基础设施要素的考虑，强化对农业生产

区、现代化农村和传统乡村地域文化的全要素保护；（3）在评价指标方面，增加农产品

图4 沈阳耕地适宜性评价

Fig. 4 Assessment of arable land suitability

图5 沈阳永久基本农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Fig. 5 Assessment of permanent farmland's soil environment quality

1846



8 期 苏鹤放 等：市县“双评价”中优势农业空间划定研究：理论、方法和案例

图6 沈阳粮食和重要农产品集中生产区

Fig. 6 Production areas of grain and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图7 沈阳地域特色优势农产品集中生产区

Fig. 7 Production areas of local agricultural

specialties

图8 温州农业和海洋渔业生产保护区

Fig. 8 Protection areas of agricultural and marine fishery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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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和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等指标，提升市县层面

评价结果的精度，在服务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方

面发挥更好的支撑作用。

面向农业空间保护与布局优化，优势农业空

间的评价成果不仅依托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保

障耕地和粮食生产安全，而且强化了农林牧副渔

大农业空间、全农业领域生产者和特色重点农村

地区的整体保护，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县域

地区重点农业空间保护区和农业产业项目集中建

设区的安排与部署提供更强的指导意义；面向乡

村振兴下的乡村规划编制与实施，优势农业空间

囊括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区、地域特色优势农

产品生产区、特色重点村落和重大农业基础设施

等农村地区有保护、利用与发展价值的要素，具

有促进农业农村高效产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和保护

传统乡村历史文化遗存的积极作用，为乡村振兴

投入以及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乡村地区的详细

规划编制和实施框定了重点；面向国土空间规划

“三区三线”的划定和管控，划定的优势农业空间

与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相衔接，为城镇

开发建设提供了限定屏障，有利于约束以侵占农
图9 沈阳优势农业空间划定

Fig. 9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in Shenyang

图10 温州优势农业空间划定

Fig. 10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in 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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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为代价的城镇过度扩张，促进城镇空间的集聚和优化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所构建的优势农业空间划定理论框架和技术方法满足科学性、实用

性和可落地性的要求，不仅满足了市县级“双评价”层面对地方农业生产自然本底条件

的深度评价需求，甄别区域资源环境突出问题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服务于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明确空间发展的潜力规模及分布范围，为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关键性理论与技术创新

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也要看到，本文构建的优势农业空间划定理论与方法还存在有待

后续研究探索之处。一方面，优势农业空间评价与传统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的结合关系

还有待进一步理顺，目前由于两者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上均存在较大差异，评价结果

的衔接还比较生硬，更多表现为两者分别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本

文实证研究部分结合沈阳、温州两地实际情况差异化遴选了评价指标和分级阈值，但从

推广应用角度看，还需要对评价指标和阈值划分做进一步系统研究，这有赖于更广泛的

实践案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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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ial spatial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at municipality and
county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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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started to rapidly encroach on the most valuable arable land

resources and rural settlements, and it has therefore become extremely urgent to protect basic

farmland, rural areas and agricultural space. However, for a brand- new round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t city and county level, with "the evalu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which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spatial planning, emphasis is only placed on basic farmland and food production in

agricultural area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optimize th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cheme of evaluation of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in order to serve as a

foundation for protecting agricultural space, all agricultural producers and large rural areas. The

technical methods employed in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A total- region and total- factor

evaluation of suitability for farming,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production is conducted

outside the area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area of the ecological red

line, dividing the space into "suitable reg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unsuitable

reg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2)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principles of high stability,

large- scale management and land connectivity, a TOPSIS model i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further evaluate and demarcate suitable regions for producing grain and other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r producing special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3)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points,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is identified by a multi-fact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procedure, taking characteristic and important rural areas and large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two cases in Shenyang and Wenzhou are adopted as

examples for the study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validity,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our

method. It is also proven that the evaluation and delineation of the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can assist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at city and county level.

Keywords: superior agricultural spac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space protection; multi-fact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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