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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限制开发区域的空间功能区划研究 

——以湘西州为例 

钟高峥 

（吉首大学商学院，中国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老少边穷地区是主体功能区类型划分的空白区，其功能区划对落实我国整体主体功能区划具有重要意

义。选择典型案例地湘西州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主体功能限制开发背景下区域空间功能区划的思路、指标体系、区

划方案等内容。基于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评价基础上，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部署，提出了2级3 类的

功能区划方案，可为其它同类型区域的功能区划提供典型参考。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功能区划；湘西州 

【中图分类号】F127.61         【文献标识码】A 

受我国行政管理和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的影响和制约，各地区均以追求高GDP 增长为发展目标，而无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

力，导致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实

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

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 

以县级行政区为最小空间尺度划分全国功能区，称之为“主体功能”区[1]。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总体部署，全国和省（区）

两级政府实施以县为单元的主体功能区划分，地县两级政府原则上不再划定主体功能区，而是在落实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划

对本县主体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划定“功能区”，并明确其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2]。可见，基于主体功能区划背景的对地县两级

行政区域进行区域空间功能分析，进而划定相应的“功能区”，既是落实我国主体功能区的重要举措，也是体现我国主体功能

区划的精神内涵，实现区域科学发展的必要途径。 

国内学者对主体功能区划和空间功能区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3- 11]。樊杰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对主

体功能区划的功能定位、指标体系选择、实施和协调策略进行了探索性研究[3]。朱传耿等研究了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方法和基本

内涵[8]。陈雯等对土地利用功能区划理论方法进行了探讨，并对江苏省土地利用功能区划进行了案例研究[9]。顾朝林通过盐城沿

海开发空间区划实例对功能区划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探索[10]。王传胜等以昭通市为例探讨了生态屏障建设地区的功能区划方

法体系[11]。另一方面，国内对功能区划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即基于主体功能区划背景的区域空间功能区划还未广泛开展，研究

方法还亟待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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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老少边穷地区，往往是区域政策长期关注的焦点区域，这也同样是主体功能类型划分的空白区[3]。这些地区由于在经

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方面具有独特性，经济发展落后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等问题相互交织，是亟待关注的区域，但关于这

些地区的功能区划案例研究却很少见。本文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为案例区，基于主体功能区战

略背景对湘西州地域空间功能区划进行探索，以求为同类型区域功能区划提供有益参考，丰富主体功能区划研究体系。 

1 研究区域概述 

湘西州地处湖南西部，与湖北省、贵州省、重庆市接壤，辖吉首市和泸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顺、龙山等7 县，

国土总面积15 462km2，占湖南省总面积的7.3％。境内居住着土家、苗、汉、回等30多个民族，总人口273.93 万人。湘西州属

于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岩溶地貌发育充分，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

资源较为丰富。近年来，湘西州被纳入国家西部大开发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享受国家、省扶贫开发政策，这些都

为湘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湘西州地处武陵山区，区位和交通条件不佳，生态环境敏感性强，又限制

了湘西州未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如何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湘西州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必须面临

的课题。 

2 空间功能区划原则与思路 

2.1 主体功能限制开发下的空间功能区划原则 

主体功能区中的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

围生态安全的区域，这些区域多是一些生态敏感性强、自然灾害多发和贫困落后的区域。湘西州地处武陵山区，自然条件复杂，

生态环境脆弱，湘西州长防林工程又是国家长江中下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建设和保护对长江中下游

的广大区域都具有重要影响。湘西州虽然未包含在国家层面的限制开发区域，但按照主体功能区划的思想，在省域主体功能区

划中已将其划定为限制开发区域。该类区域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经济和资源环境可承

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因此，湘

西州区域空间功能区划应该是：首先，要落实其作为湖南省限制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明确区域生态保育和生态服务的主体功

能目标。其次，注重以主体功能为导向，以现有人口和产业的空间集聚形态为基础原则，合理规划布局重点产业发展和人口集

中等具有可操作性的功能地块，以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第三，完善具体的、引导性的政策体系，加强区域

