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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山区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研究 

——以贵州省江口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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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的国土空间格局是空间规划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分析了山区县域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山区县域国土空间优化目标任务。认为新时

期山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应建立以“三区三线”为载体的空间管控体系，通过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助推城乡融合

发展；突出地域特色，带动产业全面发展，构建生态安全保护利用新格局。 

【关键词】：乡村振兴 国土空间规划 山区县域 国土空间重构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要求“围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2015年 9月，中央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编制空间规划，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2018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中发[2018]44号）文件的出台，在我国规划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首次明确了“三级四类”的规划体系。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空间发展和空间治理进入了生态文明新时代、规划体制改革进

入了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的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进入了落地实施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矛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国土空间规划是将主体功能区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统一、实现“多规合一”，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

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的相关学术研究偏重于从理论层

面出发，主要集中于国家、省、市、县、乡 5 级空间规划的历史演变、内涵认知、体系构建和编制技术研究等方面。本文以地

处武陵山区的江口县为例，基于乡村振兴视角，探讨山区县域国土规划编制战略问题，以期为促进山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

参考。 

1 江口县概况与国土空间优化目标任务 

1.1江口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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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江口之名，以省水、提水两河（今闵孝河、太平河）于此汇流得名。全县地势由西、北、南三

个方向向东倾斜，最高点凤凰山海拔 2570.5m，最低点 275m，县政府驻地海拔 361m。东临碧江区，南抵岑巩县，西毗石阡县和

印江县，北接印江县和松桃县，国土面积 1877.1km²。截至 2017 年，江口县辖 2 个街道及 8 个乡镇，总人口 24 万。2018 年，

全县的地方生产总值 59.39亿元。江口县地处武陵山地区，属于水土保持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县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67.73%，

被国家授予林业绿化百佳县称号，堪称地球上同纬度的“绿宝石”。境内有联合国“人与生物保护圈”成员、国家自然保护区、

佛教名胜、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梵净山，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之一，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生态环

境十分优越，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平均含量达 11万个，有“天然氧吧”之美誉。总的来讲，江口县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丰富、

气候宜人、区位优势明显，是典型的山地旅游胜地。 

1.2江口县国土空间优化目标任务 

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现阶段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要求，空间规划是一个地区对区域空间结构进行调整和合理布局的全

域性、综合性、空间性规划，其规划内容应涵盖资源综合利用、国土综合整治，规划目标包括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

化国土空间资源配置、实施全域空间用途管制。近年来，江口县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存在着城乡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和蔓延，利用

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建设用地空间布局较为分散，农业用地空间比较利益较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县域空间规划作为建立

国土开发保护格局、实现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性规划。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一是结合县域发展实际、因地

制宜构建国土空间的开发和保护方式；二是优化城镇区、工矿区等集中建设区的空间发展格局，统筹兼顾县域镇村体系发展布

局；三是制定城乡统筹发展策略和农村居民地布局指引，有效统筹优化城乡空间和资源配置；四是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

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明确保护性底线管控要求，提出与保护相配的可持续利用格局。 

2 江口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要点分析 

2.1建立以“三区三线”为载体的空间管控体系 

县域国土空间管控实行分级管控，重点管控空间开发建设行为，将国土空间开发行为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明确

三区三线空间管控强度，提出空间开发行为准则，实施土地用途管制，重点针对耕地、林地、园地、牧草地、湿地、城镇建设

用地、村庄建设用地等制定土地用途管控措施，防止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对非建设用地的破坏。城镇空间要着力提高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率，农业空间要强化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生态空间要加强其保护和修复能力。 

2.2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依据当前国家政策及十九大报告精神，按照贵州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铜仁市城镇体系规划要求，考虑江口撤县设区统筹与

铜仁市中心城区同步发展，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战略是空间规划的灵魂，针对江口县国土空间开

发存在的现状问题，为统筹江口县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合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节约集约乡村土地利用、推进乡村振兴和城

乡一体化有序发展、有效保护乡村自然人文风貌、建设美丽乡村，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用途管制、空间管控”“统

筹协调、资源优配”的空间布局。推动城镇体系由传统的“等级—规模”结构向“中心—网络”结构转变，城镇分工由垂直分

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分工、联系紧密、协同高效的城镇化布局。通过设施延伸、功能覆盖，有序推进山区

县域人口、产业、设施、创新等空间资源要素的集聚。 

2.3突出地域特色，带动产业全面发展 

江口县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从单一景点区建设和管理到综合目的地统筹发展转变，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转变，从粗放低效旅游向精细高效旅游转变，从仅是景点景区接待国际游客和狭窄的国际合作向全域接待国际游客、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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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国际交流合作转变。实现从小旅游格局向大旅游格局转变。江口县在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中紧邻铜仁和怀化两个区域中心

城市，依托自身优势资源，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大。针对山区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江口县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结构及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了中心城市辐射区、梵净山景区辐射区、两个生态经济协作区共四大发展单元。 

2.4构建县域生态安全保护利用新格局 

有机整合各类空间要素，将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水源保护区、坡度大于 25%的山地、400mm以上降水量适宜造林区域、

生态公益林、主干河流、水库、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及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廊道等区域作为生态本底资源，构建江

口县生态安全格局。以梵净山山脉作为水土保持生态走廊，构建生态保护屏障；加强生物多样性维护，将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构

建成集山林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郊野游憩场所，成为吸引城区居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开敞空间。 

3 结语 

江口县存在着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用地结构布局不合理、建设用地无序扩张、生态格局不稳定等突出问题。在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江口县迫切需要发挥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的顶层引领作用，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空间资源要素、构建开发保护格

局。因此，江口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要切合实际问题构建各类行动规划，实现乡村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局面；突出地域特色，充分发挥旅游业的

产业主导功能，着力保留与传承传统乡村特色，构建具有乡土文化特征的现代生态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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