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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福建省国土空间特征,为解决城镇化快速推进导致的国土空间开发无序和推动其优

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三生”功能视角,以福建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评价法、探索性空间

数据分析、障碍度模型和比较优势指数分析等方法,开展“三生”功能评价,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障碍因

素,找出优势功能区并提出优化对策。[结果]①福建省2018年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均值分别为

0.0618,0.0936,0.0306,三者空间分布特征整体呈现东高西低。②“三生”功能空间分布上均呈正相关性,

三者的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分布特点总体表现为东高西低,区域上存在一定重合。③影响“三生”功能的障

碍因素主要有经济密度、生态价值服务总量、交通用地密度和城镇化率。④福建省国土空间可划分为4个

功能利用区。[结论]福建省“三生”功能发展差异大,应均衡区域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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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ofterritorialspaceinFujianProvincewereexplored,inorderto
solvethedisorderofterritorialspacedevelopmentcausedbyrapidurbanizationand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
optimizingitslayout.[Methods]Basedontheperspective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taking
Fujian Province astheresearch object,the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exploratory spatial
dataanalysis,obstacledegreemodeland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analysiswereusedtoevaluate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analyzeits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obstaclefactors,and
figureoutthesuperiorfunctionareasandputforwardtheoptimizingcountermeasures.[Results]① The
averagevaluesofproductionfunction,livingfunctionandecologicalfunctionofFujianProvincein2018were
0.0618,0.0936and0.0306,respectively.The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sinFujianProvincewerehigherintheeastandlowerinthewest.② Thespatialdistributionof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werepositivelycorrelated.The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the
hotspotsandcoldspotsofthethreeweregenerallyhighintheeastandlowinthewest,andtherewasa
certainoverlapintheregion.③ Themainobstaclesaffecting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included
economicdensity,totalamountofecologicalvalueservice,trafficlanddensityandurbanizationrate.④The



landspaceofFujiangProvincecouldbedividedintofourdominantfunctionalareas.[Conclusion]Thereare
greatdifferencesin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inFujianProvince,therefore,weshouldbalance
regionaldevelopmentandoptimizethespatiallayoutofland.
Keywords: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territorialspace;obstacledegree;comparativeadvantage;

spaceoptimization;FujianProvince

  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国土空间格局的剧烈变

化[1],在带来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土地资

源的巨大浪费、生态环境的污染等“城市病”和农村空

心化和非农化、耕地撂荒等“乡村病”的出现[2-3]。“优
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成为推动国土空间有序利用的

重要途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可

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推动人地关系协调发展,为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供有效思路[4]。

目前国内外以土地多功能性为视角对国土空间

利用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5-6],研究内容包含功能

划分、评价、空间识别、分区和优化研究等方面。而对

于“三生”功能的类别划分主要是从定性和定量两方

面展开研究,一种是功能空间分类法[7-8],其实质是

一种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土地利用空间数据进行

归并与分类;另一种是“三生”功能分类法[9],是一种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计算量化识别空间主导功能

的定量研究方法。“三生”功能评价的研究方法主要

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整合相关社会经济数据,以
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为基础,采用评价方法对“三
生”功能进行定量描述[10],目前常用的评价方法有综

合指数、模糊综合评价、灰色关联投影、改进突变级数

等方法[11-13]。“三生”功能空间识别是根据现状,从数

量和和质量两方面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进行定位

及划分,因评价尺度的不同,存在尺度差异性,主要研

究方法有基于GIS的聚类分析、空间叠置、主因素法

等空间分析方法的单一功能空间识别以及立足于国

土空间多功能性的主导功能空间识别[14-15]。“三生”
空间优化是在识别“三生”功能的基础上,寻求综合效

益较优的国土空间利用方案[16]。对“三生”空间重构

和优化的研究主要涵盖理论探讨、冲突和问题诊断分

析与优化方法的应用等领域;现在常用的优化方法为

空间分区优化对策法,在有效识别“三生”空间的现状

基础后,科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评价体系并展

开评估,同时结合区域本身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区域

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以此明晰优化调控的方向,制
定空间分区的实施方案,确立各类分区下的空间开发

