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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完整性建设与保护研究
—基于同江市“多规合一”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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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使较大生态空间斑块形成闭合区域，在空间属性上保持相对的完整性和单一性，并
加以有效保护，使生态空间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绿色屏障。从现有文献和同江市“多规合一”实践看，
由于历史遗留、追逐利益和监管不力等诸多因素，生态空间甚至核心区域内有耕地和较大面积的生活聚
居区挤占生态空间，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可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迁出生态空间居民工程和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程等路径实现生态空间完整性。与此同时，采取加大对生态空间的保护力度、提高公众对
生态空间完整性的认识、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及加强中俄生态保护合作等措施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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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tried to research how to maintain the relative integrity and exclusive of big ecological spatial patches, 
then make them become the green barri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By reviewing literatures and practices of multiple planning 
integration carried out in Tongjiang City, we found that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legacy, chasing interests and the ineffective 
supervision, there are some farmlands and living area occupying the core ecological space, wher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declined. The ecological space integrity can be improved by implementing Green for Grain Project, residents immigration 
project an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project. We suggested taken step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space, for example strengthen 
protectio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establish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enhancing 
mutual co-operation on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field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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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三类空间划分，使城市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存在于

相对独立的空间，理想状态是空间划分之后，某一空间

应具备完整性和单一性特征，各空间之间互不交叉、互

不干扰。而在实际空间划分和操作实践中，往往遇到非

完整性的空间存在，较大空间斑块中有其他空间形态。

例如，同江市最大的生态空间斑块中，存在大面积耕地

和生活聚集区，使生态空间呈现片段化或岛屿化的状态，

由此引发生态空间内一系列活动不利于生态保护，与理

想化的空间形态相悖。空间的矛盾现象需要深入研究和

加快建设，使之趋于完整。保持生态空间完整性对提高

森林覆盖率、优化环境、涵养水土和动植物迁徙交流等

意义重大。同时，加快生态空间完整性建设与保护，是

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也

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1  生态空间完整性的现状

1.1  什么是生态空间的完整性

生态空间完整性主要是从空间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探

讨生态空间的存在形态，使空间内保持自然完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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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为干扰和对空间的破坏性降至理论值为零。生态空

间斑块，尤其是较大斑块形成独立闭合区域，空间内避

免农业空间形态和城镇空间形态存在，除科学考察及保护

性活动外，没有其他外部活动的侵扰，生态空间具有相对

完整性。从理论上讲，三类空间都应是完整的、各自独立

的。但就现实而言，城镇空间和农业空间不存在闭合的可

能性，只有生态空间具备实现完整性的条件和可操作性。

1.2  生态空间不完整性的表现

由于相关规划执行不严，法律法规执行不力，以及

历史遗留等因素，部分生态空间与农业空间和城市空间

交叉，生态空间被分割和挤占，完整性遭到破坏，生态

空间内有村落、耕地和生产场所等。以同江市为例，同

江市有三个较大的生态保护区，分别为八岔岛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街津山国家森林公

园，这些区域是同江市生态空间的最大斑块，生态空间

不完整性问题较为突出。

其一，主要生态空间内存在耕地。生态空间内有

大面积耕地，出现生态空间表象面积符合国家控制标

准，而实际面积远远不够的现象，生态空间保护难度加

大。例如，同江市八岔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耕地面积

达 116.70 平方公里，占保护区面积的 42.33%；三江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耕地面积为 293.02 平方公里，占保护

区面积的 79.02%；三江平原湿地生态功能区耕地面积达

3280.96 平方公里，占保护面积的 71.89%。此外，街津

山国家级森林公园也存在许多耕地。

其二，主要生态空间内存在居民区和建设用地。通

过同江市三类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生态空间内有居民

区，尤其街津山森林公园分布有赫哲族民俗村；土地规

划重点建设项目占用生态空间，例如，同江市经济开发

区规划区域内的建设用地，将生态空间分割为多个地块，

相关生产和生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潜在破坏风险。

其三，其他生态空间被占用分割的现象较为严重。同

江市乔木林和天然草场面积较大，为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些区域被耕地分割成块状和条状，农业空间的生

