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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国土空间“三生”功能 

特征及分区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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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文章以云南省县域为评价单元，利用熵值法、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三生”功能特征，借鉴比较优势

指数识别优势功能，并提出分区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空间异质性上，生产、生活、综合功能存在较高一致性，

数量上呈金字塔状等级分布；空间圈层结构较明显，呈由昆明市区向外的“核心—边缘”态势。生态功能在数量上

呈纺锤体形等级分布，空间上西部强于东部。(2)空间相关性上，生产、生活、综合功能聚集程度较强，冷热点区

局部重合；热点区单核心聚集，冷点区多片环绕。生态功能呈西部“高值—高聚集”，东部“低值—高聚集”，冷

点区由东向西呈倒“T”形布局。(3)生态功能优势区占比最大，生产—生活优势区集中于滇中城市群，滇西及滇东

北呈多优势功能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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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空间冲突不断加剧，国土开发及生产活动导致了土地利用

粗放、城市空间低效扩张、人居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用地不断被侵占等问题。如何优化国土空间“三生”(生产、生活、生态)

功能的空间格局，发挥国土空间优势功能并提升其利用效率，成为研究热点问题。国外对国土空间功能的研究主要以土地功能[1]

展开，对于土地利用多功能
[2-3]

及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4]
研究较多。国内相关研究早期以土地单一功能以及单一

土地类型的多功能研究[5-6]为主，多关注人对土地的需求。《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颁布及“三生空间”目标的提出使得对土地

利用功能的研究更多转向“三生”视角。已有研究涵盖了“三生”功能空间的概念辨析及定量识别[7-8]、评价及分区优化[9-10]、功

能交互关系研究[11-12]等。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利用转移矩阵[13]等研究空间数量变化特征，利用空间自相关[11,14]等模型探讨空间

聚集特征。关于云南省“三生”功能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功能空间的识别和格局演变上[15-16]，旨在反映功能空间数量

上的关系，对于功能“质”的反映还需深入。 

在功能分区的研究中，国外较早开展区域规划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区域规划体系。功能区划作为空间管制的一种措施，

如美国把土地利用的功能性区划作为空间管制的核心内容
[17]

。国内对于功能分区已有较丰富的实践，包括自然、农业、经济区

划[18]等。2012 年，“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新要求提出后，主体功能区战略对于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地位更为重

要[17]。随着单一要素的功能区划向覆盖全域的国土区划的转变，不少学者从“三生”视角认识国土空间，开展了对生态旅游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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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20]等的研究，对国土空间开发与土地整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研究方法上，根据比较优势指数[9]、双约束聚类[21]等定量

方法或将优势功能识别、双重聚类、专家定性调整等定量及定性相结合[22]划定功能分区；研究区域上，主要涉及长江流域[9-10]、

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中东部地区
[14,22-24]

等。云南省有关功能分区的研究尚不多，主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国土空间功能做出划分
[25]。 

虽然“三生”功能及功能分区的研究较丰富，但是从“三生”视角对国土空间优势功能识别及分区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三生”功能在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高原山地及边疆民族区域的理论研究还有待丰富。因此，本研究首先根据云南省实际发展

情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并对功能的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进行探究。其次，借鉴比较优势指数，判

断各州市优势功能以进行国土空间分区优化。最后，针对各功能分区提出优化策略。研究以期通过对高原山地区域“三生”功

能的反映，厘清云南省国土空间优势功能，为国土空间功能格局优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云南省国土面积 39.41 万 km2，山地面积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94%，国土开发主要集中于坝区。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重要

性、脆弱性等特点，省内生态系统包含了除海洋和沙漠外的所有类型，承担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功能[26]。由于气候、地形地

貌条件复杂，云南省内土壤侵蚀、水土流失、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严重[27]。此外，云南省的地缘优势使其在与南亚、东南

亚的对外贸易交流上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山地的阻隔，省内交通联系不便，各州市联系相对不紧密，整体呈现出局部

经济聚集程度较高、整体人口居住分散的特点[28]。2018 年，云南省人口 4829.5 万人，GDP 总量 17881.12 亿元，城乡居民可支

配收入比约为 3.11，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相对滞后，城乡差距相对较大。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选取 2018年为研究时间点，数据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 2019》以及政府各统计公报等，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

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市辖区中存在建成区与郊区的渐变过渡地带，为了数据获取的便利性，将

其分割会影响单元的完整性[14]，因此，将各地级市市辖区进行合并重组，形成含市区、县域、县级市的评价单元共 120个。 

2 研究方法 

2.1评价模型构建 

2.1.1评价指标选取 

结合云南省实际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9-11]，采用专家问卷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生产功能