利用及整治的调控策略[16-18]。“三生”功能视角的国

土空间利用研究在研究尺度上涉及全国[19-20]、省
域[21]、市域[22]、县域[23]和乡镇村域[24-25],同时也出现

了跨行政区域以城市圈、城市经济带[26-27]的实证

研究。
尽管已有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对于推动国土空间

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基于区域特殊性,不同地区的

国土空间利用呈现区域性特征,其空间格局研究仍有

待补充完善;另外,对于影响国土空间利用功能差异

性的关键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亟待深入研究。福建

省多山地丘陵地形,国土空间发展受限于地形条件,
同时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承载能力有限,生态

建设与区域发展的矛盾凸显,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布局

有待优化,如何有效解决这一发展冲突,识别该区域

的国土空间功能特征,划分功能类型并对其进行优化

调控,对于促进该区的国土空间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本文以福建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利用

综合评价法对该区域的“三生”功能指数展开评价,借
助空间自相关分析、障碍度模型和比较优势指数,对
区域内“三生”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和障碍因素进行

识别,在此基础上,对国土空间利用进行优化功能分

区,旨在为其进行优化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

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23°33'—28°20'N,

115°50'—120°40'E),与广东、江西和浙江三省相邻,
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土地面积为1.24×105km2,下
辖9个设区市,分别为福州市、厦门市、莆田市、三明

市、泉州市、漳州市、南平市、龙岩市和宁德市。福建

省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面积相对有限。福建省

区市县单元总数为84个,金门县由于缺乏数据,不在

研究范围内,因此实际研究区域为83个研究单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经济统计数据来自《福建统计年鉴(2018
年)》《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2018年)》以及2018年福建省各设区市统计

年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县级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基于研究需要以及研究数据连贯的要求,对于

研究单元里“撤县设区”的区域,按照福建省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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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域区划重新进行调整,但因为市辖区的建成区和

郊区之间具有渐变的过渡地带[28],为保持研究单元

的整体性,将各设区市的市辖区进行归并处置,经整

理重组后共64个研究单元。由于不同评价体系指标

间存在量纲的差异,为保持指标方向一致,故利用极

值标准化法对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2 研究方法

2.2.1 确定“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国土空间生

产功能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生活功能的

目标是增加生活的宜居程度,生态功能是保证人类生

存发展的自然基础,也是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得以实

现的要素条件[29]。参考前人研究成果[10,14,16,29],基
于研究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区域特点,在本研究中生

产功能用粮食单产、土地垦殖率、经济密度、产业结构

来表征,生活功能用交通用地密度、城镇化率、城乡人

均可支配收入、每1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和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征,生态功能用农用化肥投入强

度和生态服务价值总量来表征(表1)。

表1 “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决策层 目标层 指标层    权重 指标说明     指标性质

粮食单产/(t·hm-2) 0.0367 粮食产量/耕地面积 +

生产功能
土地垦殖率/% 0.0610 耕地面积/区域土地总面积 +
经济密度/(亿元·km-2) 0.3127 GDP/区域土地总面积 +
产业结构/% 0.0104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

交通用地密度/% 0.1660 交通运输用地/区域土地总面积 +
﹃
三
生
﹄
综
合
功
能

城镇化率/% 0.0750 城镇化水平 +
生活功能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668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张/万人) 0.0226 医院床位数/总人口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万人) 0.046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 +

生态功能
农用化肥投入强度/(t·hm-2) 0.0089 农用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

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亿元 0.1938 Costtanza等提出的方法 +

2.2.2 计算“三生”功能指数 “三生”功能指数作为

测度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水平的关键指标,指数越

高表明水平越高;指数越小则表明水平偏低[30]。参

考相关文献[29],采用综合评价法和熵权法,对各县

“三生”功能指数进行评价。“三生”功能指数计算公

式为:

