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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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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

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

系，揭示了1990-2010年间中国三生空间的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生产空间主要分

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其扩张区域主要分布于东北平原、新疆西

北、宁夏、兰州—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地区，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

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地区；② 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全国主要城市

及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其扩张过程表现为

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和各主要省会城市的小规模、点状式

扩张。③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

④ 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田开垦、华北平原和

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等是导致三生空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本

文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和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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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城镇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了2016年的57.4%。然而，快速城镇化发展
带来的问题也愈发严峻[1]，城市人口膨胀、土地资源利用低效浪费、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等

“城市病”[2-3]和以农村空心化、老弱化、污损化、非农化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病”共存[4-5]，
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危机和挑战[6-7]。
面对发展困境，十八大提出要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
山清水秀”的“三生空间”，指出了国土空间优化的目标和原则[8]。西方发达国家如德
国、法国、美国、英国等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曾遭遇过同样的困境，他们也都采取了优
化国土空间、重视环境保护的发展策略[9-14]。这些经验对于指导中国解决当前城乡发展困
境，优化国土空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三生空间”的分类和评价体系是构建合理的三生空间格局的基础。“三生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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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着眼于土地利用功能视角提出的。按照系统论中“要素—结构—功能”的理论观
点，系统结构是系统功能实现的基础，那么，把土地利用看作一个系统，土地利用结构
就是土地利用功能实现的基础。因此，基于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建立土地利用类型与土
地利用功能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分类体系，即可构建科学的三生空间分类和评价体系。

针对“三生空间”，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包
括三生空间的理论内涵与框架[15-16]、三生空间用地的分类体系[17-19]、三生空间的承载力分
析[20-21]、基于三生空间的农业工程与土地整理[22-24]、三生空间功能的定量识别[25]、基于三
生空间的乡村重构与空间优化布局[26-31]等。樊杰等基于土地利用功能，将国土空间划分为
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突出区域的主体功能，在宏观层面规
划了中国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32-33]。

关于土地利用划分体系，学者们也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岳健等
在分析现有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土地利用的划分体系，其中
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3个一级类，突出了生态用地的地位[34]；刘平辉等提出
了依据土地利用的产业结构进行土地利用划分的思路，包括第一产业用地、第二产业用
地、第三产业用地、后备产业用地4个一级类，该分类突出了第二、第三产业用地类型
的划分[35]；陈婧等提出了土地利用功能分类的划分体系，划分了生产用地、生活用地、
生态用地3个一级类和65个二级类，但该分类基于土地利用的主体功能进行划分，未能
考虑土地功能的多样性[18]。已有研究成果在基于三生空间视角的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分类
方面考虑不够，对现有土地利用分类标准的衔接仍有欠缺。

当前关于三生空间的用地分类体系、三生空间的格局等研究尚显不足，亟需深入开
展三生空间类型、格局与演进过程的综合研究。本文在探究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
上，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遵循“自下而上、功能分级”的原则，建立了基
于土地利用分类的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三生空间时空格局
及其演化特征，研究成果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与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用全国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数据共享平
台，数据包括1990年、2010年两期分辨率为100 m的全国土地利用栅格影像图。其土地
利用分类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6个一
级类和25个二级类。

本文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体系参考了GB/T21010-200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
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7）、GB50137-2011《城
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和TD/
T1014-2007《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07）等标
准，在探究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遵循“自下
而上、功能分级”的原则，建立了基于土地利用分类的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
2.1 生产用地的分类体系

人类的生产活动按产业结构可以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用于人类生产活动
的土地据此可划分为第一产业用地、第二产业用地、第三产业用地。第一产业用地包括
农、林、牧、渔用地等，第二产业用地包括工业、交通、水利用地等，第三产业用地包
括商业、服务业用地等。同时，考虑到土地的多功能性，本文提出了半生产用地和弱生
产用地的概念，半生产用地指其生产功能和其他功能大体相当的用地类型，如耕地既是

1291



地 理 学 报 72卷

重要的农业生产用地，具有重要的生产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人工生态系统用地，发挥
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两种功能无明显主次关系。弱生产用地是指其生产功能相对其他功
能而言，属于相对较弱作用的用地类型。比如，天然牧草地的主导功能是生态功能，同
时也承担了部分的农牧生产功能，两者相权，生产功能应属次要功能。

