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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乡村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耦合系统。营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推动人地关系正

向演进，是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核心问题。2022年是我国全面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工作的攻坚之年，更要着力铺陈强调人地系统耦合的乡村振兴发展新阶段。

人与自然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宜居是乡村的幸福所在、魅力所系、永续所基。生态宜居

应更加强调生态环境优化与人类福祉提升的协同关系。推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向高级阶段演进，

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路径。在当前城镇化的社会经济驱动下，乡村空间结构成为引领乡村

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空间要素。半网络活力空间结构，作为传统乡村空间组织的菁华、承载高社

会活力的物质载体，为解决现代乡村空间结构失活问题提供了智慧模式。同时，以数字技术赋能乡

村全面振兴，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释放数字

红利、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本期专栏以“乡村活力与生态宜居”为主题，聚焦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生态福祉统筹举措、数

字乡村建设路径、乡村活力提升模式、生态规划实践方法等内容，以期为建设生态、美丽、和谐、宜居

的现代乡村提供有益参考，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共现与融合

安文雨，涂婧林，侯东瑞，朱春阳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武汉430070

摘要 为把握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并对我国乡村振兴生态修复规划、

实践以及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国知网 2004—2021年以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为检索主题得到的 830篇期刊文献绘制知识图谱，并基于文献计量结构总结了中国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与乡村振兴的图谱共现关系。通过系统梳理乡村三生空间-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的衔接融

合关系，明确未来应着力强调人地系统耦合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新阶段，提出基于乡村三生空间视角，从生产-

生态、生活-生态、人类福祉-生态等方面探索乡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实施路径与技术集成模式。基于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新思维完善乡村三生空间动态的系统观，在提升人类生态福祉的基础上，推动生态修复向高级阶段

发展，持续推进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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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入和力度

的不断加强，我国积极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

治理工作，生态修复逐渐成为研究重点［1-2］，在局部生

态修复方面已取得较好的效果［3］。目前有关生态修

复的研究与实践多聚焦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性治理方面［4-5］，强调系统性、

整体性、综合性的修复理念［6］。彭建等［7］、王志芳

等［8］认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对象应逐渐转向社会-
生态要素，修复终极目标是人类生态福祉的提升。

高世昌［9］、曹小曙［10］提出人地系统耦合是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的重要理论基础，以人地和谐为目标的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将是未来的核心研究要点。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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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推动人地关系正向发

展［11］，基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新思维完善乡村三生

空间动态的系统观，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将生产、

生活空间有机融入生态空间，耦合乡村经济社会与

自然生态，在提升人类生态福祉的基础上，将助力推

动生态修复向高级阶段演进［12］。

基于此，本研究对 2004-2021年间中国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的共现关系进行系统梳理，

分析提取研究主题共性，进而聚焦中国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领域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旨在为我国乡村

振兴生态修复规划与实践提供指导与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数据库（中

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计量分析的统计数据来源，

分别以“国土空间”“乡村”“生态”“修复”为关键词进

行组合检索，检索日期为 2021年 7月，检索时间段确

定为 2004-2021年，共检索到学术期刊文献 937篇，

筛除报道、资讯等干扰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830
篇。文献计量工具使用CiteSpace，统计绘制发文量、

关键词、学科分布、主题聚类等可视化分析图谱。基

于图谱分析结果，系统梳理乡村三生空间-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的衔接融合关系，围绕

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人类福祉-生态等方面提出实

现人地系统耦合高级阶段乡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

实施路径与技术集成模式。

1.2 文献计量分析

关于乡村主题的生态修复发文量总体呈现上升

趋势，分为 3个时间段：2004-2012年间，国内对于

生态修复的研究总体较少，呈现缓慢发展的趋势；

2013—2017年间，“美丽乡村”概念提出后，对乡村生

态修复的相关研究起到了一定的驱动作用，2017年
达到 33篇；2018年及以后则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