协调均衡发展，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水平。 

2.2 区划思路 

当一地的主体功能确定之后，重点是结合当地特点进行空间功能分区和分类区划，划出政策实施重点区域，指出约束管制

区域以及可以开发利用区域，而不要求国土空间的“全覆盖”，以达到确保落实主体功能的同时又促进内部空间有序发展的目

标。这样，我们可将地域功能区划系统分为两级：一级区为发展方向引导区域，包括所有县级行政区，进行市域国土全覆盖划

分，即“类型区”划分；二级区为政策实施的重点区域，不要求覆盖全部国土，只需划出“适宜开发”区域，与一级功能区功

能不同的“反功能区”等特殊地块。基于以上分析，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3]，本文区域功能区划的具体思路为：①功能区分为

两级。一级功能区为基本功能区域，主要是落实湘西州作为省级主体功能限制开发区域的一部分，为未来区域发展与建设方向

提供引导和参考。由于目前的行政区划对未来政策的实施起到关键作用，所以本文的一级功能区划界线以县级行政区边界为准，

以指标体系评价结果作为主要参考，以主导因素占优为划分原则，即限制开发区的区域功能区划以自然生态保护为主导因素，

并综合考虑人口、经济、产业等多种因素进行划分，结果覆盖全部州域，以更有利于政策引导和实施。二级功能区为刚性的空

间管治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强化一级区的刚性管治区，其二是反功能区，是与一级功能区功能相反的功能管治区[3]。二级

功能区以自然景观或典型地块为基本单元，结果不覆盖全部州域。一级功能区的识别主要以自然生态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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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评价结果为依据，二级功能区的识别主要考虑目前各县市重点产业集中区分布状况及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重点区状况。②

二级功能区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为国家或省级确定的禁止开发区，包括主体功能区划中规定的典型禁止开发区，如重要的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这些区域根据统计资料可以直接识别出来。第二类为强化一级区的刚性管治区，如重要

的水源保护地、湿地、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防治地等。第三类为“反功能区”，主要指各县市中一小片重点产业开发区，这些

零星的地块是各县市未来产业发展集中区域。 

3 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3.1 评价指标选择 

遵循综合性、可行性、稳定性和合理性等原则，考虑到湘西州为主体功能限制开发区域，本文采取逆向评价的方法，即以

自然生态条件限制和社会经济制约为评价方向，通过对不同地区综合限制程度的评价，得出不同区域空间发展限制类型，从而

为区划方案的制定打下基础。借鉴以往关于山地功能区划的研究成果[11]，并考虑到研究区自然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本文

构建了湘西州自然生态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评价指标体系（表 1、表 2）。其中，自然生态条件参评指标主要包括坡度、高

度、植被、自然保护压力等限制因子，以反映自然生态因子对区域的限制；社会经济条件参评指标主要包括人口、耕垦、能耗、

行政偏离等限制因子。通过对湘西州各县市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评价，可以得出各县市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限

制程度，进而为各县市的类型区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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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来源及计算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 年《湖南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局、湘西州政府以及建设局、国土局等

相关职能部门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自然生态相关数据主要是30m 分辨率的DEM数据和植被覆盖度数据，其中植被覆盖度数据通

过对2008 年1km 分辨率的SPOT 影像数据计算获得。首先建立GIS 图形和属性数据库，然后利用GIS 空间分析功能进行相关计

算和图形显示。 

根据湘西州各县市在各指标的表现赋予相应的等级分值，将每个县所得等级分值取平均值得到各县市自然生态评价结果和

社会经济评价结果，两者的均值为最终的综合评价结果（图 1）。其中，评价结果的分级是利用 Jenks 自然断裂法，该方法根

据数据序列中的一些突变点进行分级，从而使各级别中数值变异总和达到最小，能很好地揭示数据分类状况，有效地对各因子

指标进行分级。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级显示，能够得出各县市的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和综合限制的空间分布状况，以进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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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方案确定。 

 

3.3 评价结果与分析 

从自然生态条件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湘西州各县市受自然生态条件限制程度差异较大。龙山和永顺两县受自然生态条件限

制程度最高，为高限制区。两县一方面受地形限制作用强，另外县域内具有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面临着很大的自然生态保护

压力。凤凰、古丈两县限制程度次之，为中限制区；保靖县和花垣县为低限制区；吉首市和泸溪县为弱限制区。整体来看，湘

西州自然生态限制状况呈现出一种南北分异的状态，北部限制高而南部限制低。这种分布受湘西州自然地理要素和生态环境保

护状况双重影响的制约。此外，限制区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即高限制区与高限制区毗邻，低限制区与低限制区毗