产活动对草场造成破坏，生态空间碎片化的现象较为突

出，各生态斑块之间没有廊道相通，种群交流机会减少。

1.3  生态空间不完整性的影响

一是农业活动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空间内保有大量

耕地和村屯，为提高作物产量和防治病虫害，在耕种过程

中需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造成空间内的污染；水产养殖

所使用的饲料等使水体质量下降，草场的过度放牧造成草

场退化等问题异常突出。一些农业活动还会对生态系统结

构，甚至生态功能造成影响。以同江市为例，在八岔岛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空间内的耕地主要种植水稻、玉米

等作物，需大量施用氮、磷、钾等化肥和喷施各种农药，

在农业增收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还会出现土

壤的面源污染等，生态空间的“生态性”降低。

二是居民活动致使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空间内的居

民生活活动以及游客活动，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如

果固体垃圾和流体垃圾处理不及时，会突破环境的承载

力。建筑物和村屯扩建活动，加剧了对生态空间的破坏，

影响生态空间的环境质量。同江市街津山国家级森林公

园区域内有较大面积的赫哲族民俗村，村民的日常生活

行为，或多或少会影响公园的生态质量，加大了对街津

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保护难度。

三是生物多样性减少。天然草场和乔木林面积缩减，

原有的生态功能退化，导致植被和一些物种减少。诸多

外部行为惊扰野生动物的栖息活动，使野生动物的生活

模式、迁徙路线发生改变，影响物种的繁衍生息。

2  生态空间完整性建设的路径选择

2.1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工程

对已划定的生态空间内耕地进行摸底调查、确定权

属，选准退耕方式，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确保退耕效

果最大化，保证生态空间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功

能不退化。退耕还林还草的土地可以归原有农户所有，

植树种草；或者归自然保护区所有，在全市范围内调剂

机动耕地，异地为退耕农户补偿同等面积的耕地。适宜

退耕还林的耕地在种植树木时，要重视保护周边原生林

和次生林；适宜退耕还草的耕地要以种植为主，不能就

近挖掘移植，避免对生态功能区造成新的破坏。此外，

适于还湿的地块要就近引进水源，避免长距离挖掘水渠。

2.2  实施生态空间居民迁出工程

对生态区现有村屯进行统计，按照占用耕地的情况，

分类进行外迁，对于居住分散的农户，可以采取投亲靠友

或自愿选定搬迁地点的方式进行安置外迁；对于规模较大

或赫哲族集中居住区，无法实施整体搬迁的采取封闭的方

式，将居民区隔离出来，对于隔离区的生活垃圾要及时处

理；隔离固化原有村屯不再扩大规模，避免对周边生态区

的侵蚀和破坏；在已隔离封闭的区域，要尽可能地加强绿

化，起到保护生态空间环境质量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区内

农户向同江镇和津街口等乡镇转移，对外迁进城的农户给

予购房补贴，或在农民工集中程度较高的开发区建设单元

型、宿舍型公共租赁住房；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受城镇居

民子女同等教育机会，与城镇户籍学生混合编班、统一管

理；免费为自生态空间迁入人口提供政策咨询、就业培

训、就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权益保护等综合服务。

2.3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对生态空间内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现状进行调查，

掌握生物种类、数量、濒危等级及分布，建立保护动物、

植物的种类名录和保护物种信息库。针对不同物种的特

有、濒危、珍稀度水平，建立野生及栽培植物野生亲缘

种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亲缘种保护区或保

护场。重点实施八岔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保护界

江水环境质量，有效遏制界江水环境污染，加强对黑龙

江及其支流鱼类的保护；对东北虎、东北豹等濒危野生

动物实施中俄联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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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空间完整性保护的几点建议