“乡村振兴”重大战略提出后，生态修复的研究范畴

明显拓展到了乡村，文献数量大幅增加，截至 2021年
7月，该年度发文量达到160篇。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1，图 2），乡村生态修复

的研究热点及阶段可划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4-2012年），乡村生态修复的相关研究处于萌

芽阶段，关键词反映的研究热点以水土保持、土地整

治、乡村景观等为主。学者从水土流失等角度对生

态修复工程进行了经验总结并提出了建议与思

考［13］。第二阶段（2013-2017年），乡村生态修复领

域拓展，关键词反映的研究热点以土地综合整治、美

丽乡村、乡村建设为主。研究方向逐渐多元化，在生

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学者们针对水土流失的治

理研究进一步推进［14］，关注水环境的治理技术与模

式［15-16］，从生态、综合体［17］视角对土地整治展开研

究，基于弹性理念角度对乡村生态与景观的关系展

开探索［18-19］。第三阶段（2018-），突出乡村振兴、生

态保护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人居环境等关键

词。更多研究进一步推进了人地关系领域。王成

等［20］、徐斌等［21］以三生空间为导向探讨乡村修复与

优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与策略，王夏晖等［22］从农村

人居环境角度出发，对宜居乡村建设提出建议。国

土空间层面的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相关研究显

著增加，高世昌等［9，23］强调生态修复的目标应当是持

续推进的动态过程，并对生态修复工程与方法提出

对策；杨锐等［24］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提出了新

思路；其他相关研究还强调了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结合［25-26］以及探究新时期实行生态修复的问题与理

念和模式［27-28］。

总体来看，既往研究表现出 3个特征：从研究学

科来看，呈现多学科交叉，罗小龙等［29］、王凯［30］在经

济管理学科领域下，将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式

如何结合国土空间的编制进行梳理并提出建议。彭

建等［7］、任明［13］在资源环境领域下，从对国土空间内

单一生态资源到生态环境各要素的综合治理和科学

规划进行了科学的探讨。韩海东等［14］在农业领域，

对发展有机农业促进生态修复的技术和发展进行了

总结与展望。文献学科的普遍分布提升了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从研究对象来看，关注乡村生产空间、生

态空间、生活空间的结构调整，以及对国土空间全要

图1 2004-2021年中国乡村生态修复研究关键词

共现Timezone图谱

Fig.1 Keywords co-occurrence Timezone map of rur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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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保护修复［3，5］；从研究进展来看，曹宇等［6］、王志

芳等［8］提出推进乡村生态修复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发

展，探讨了路径模式与技术集成。

2 乡村振兴中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要点

2.1 乡村三生空间-生态修复-综合整治的内涵及

关系

1）三生空间。三生空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载

体，包括生产、生活、生态 3种类型，涵盖了人类社会

的空间活动范围［31］。在土地利用层面反映了基于人

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现状的 3种土地利

用分类。生产空间承载了人类一切生产经营活

动［32］。农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主导，生产空间是生

活功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会对生态功能带来影响；

生活空间为人类的基本活动提供必要空间条件。对

生活品质需求的提升会增大生产功能强度，也需要

维持一定的生态服务功能［33］；生态空间则为人类提

供所需生态服务及产品，维系生态系统持续稳定，是

人类生产生活的外部环境条件保障，影响生产功能

和生活功能的发展方向，必须严格管控和维护。

2）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生态修复是指以提升生

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目标，协助受到人类活

动或外界干扰负面影响的生态系统恢复其正常健康

发展与演化轨迹的过程［34］。生态修复研究起源可以

追溯至 100年前欧美国家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与管

理。我国从 20世纪 80年代起亦做出了一系列以污

染土壤、污染水体、植被恢复、矿山修复等为主要内

容和对象的生态修复实践。目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并没有统一的概念与定义。曹宇等［6］认为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是对国土要素的空间结构和生态功能分别