Fi=∑Wj·Zj (1)
熵权法计算权重公式为:
计算第i个评价单元第j个指标比重:

Aij=aij/∑
m

i=1
aij (2)

计算指标信息熵:

ej=-
1
lnm∑

m

i=1
(Aij×lnAij) (0≤ej≤1) (3)

计算信息效用值:

dj=1-ej (4)
计算指标权重:

Wj=dj/∑
n

i=1
dj (5)

式中:Fi表示评价单元i的“三生”功能指数值;Wj为

各评价指标权重;aij为指标标准化后的值;Zj为各

指标标准化过后的数值。运用 ArcGIS10.2中的

NaturalBreaks分类法,把各功能指数值分类为高、
较高、中等、较低和低水平5个等级。

2.2.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可以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

析[31-32]。全局空间自相关一般用 Moran’sI 指数分

析,利用此方法探测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

“三生”综合功能指数的空间集聚情况。

 I=
n∑

n

i=1
∑
n

i=1
wij(xi-x)(xj-x)

∑
n

i=1
∑
n

j=1
wij∑

n

i=1
(xi-x)2

(6)

式中:n 为整合后的县域单元数量;xi为区域i的各

功能指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 为指数平均数。
局部空间自相关可弥补全局自相关的缺陷,有

效反映区域各功能指数高低值聚类程度,因此借助

Getis-OrdG*
i 指数分析,该指数能有效区分“热点”和

“冷点”区域[31]。

   G*
i =∑

n

j=1
wij×xj/∑

n

j=1
xj (7)

   Z(Gi)=
Gi-E(Gi)

var(Gi)
(8)

式中:E(Gi),var(Gi)为Gi 的数学期望与方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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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单元中高值集聚在一起,则G*
i 较大,如果低值集

聚在一起,则G*
i 较小。

2.2.4 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是借助因子贡献度、
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识别障碍指标对功能指数的影

响程度,通过障碍度模型能有效发现在“三生”功能导

向上国土空间利用问题,从而为国土空间的整治调控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达到科学管理的效果[33]。
障碍度模型公式为:

   Oi=
Ii·Wi

∑
m

i=1
Ii·Wi

  (Ii=1-aij) (9)

式中:Oi为障碍度,表示各指标对在“三生”功能上国

土空间利用影响程度的高低;Ii为指标偏离度,表示

各指标实际解与最优解的差距;因子贡献度表示各

指标对各功能指数的贡献大小,用权重Wi表征;aij

为各指标标准化值。

2.2.5 比较优势指数 比较优势指数不被时空限制,
能够确定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功能,为空间优化奠定基

础。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为[26]:

   RCAij=(Xij/Yi)/(Xwj/Yw) (10)
式中:Xij表示i县域单元的各功能j的指数值;Yi表

示i县域单元的总功能值的和;Xwj表示全部县域单

元的功能j指数总和;Yw 表示全部县域单元的全部

功能指数总和。若RCA值越靠近1,说明某功能指

数优劣程度不显著;若RCA值>1,说明其存在比较

优势,竞争力较强;RCA值<1,说明不存在比较优

势,竞争力较弱。

3 结果与分析

3.1 福建省“三生”功能空间格局特征

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将“三生”功能指数进行可

视化,福建省各县域单元的“三生”功能水平在空间

布局上呈现明显差异(图1)。①生产功能指数处于

0.0132~0.3334,均值为0.0618,高低值分布明显。
高值区(高和较高)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主要分布在

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和漳州市等区域,极大值出现

在石狮市,反映了东部沿海一带地理位置优越,可吸

引技术、人才和资金,且作为经济发展重心区域,政策

优势明显,产业集聚能力明显。低值区(低和较低)主
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该区地处内陆相对闭塞,交通

