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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全域立体开发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一）陆地空间开发规划

1. 地上空间开发规划

对地上空间的有效利用，能够实现地上空间的扩容。

比如利用各种高度的高架桥实现车流在各个空间层次中

的通行，建造 T 字形建筑与控制中走廊，能够增加更为

丰富的容纳空间。因此，随着国土空间的不断开发，地

上空间势必会成为空间开发的重点对象，甚至会存在地

上空间建筑相互侵害的情况。基于此，应当有效的落实

地上空间开发规划，应当做到依法开发，协调于周边环

境，不能对周边建筑带来侵害。

2. 地表空间开发规划

在开发规划地表空间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空间开发

规划当中的生态质量，也需要重视基于土地利用的城乡

空间统筹开发规划。地表空间开发规划能够对城乡空间

开发规划进行统筹，依托于土地利用，将城乡建设与土

地利用规划融入到发展规划体系当中。土地利用规划需

要跨行政区，从而有效解决土地利用实际状况与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不相符的状况。通过有效的地上空间开发规

划，能够改善城乡分立问题，使农村空间、城郊结合部、

城中村无序开发问题得以缓解。通过编制统一的综合性

空间规划，在一个主管部门中统一空间规划职能，能够

有效避免空间规划体系的内部冲突。这种“三规合一”

思想能够实现彼此衔接、相互制衡、互为参照。相较于

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前

两者属于空间落实和总体构想、微观实现与宏观指导的

关系。相较于城市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与前两者属于相互参照与全局控制、战略目标

与资源约束的关系。相较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属于外围控制与内部优化、发展

导向与职能定位的关系。

3. 地下空间开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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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城市地下空间是地下空间开发规划的重点