进行调整与优化、修整与重建，或凭借生态系统的自

调节与自恢复能力，加以人工干预或进行大型系统

性修复工程。彭建等［34］认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对

多尺度生态安全格局下的国土空间社会及自然要素

进行治理，寻求多层级协同整合的次优解，实现社会-
生态协同发展，提升人类的生存福祉。总的来说，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别于聚焦在局部或微观尺度的初

级生态修复，更加注重宏观尺度上修复的区域性、系

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更加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更加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

环境的调节和协作，本质上是对生态修复的继承和

发展。

3）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修复与整治密不可分，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研究中，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常与土地整治、土地

综合整治、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等

关键词并存。土地整治包含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和

修复等内容，其对象是闲置、低效利用、受损或污染

图2 2004—2021年中国乡村生态修复研究关键词主题聚类Timeline图谱

Fig.2 Timeline map of keywords thematic clustering of Chinese rur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research from 2004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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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核心目标为提高土地集约率和产出率，保障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国土整治以整体区域空间为

目标，对包含领土、领海和领空等在内的国土进行开

发、利用、治理、保护，促进国土资源高效利用，提升

国土生态环境质量。近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整治

工作更综合、整治目标更多元、实施模式更多样的土

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综合整治模式，国土综合整

治作为国土整治的升级，相比土地综合整治更为立

体和全要素化。而全域土地综合治理则是近年来土

地综合整治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工作包含农用地整

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等［35］，对农村

三生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对乡村人地关系进行调试，

其本质是以土地为核心的国土综合整治［36］。

4）乡村三生空间-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国土空间

综合整治的衔接融合关系（图 3）。我国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与国土空间综合整治深度融合，有研究者总

结得出两者是“修复与整治、系统与局部、生态与工

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1］。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在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的范畴内，因为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的对象涉及到三生空间等其他复

合系统，比主要研究生态系统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更广泛［36］。不管二者相容关系如何，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与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共同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理念，均嵌套于乡村“三生”空间之内［37］。

国土空间集成着“山、水、林、田、湖、草、海、村、路”等

多种自然生态要素及人类社会要素，发挥着生产-生
活-生态复合功能［38］。乡村三生空间及其功能提升

明确指导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及综合整治的方

向［39］。当前中国国土综合整治越来越注重生态功

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也成为促进国土空间综合整

治转型升级的推手，两者目标相衔接且过程相融合。

另外，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明晰三生空间彼此的

功能关系，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修复过程对于

三生空间优化的战略作用及定位，有助于优化调整生

态安全格局，实现我国乡村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

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最终达成收益循环。

2.2 人地系统耦合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新阶段

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演进阶段。傅伯杰［12］基于

地域空间要素关系角度展开研究，提出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呈现 3个阶段的演进状态。第一阶段以协调

布局为核心目标，主要发布保护治理政策以解决过

度开发带来的生态空间挤压及环境恶化问题；第二

阶段以系统治理为核心目标，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第三阶段以人地

和谐为核心目标，注重将生产、生活空间有机融入生

态空间，在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

相互渗透下推动人地系统的正向演替和协调发展。

彭建等［34］也强调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应把握以人为

本的发展思想，将核心目标落实在人类生态福祉提

升而非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增长之上。当前所开展的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修复工作正处于第二

阶段，即通过适当的人工支持加强自然资源要素的

系统性布局和优化。作为承前启后的阶段，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需要夯实第一阶段的生态保护基础，又

需要铺陈第三阶段的绿色发展方向、促进人地关系

耦合、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人地耦合系统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人地耦

合系统指由人类活动和地理自然环境交互作用形成

的复杂开放系统。人地系统理论为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提供了基本的学理基础。人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组

成要素之一，必然影响着国土空间的利用，如人类经

济发展进程中与自然的冲突与协调。人地多要素耦

合已成为相关研究热点和关键问题，学界已基本形

成“问题识别-要素耦合-空间耦合-人地互馈-途径政

策”的人地关系研究基本模式［40］。

当前乡村生态振兴已越来越强调生态安全格局

优化与人类福祉提升的协同关系，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工作未来将进入强调人地系统耦合的新阶段。傅