邻。 

从社会经济条件评价图看出，湘西州内有一个呈“S”型的社会经济高限制区，由龙山、保靖、花垣、古丈和泸溪等五县组

成。其中龙山县受能耗压力和行政偏离限制最大，花垣县受人口压力和耕垦压力限制最大，其它三个县受各限制因子影响较大

且均衡。吉首、永顺、凤凰三县市社会经济限制程度相对弱。从指标表现来看，吉首市虽受人口压力因子制约较大但其它因子

制约程度均较小；永顺县除行政偏离因子大外，其它因子限制较小；凤凰县能耗压力和行政偏离限制条件较小。 

从最终的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湘西州综合限制水平由西北向东南呈下降趋势，龙山、永顺、古丈、花垣和保靖等5 县

综合限制水平较高，其中龙山县是综合限制最高的地区。而吉首、泸溪、凤凰等3 个县市综合限制水平较低，其中吉首市和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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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县是弱限制区域。可见，南3 县是未来全州产业发展和人口集中的重要区域，而北5 县是全州的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重点区

域。 

4 区划方案 

4.1 一级功能区 

综合以上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以主导因素占优的原则，即限制开发区的空间功能区划以自然生态保

护为主导因素，先把自然生态保护要求最高的区域识别出来，再综合其它社会经济要求，进行其余区域的划分。这样，可把湘

西州区域空间功能区划中的一级功能区分为三大区域：北部区、中部区和南部区（表 3、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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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区是湘西州综合限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尤其是自然生态条件限制程度很高，是全州未来生态恢复和保育的重点区域。

该功能区首先应以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相关政策为导向，积极开展林地退耕，建立多种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模式，

切实抓好矿业污染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实施人口迁移和适当集中，强化该区的生态服务功能。 

中部区自然生态条件限制和社会经济条件制约处于中等水平，是全州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该区未来应加

快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同时加强生态保护工作的力度，与南部区提高交流合作水平。 

南部区是全州综合限制程度最低的地区，综合发展潜力较大，是未来全州生态经济发展和人口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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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应该加强区内交通设施一体化建设和产业互补型建设，在生态保护的同时努力发展以生态经济为主导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

提高公共设施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引导北部区和中部区的人口向这里转移集中。吉首市作为全州的经济中心、人口密度最高

和交通最便捷的地区，未来应该加大对吉首市政策支持力度，提升其支柱产业地位，将其培育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以有效带

动其它县的发展，实现全州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快速提升；同时吉首市也应加强生态保护和自然灾害防治，大力做好峒河湿地公

园的生态保育和城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4.2 二级功能区 

二级功能区作为全州重点自然生态保护区域和产业集中地块，主要包括3 类区域（图2）。 

4.2.1 禁止开发区。湘西州禁止开发区域主要包括：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省级以上森林公园、国

家地质公园等4 类（图2、表4），共21 处，总面积3 143 km2，占全州国土面积的20.3%。这些区域作为主体功能区划中的禁止

开发区域，首先应该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其次，可以结合景区特点，在景区外围划定一部分空

间，开展相应的生态旅游活动和科考科教活动。 

4.2.2 反功能区。反功能区指与一级功能区功能“相悖”的小片地块区域，包括各县市的重点开发园区、工业集中区、县

城或重点镇区等典型地块。本文只列出其中的工业集中区。 

4.2.3 刚性空间管治区。强化一级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刚性管治区，如一级生态保育功能区中的水源涵养地、重要湿地、重

要地质灾害防治区等。因缺少相关数据，无法在图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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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广大山区虽属于政策关注的重点，但对这些地区的主体功能区划研究却很滞后。本文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背景探讨

了限制开发区域湘西州空间功能区划。区划采取二级系统，即一级区为政策和发展方向引导区域，实行国土全覆盖，二级区为

区域政策实施的重点区域，包括刚性的空间管治区、禁止开发区和反功能区，空间上只包括区域的部分典型地块。 

本文的一级功能区划分采用主导因素占优的原则，即限制开发区域的空间功能区划以自然生态影响因素为主导因素，综合

考虑其它产业、人口、区位等因素，通过构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二维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价结果为重要参考，得出一级功能

区划结果。二级功能区作为刚性的空间管治区，根据区域自然生态和环境限制区的分布及重要产业集中分布状况进行识别，最

后得出湘西州的2 级3类功能区划方案，最终进行图形显示。通过对湘西州功能区划方案的探究，可为其它同类型区域的空间功

能区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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