对象。目前，在进行地下空间开发规划的过程中，应当

结合国情，对质量与容量予以高度重视。在开发底下空

间的过程中，应当协调于水平面以上的地上空间发展，

从而使国土陆地空间立体开发得到有效实现，实现陆地

空间开发一体化。

（二）海洋空间开发规划

相较于陆地空间开发，海洋空间开发同样应当受

到重视，应当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发展战略，不能单纯进

行专项性规划。在海洋空间规划的过程中，主要包含海

面——海水层——海底，滩涂——海岛（海礁），海岸

带——近海——远洋，保护与开发并重，构建复合型、

多功能、立体的海洋空间规划局面，并且协调于陆地空

间的开发，实现海洋分层空间规划。

二、基于全域立体开发的国土空间规划方法

（一）地表空间开发规划方法

1. 正规划方法

土地利用空间开发规划方法有定量、定性、定性融

合定量的方法。定量方法能够利用模型进行显示，精确

度与可靠性较高。土地利用规划主要包括空间配置格局

规划与土地利用空间数量结构规划。后者一般应用空间

规划数学模型、RS、GIS 技术。后者主要应用灰色线性

规划模型、线性规划模型、模糊线性规划模型、多目标

线性规划模型，对需求进行预测，设置目标线性函数，

然后进行规划，构建非线性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现阶段，

生物科技算法发展迅速，在开展土地利用空间规划的过

程中，实现了多学科交叉发展。多学科交叉与多模型耦

合是发展的大趋势。

2. 反规划方法

在土地利用规划的过程中利用反规划思想，能够将

土地伦理价值体系充分的展现出来。经济人在参与经济

活动的过程中，会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使单一的经济利

益功能得以展现。此种价值取向使得各类非建筑用地被

大量侵占，演变为建筑用地，对土地景观生态系统带来

了难以恢复的破坏，并且不重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对人

文、生物、自然过程的影响，从而为区域人文格局与生

态格局带来了分割的局面。正因为人文与生态环境造成

了严重破坏，因此提出了反规划理念，有效促进人地和

谐发展，对土地资源利用价值体系进行充分构建，重点

在现有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当中得到了体现，促进生态、

社会、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有效落实科学的发展理念。

反规划方法首先针对非建设用地，以此为基础来规

划建设用地。其注重逆向规划，旨在构建对人文自然过

程进行保护的景观安全格局，构建城市或区域生态基础

设施，有效避免城市功能结构、城市形态、国土生态安

全等问题，对城市空间的发展进行规划与引导，属于一

种符合新时代潮流的设计规划方式。在土地利用规划的

过程中应用反规划方法，主要利用 GIS/RS 空间分析法与

景观歌剧分析法，主要对关键景观过程进行判断与模拟，

针对不同过程构建专项景观安全格局，对于单项安全格

局进行生态基础设施的叠加建设，将这一生态基础设施

作为约束，合理的配置规划用地，使用地布局得以落实。

反规划方法是新时代的产物，能够对人文历史与生

态环境的发展带来有效保护，其在规划的过程中，充分

展现了对相关责任机构与政府的权力限制。相较于正规

划依托于预测，反规划主要基于土地上的规划。因此，

利用反规划进行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限制了其规划范

围，主要安排与乡村、县域当中。在市级及以下的国土

规划当中，应当应用反规划方法，能够有效弥补下级对

上级规划的反馈作用。

（二）地下空间开发规划方法

现阶段，对地下空间进行开发规划的过程中，主要

应用平面规划，由于地下水文、地质环境较为复杂，垂

直规划未得到显著发展。但是随着数字化与信息技术的

飞速进展，对底下空间的开发带来了科学、立体化的规

划方法。从空间开发的视角来分析，相较于深层空间，

浅层空间的开发该规划较多。所以，在开发地下空间的

个过程中，应当对地上地下空间利用的功能进行统筹协

调，并且进行浅层——深层、平面——垂直的立体多功

能该规划方式。地上地下统筹开发，能够有效的统筹地

下空间与地表空间的开发形式，使其在建筑结构、开放

性、衔接度等方面得到充分融合。比如，对于居民住宅

区域的地下空间，可以进行地下停车场的开发。对于公

共图书馆的地下空间，可以进行艺术展览厅的开发。

在对地下空间进行规划的过程中，一般运用正规划

方法，先对地下空间的规划原则与目标进行确立，主要

包括对模型需求的预测。接着评估地下空间环境的开发

潜力，给出合理的反馈与评价，之后进行规划方案的设

计。在此过程中，需要应用 GIS、3D Maxs、CAD 等计算

机软件，需要应用多元化的三维制图工具。使地下空间

所需条件实现数字化，构建相应的数据库，规划背景利

用遥感图像，从而对开发成果与潜力评估进行时空预测。

在地下空间开发规划的过程中，潜力评估发挥着基础性

的作用，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注重地下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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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开发，并且利用三维空间数据库模型，能够兼顾语

义关系与空间关系，将可视化融合于建模算法当中。

（三）海洋空间开发规划方法

海洋作业有着极大的难度，因此相较于陆地空间

的开发，海洋空间开发规划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在对

海洋空间进行开发规划的过程中，主要包含海面——海

水层——海底，滩涂——海岛（海礁），海岸带——近

海——远洋，在规划的过程中，主要利用保护与开发的

形式，构建复合型、多功能、立体化的综合空间开发。

现阶段进行海洋空间规划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1. 基于

指标体系；2. 基于空间叠置分析。前者主要对基本单元

进行划分，对指标体系进行构建，结合指标体系评价各

单元，从而构建规划方案。后者对基本调查单元进行规

划，利用 CIS 构建规划区域各类海洋生态系统特征、海

域使用活动分布图，叠加各类信息分布图，利用情景分

析法进行规划。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需要促

进海陆空间的协调发展，这样能够有效推动海洋空间的

开发规划。

三、基于全域立体开发的国土空间规划的优化建议

（一）构建国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预警机制

依托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在海洋资源环境、地形、

生态环境、地质环境、土地资源、水资源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价预测，结合相应区域当中社会活动的资源需要开

展分配工作，对国土资源承载能力的预警机制进行构

建，划分相应的等级，将相应的阈值提供给国土资源规

划编制。

（二）基于生态基础条件对国土空间主导功能进行

定位

基于生态基础条件，建设保护人文、自然过程的安

全健康景观格局，构建城市或区域生态基础设施，运用

反规划方法，实现多规合一，对城乡规划、主体功能区

规划、区域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进行协调与统筹，使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现充

分的优化。

（三）集约发展，高效利用国土空间

促进城乡建设用地的置换，对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进

行控制，限制其不断的扩张，加快乡镇公共设施建设的

步伐，为建设美丽乡村出谋划策，改善公共服务水平。

应当注重各区县的乡村土地整治，对于乡村的零碎地块

应当进行综合统筹与政治，在荒滩、缓坡、低丘等未利

用地建设试点，在建设用地当众深度开发其潜力，优化

城镇化进程当中的土地资源空间，对土地利用方式进行

有效转变。可以对税收政策、户籍政策、住房政策、人

口政策、土地政策进行充分的调解，使城市人口承载力、

建筑容积率得到大幅度提升，促进城镇化的稳步发展，

不断的减少生态脆弱区以及乡村的人口，从而使这些地

区的土地实现集约化的利用，实现国土空间利用的可持

续发展。

（四）倡导全域立体规划，对全域空间进行统筹开发

对于城乡空间应当科学利用，对地上地下空间、海

陆空间进行统筹规划，实现全域立体规划。地下、地表、

地上的空间属于陆地空间。在对地上空间进行开发规划

的过程中，应当协调发展于周边环境，不能对环境带来

侵害。针对地表空间的开发规划需要做到三规合一，针

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当重视质量与容量。针对海洋空间

的开发规划应当事先立体化、复合化、多功能化，并且

需要协调于陆地空间的发展。

（五）对城市地上、地下土地权利现状进行调查

大中型城市在建设规划的过程中，需要对城市地上

地下空间进行合理利用，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

此，需要重视大中型城市地下地上空间权利的管理与调

查，实现城乡空间的统筹，对地上地下空间、海陆空间

进行有效的管理与开发利用。

（六）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文、自然条件存在着极大

的差异，因此对于基础条件所有差异的区域，应当构建

针对性的国土空间开发歌剧。内陆区域的开发试点主要

利用荒滩、荒山等未利用地进行开发，以保护环境、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实现城镇上山、工业上坡，结

合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依水建城、依林建城、依山建

城。对于海岛、沿海等区域，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经

验，开展填海造地、围海造地等工程，以修复海岸线、

尊重海域生态为核心，实现海洋空间开发的集约化与节

约化。

在城市群地区当中，可以应用网络开发模式，构建

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主干道，有

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于产业基础、人口系

数较为薄弱的区域，可以利用据点进行开发，加强区域

性中心城市的建设，使分散的人口与产业聚集于中心城

市，提高交通条件，加快人口转移的进程。

（七）注重保护与开发，促进国土空间综合开发能力

需要对城乡建设用地进行深度开发，使农业用地与

建设用地不占或者少占用生态用地。针对海洋的生态功

能应当做到有效的开发，利用科学合理的手段对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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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进行保护，所有的开发工作都应当将海洋生态保

护作为核心，不能影响海域的自然属性。对于海洋当中

的濒危珍稀物种、原始海域、海洋生态系统、具有研究

价值的海洋自然遗迹、海洋自然景观进行妥善保护。对

于海岸防护工程也应当做好保护措施，避免自然灾害的

侵害，使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证。对于

半封闭海的非冲刷型海岸区域以及海湾区域，不能开展

围海造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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