图3 三生融合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综合整治关系图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life-ecology space，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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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杰［12］分别从生态与社会耦合指标、耦合层次、耦合

效应、耦合模型这 4个角度，提出了支撑新时代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的 4个要点。宫清华等［41］也提出了一

系列在人地关系耦合框架下针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规划思想、目标标准、性质对象、技术机制等战略转

变提升方法，为系统开展新阶段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的规划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随着生态文明建设

的推进，社会-生态要素协同发展在人类生态福祉提

升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认知，未来生态文明建设也将

全面融入到社会、文化和经济建设中。

3 乡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路径与技

术集成

3.1 社会-生态耦合新模式

国土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载体，随着人

类对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认

知，人地系统耦合成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高级阶段

的着眼目标。这在与城市对比自然生态环境尚未受

到严重干扰的乡村地区生态修复与保护中尤为重

要。乡村三生空间承载着居民社会活动，在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中将生产、生活空间有机融入生态空间，

耦合乡村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是实现美丽宜居乡

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方法。在人地系统耦合

新阶段，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对象将由以往的生态要

素延展为社会-生态要素，尺度由局地生态系统改善

转变为多尺度生态安全格局塑造，目标由生态系统

优化转向人类福祉提升［12］。生产和生活是乡村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应从生

产-生态、生活-生态、人类福祉-生态等方面构建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的社会-生态耦合新模式。

3.2 实施路径与技术集成

目前学界对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实施路径与

技术等正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如袁兴中等［40］提出了

新时代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模式，包括“多尺度、跨学

科的流域一体化生态修复模式”“多要素、多时空组

合的生命共同体生态修复模式”等。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涉及多种路径与技术步骤，需要实现多种修复

路径、技术的有机结合［23］。因此，基于乡村三生空间

视角，探索实现人地系统耦合高级阶段乡村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的实施路径与技术集成模式（图 4），将对

生态文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

强大的技术支持。

1）生产-生态耦合路径与技术集成。乡村生产空

间修复需要耕地整理复垦、高标准农田建设、生产过

程清洁化等工作协调配合。农田是乡村的重要生态

基底，在严守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基础上，通过农用

地整理等手段促进农田布局优化与耕地质量提升，

形成规模扩大、水渠联通的农田基网已是乡村生产

图4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路径技术框架图

Fig.4 Technical framework of land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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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修复整治的基本路径。而农业面源污染更是威

胁乡村生态环境的直接因素，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人地系统耦合的发展新阶段，如果只聚焦污染后治