本文提出了生产用地分类体系及归类依据（表 1，表 2），包括了生产用地、半生产

表1 生产用地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及归类依据
Tab. 1 Production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basis

生产
用地

半生产
用地

弱生产
用地

一级类

类别代码

5

6

10

11

1

2

8

11

12

4

11

类别名称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
地

交通运输用
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耕地

园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

草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二级类

类别代码

51

52

53

54

61

62

63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18

11

12

13

21

22

23

81

82

83

84

85

86

88

117

122

123
41

42

113

114

类别名称

批发零售用地

住宿餐饮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采矿用地

仓储用地

铁路用地

公路用地

街巷用地

农村道路

机场用地

港口码头用地

管道运输用地
水工建筑用地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果园

茶园

其他园地

机关团体用地

新闻出版用地

科教用地

医卫慈善用地

文体娱乐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沟渠

设施农用地

田坎

天然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水库水面

坑塘水面

归类依据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商务金融和其他
商服用地为人们提供商业服务等重要生
产功能，属于重要的生产用地。

工业用地、采矿用地和仓储用地为人们
提供工业生产、物资存放场所，属于重
要的生产用地。

铁路、公路、街巷、农村道路、机场、
港口码头和管道运输等用地为人们提供
重要的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等，
属于生产用地。

水工建筑用地包括人工修建的闸、坝、
堤路林、水电厂房、扬水站等常水位岸
线以上的建筑物用地。水工建筑用地提
供了重要的水域生产功能，属生产用地。

水田、水浇地和旱地是重要的农业生产
用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生态用地功
能，属半生产用地。

果园、茶园和其他园地是重要的园林生
产用地，同时具有一定的生态用地功
能，属半生产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人们提供医
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和产
品，同时公服用地具有一定的生活用地
和生态用地功能，属于半生产用地。

设施农用地、田坎和沟渠是重要的农业
生产用地，但同时具有一定的生态景观
功能，属半生产用地。

天然牧草地和人工牧草地具有较弱的
生产功能，其主要功能是生态功能，
属弱生产用地。
水库水面和坑塘水面有一定的渔业生
产功能，但主要功能是生态功能，属
弱生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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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弱生产用地和非生产用地
4个类别，以及与之对应的土地
利用国标分类的一级类和二级
类。其中生产用地包括商服用
地、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
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中的水
工建筑用地；半生产用地包括耕
地、园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不含公园与绿地）、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中的沟渠、其他
土地中的设施农用地和田坎；弱
生产用地包括草地中的天然牧草
地和人工牧草地、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中的水库水面和坑塘
水面。
2.2 生活用地的分类体系

生活用地是人们用来满足休
憩、消费、娱乐休闲及一些特殊
目的而占用的土地。居住用地为
人们提供休憩的场所，是比较典
型的生活用地。特殊用地中的军
事用地、使领馆用地、监教场所
用地、宗教用地、殡葬用地等则用于国防安全、外交、犯罪、宗教、死亡等特殊活动。
半生活用地主要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这些用地为人们提供政府的公共福利，
包括教育、信息传播、医疗、文化、体育等。这类用地同时也是一种公共产品的生产用
地，具有生产用地的属性，两者没有明显的主次关系。商服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主要是
用于工商业生产活动，同时具有较弱的生活功能，属于弱生活用地。耕地、林地、草
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及其他土地则几乎没有生活功能，属非生活用
地。具体的生活用地分类体系及归类依据如表3、表4所示。
2.3 生态用地的分类体系

“生态用地”的概念讨论已久。自然环境中具有生态防护功能的要素有植物、土壤、
土地、水体、湿地、大气等，“生态要素的空间定位统称为生态用地”[36]。石玉林在中国
工程院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报告中对生态用地的概念作了
进一步阐释。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普及，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引起人们更
多的关注，学术界对生态用地开始深入研究，主要涉及生态用地的定义、分类体系、时
空格局等[18, 37-41]，但就生态用地的概念与分类体系尚未达成共识。综合国内学者对生态用
地的定义，本文认为生态用地是以保护和发展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为目标，能直接或间
接提供生态调节和生物支持等生态服务功能，且自身具有一定自我调节、修复、维持和
发展能力的用地类型[39, 42-47]。