上，考虑体现农业的投入及产出、非农产业及经济的发展水平等。生活功能上，主要从生活水平和人居保障方面反映，前者主

要体现消费水平、收入水平、城乡差距等，后者主要反映国土空间的承载能力、居住及医疗设施保障。生态功能上，旨在体现

生态承载和维持功能，前者主要反映生态系统对人的承载、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29]
，后者通过对森林、水域面积覆

盖的反映，体现其生态涵养及维持功能。 

表 1评价指标体系表 

准则层 因素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权重 指标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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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功能(0.3961) 

农业生产 

人均粮食产量 吨/人 0.0163 + 

地均农林牧渔产值 万元/km2 0.0368 + 

土地垦殖率 % 0.0208 + 

非农业生产 二、三产业比重 % 0.0222 + 

经济发展水平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万元/km2 0.0801 + 

地均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km2 0.1105 + 

地均财政收入 万元/km2 0.1094 + 

生活功能(0.3218) 

生活水平 

人均 GDP 元/人 0.0485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人 0.0586 + 

职工平均工资 万元 0.0242 + 

城乡可支配收入比 — 0.0121 - 

人居保障 

人口密度 万人/km2 0.0456 + 

城镇村居民点用地比例 % 0.1038 + 

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床/万人 0.0290 + 

生态功能(0.2821) 

生态承载 

人均生态用地面积 m2/人 0.0802 + 

生物丰度指数 — 0.0172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亿元 0.0471 + 

生态维持 

森林覆盖率 % 0.0169 + 

水域覆盖率 % 0.1207 + 

 

2.1.2数据标准化处理 

(1)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利于后期评价，研究借鉴非零变换的标准化方法[11]，正向和负向指标数据标准化计算分别采取公式(1)和公式(2)。其中，

Xij为第 i个评价单元第 j项评价指标数据，Xmax、Xmin分别为第 j项指标原始数据最大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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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重确定。 

为排除主观判断对结果的影响，研究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进行权重计算
[22]
。首先，根据第 i 个评价单元第 j 项指标

的标准化数值 Yij，计算第 i个评价单元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 Eij；然后，计算第 i个评价单元第 j项指标的权重 Wij，计算公式如

公式(3)和公式(4)所示，所得权重已列示于表 1中。 

 

2.1.3评价模型构建 

为反映各指标功能值，以利于后期研究比较，本文将计算后所得权重 Wij乘以相应的标准化数值 Yij，得出各功能值，其中，

Zi为第 i个评价单元功能值，具体如公式(5)所示： 

 

2.2空间自相关 

利用 Moran’sI指数分别测度“三生”功能值在全局空间上是否为聚集、离散或随机模式。Moran’s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

到 1，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下，若 Moran’sI指数为正值，则为空间正相关；若为负值，则为空间负相关；接近于 0则表示随机分

布[8]。由于全局自相关不能展示集聚和异常的确切发生地，采用 Getis-OrdGi*探究高值(热点)和低值(冷点)的空间聚类情况，

以此反映“三生”功能高、低值的空间格局。 

2.3比较优势指数 

比较优势指数在国际贸易研究[30]等方面应用广泛，当前对比较优势的测度方法较多，其中标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

不受时空限制，能反映一个地区在某些功能上的比较优势[9-10,24,31]。因此，研究借鉴 NRCA模型，以期识别国土空间优势功能，具

体如公式(6)所示： 

 

式中：Xij为某地区某功能值，Xt为所有地区功能值之和，Xj代表所有地区某功能值之和，Xi代表某地区所有功能值之和。当

NRCA>0，该城市此功能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则不具有。 

3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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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空间异质性分析 

运用 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各功能值由高到低划分为五个等级，并将其可视化，如图 1所示。 

3.1.1生产功能 

由表 2 可以看出，生产功能整体表现不强，数量上呈金字塔状等级分布。较低、低值区占比最大，为 74.17%，高值区占比

最少。在生产功能空间分布上(图 1)，高值区集中在滇中昆明市区、玉溪市区及安宁市；较高值区集中在滇中市区周围县域，滇

东北的昭通市区，滇东南的开远市、个旧市、蒙自市，滇西北的大理市，滇西的瑞丽市；中等值区集中在高值及较高值区周围；

较低值区、低值区主要集中于中高值区周围，呈现出集中连片分布的态势。生产功能空间分布整体呈由州市市区向外围递减及

由滇中向外的“核心—边缘”分布态势。此外，对比各地级市市辖区生产功能值，昆明市区、玉溪市区最高，曲靖市区、昭通

市区次之，丽江市区、保山市区、临沧市区、普洱市区依次递减，呈现出从昆明市区由近及远逐渐减弱的态势。 

表 2“三生”功能各等级数量占比 

功能类型 高 较高 中等 较低 低 

生产功能 2.50% 10.83% 12.50% 38.33% 35.84% 

生活功能 3.33% 10.83% 14.17 33.33% 38.34% 

生态功能 5.83% 21.67% 28.33% 27.50% 16.67% 

综合功能 3.33% 11.67% 20% 42.5% 22.5% 

 