理就是重走末端问题治理的老路。要从源头防治农

业面源污染，引入生态循环的技术模式，加强过程阻

断，构建现代生态循环农业体系［42］。

基于目标导向、多元协同、尺度适配、经济合理

的生态修复需求，构建面向乡村生产-生态耦合路径

的污水、垃圾处理与资源化技术集成体系。如根据

不同污水水质水量特性及排放要求（农用灌溉、达

标、高标排放等），集成污水处理与回用技术。针对

水质敏感程度高、出水需高标排放，开发泥-膜复合法

污水处理系统；针对水量缺乏、出水需季节性回用，

构建污水分级排放模式，集成多段式生物-生态污水

处理系统；针对水资源丰富、出水只需达标排放，集

成高负荷生物处理系统。同时，集成有机垃圾快速

定向/协同制肥资源化技术体系。如面向有机垃圾

快速制肥需求，富集和筛选高效降解及除臭好氧功

能菌种，研发易腐有机垃圾快速定向制肥技术；面向

农林废弃物的资源化需求，研发多源有机垃圾协同

制肥集成技术，并用堆肥后产生的有机肥料代替化

学肥料，控制现代农业产生的面源污染及水体富营

养化，打造生态循环可持续的乡村生产空间。

2）生活-生态耦合路径与技术集成。生活空间是

乡村居民生存发展的主要场所，具有空间承载、物质

和精神保障功能。针对农户、社区尺度生态修复技

术模式中关键物质协同控制及生态循环利用机制，

明晰适合多维度（控源截污、资源化利用、景观风貌

保护与修复）生态修复模式。如针对农户和社区污

染物成分杂、资源化路径不明和治理模式不全等关

键问题，构建如生活污水与垃圾源头减量及收集技

术集成模式，解析不同来源农户生活污水水质特性，

构建适用于社区和农户的营养物和能量物质原位循

环系统［43］；明确社区多源有机垃圾产生规律、理化特

性、处理处置，结合垃圾资源化利用途径，甄别面向

社区多源垃圾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分类模式，构建因

地制宜的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处

置、利用的技术集成体系，并集成农户和社区小规模

有机垃圾快速定向腐殖制肥技术。乡村景观风貌也

是生活空间修复的重要内容，包括自然、人文、产业

等方面。当前我国乡村风貌提升工作不断推进，乡

村风貌得以较大提升与改善。但现阶段的乡村风貌

改造成果秩序大于特色。改造以村容村貌整洁化为

重点，多为景观绿化提升、公共活动空间优化、建筑

立面改造等，文化挖掘、特色呈现及美学营造方面仍

有待加强。

3）人类福祉-生态系统服务耦合路径与技术集

成。目前我国乡村生态空间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

化、森林锐减、农业面源污染、河湖湿地退化、草场退

化等问题依然严峻。乡村生态空间修复整治即是合

理地利用和管理生态系统，通过实现土质改良、水质

清洁、植被覆盖率提升等目标，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最终提升人类福祉，实现人地耦合和可持续发

展。生态系统服务是人地耦合研究的核心内容，作

为连接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人类福祉的桥梁，为人

地耦合提供了重要研究思路［44］。

在面向社会-生态耦合的乡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基于三生空间不同尺度识

别和评价宜居的关键环境问题，集成田园特色乡村

生态景观保护和修复技术。基于不同地域地形地

貌、气候水文、生产生活特征，在农户、社区、园区多

尺度下辨析和解构乡村生态环境宜居体系结构、功

能需求和关键要素，明确乡村生态环境宜居多尺度、

多维度生态修复特征，识别乡村不同尺度生态修复

关键问题。解析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和乡

村环境系统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和连续性特点，

明确生态可持续性、尺度综合性、系统整体性、动态

适应性以及多方参与性等乡村环境宜居的生态修复

方法，构建基于目标导向、多元协同、尺度适配、经济

合理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

同时，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识别

乡村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的环境要素类型

以及生态景观服务功能需求特点，明确乡村生态景

观保护与建设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基于乡村资源

开发的系统性和生态景观建设的整体性视角，明确

田园特色乡村蓝、绿、灰基础设施综合协同原则，提

出不同空间生态景观服务功能提升和基础设施协同

策略。基于不同尺度（农户、社区、园区）生活污水、

垃圾、富营养化水体、生态及景观特性的研究，结合

技术集成研发，解析乡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处置和

资源化利用、水体富营养化控制、生态及景观修复等

技术的物质流/能量流特征、环境影响、能源消耗及

经济成本，厘清模式应用的边界条件，构建基于点-
线-面系统控制的全过程环境整治模式（控源截污）、

基于生产功能的污染减量控制和资源良性循环利用

模式（资源化利用）、田园特色乡村生态景观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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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技术模式。

此外，充分利用现存生境，做好生态防护系统规

划，完善乡村生态廊道，塑造并优化乡村生态安全格

局。生态防护系统建设在小尺度上可应用“食物链”