不便,经济密度低,产业发展条件受限。②生活功能

指数处于0.0262~0.3189,均值为0.0946。高值区

呈东部沿海集中分布,西北内陆地区零散布局,主要

包括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三明市

等市辖区及部分邻近县域,说明区域内基础设施完

备,城镇化水平较高,宜居性较强,也反映了生活功能

指数高的单元对周边区域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零散

点的分布是由于三明市辖区地处内陆中心位置,是沟

通腹地的交通枢纽。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中部、西部和

北部等地区,这些区域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聚落分

布不集中,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相对落后。

③生态功能指数介于0.0043~0.1986,均值为0.0306。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这是因为沿海地区

水体及湿地较多,生态服务价值量大,因而其生态功

能显著,以及沿海地区对环境保护力度高,环保意识

较强。低值区集中分布在中西部的广大内陆区域,区
域内地形起伏大,多山地丘陵,坡度较陡,水土流失潜

在威胁较大,生态承载力有限,生态服务价值被削弱,
同时面临农业生产面源污染严重,工业生产和生活废

水废气排放无序,重开发,轻治理等问题,对生态系统

造成一定侵害,故而生态功能较弱。

图1 福建省“三生”功能空间布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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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福建省“三生”功能空间集聚特征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借助ArcGIS10.2
对“三生”功能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测算。测算结果

显示,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的 Moran’sI
指数分别为0.5998,0.5995和0.2571,而且生产功

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指数均在0.01的显著性水

平下通过检验,说明“三生”功能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均

呈现正相关,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的集聚特征较强,
生态功能集聚特征较弱(表2),这是因为生产功能是

生活功能的基础,二者发展同步,而生产功能和生活

功能大幅提升的同时也易导致生态功能的衰退。
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把福建省县域单元各

功能的G*
i 指数用自然断点法划分为热点区、次热点

区、冷点区及次冷点区等4种类型区(图2)。结果显

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

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冷点区和次冷点区集中在广大

内陆地区,三者的冷热点区域在空间有一定重合,说

明福建省三生功能发展相对协同。生产功能的热点

区集中在泉州市下辖的5个县级单元,该区产业密

集,民营经济发展活跃。生活功能热点区集中分布在

泉州市和厦门市下辖的6个县级单元,该区位于沿海

平原地区,气候温和,经济发展程度高,宜居程度高。
生态功能的热点区集中分布在福州市、莆田市、泉州

市和漳州市等下辖的10个县级单元,区域内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较高。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

冷点区集中分布内陆地区,反映广大内陆地区“三生”
功能指数低值集聚。

表2 “三生”功能全局自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 生态功能

Moran’sI指数 0.5998 0.5995 0.2571
p 值 0 0 0.0013
Z 得分 7.0342 3.2041 7.7155
显著性水平 0.0100 0.0100 0.0100

图2 福建省“三生”功能空间集聚特征

3.3 福建省“三生”功能障碍度因素分析

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福建省国土空间“三生”
功能的因素进行诊断,结果显示,经济密度、生态价值

服务总量、交通用地密度和城镇化率等指标影响着多

数县域单元的“三生”功能(表3)。
根据障碍度因素出现的频率,经济密度是影响福

建省生产功能提升的首要障碍因素,具体表现为沿海

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经济密度差异显著,反映区位差

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而影响到区域生产功能的布

局。而在84.4%的县域单元中生态价值服务总量的

障碍度位居次位,说明福建省县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仍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加剧生态脆弱性,降低生

态环境承载力,制约着生态功能的提升。
交通用地密度体现区域基础设施能力,交通设施

既是生产功能的必须也是生活功能的支撑,福建省多

山地丘陵地形,地形起伏大,交通用地密度分布差异

大,因而影响整个交通运输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生

产功能。城镇化率可反映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状况,
福建省各市辖区与县域的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县域的

基础设施配备尚不完善,从而影响生活功能的整体

提升。

3.4 福建省“三生”功能分区及优化调控

运用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方法,得到各县域单元的

“三生”优势功能区(见封2附图3)。根据“三生”功能

指数,利用SPSS22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表4)。基于

比较优势指数结果、聚类分析结果、福建省主导功能

区规划、自然资源条件及区位差异,同时秉承发挥优

势、协调发展和生态优先的原则,将福建省划分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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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生态综合功能区、生产—生态功能区、生
活—生态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等4个功能区(见封2
附图4)。针对4个功能分区提出以下优化方向。