首先，滇中得益于其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及政策优势，坝区面积占比较大，各县市联系相对较紧密；其次，《云南省主体功

能区规划》以及多版《滇中城市群规划》的制定实施给滇中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但由于昆明城市首位度过高，极化效应较为

明显，其对周围县市的带动能力依然较弱，表现为昆明市区地均 GDP 遥遥领先于周围县市。滇西北的怒江州、迪庆州由于地处

三江并流及高寒地带，山势险峻，可开发利用面积较少，农业及非农产业发展滞后，因此其生产功能值最低。其余地区生产功

能表现为由市区向周围递减，这是由于市区经济密度及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经济活力相对较强所致。 

3.1.2生活功能 

由表 2 可知，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的等级数量存在一致性，呈金字塔状等级分布。功能值中等以上占比为 14.16%，中等以

下占比为 71.67%。生活功能空间分布(图 1)表现出与生产功能的正相关，高值区集中在滇中昆明市区、玉溪市区、安宁市及滇

西北的大理市；较高值区集中在滇中市区周围、楚雄市，滇东北的昭通市区，滇东南的个旧市、蒙自市、开远市，滇西北的丽

江市区，滇西的瑞丽市，滇西南的普洱市区；中等值区集中分布于高值及较高值区周围；较低值区、低值区呈片状分布于功能

高值、较高值及中等值区外围。功能值分布上呈现出由高值向外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对比各地级市市辖区，昆明市区、

玉溪市区最高，丽江市区、曲靖市区、昭通市区、普洱市区次之，临沧市区、保山市区最低。 

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生活水平。滇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人口密度较大，其居住承载能力相对较强。

哀牢—小金河断裂带以西由于山区面积较大且地处省内交通末梢，人口分散，医疗设施供给相对较少，城乡差异较为显著。其

余地区生活功能高值区集中于市区，这主要是由于对较高城市化地域公共服务设施的高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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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三生”功能等级分布图 

3.1.3生态功能 

由表 2 可知，生态功能高值和低值占比较少，功能值中高至中低等级占比较大，数量上呈现出纺锤体形的等级分布。生态

功能空间分布上(图 1)，高值主要集中在滇西北的沿边城市、大理市、景谷县、滇中的澄江县；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滇西北、滇

西南、滇中高值区周围以及滇东南地区；低值区集中于滇东南的文山市、滇中昆明市及曲靖市、滇东北的昭通市、滇西北的大

理市周围；中等及较低值区间插分布于各州市。生态功能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西部功能值强于东部功能值的特点。 

滇西北地处三江并流地带以及横断山区，为云南省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生物多样性较丰富；滇西南拥有大量热带雨林，

是云南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因此，这两个地区生态用地面积占比较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较高。滇中的昆玉地区以及滇

西北的大理市由于滇池、抚仙湖、洱海等高原湖泊的分布，其水域覆盖率较高，生态功能值也较强。西部地区中，滇西的保山

市，滇西南的临沧市、普洱市位于滇西喀斯特地区；中东部地区也是云南喀斯特地貌集中分布的地区，共有 48个喀斯特县。喀

斯特地区的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现象较严重，森林覆盖率相对较低，生态功能相对较弱。 

3.1.4综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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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以看出，综合功能中等及之下的数量占比较大，中等以上占比较小，数量上呈现出纺锤体形等级分布。综合功能

空间分布上(图 1)，高值区、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滇中地区及各州市行政区首府；中等值区和较低值区主要围绕高值区分布，呈

现连片分布态势；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沿边州市、滇东北、滇东南地区，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滇中综合功能整体较强，由州市市区

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与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空间布局具有较高一致性。 

滇中地区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相对较强，综合功能值较高。州市市辖区经济活力相对较强，服务设施相对完善，大多为区

