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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地关系极度紧张的快速城市化地区,在现实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压力和生态较为脆弱的条件下,如何较为

有效地维护和恢复城市的基本生态系统功能,调和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实现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双方面

上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目前几乎所有中国大多数城市所面临的矛盾和难题。银川,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兴起的典型大城市、

未来的特大城市,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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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全球城市化快速发展大背景 

快速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引领着

包括银川在内的众多中国努力实现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许

多城市。一方面在经济迅猛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同

时,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使城市的资源、环

境问题日益凸显,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生态空间的

格局。城市建设用地不断深入到生态本底中,生态环境的压

力逐渐加大,无论是北方持续的雾霾天气、沙尘暴,还是南方

的酸雨、水污染,以及持续热议的 PM2.5 环境问题,都让城市

的生态环境显得日益脆弱,严重威胁居民的生活质量。 

1.2 银川市实施生态空间管控的迫切性及必要性 

近几年,银川市陆续组织编制了《银川市生态规划》、《银

川市绿地系统规划》和《银川市空间规划(多规合一)》等相

关生态空间的规划,确定了银川市“生态融合,高效渗透,打

造环境协调”的基本生态格局框架,即通过建立区域统筹协

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保护生态环境资的基础上,在各城镇

之以大片的农田和生态绿地间统筹安排城乡空间布局,形成

城乡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之间互相的有机融合、渗透,从而

协调城乡生态格局。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张,银川市田园城市的特质

不断退化,尤其中心城周边区域生态本底陆续受到建设发展

的威胁,针对这一问题,银川市提出“丝路明珠、魅力银川”

的历史定位和发展目标,明确了保护生态本底、修复生态环

境,保护“山、水、林、田、湖”生态格局,形成“城在湖中、

湖在城中”,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现代城市和美丽乡村和谐相

容,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急需对全域各生态本底要素进行明

确的边界控制,以确保“山、水、林、田、湖”生态格局,

并对此实施有效的控制。 

2 银川市生态结构及生态环境本底特征 

2.1 银川市生态结构 

银川依托着贺兰山、黄河、湿地和沟渠而形成特有的生

态系统,在强化沿山、沿河、沿渠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培育的

同时,构建“两屏两带,八廊多湖泽”生态结构[1]。 

2.2 银川市生态环境本底特征 

2.2.1 位处自然地理过渡地带,具备“山水林田湖”全

自然要素。银川市境内,贺兰山市银川天然的生态屏障,阻挡

西北冷空气和风沙入侵；黄河及其附属水系、灌溉沟渠、湖

泊、水库坑塘等组成了银川市发达的城市水系,自古有“塞

上湖城”的美誉。 

2.2.2 自然生态系统敏感脆弱。银川市降雨稀少,蒸发

强烈,市域发展对黄河的依赖性强。植被覆盖率低,土地沙化

严重,荒漠化生态系统分布广,主要分布在河东地区。市域内

有四条地震断裂带,城市抗震级别高。 

2.2.3 能源禀赋突出,水系发达,气候优势明显。银川市

是沿黄河水利发展条件 好的地区,自古有“黄河百害,唯富

一套”和“黄河之水富宁夏”的说法。全市湿地面积达到

4.7 万公顷,面积 1公顷以上的湿地共有 430 多块,在西部干

旱和半干旱地区相当少见[2]。 

3 银川市生态空间管控措施初探 

3.1 全域开发强度管控 

开发强度是一个区域建设用地占该区域国有土地面积

的比例,建设用地包括城镇建设用地、独立产业用地、农村

建设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建设用地等。开发强度

是管控规建设用地总量、优化空间结构、提高空间利用率,

推动建设用地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的重要手段。 

3.2 三区三线划定及管控 

3.2.1 三类空间及三线划定 

一是生态空间：指具有自然属性的、且以提供生态服务

或生态产品为主体、主要功能的国土空间；二是农业空间：

指主要用以承担农产品生产、农村生活等基本功能的地域,

其中,包括基本农田、一般农田等农业生产用地以及村庄等

用于农村生活用地等；三是城镇空间：指以城镇居民生产生

活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城镇建设、工矿建设以及乡

级政府驻地开发建设的国土空间等；四是生态保护红线：指

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一定特殊或重要生态功能,且必须

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同时保障和维护地区生态安全的底

线和生命线,其中包括一些具有生物多样性、重要水源涵养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1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8 年 9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1

