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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国土空间演变特征及增长边界划定研究

朱京海ꎬ许丽君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展开ꎬ梳理国土空间演变历程、分析空间

增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ꎬ是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ꎮ 以本溪市为例ꎬ借助遥

感和 ＧＩＳ 信息提取技术ꎬ从空间扩张的时空历程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两个维度ꎬ对国

土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ꎮ 针对空间扩张无序低效的现状问题ꎬ结合本溪市国土空

间的演变特征ꎬ提出了构建刚性和弹性两条增长边界ꎬ对国土空间增长进行管理ꎬ实
现生态保护、结构优化、集约节约的管理目标ꎬ以期为本溪市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指导ꎮ

关键词:国土空间ꎻ增长特征ꎻ增长边界ꎻ本溪市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 ２　 　 　 文献标志码:Ａ

　 　 国土空间管理贯穿着城市发展的每一个

阶段ꎬ早期城市发展动力有限、发展速度相对

缓慢ꎬ空间管理手段相对简单[１]ꎮ 随着人口

的急剧增加、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ꎬ加强空间

管理越来越迫切ꎮ 国外关于空间增长的管理

手段ꎬ主要是通过对增长的特点、速度、时序

和总量进行引导和控制ꎬ实现区域的有序发

展[２]ꎮ 如德国在增长与管理方面ꎬ通过提升

都市圈综合影响力、扶持都市圈外的增长极

来影响城市的空间拓展[３]ꎮ 美国通过划定

城市增长界线、建设绿带、征收开发影响费、
确定公共设施的配套等措施对开发进行引

导[４]ꎮ 与国外相比ꎬ我国城市空间增长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ꎮ 在空间增长方式上ꎬ我国的

空间增长以紧凑发展为主ꎮ 在空间增长动因

上ꎬ我国的推动力一方面来自城市经济的发

展和人口增长ꎬ另一方面来自土地资源条件

和道路交通网络的外在供给[５]ꎮ
目前关于城市增长边界(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的研究ꎬ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一

是将城市增长边界看作是去除自然空间或郊

野地带的‘反规划线’ꎻ二是满足城市未来扩

展需求而预留的空间ꎬ随城市增长而不断调

整的‘弹性’边界ꎮ 在学界ꎬ有学者从政府管

理角度将其理解为区分城市化地区与周边生

态开敞空间的重要界限ꎻ也有学者从保留地

形、地貌的角度出发ꎬ认为大都市区域是应该

具有地理界限的有限空间ꎻ也有学者从城乡

关系的角度出发ꎬ认为城市增长边界是一条

划分城市与乡村的分界线ꎬ是一种城市空间

控制和管理的手段ꎻ还有学者认为城市增长

边界是城市的预期扩展边界ꎮ 当前各地开展

的空间增长边界的划定实践中ꎬ主要有 ３ 种

思路:一是从正向需求出发划定弹性边界ꎬ如
郑州、常州ꎻ二是从反向底线保护出发划定刚

性边界ꎬ如杭州、厦门ꎻ三是以正向与反向相

结合的思路划定刚性 ＋弹性边界ꎬ如成都等ꎮ
国土空间增长边界作为一种控制国土空

间蔓延与保障土地合理布局的重要手段ꎬ不
仅仅是设置一道屏障和界限ꎬ更重要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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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引导ꎬ它既可以是有意

识地保护城市所处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ꎬ作为控制城市发展的“刚性”边界ꎬ也
可以是合理引导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再开发ꎬ
成为引导城市增长的“弹性”边界ꎮ 因此ꎬ城
市增长边界的概念是动态性的ꎬ是指导城市

规划编制的依据ꎬ而非城市规划编制的结果ꎮ
目前我国国土空间发展面临的根本矛盾

是城镇中发展区和农业主产区高度重叠ꎬ以及

土地利用存在低效和重复建设等问题[６]ꎮ 随

着国土空间规划时代的到来ꎬ加之国家机构及

制度层面的变革ꎬ面对国土空间过度扩展的严

峻性和土地资源供给的稀缺性ꎬ就要求国土空

间增长管理要对发展诉求和扩展矛盾予以回

应ꎬ对空间增长进行引导与管控ꎬ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支撑ꎮ 在机构改革、规则重塑的新时