域综合服务中心和交通枢纽，其综合功能相对较强。滇东北矿产资源、水能资源开发潜力大，但资源开发致使生态环境持续恶

化，此外，该地区人口基数大，贫困程度较深，“三生”功能整体均较弱。滇西北由于生态功能良好，提升了整体综合功能值。

滇西南、滇东南县市生态功能处于中等向好水平，但其生产、生活功能表现并不强劲，整体呈现出中等及偏下的水平。 

3.2空间相关性分析 

3.2.1全局自相关分析 

采用 ArcGIS10.5 中全局自相关分析工具测度空间相关性特征。由表 3 可知，“三生”功能 Moran’sI 指数均大于 0，P 值

小于 0.01，因此在空间上具有聚集特征，且生产功能及生活功能聚集程度相对较强。 

表 3全局自相关测度结果 

参数 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 生态功能 综合功能 

Moran’sI指数 0.457849 0.321141 0.134937 0.349845 

Z得分 8.963812 6.200034 2.611361 6.907853 

P值 ＜0.01 ＜0.01 ＜0.01 ＜0.01 

 

3.2.2冷热点分析 

本文在 ArcGIS10.5中计算得出 Getis-OrdGi*指数，利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其划分为五个等级并进行可视化。由图 2可以

看出，生产功能热点区分布于滇中，呈现出高值的单核心聚集；冷点区分布于滇西北、滇西南、滇东南部分县市，呈现出多片

环绕的态势。生产功能由中心向外围整体呈现出高值聚集逐渐减弱—低值聚集逐渐加强的形式，圈层结构较为明显。生活功能

热点区集中于滇中昆明市区周围；冷点区集中于滇东南、滇西南、滇西北，呈现出带状分布的特征，“核心—边缘”态势较生

产功能弱。总的来看，生活功能冷热点区与生产功能冷热点区存在局部重合，反映出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存在一定的协同性；

生态功能热点区分布于滇西北，次冷点区主要分布于滇西南、滇西北，较冷点区由东向西呈带状分布，冷点区主要分布在滇东

北、滇中地区。生态功能空间聚集呈现出西部高值—高聚集、东部低值—高聚集的特点，冷点区由东向西呈现出倒 T字形布局。

综合功能热点区呈现出明显的单中心聚集，主要集中于滇中地区，冷点区呈带状分布集中于滇西、滇东北、滇东南地区。综合

功能整体空间特征上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与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布局有较高的一致性。 

3.3“三生”功能优势分区及优化 

3.3.1功能优势区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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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优势指数识别各单元优势功能，进一步确定分区。由图 3 可知，生态功能优势区占比最大，主要集中于云南省西

部；生产—生活功能区占比次之，主要以滇中为核心向外扩展，集中于滇中城市群范围；滇东北、滇东南、滇西地区呈现多优

势功能交融的复合功能组团趋势。对比《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可看出，生产—生活优势功能区与重点开发区，重点生态功

能区与生态功能优势区有较高的一致性，而农产品主产区与优势功能区布局的关系不显著。由此反映主体功能区规划立足于自

身资源禀赋和现实经济发展，对国土开发与保护有较好的引导。国家农产品主产区主要集中于滇中、滇西、滇西南、滇东南等

地区。滇西南是云南省热带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但商品品质及产量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如由于 2008年西双版纳州的异常气候，

其橡胶树遭受了严重的白粉病灾害，因此，滇西南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高。滇西的德宏州是云南省重要的粮塘基地，但产

业结构等级较低且以资源依赖性产业为主，同时，由于地处边远，高等级公路及水利设施尚不完善，均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发

展[27]。未来还需进一步提升农产品主产区的生产功能，如继续巩固茶叶、甘蔗及热带经济作物等特色农业，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实现农作物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产品的对内对外开放。 

3.3.2分区优化策略 

结合研究数据和相关政府规划提出以下策略： 

 

图 2“三生”功能冷热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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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功能优势区：此区位于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开发区中，毗邻州市市区，具有良好的地理区位，但各单元社会经济基础

相对较差，未来还应结合电子商务和现代农业科技，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此外，还应发挥其自身资源禀赋，推进文化旅游、

绿色生态产业建设，并依靠其地理区位优势，适量承担市区功能转移，谋求与市区协同发展。 

 

图 3云南省国土空间功能优势分区图 

生活功能优势区：此区主要围绕着生产功能较有优势的地区。应依靠生产优势区的辐射带动，通过区域协同提升该地居民

收入及消费水平，同时继续加强人居保障，通过服务设施的完善进一步缩小城乡生活质量差距。丽江市区应提升其综合服务功

能，结合旅游产业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促进产城融合。宾川县应重点发展旅游、农副产品加工、现代农业等，培育宾川—大理、

