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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扩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耕地面积的减少，是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
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精明地发展——用最少的环境代价来实现最有效的发展。
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如何精明地保护——用最节约、最集约的方式来保护生态过程和环境
资产，从而为发展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
水资源的短缺，地下水的超采，洪水灾害和城市内涝，生物栖息地丧失，文化遗产破坏，乡土景观消
逝，游憩空间和网络（自行车及步行系统）的侵蚀等，看是孤立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密切相关的。
通过梳理和整合，可以建立一个集约的战略性空间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来维护一个健全的土地生
态系统，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并用这个格局定义城市的发展空间，这便是“反规划”的核心思想。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北京案例》是俞孔坚及北京大学研究团队的一个“反规划”案例，系统探讨
了区域尺度上生态安全格局的建立以及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发展预景。
通过对北京市水文、地质灾害、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和游憩过程的系统分析，运用GIS和空间
分析技术，判别出维护上述各种过程安全的关键性空间格局（景观安全格局），进而综合、叠加各单
一过程的安全格局，构建具有不同安全水平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形成保障北京城市和区域生态安全
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此基础上，提出城镇空间发展预景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优化战略。
对不同预景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基于“满意生态安全格局”（中安全水平）的城市空间格局可
以同时满足生态用地、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需求，是同时实现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的基础。

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北京案例》可为土地利用和国土规划、城市和区域规划
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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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耕地不断向其他用地类型流转，是园地、林地、建设用地等其他地类新增面积
的主要来源。
耕地面积减少部分的22.4％，流向建设用地，而耕地增加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园地、水域和其他土地。
耕地的流转特点主要是由于其处于人类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相对而言更加容易受到影响。
（2）园地主要流向林地和建设用地，而其增加部分主要来自于耕地；林地的面积变化不大，约83％没
有发生转移，这主要与林地分布在山区有关；草地主要流向林地，占到36％之多，这主要是受到山区
发展林业、治理荒山荒地等行为的影响。
（3）水域主要流向建设用地，占到14％。
水域的增加部分主要来自于耕地和其他土地。
水域的转换强度较小，仅次于建设用地和林地。
（4）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耕地和园地，分别占到22％与16％左右。
建设用地具有高度的不可逆转性，约83％没有发生转移。
（5）其他土地主要流向林地和草地，分别占到25％和14％。
这主要是由于其他土地大多分布在山区，较易开发为林地、草地。
其他土地的增加部分主要来自于草地和林地，反映出其他土地和林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转化特点。
1.2.2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北京市1985、1993、2001、2007年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和转移
矩阵.进行分析，以及对相关研究、政策的综述，定性地分析影响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彩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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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北京案例》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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