(1)生产—生活—生态综合功能区。该功能区

地理位置优越,对外开放的前沿,且工业发展基础好,
应加强区域合作,发挥福州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提

升厦漳泉城市群竞争力,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充分利

用好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加强基础设施

的提升和完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推进城镇化的

过程中注重质的提升。加强海洋生态建设,注重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修复,发展绿色可循环经济,
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表3 福建省“三生”功能主要障碍指标

地 区 No.1 No.2 No.3 No.4 地 区 No.1 No.2 No.3 No.4
福州市辖区 X11 X3 X5 X2 云霄县 X3 X5 X11 X6

福清市 X3 X11 X6 X9 漳浦县 X3 X5 X6 X2

闽侯县 X3 X11 X5 X6 诏安县 X3 X11 X5 X6

连江县 X3 X11 X5 X6 长泰县 X3 X11 X5 X6

罗源县 X3 X5 X11 X6 东山县 X3 X11 X5 X2

闽清县 X3 X11 X5 X6 南靖县 X3 X11 X5 X6

永泰县 X3 X11 X5 X6 平和县 X3 X11 X5 X6

平潭县 X3 X5 X11 X6 华安县 X3 X11 X5 X6

厦门市辖区 X11 X3 X2 X1 南平市辖区 X3 X11 X5 X2

莆田市辖区 X3 X5 X11 X2 邵武市 X3 X11 X5 X2

仙游县 X3 X11 X5 X6 武夷山市 X3 X11 X5 X2

三明市辖区 X3 X11 X5 X2 建瓯市 X3 X11 X5 X6

永安市 X3 X11 X5 X2 顺昌县 X3 X11 X5 X6

明溪县 X3 X11 X5 X7 浦城县 X3 X11 X5 X6

清流县 X3 X11 X5 X6 光泽县 X3 X11 X5 X6

宁化县 X3 X11 X5 X6 松溪县 X3 X11 X5 X6

大田县 X3 X11 X5 X6 政和县 X3 X11 X5 X6

尤溪县 X3 X11 X5 X6 龙岩市辖区 X3 X11 X5 X2

沙县 X3 X11 X5 X2 漳平市 X3 X11 X5 X2

将乐县 X3 X11 X5 X2 长汀县 X3 X11 X5 X7

泰宁县 X3 X11 X5 X6 上杭县 X3 X11 X5 X6

建宁县 X3 X11 X5 X6 武平县 X3 X11 X5 X6

泉州市辖区 X3 X11 X5 X2 连城县 X3 X11 X5 X6

石狮市 X11 X3 X1 X6 宁德市辖区 X3 X11 X5 X2

晋江市 X11 X3 X2 X6 福安市 X3 X11 X5 X7

南安市 X3 X11 X5 X6 福鼎市 X3 X11 X5 X7

惠安县 X3 X11 X6 X9 霞浦县 X3 X5 X11 X6

安溪县 X3 X11 X5 X6 古田县 X3 X11 X5 X6

永春县 X3 X11 X5 X7 屏南县 X3 X11 X5 X6

德化县 X3 X11 X5 X2 寿宁县 X3 X11 X5 X7

漳州市辖区 X11 X3 X5 X2 周宁县 X3 X11 X5 X6

龙海市 X3 X11 X5 X6 柘荣县 X3 X11 X5 X7

  注:①X1 为粮食单产,X2 为土地垦殖率,X3 为经济密度,X4 为产业结构,X5 为交通用地密度,X6 为城镇化率,X7 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X8 为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X9 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0为农用化肥投入强度,X11为生态服务价值总量;②表中所列为障碍度

