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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研究现状及展望
——基于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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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CNKI中收录的295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领域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SATI、UCINET等工具进行

可视化分析，通过剖析该领域的已有研究，探索并完善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结果表明：随着政策导向，我

国的国土空间管制研究已从单一的土地层面转向国土综合层面；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研究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期

刊群，各类规划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研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研究领域较广，主要

分为空间利用分区研究、城乡空间规划研究和空间区划管制研究。基于此，提出仍需进一步探讨国土空间用途分

区的科学划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协调统一，以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优化健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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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制定空间管制制度是促进国土空间

保护的主要途径［1］，也是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管理

的重要方法，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

有重要意义［2］。2017年 1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

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要强化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2017
年 3月原国土资源部出台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

管制办法（试行）》提出，要加强自然生态空间保

护，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2019年1月通过

的《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指出，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

间、生态空间，强化规划权威，健全用途管制，监

督规划实施。加强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理

论研究，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已成为自然资源

领域的一个迫切课题，而把握当前的研究动态是

开展相应研究的基础。为此，本文尝试通过CNKI
搜集相关文献，运用SATI软件对文献进行梳理和

统计，利用UCINET工具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

行可视化展示，旨在通过剖析当前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为后

续研究指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而更好地完善我

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文献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以

“期刊”数据库为检索平台，以“空间管制”为检索

主题进行精确匹配，文献来源类别设置为“全部

期刊”，共检索出相关文献 302篇，剔除部分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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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用途管制研究明显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

到有效文献295篇，检索时间为2019年3月3日。

1.2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文采用SATI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

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工具以及 SPSS等分析软

件，对295篇样本文献的信息进行处理，利用计量

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等数据分析

方法，挖掘其可视化数据及结果，定量分析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的研究重点及现状，主要研究思路

见图1。

图1 研究思路框架图

具体步骤为：①利用CNKI题录信息导出功

能，以EndNote格式导出 295篇有效文献，并保存

文本信息；②删除部分无意义关键词以及合并部

分相似关键词后，使用SATI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

析工具提取关键词，并构建原始矩阵和相异矩

阵；③将原始矩阵导入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

件，绘制共词网络图谱；④运用 SPSS软件对高频

关键词进行多维尺度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描述性分析

2.1.1时间维度分析

一个研究领域的发文年度及数量在一定程

度上能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及研究程度
［3］。鉴于网络查询的滞后性，实际发表的论文数

量可能多于所能查询到的，因此本文只分析到

2018年底的发文量（见图 2）。总体上看，我国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总体上保持

着逐年增长的态势。具体来看，专家学者们是从

2002年开始研究空间管制的，其可能与当年住建

部在《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中强调省

域内和市域内必须控制开发的区域与地域。另

外，发现 2009年、2011年、2015年和 2016年的发

文量增速很快，其可能与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

《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全

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和《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空间

管制、总量管控和环境准入的指导意见（试行）》

等政策有关。

图2 发文量逐年分布图

2.1.2期刊来源分析

通过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相关文献期刊来

源的统计，发现期刊分布范围较广，样本文献分

别发表在 142种期刊上。由图 3可知，排名前 10
的期刊发文量共计 114篇，达样本文献总量的

38.64%，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可知［4］，核心区期刊发

表的文献总量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说明我国发

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相关论文的期刊较为集中，

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期刊群。

图3 发文量排名前10的期刊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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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分析

2.2.1高频关键词统计

高频关键词及各个高频关键词之间的相互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研

究热点与发展趋势［5］。本文将295篇文献的题录

数据导入SATI软件进行关键词频次统计分析，在

删除无意义关键词、合并相似关键词后，最终保

留了464个关键词。高频关键词的选取规则通常

为截取的高频词累计频次达到关键词总频次的

40%左右［6］，再结合关键词词义和数量等信息，最

终选取频次不低于 6次作为高频阈值，并确定了

32个高频关键词，按照频次高低将关键词进行排

序，具体见表1。
2.2.2构建共词相异矩阵

根据频次统计确定的32个高频关键词，能在

较大程度上反映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研究重点

与现状。本文利用 SATI软件构造了 32×32的高

频关键词原始共词矩阵，但考虑到原始矩阵可能

因数值差异过大而影响统计结果的准确性，故将

原始共词矩阵转换成相异矩阵（见表 2），相异矩

阵的数值表明两两高频关键词间的相异程度，数

值越大且接近 1说明相异程度越大，关联程度越

小［7］。

表1 高频关键词频次排序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关键词

空间管制

多规合一

总体规划

规划

城市规划

空间规划

GIS
规划协调

土地利用规划

城乡规划

管制

管制分区

空间区划

生态环境规划

土地利用

分区

频次

159
45
45
38
25
21
20
19
18
16
15
15
15
14
13
13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关键词