区域,以及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

区域和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

域；五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指按照一定时期社会经济

发展及人口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依法确定不得占用、开发,

同时需要永久性保护的耕地空间边界；六是城镇开发边界：

指城镇建设可以扩张的一定界限,其内容包括现有建成区以

及未来城镇建设预留的规划空间[3]。 

3.2.2 管控要求 

(1)生态空间管控。生态保护红线将生态空间分为生态

保护红线区和一般生态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原则上按照禁止

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

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一般生态区禁止与生态功能

有冲突的开发建设,引导现有与生态保护有冲突的生产、开

发建设活动逐步退出。 

(2)农业空间管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将农业空间

分为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区和一般农业区,落实 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区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确保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

减少；一般农业区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实行占用耕地

补偿制度,严格禁止城镇建设用地、独立产业用地建设,严格

限制与农业生产生活无关的建设活动。 

(3)城镇空间管控。城镇开发边界将城镇空间分为城镇

开发建设区和城镇开发建设预留区。城镇开发建设区严格执

行相关规划的控制要求,注重城市特色塑造,禁止破坏性建

设,对具有历史文化保护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

历史文化街区必须予以保留保护。一是统筹协调并规划布局

交通、水利、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廊道的建设,避免对城

镇建设用地形成蛛网式、断裂式切割；二是优化城镇功能布

局、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优先保障教育、医疗、文体、养老、

交通、绿化等公共基础设施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三是引导产

业园区向重点开发城市集中,提升工业用地土地利用效率。 

3.3 科学预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指自然生态环境下不受危害并维

系良好生态系统前提下,一定地域空间可以承载的 大资源

开发强度与环境污染排放量以及可以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能力[4]。科学预测银川市域内可以承载的 大资源开发强度

与环境污染排放量,深入剖析生态空间资源储量、用地等的

差异性、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充分结合土地利用现

状和规划,考虑地类调整的可能性,按照实有国土面积控制

总量,尽可能满足各类用地原有规模,占一补一、定一调一,

必须在全市域范围内平衡。 

3.4 合理划定生态功能分区 

立足银川市辖区自然环境现状,根据环境功能空间分异,

结合三区三线,划定生态功能分区,即自然生态保留区、生态

功能保育区、农产品环境安全保障区、聚居环境维护区。重

点应从以下四大方面进行考虑：一是生态修复与建设；二是

环境污染防治；三是水污染治理；四是土壤污染治理。 

4 关于银川市生态空间管控实施策略的几点思考 

城市的快速扩张导致“生态空间”不断被蚕食,在树立

城市规划建设中吸纳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必须重视生态建

设,加大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生态管

控绝非简单的绿地边界或城市边界管控,也绝非生态保护红

线可以单一管控就可以实现的,它应是“生态管控＋城市功

能对外疏散＋区域产业平衡”综合管理的结果。 

鉴于生态系统的庞杂、系统、整体及矛盾性,银川市对

生态空间的管控研究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探索摸索的阶

段。单一以生态管控,包括生态功能区划分、生态保护红线

的划定等针对生态环境管理、控制及修复的手段是远远不够

的。 

生态管控涉及到了方方面面,需要从全域开发强度管

控、资源承载力的评价入手,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红线划

定为指导,从“三区三线”的划定和管控以及其他相关生态

类规划作为铺助,全面的对对全域各生态本底要素进行明确

的边界控制,从而保护生态本底、修复生态环境,保护“山、

水、林、田、湖”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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