生态用地包括林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中的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沿海滩
涂、内陆滩涂和冰川及永久积雪、其他土地中的空闲地、盐碱地、沼泽地、裸地和沙
地，这些用地类型属于完全的生态用地。半生态用地包括耕地、园地、其他土地中的田

表2 非生产用地土地利用分类
Tab. 2 Non-production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一级类

类别代码

3

4

7

8

9

11

12

类别名称

林地

草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特殊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

二级类

类别代码

31

32

33

43

71

72

87

91

92

93

94

95

111

112

115

116

119

121

124

125

126

127

类别名称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其他草地

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公园与绿地

军事设施用地

使领馆用地

监教场所用地

宗教用地

殡葬用地

河流水面

湖泊水面

沿海滩涂

内陆滩涂

冰川及永久积雪

空闲地

盐碱地

沼泽地

沙地

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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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生活用地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及归类依据
Tab. 3 Living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basis

生活用地

半生活用地

弱生活用地

一级类

类别代码

7

9

8

5

6

类别名称

住宅用地

特殊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二级类

类别代码

71

72

91

92

93

94

95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51

52

53

54

61

62

63

类别名称

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军事设施用地

使领馆用地

监教场所用地

宗教用地

殡葬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新闻出版用地

科教用地

医卫慈善用地

文体娱乐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公园与绿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批发零售用地

住宿餐饮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采矿用地

仓储用地

归类依据

城镇住宅用地和农村住宅用地为人们提供了
重要的居住和休憩场所，属重要的生活用地。

军事设施、使领馆、监教场所、宗教和殡葬
用地为人们提供特殊的生活需求，包括国防
安全、对外交流、社会安定、宗教信仰、死
亡等，属于重要的生活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人们提供政府服
务、信息传播、教育、健康、文化体育、休
闲、旅游等生活需求，发挥了重要的生活服
务功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同时具有
一定的生产或生态功能，属于半生活用地。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商务金融、其他商服
用地等为人们提供商品、住宿、服务、贸
易、金融等商业生活服务；工业、采矿、仓
储用地等为人们提供工业生产、矿石原料、
货物存储等工业生活用地。两类用地是以生
产功能为主，兼有生活功能，属于弱生活
用地。

表4 非生活用地土地利用分类
Tab. 4 Non-living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一级类

类别代码

1

2

3

4

10

类别名称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交通运输

用地

二级类

类别代码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类别名称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果园

茶园

其他园地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天然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其他草地

铁路用地

公路用地

街巷用地

农村道路

机场用地

港口码头用地

管道运输用地

一级类

类别代码

11

12

类别名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

二级类

类别代码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类别名称

河流水面

湖泊水面

水库水面

坑塘水面

沿海滩涂

内陆滩涂

沟渠

水工建筑用地

冰川及永久积雪

空闲地

设施农用地

田坎

盐碱地

沼泽地

沙地

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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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这些用地类型具有重要的农业生产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人工生态系统用地，两者
没有明显主次关系。弱生态用地包括草地中的人工牧草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
的公园及绿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中的水库水面、坑塘水面和沟渠、其他土地中的设
施农用地。这些用地类型具有重要的生活功能或农业生产功能，其生态功能居次要地
位。具体的生态用地分类体系及归类依据如表5、表6所示。
2.4 土地利用类型的“三生空间”评价体系

土地具有多功能属性，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可以具有多种土地利用功能，但其功能在
主次强弱上会有差异。表7综合了上述三生空间土地分类体系，并按照各自等级对其进
行评价。具体评价赋值规则：以生产用地为例，生产用地为最高的5分，半生产用地为3
分，弱生产用地为1分，非生产用地为0分，生活用地和生态用地评分规则与此相同。

表5 生态用地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及归类依据[41]

Tab. 5 Ecological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basis

生

态

用

地

半

生

态

用

地

弱

生

态

用

地

一级类

类别代码

3

4

11

12

1

2

12

4

8

11

12

类别名称

林地

草地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其他土地

耕地

园地

其他土地

草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
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其他土地