城镇化

城市开发边界

小城镇

建设用地

国土空间

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安全

限制建设区

空间准入

规划环评

生态文明

规划区

中心城区

长远计划

四区

频次

12
12
10
8
8
8
8
7
7
7
7
7
6
6
6
6

2.3社会网络分析

2.3.1共词网络图谱

为进一步分析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领域的研

究热点与重点，本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

分析，生成社会网络关系图谱（见图 4）。图中菱

形代表高频关键词节点，菱形面积越大，说明该

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在整个网络中起的作用

越大，处于核心研究地位。由图 3可知，剔除“空

间管制”这一检索关键词外，“多规合一”“规划”

表2 高频关键词共词相异矩阵（部分）

高频关键词

空间管制

多规合一

总体规划

规划

城市规划

空间规划

GIS
规划协调

空间管制

0
0.9458
0.9257
0.9326
0.9613
0.9803
0.971
0.9589

多规合一

0.9458
0

0.933
0.997
0.999
0.9457

1
0.9694

总体规划

0.9257
0.933
0

0.9969
0.996
1

0.9947
0.9987

规划

0.9326
0.997
0.9969

0
0.9946
0.9862

1
0.9983

城市规划

0.9613
0.999
0.996
0.9946

0
1

0.9977
0.9912

空间规划

0.9803
0.9457

1
0.9862

1
0
1

0.9599

GIS

0.971
1

0.9947
1

0.9977
1
0
1

规划协调

0.9589
0.9694
0.9987
0.9983
0.9912
0.9599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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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GIS”构成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领域的研究核心

和热点；“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保

护红线”等虽未进入网络中央，但处于网络的中

间位置，起着连接各关键词的作用；“空间准入”

“规划环评”和“生态文明”等处于网络边缘，说明

它们已逐渐进入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并有进一

步深入研究的趋势。

为进一步定量分析共词网络图谱，对网络图

谱进行网络密度测算，其密度为0.3528，标准偏差

为0.4778，密度水平较低，说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研究领域较广，关键词之间联系较松散［8］，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领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仍有待

深入。

图4 共词网络图谱

2.3.2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作为社会网络分析的主要测量指标

之一，主要反映关键词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9］。

度数中心性代表关键词之间的紧密联系，度数中

心性高说明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接近中心度反映

关键词之间路径相连的长短，接近中心度越高说

明离网络核心越远；中间中心度反映某一关键词

是否起到其他关键词之间的桥梁作用，中间中心

度越高说明起到的桥梁作用越好。由表 3可知，

剔除“空间管制”这一检索关键词外，“规划”“多

规合一”“总体规划”等关键词的度数中心度较

高、接近中心度较低、中间中心度较高，说明它们

是当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领域的研究热点，靠近

网络核心，且起到其他关键词之间的桥梁作用。

表3 高频关键词网络中心性分析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关键词

空间管制

规划

多规合一

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

空间区划

生态环境规划

规划协调

GIS
管制分区

土地利用

空间规划

城市规划

生态保护红线

城市开发边界

管制

小城镇

建设用地

城乡规划

生态空间

限制建设区

国土空间

生态安全

中心城区

长远计划

分区

城镇化

规划区

生态文明

四区

规划环评

空间准入

度数
中心度

31.000
22.000
17.000
16.000
16.000
15.000
14.000
13.000
13.000
12.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0.000
10.000
10.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8.000
8.000
8.000
7.000
7.000
7.000
5.000
5.000
5.000
2.000

接近
中心度

31.000
40.000
45.000
46.000
46.000
47.000
48.000
49.000
49.000
50.000
51.000
51.000
51.000
51.000
52.000
52.000
52.000
53.000
53.000
53.000
53.000
53.000
54.000
54.000
54.000
55.000
55.000
55.000
57.000
57.000
57.000
60.000

中间
中心度

126.793
34.722
16.492
16.551
10.712
14.047
13.329
6.784
11.204
8.602
5.334
3.513
3.161
6.306
5.530
2.486
4.012
3.971
1.521
2.517
3.467
2.679
4.078
3.867
2.233
1.308
0.268
2.600
0.908
0.510
1.500
0.000

2.4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是根据分析对象之间的平面

距离来判断相似性，并将相似度较高的对象进行

聚类［8］，能够较为简洁和直观地反映研究主题，是

绘制共词分析网络知识图谱最常用的方法［10］。

本文运用 SPSS软件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得到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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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聚类图谱（见图 5），图普中较为明显的将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研究分为三个主题。

图5 多维尺度聚类图谱

位于图谱左上方的是“空间利用分区研

究”。国土空间分区是空间规划的依据，也是空

间管制的核心内容，对于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规

范国土空间秩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11］。我国人口总量大，但国土资源稀缺且利用

效率低下，供应明显不足，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如何合理划分

国土空间，并且“因区制宜”，是促进国土资源集

约节约利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重点工作。《全

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将我国国土空间划分

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

开发区，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完成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