3.1  加大对生态空间的保护力度

一是完善地方法律法规。地方政府依据相关规划对

划定的生态空间进行有效管理，高度重视空间的完整性，

建立生态空间完整性保护体系，把生态空间完整性保护

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依法监管，严惩破坏行为。

二是建立和完善生态空间完整性保护工作机制。建

立保护生态空间完整性的责任机制，定期督查，施行问

责。各级执法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大辖域空间执法力度，

严厉查处开垦、非法占用、破坏生态空间的行为。

三是加大生态空间保护的资金投入。加大生态空间

保护和修复的资金投入规模和力度，除国家给予的生态

保护转移支付资金外，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应按一定比例

进行配套，加快生态空间的修复速度。

四是建立考评机制。制定考评指标，对执法主体进

行综合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奖惩、任用的依据，使生态

空间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3.2  提高公众对生态空间完整性的认识

开展生态空间保护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倡导健康、

节约、环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通过集中培训、媒体宣

传和在公共场所增设宣传栏等方式，针对不同群体，开

展生态空间保护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警示教育，提高重

视生态空间完整性的意识，扩大保护成效。在具体的生

态空间保护上，设计公众参与环节和方式，定期向公众

公布生态空间保护情况，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反响，用于

指导今后的空间保护工作。通过树立典型，宣传、表彰、

奖励一批对生态空间保护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揭露、

曝光和惩处一批对生态空间造成破坏的反面案例，形成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空间的良好社会氛围。

3.3  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是确保生态空间完整性的关键，针对

同江市生态空间内八岔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平原

湿地生态功能区和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村落、耕

地以及山林交错的实际，采取利益补偿机制，退耕还湿、

退耕还林，确保生态空间完整性。对积极主动迁出生态

空间的农户在新农村建设、扶贫和生态移民等资金方面

给予补偿，并异地重新分配等量土地；对有顾虑、不愿

意迁出的农户要深入做好思想工作，做到资金和土地补

偿在先，确保迁出。对愿意采用资金补偿的农户，按照

国家征用土地的标准上浮一定比例进行补偿；对离乡不

离土的农户，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调剂机动耕地；对迁往

其他农区的居民，根据家庭人口、原有宅基地面积，在

迁入地优先配置宅基地。

3.4  实现生态空间“非农化”

按照生态空间完整性的目标，逐步减少生态区内农

业种植规模，针对农户收入较大程度地依赖于农业种植

的实际，引导生态空间内的农户从事非农就业，主要从

事保护生态、维护生态空间质量的工作，降低农户对空

间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增强生态空间的再生能力，从而

降低或完全消除生态空间内的农业活动。

3.5  加强中俄生态保护合作 

为确保生态空间完整性，应加强中俄合作，把界江

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纳入日程，正确处理好经济开发

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黑龙江跨界流域合作兼顾经

济效益与生态建设。

一是建立边境生态环境防范机制，解决双边的生态

污染破坏问题。完善界江的水质检测，加大界江地区的

基础设施投入，配备专职人员，争取获得上级部门授权，

建立双边环境污染通报制度。

二是加强沟通交流。中俄部门形成定期的交流机制，

及时交换双方邻近辖域内的生态环境及保护问题。开展

两岸学术论坛，专家互动讨论，就界江区域内的生态环

境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三是建立界江地区封禁保护带。在界江地区建立边

境封禁保护区，开展封育保护，保护区内禁止农牧业生

产及开发活动。重点恢复林草植被，逐步形成稳定的沿

边生态空间。

四是建立跨界江生态廊道。与俄罗斯协商，沿黑龙

江两岸重要物种的栖息分布区建立跨界江的生态廊道，

促进栖息地的互连互通和种群交流。

4  结语

生态空间不完整性问题是当前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

需要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当前，

我们既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也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在对生态空间完整性建设

和恢复的同时，也要制定符合实际的有效手段来加以保

护，避免出现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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