二级类

类别代码

31

32

33

41

43

111

112

115

116

119

121

124

125

126

127

11

12

13

21

22

23

123

42

87

113

114

117

122

类别名称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天然牧草地

其他草地

河流水面

湖泊水面

沿海滩涂

内陆滩涂

冰川及永久积雪

空闲地

盐碱地

沼泽地

沙地

裸地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果园

茶园

其他园地

田坎

人工牧草地

公园与绿地

水库水面

坑塘水面

沟渠

设施农用地

归类依据

有林地、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具有气候调节、大气调节功
能，水土调节等生态系统调节功能，对生物多样性有重要
作用，被称为“地球之肺”，是重要的生态用地。

天然牧草地和其他草地具有提供生物产品、大气调节、气
候调节、水涵养、水土保持、生态景观和休憩娱乐等功
能，属于重要的生态用地。

河流、湖泊、水库和坑塘水面具有调节区域气温、稳定局
部气候的重要作用；湿地作为“地球之肾”，有水涵养和
净化的重要作用；冰川及永久积雪具有水涵养、气候调节
等功能，属重要的生态用地。

空闲地具有重要的景观生态功能，沙地、裸地、盐碱地是
天然的土地覆被类型，属重要的生态用地。

耕地、园地具有提供粮食、水果和其他生物产品的生态系
统供给服务功能，还具有气候调节、大气调节、营养物质
循环、水土调节等生态系统支持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农
业生产用地，属半生态用地。

田坎因为有利于各种野菜的生长、种子传播，可种植作
物，具有一定的生产功能，属半生态用地

人工牧草地具有一定的生态服务价值，但同时也是重要的
生产用地，属于弱生态用地。

为公众提供生态绿地，具有景观文化、局部气候调节、大
气调节的生态服务功能，但同时也是重要的生活用地，属
弱生态用地。

水库、坑塘、沟渠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重要的水
涵养用地，同时具有一定的生产功能，属弱生态用地。

设施农用地是具有一定的生态景观功能，同时是重要的农
业生产用地，属弱生态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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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1990-2010年全国“三生空间”格局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及可视

化技术，制作了 1990 年和 2010 年两期

全国生产空间 （图 1）、生活空间 （图

2）、生态空间（图 3）格局分布图。具

体技术流程如下：将原始 100 m分辨率

影像按表 7中评分标准进行重分类；制

作 30 km 矢量格网覆盖整个研究区域；

对重分类影像进行区域统计，计算每个

格网内的三生空间得分值，并生成 30

km 分辨率的栅格影像；对评分结果进

行可视化表达，制作三生空间格局图。

其中，分辨率的选取主要考虑到本文属

于较大尺度的研究，在综合比较 1 km、

10 km、30 km 的分析结果后，选取了

30 km的空间分辨率。

3.1.1 全国生产空间格局 1990-2010年

全国生产空间格局特征如下（图1）：①
1990年和 2010年全国生产空间格局基

本一致；② 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

庸线东南侧；③ 生产空间集中在环渤

海地区、东北平原、成渝地区、江汉平

原、关中平原等区域，与中国主要城市

群及粮食主产区基本一致。

3.1.2 全国生活空间格局 1990-2010年

全国生活空间格局特征为 （图 2）：①
1990 年与 2010 年全国生活空间格局基本一致；② 生活空间集中在华北平原、东部沿

海、哈长地区、呼包鄂榆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关中平原、天山北坡等区

域，与全国主要城市群区位基本一致；③ 整体上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

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

3.1.3 全国生态空间格局 1990-2010年全国生态空间格局的主要特征为（图3）：① 1990

年与 2010年全国生态空间格局基本一致；② 以胡焕庸线为界，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该

线西北侧；③ 整体表现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格局。

3.2 全国“三生空间”格局变化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与可视化技术，分析了1990-2010年全国三生空间格局变

化（图4、图5、图6）。具体技术流程如下：利用栅格运算，计算1990年和2010年两期

重采样栅格影像的差值；基于标准差分级法划分为“缩小、保持、扩张”3类。

3.2.1 全国生产空间格局变化 1990-2010年全国生产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特征为（图4）：

① 生产空间扩张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西宁、四川盆地、

表6 非生态用地土地利用分类
Tab. 6 Non-ecological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一级类