以从大到小排序的前4个指标。

  (2)生产—生态功能区。该区主要包括闽西北

地区部分县域,区域内资源禀赋条件好,森林覆盖率

高,产业基础牢固,应充分利用资源条件,推进农业现

代化发展,打造绿色农产品特色品牌;注重优化产业

结构和布局,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科技创新,推进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完善区域内交通设施网络,发
挥区域发展联动作用,注重区域发展平衡,提升社会

服务和保障水平,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区域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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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在生态方面应当加强区域

水土流失的治理,大力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和工业生产

污染,加强生态保育,保持生物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有

条件地带动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3)生活—生态功能区。该区以中西部几大中

心城区为主体,因此应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
断提高提供社会保障和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

中心城区对周围地区生活功能提升的辐射作用,大力

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充分挖掘区域特色资源,带动

第三产业的发展。生态环境上积极推进流域综合治

理,加强生态修复、环境保育和污染防治,推动生态宜

居城市的发展。
(4)生态功能区。该区由于地形原因,多山地,

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宜大规模的城镇开发建设,因此

应当以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为主,但该区域自然景观

丰富多样,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旅游业。

表4 “三生”功能指数聚类分析结果

分 类 包含地区            
第1类 石狮市

第2类 泉州市辖区,漳州市辖区,福清市,惠安县,福州市辖区,厦门市辖区,晋江市

第3类 南安市,龙海市,莆田市辖区,漳浦县

第4类
三明市辖区,东山县,福安市,福鼎市,武夷山市,上杭县,永春县,南平市辖区,闽侯县,邵武市,沙县,长
泰县,永安市,德化县,龙岩市辖区,宁德市辖区

第5类
永泰县,建瓯市,大田县,柘荣县,将乐县,南靖县,漳平市,平和县,华安县,仙游县,安溪县,闽清县,连城
县,古田县,武平县,长汀县,政和县,寿宁县,屏南县,周宁县,光泽县,尤溪县,松溪县,明溪县,清流县,
顺昌县,宁化县,浦城县,建宁县,云霄县,霞浦县,连江县,泰宁县,罗源县,诏安县,平潭县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 论

(1)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均值分别

为0.0618,0.0946和0.0306,高低值分布差异大,
“三生”功能指数呈现出东部沿海一带较高,中西内陆

地区偏低的分布特征,地区发展不均衡。
(2)“三生”功能指数的 Moran’sI 指数分别为

0.5998,0.5995和0.2571,各功能指数在空间分布

均呈正相关,冷热点区域分布明显,热点区域集中分

布在东部沿海,冷点区域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三
生”功能的冷热点分布区域在空间上有一定重合,三
者呈现一定程度的协同发展。

(3)各县域单元的“三生”功能均受到相关因素

的制约,其中受经济密度、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交通用

地密度和城镇化率等指标的阻碍作用较大。根据“三
生”功能测度结果、比较优势指数结果和系统聚类结

果,划分出生产—生活—生态综合功能区、生产—生

态功能区、生活—生态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并根据

各功能分区的特点提出优化方向。

4.2 展 望

国土空间“三生”功能水平状况是对其利用质量

的直接反馈,科学评价“三生”功能水平可为均衡国土

空间利用,提升整体效能提供依据。合理优化“三生”
功能空间配置,可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健康持

续发展。福建省的“三生”功能水平分布差异大,地区

之间发展不平衡,“三生”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间

发展协同,但仍然存在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大的问

题,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应注重发展的均衡性,综
合提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水平。国土空间利用

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影响着“三
生”功能水平提升,基于此,应当转变发展理念,以绿

色可持续发展为衡量标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同时,应当综合各个区域的生产—生活—
生态状况,资源比较优势,自然环境条件及结合规划

目标,因地制宜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要注重

生态修护和建设。
本研究通过构建国土空间的“三生”功能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国土空间利用的特征,并提出

了国土空间利用优化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

义。但基于时空两个维度的国土空间特征分析,更能

科学掌握其规律,这一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同时在

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国土空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

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为国土空间利用的优化

布局和调控提供科学依据,这也是本研究今后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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