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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山大学、新

疆大学、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方创琳、李广东、王振波、马海涛、刘海燕、李咏红、王少剑、刘晶、赵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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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乡空间是国土空间的实体表现形态和核心主体,城乡空间的多功能性识别是城乡用地组织、功能

协调与优化配置的基础信息源,是判定城乡用地内在功能形态、功能组合模式和功能之间动态权衡的关

键,针对国土空间规划技术研究领域中的城乡空间主导功能辨识问题,需要科学选择合适的城乡生态-
生产-生活空间功能识别技术。

本文件从城乡空间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综合的视角构建城乡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

能分类体系,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为基础,系统整合空间功能价值量函数群,通过定量对比的方

法确定城乡空间功能主导类型,为城乡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比例的确定、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空间功能

优化与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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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识别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乡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识别技术的总体设计、技术流程、定量方法、组合模式

的要求。本文件给出了城乡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识别示例,见附录A,以供参考。
本文件适用于城乡国土空间规划,可作为城乡空间功能定量识别的技术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乡空间 urbanandruralspace
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城乡区域。

3.2
城乡空间功能 functionofurbanandruralspace
城乡空间在运行中所发挥的功能形态及其功能组合关系。
注:功能形态主要包括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功能组合关系可以通过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组合模式加以

表征。

3.3
空间功能异质性 spatialfunctionheterogeneity
同一空间利用类型,处于不同空间位置上其主导功能存在的显著差异。

3.4
生态空间功能 ecologicalspacefunction
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的、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及其效用。
注:生态空间功能涵盖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调节、水质和废物净化、缓和突发事件、授

粉、侵蚀保持、养分循环、净初级生产9类具体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广泛认可的基本功能。

3.5
生产空间功能 productivespacefunction
土地作为劳作对象直接获取或以土地为载体进行社会生产而产出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功能。
注:生产空间功能包括食物供给、淡水供给、药物供给、基因资源供给、木材供给、纤维供给、装饰资源、能源生产、矿

产生产、商品与服务产品生产10类具体功能,是土地生产功能研究中广泛认可的基本功能。

3.6
生活空间功能 livingspacefunction
土地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各种空间承载、物质和精神保障功能。
注:生活空间功能包括居住承载、交通承载、公共服务承载、基本生活保障、就业保障、科学和教育、休闲、文化和艺

术、美学、精神和历史10类具体功能,是土地生活功能研究中广泛认可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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