类别代码

5

6

7

8

9

10

11

类别名称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特殊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二级类

类别代码

51

52

53

54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84

85

86

88

91

92

93

94

95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18

类别名称

批发零售用地

住宿餐饮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采矿用地

仓储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机关团体用地

新闻出版用地

科教用地

医卫慈善用地

文体娱乐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军事设施用地

使领馆用地

监教场所用地

宗教用地

殡葬用地

铁路用地

公路用地

街巷用地

农村道路

机场用地

港口码头用地

管道运输用地

水工建筑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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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及评分
Tab. 7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一级类

编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名称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特殊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二级类

编码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54

61

62

63

71

72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91

92

93

94

95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名称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果园

茶园

其他园地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天然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其他草地

批发零售用地

住宿餐饮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采矿用地

仓储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机关团体用地

新闻出版用地

科教用地

医卫慈善用地

文体娱乐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公园与绿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军事设施用地

使领馆用地

监教场所用地

宗教用地

殡葬用地

铁路用地
公路用地
街巷用地
农村道路
机场用地
港口码头用地
管道运输用地
河流水面
湖泊水面
水库水面
坑塘水面
沿海滩涂
内陆滩涂
沟渠
水工建筑用地
冰川及永久积雪

生产用地

3

3

3

3

3

3

0

0

0

1

1

0

5

5

5

5

5

5

5

3

3

3

3

3

3

3

3

1

3

3

3

3

3

3

5
5
5
5
5
5
5
0
0
1
1
0
0
1
5
0

生活用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5

5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生态用地

3

3

3

3

3

3

5

5

5

5

1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5
1
1
5
5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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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区域；② 生产空间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
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区域。

东北平原和新疆西北地区生产空间扩张的主要原因是农田开垦导致大量林地、草
地、未利用地转变为耕地。根据赵晓丽等的研究，1987-2000年东北平原和西北干旱半干
旱地区（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新增耕地面积占到区域耕地总面积的 10.58%和
10.40%，2000-2010年新增耕地面积占到区域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1.85%和 8.05%[48]。环

续表7

编码

12

名称

其他土地

二级类

编码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一级类

空闲地

设施农用地

田坎

盐碱地

沼泽地

沙地

裸地

生产用地

0

1

3

0

0

0

0

生活用地

0

0

0

0

0

0

0

生态用地

5

1

3

5

5

5

5

注：本表采用1、3、5三级赋分制，最高得分为5分，最低得分为1分，功能缺失则得0分。

图1 1990-2010年中国生产空间格局
Fig. 1 Spatial pattern of production space in China between 1990 and 2010

图2 1990-2010年中国生活空间格局
Fig. 2 Spatial pattern of living space in China between 1990 a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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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0-2010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
Fig. 3 Spati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space in China between 1990 and 2010

图4 1990-2010年中国生产空间格局变化
Fig. 4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of production space in China

between 1990 and 2010

图5 1990-2010年中国生活空间格局变化
Fig. 5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of living space in China

between 1990 and 2010

图6 1990-2010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变化
Fig. 6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of ecological space in China

between 1990 and 2010

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地区生产
空间扩张主要是城镇化导致的建设用地扩
张[49-51]。黄土高原生产空间缩小主要是国家
政策性退耕还林。自 2000年实施退耕还林
政策以来，截止 2008年，黄土高原已退耕
还林 483万 hm2 [52]。呼伦贝尔草原主要是退
耕还草[53]。
3.2.2 全国生活空间格局变化 1990-2010
年全国生活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特征如下

（图 5）：① 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
城市群区域表现为大规模、区域性扩张；

② 各主要省会城市表现为小规模、点状式

扩张；③ 全国其他区域变化不大，基本保
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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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城市群生活空间扩张主要是城镇化带来的建设用地扩张所致。1990-2000年间，
长三角地区耕地以 0.78%的年均速度减少，建设用地以 1.24%的年均速度增长[49]。1985-
2005 年间，环渤海地区耕地、林地、草地分别以年均 0.02%、0.12%、1.32%的速度减
少，而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分别以3.72%、0.57%、1.82%的速
度增长[50]。1990-2010年间，珠三角建设用地扩张了 4611 km2，年均增加 230 km2，主要
来源于耕地与林地[51]。此外，内陆主要大城市的土地城镇化趋势也十分显著，如 1995-
2008 年间，重庆、西安、哈尔滨、武汉的建设用地动态度分别达 5.69%、3.52%、
2.18%、11.35%[54]。
3.2.3 全国生态空间格局变化 1990-2010 年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特征为