宾川—永胜轴。姚安县应凭借其高原特色农业、商贸集散、文化旅游等促进生活质量提升。芒市应借助瑞丽国家重点开放试验

区的契机，与瑞丽一体化发展。盐津县应促进煤矿、水能等资源依赖性产业的转型升级，以生产动力提高生活品质，改善贫困

程度较深的现状。 

生态功能优势区：此区主要集中在云南西部并且承担了区域生态安全功能。应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的生态安全战略格

局，借助天然林保护工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等加强该区的生态屏障建设。在不触碰生态红线的底线下，利用其自然资源

禀赋和地域人文特点，借助云南较好的旅游市场，打造生态旅游产业，使其融入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中。可以通过开展独具特

色的民族风情、自然观光、生物研学等活动，融合新媒体等方式，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生产—生活功能优势区：此区在空间上较聚集，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单元，未来还应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

加值，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如昆明市应协调好第二、第三产业布局，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滇中外围县域单元应以其自身特

色产业为基础，做优第二产业。曲靖市应转型提升烟草、能源等传统优势产业，玉溪市应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楚雄州应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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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升级传统烟草、冶金、能源等优势产业，提升产业发展质量。蒙自市、个旧市等应依靠其区位优势，发展生物医药、新材

料等产业，并推动产业外向发展。滇东北及滇西区域还应继续培育增长极，相互联动，形成更有活力的经济走廊。在提升其经

济实力的同时，该区还应通过专项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提升城乡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产城融合度。 

生产—生态功能优势区：此区集中于中心城区辐射范围内，且主要分布在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中，未来还应通

过构建绿色产业促进生产与生态的协同发展。滇西此类单元地处边远，生态环境良好，农业资源较丰富，未来可将其定位为中

心城市的农产品原料腹地，发挥其特色农产品优势，如茶叶、糖料等，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中部澄江县位于“三湖”

生态城市群内，可借助昆玉文化产业经济带，强化其旅游产业。滇东北此类单元矿产资源丰富，应引导煤矿产业向高附加值产

业延伸，降低能源消耗，打造新型工业原料基地。滇东南的元阳县、屏边县、红河县应发挥其县域优势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

水平，借助农业旅游、农耕体验等活动，进一步增加区域绿色效益。 

生活—生态功能优势区：此区较为零散地分布于生产—生活功能优势区外围，且处于苍山、哀牢山、澜沧江、金沙江等生

态环境较为良好的地区，未来应依托其自然环境优势，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型城市。普洱市区、峨山县、元江县、洱源县、巍山

县可结合康养产业塑造生态宜居、健康休闲城市品牌。景洪市应依托澜沧江形成区域生态绿带，着力构建滇西南旅游服务中心。

石屏县、孟连县应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巧家县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水能资源，分别通过农业及工业的转型升级提升

居民生活水平。 

4 结论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云南省县域单元“三生”功能进行测度，进一步探究了其空间特征。此外，利用比较优势指数

对优势功能进行识别，提出了各功能优势区的优化策略，得出以下结论： 

(1)生产功能受地理环境、政策等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导致了生活功能的差异。空间

异质性上，生产、生活、综合功能在等级数量和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数量上呈现出金字塔状等级分布，空间分布上

圈层结构较明显，整体呈由昆明市区向外的“核心—边缘”态势；对比各市辖区，功能值从昆明市区由近及远逐渐减弱；此外，

由于经济密度及人口密度差异，各行政区首府功能值均高于外围县市。由于云南省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较高，生态功能数量上呈纺锤体形等级分布，空间分布上呈云南省西部功能值强于东部的特点。 

(2)空间相关性上，“三生”功能均具有聚集特征，生产、生活、综合功能聚集程度较强且冷热点区存在局部重合，空间上

呈圈层结构的态势，热点区集中于滇中，呈单核心聚集，冷点区分布于滇西北、滇西南、滇东南部分县市，呈多片环绕的态势；

生态功能空间聚集呈现西部高值聚集，东部低值聚集的特点，冷点区由东向西呈倒 T字形布局。 

(3)生态功能优势区占比最大，集中于云南省西部。生产—生活优势区集中于滇中城市群范围，这两个区域与主体功能区划

中的生态重点保护区和重点开发区较为契合。此外，滇西及滇东北地区呈现出多优势功能复合组团的形式。未来，云南省还应

利用其自然、人文地理特征，大力发挥其主导优势功能，同步提升其相对滞后的空间功能。 

国土空间作为地域功能的空间载体，其开发与保护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未来，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可结

合“三生”功能空间分布特点，对功能的驱动机制、交互作用等进行专题研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具体深入地对各县市提出针

对性优化建议，制定云南省国土空间管制和可持续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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