“食物网”理论，调节蜜粉源植物结构布局与农业生

产结构［45］，并开展生物防控。生态防护系统建设在

较大尺度上则应加强农田缓冲带、生态防护林建设。

同时也要重视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以农田为基

底保障，以林地、水系、道路为基础，打造由乡村绿

道、湿地、森林、乡土植被等要素互联共建的绿色空

间网络系统，共同构成美丽乡村田园图景，实现防风

固沙、涵养水源、预防外来生物入侵等多重生态

效益。

综上，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立足于促进人地系统耦合，将生产、生活空间有机融

入生态空间［12］。通过调整空间布局优化国土空间功

能，通过高效利用资源提升国土空间效用，通过保护

修复生态系统复原健康生态国土［4］。实现资源利用

高效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生活方式集约化，以及全

域功能布局的合理化，铸就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

提升人类生态福祉，与乡村振兴共融。

4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目标

4.1 动态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目标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一个人地关系不断优化的

过程，在全面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的大背景及发展目

标下，要求多维度、多尺度、多层次地推进乡村全域

全要素修复。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

明确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

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完善生态文明领

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同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

设美丽宜居乡村。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推进

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

要性。因此，围绕乡村振兴视角下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目标是持续动态推进过程，应进一步聚焦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平衡，开展以功能区划为主的生态区

划研究和生态区划理论体系［46-47］，制定契合生态本

底的修复策略，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通过解耦方法，对主导生态系统退

化的自然和社会因素进行分类识别，开展综合评价，

推进各要素均衡发展。生态修复的目标从对退化生

态系统的末端恢复，转向注重人类活动与社会需求

的前端驱动，实现源头预防、循环、低负荷与共生。

设置不同层级的修复目标，注重多级协同，强化系统

整体次序，推动生态修复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4.2 创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路径-技术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生态修复的实践

路径需要注入新动能。围绕乡村绿色发展目标和三

生空间动态的系统观，从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人类

福祉-生态系统服务 3个方面，探索实现人地系统耦

合新阶段乡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实施路径与技术

集成模式。在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大工程

中，明确国土空间尺度下各生态修复区域的主要矛

盾与修复方向，强化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过程中生产、

生活空间有机融入生态空间，考虑新技术、新工艺的

融合与应用，形成先进生态修复理论体系，强化生态

修复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拓展技术创新领域，以修

复目标为导向，将创新思维贯彻生态修复实施路径

到技术集成全过程，全面增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系

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将对生态文明、乡村振兴

背景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4.3 持续完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机制

进入“十四五”时期，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

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期生态文

明建设的要求。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承载新使命，面临新挑战，肩负新任

务，其推进制度需要持续动态的完善和发展。建立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围绕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的监测评估、规划设计、工程实施、监管体系等

环节完善相关的政策标准规范，构建全面的、分阶段

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范体系。修复主体逐渐转向

多元参与、协同治理，并在由政府主导、由上至下的

系统中，以公众参与的新模式进行补充。构建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的监测体系与评价体系，统筹明确生

态修复的标准体系。加快对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

复的法律法规的研究，从源头设计融合乡村振兴的

建设方向。加大政策扶持、生态补偿的力度，完善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政策保障体系。增加法律责任规

范，减少号召性规范，加强生态修复执行力度。持续

完善推进机制，最大化地发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在

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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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co-occurrence and integration

AN Wenyu,TU Jinglin,HOU Dongrui,ZHU Chunyang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Land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man-land rela⁃
tion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ral ecology revi⁃
talization，the systematic，comprehensive，global and overall territorial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rural
is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is article took the ecological res⁃
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2004 to 2021 as the retrieval
subject，and obtained 830 literatures. The map co-occurr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was summarized based on bibliometrics. It is defined that
the new stag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ce should focus on the coupling of the man-land
system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mode of rur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advanced stage of man-land system coup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production-life-ecology space，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ecology，life-ecology and human
welfare-ecology. The systematic view of rural production-life-ecology space dynamics should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new thinking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resto⁃
ration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to an advanced stage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human ecological well-be⁃
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be carried forward continuously.

Keywords rural civilization；human settlement；ecological restoration；land regulation；territorial
space；production-life-ecology space；man-land relationship；co-occurrence an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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