（图6）：① 生态空间扩张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天山北坡等区域；②
生态空间缩小主要位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三角、珠三角、宁夏、新疆西北等区域。

东北平原与新疆西北地区生态空间的缩小主要是农田开垦导致大量草地、林地及未
利用地转变为耕地[48]；三大城市群的生态空间缩小主要是城镇化导致林地、草地转变为
建设用地[49-51]；黄土高原的生态空间扩张得益于国家退耕还林工程[52]；呼伦贝尔大草原农
牧交错带大量草地转为耕地，其西部湖泊减少、草原沙化较严重，但总体生态用地增加[55]。

4 结论与讨论

当前，中国转型发展正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重、生态退化加剧的困境，
城乡发展空间失控，人地关系失调，土地可持续利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新危机、
新挑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构建集约、适宜、优美的“三生”国土空间。本
文深入探究了三生空间的理论内涵，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
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分类及评价体系，揭示了
1990-2010年中国三生空间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化特征。结果显示，两个时期全国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的格局基本一致，不同格局之间的区域差异性明显。

（1）生产空间格局，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环渤海地区、东北平原、成渝地
区、江汉平原、关中平原等区域，与中国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基本一致，其扩张区
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
厦漳泉、珠三角等区域，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
闽南丘陵等区域。

（2）生活空间格局，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东部沿海、哈长地区、呼包鄂榆、成
渝、长江中游、关中平原、天山北坡等区域，与全国主要城市群区位基本一致，整体上
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特征。其空间格局在环渤海、
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区域表现为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在各主要省会城市表现为
小规模、点状式扩张。

（3）生态空间格局，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表现为“西高东低，南高北
低”的格局。其扩张区域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天山北坡等区域，缩
小区域主要位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三角、珠三角、宁夏、新疆西北等区域。

（4）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地开
垦、华北平原与三大城市群地区的快速城镇化、黄土高原的政策性退耕还林等，成为三
生空间产生区域性差异的主要原因。

本文建立了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分类及评价体系，初步探明了中国三生空间的时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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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演化特征。三生空间本质上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进和分异的结果，受到区域自
然、经济、技术与政策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有关三生空间演进的成因、机制与效
应，以及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城乡发展转型的新形
势、新战略，深入探究三生空间优化的科学途径、体制制度与保障体系，仍需开展系统
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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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China

LIU Jilai1, LIU Yansui1, 2, LI Yurui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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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reated a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production- living-ecological
spaces based on analyzing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and command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d use types and land use function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perfectly connected to the state standard of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is
system, we examin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China between 1990 and 201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roduction spatial pattern
almost unchanged between 1990 and 2010, and the production spac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including Northeast China Plain, northwest
Xinjiang, Ningxia, Lanzhou-Xining, Sichuan Basin, Bohai Rim, Yangtze River Delta, Xiamen-
Quanzhou- Zhangzhou, and Pearl River Delta, where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main
grain production areas were located in. (2) Living spac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cities, show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north
regions, while low in the west and south regions". Its spatial expansion varied in different
areas. Large-scale expansion of living spaces appeared in the Bohai Rim,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while small- scale and point- type expansion in the major provincial
capitals. (3) Ecological spac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show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west and south regions, while low in the east and
north regions". The expansion of ecological spaces were mainly in the Loess Plateau, Hulun
Buir Glassland and Tianshan Mountains, while the reduction of ecological spaces were mainly
in the Northeast China Plain, North China Plain,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Ningxia and Xinjiang. (4)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re the basic driving powers of
changes of China's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The main reasons for regional spatial
differences across China included farmland cultivation in Northwest and Northeast China,
rapid urbanization in North China, Bohai Rim,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and
reversion of farmland to forestland in the Loess Plateau. This research was valuable for the
studies on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Keywords: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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