定工作。有专家学者研究指出，制定城乡用地分

区管制制度，对于城乡空间的有序扩张、空间资

源的优化配置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意义重

大［12］，合理的土地分区和用途管制制度不仅有助

于维持城市的长远发展，还有助于激发城市再开

发的活力［13］。陈龙高等［14］根据土地生态利用的

理论基础，以遥感和地理信息空间分析为技术支

撑，构建了基于生态因子耐受度的空间管制分区

方法；王夏晖等［15］采取区域生态系统敏感性和重

要性、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承载综合评价的

方式来进行空间分区。因此，合理的国土空间分

区，可以强化自然生态空间保护、为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制度的探索奠定基础［16］。

位于图谱右方的是“城乡空间规划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有助于空间开发效率的提升和开

发管制的实施［17］，是空间管制的重要手段。一直

以来，我国空间规划体制存在规划体系庞杂、权

责界定模糊、规划体制与规划现实不符、法制规

范建设落后等［18］诸多问题，致使在规划实施中常

出现规划内容交叉重叠、审批程序繁琐等弊端，

既浪费了土地资源、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9］。因

此，面对当前我国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益短缺

这一社会现象，如何构建合理高效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是节约利用空间，保护资源环境的重要

举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要

构建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

体系，着力解决空间性规划重叠冲突、部门职责

交叉重复、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省级空间

规划试点方案》也提出，要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

编制统一的省级空间规划，为实现“多规合一”、

建立健全国土地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积累经验、提

供示范。有专家学者研究指出，“多规合一”是开

展空间规划改革，推动各类规划融合的主要途径
［20］，也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重点［21］，构建

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是当前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22］。

因此，推进“多规合一”，构建空间规划体系，已成

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23］。

位于图谱左下方的是“空间区划管制研

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作为空间规划体系中一

种有效的空间资源管理手段［24］，是政府部门进行

空间管理的主要抓手，其本质是土地发展权［25］。

我国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探索来源于土

地用途管制制度，但现行的国土空间管制制度存

在管制手段效率低、部门间管制政策协调难、管

制覆盖范围不全面［26］等诸多弊端，未能统筹安排

整个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也缺乏对“山水林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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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保护［27］。此外，我国现有

的空间管制制度还面临着局部管理过于刚性等

问题［28］。因此，如何进一步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制度，是推动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强化空间治

理能力的有效手段。《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中提出，要将分散在各部门的有关用途管制

职责，逐步统一到一个部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

空间的用途管制职责。《关于开展新一轮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编制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针

对不同分区提出差异化管制规则，探索分区引导

与用途管制相互衔接的管控思路。有专家学者

研究指出，国土空间管制是从空间上合理控制国

土资源，有助于调节和优化空间资源配置［29］，以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30］。因此，制定科学的空

间用途管制制度，是保障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保

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31］。

3. 结论与展望

3.1结论

本文运用 SATI软件建立高频关键词共词矩

阵，利用UCINET软件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社会网

络分析，采用 SPSS软件进行多维尺度分析，进而

剖析当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领域的研究重点与

热点，研究表明：（1）早在2002年就有专家学者开

始研究空间管制，不过最初只涉及土地开发的空

间管制，随着原国土资源部、环保部等相继出台

一系列政策通知，专家学者们对空间管制的研究

开始从单一的土地层面转移到“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的综合国土层面。（2）我国发表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相关论文的期刊较为集中，已经形

成较为稳定的期刊群。（3）多规合一、总体规划和

规划是除空间管制外出现频次较多的关键词，说

明各类规划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研究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4）共词网络图谱的密度较低，说

明我国空间管制研究领域较广，关键词之间联系

较松散，其整体性和系统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5）由多维尺度聚类图谱可知，我国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研究主要从空间利用分区研究、城乡空间

规划研究和空间区划管制研究三个主题展开。

3.2展望

针对当前国土空间管理的社会需求，我国国

土空间管制制度仍需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科学划分国土空间用途分区。一直以来，我

国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的标准偏重于经济社会发

展条件，缺乏对整个国土空间要素的综合考量，

分区不当往往会导致后期出现弊端。因此，构建

科学合理的国土空间用途分区应全面考虑国土

空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严格遵守“三条红线”和国土“三生空间”开发管

制界限，以落实各分区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有

效制定。（2）协调统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多年

来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缺乏规范性，各层级和

各部门间规划交叉重叠、无法进行有效融合。因

此，构建协调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首要任

务是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个规划融合到一个分区上，

然后制定统一法律标准，便于后期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制度的制定与落实。（3）健全优化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制度。一直以来，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的设立对象都未能覆盖全域空间要素，当多个

要素的管制力度无法协调统一时，往往偏重于土

地要素，故常常忽略其他空间要素的重要性。因

此，建立健全国土地空间用途管制制度首先要考

虑管制对象，即要综合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协调好国土空间层面各类要素的平衡关

系，合理控制我国稀缺的国土资源，以实现国土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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