期ꎬ空间增长边界的主要任务可分为两大方

向:一是落实对“山水林田湖草”自然生态系

统的保护与修复ꎻ二是解决好“城镇村”的建

设与治理问题ꎬ二者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关键ꎮ

一、本溪市空间演变历程及特征

本溪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ꎬ为沈阳经济

区的近中心城市ꎬ是沈丹铁路和沈丹高速的

重要枢纽(见图 １)ꎬ地形地貌以中低山及丘陵

为主(见图 ２)ꎬ土地结构大体呈“八山一水半

分田ꎬ半分道路和庄园”ꎮ 本溪市作为资源枯

竭型城市ꎬ从早期的矿产资源开采加工为主ꎬ
再转型为以休闲旅游为主ꎬ受不同阶段产业活

动和生态环境的影响[７]ꎬ其空间增长特征、发
展问题和管理诉求也具有一定的阶段性ꎮ

图 １　 区位分析

图 ２　 本溪市地面高程

１.成长期———点状发展

本溪市的发展始于水系供水和航运功

能ꎬ随着采煤冶铁工业的兴起ꎬ人口开始集

聚ꎬ城市空间呈现单一而紧凑的空间形态ꎮ
当时 编 制 的 “ 本 溪 湖 都 邑 计 划 ” ( １９３９
年) [８]ꎬ结合自然地形采用放射状加方格网

的形式ꎬ围绕生产区布置居住区ꎬ形成了宫

原、溪湖、彩屯三片区(见图 ３)ꎮ

图 ３　 本溪湖都邑计划图

２.成熟期———带状发展

“一五”期间ꎬ本溪市在原来的都邑计划

的基础上ꎬ按照“填空补实ꎬ由内向外”的原

则ꎬ推进工业区住宅的建设[８]ꎮ “二五” 期

间ꎬ城市发展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ꎬ城市发展

失去控制ꎬ用地扩张低效快速ꎮ “四五” 期

间ꎬ本溪市在空间发展上提出了不同功能分

区的发展改造方向[９]ꎬ建设空间沿河、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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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向外呈带状发展ꎮ
３.枯竭期———轴块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ꎬ本溪市城镇化持续推进ꎮ
１９７８ 年后ꎬ本溪市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时首次

提出了构建“一城多镇”的城镇体系ꎮ １９８８
版的总体规划提出了向东扩展的思路ꎬ但由

于新区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ꎬ项目偏向在设

施相对完善的老城区进行插建ꎬ致使城区人

居环境恶化ꎮ 在此期间ꎬ建设空间呈现“轴
块结合”的发展形态ꎬ由于厂居一体的历史

原因ꎬ加上工业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激增ꎬ狭小

的城市空间限制了城市的整体发展ꎮ
４.再生期———网状发展

“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开发新区ꎬ改造

老区ꎬ沿太子河上溯发展城区”的思路ꎬ太子

河周边成为新的发展腹地[８]ꎬ城市呈“大十

字”空间格局(见图 ４)ꎮ “十二五”期间受经

济转型发展影响ꎬ区域发展提出了产业带、交

图 ４　 “十”字格局

通带和城镇带的三带建设ꎬ市域空间结构由

原来的“十”字格局发展为“工”字型结构ꎬ随
着青云山公园的开发建设ꎬ建设空间由“工”
字型结构向“丰”字型结构演变(见图 ５)ꎬ城
市形态从“轴块”向“网状”发展ꎮ

图 ５　 “丰”字型结构

　 　 本溪作为山地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ꎬ
其发展轨迹所呈现出的不同阶段空间叠加特

征如表 １ 所示ꎮ 纵观不同发展阶段ꎬ空间形

态具有演进性ꎬ主要矛盾具有阶段性ꎬ城市发

展面临历史问题的遗留性和增长管理的差异

性ꎮ 成长期受周边工业园区及矿产资源开发

的影响ꎬ用地围绕矿产资源开发ꎬ沿交通干线

呈蔓延趋势[１０]ꎬ国土空间发展不均衡ꎬ主要

扩张用地以工业用地为主ꎬ山体坡地空间被

占据ꎬ生态空间被逐步蚕食ꎮ 进入成熟期和

枯竭期ꎬ空间扩张速度放缓ꎬ产业结构面临调

整ꎬ用地类型急需重组ꎬ空间发展增长与收缩

并存ꎬ 城市通过设立新区寻找新的增长

点[１１]ꎮ

表 １　 本溪市国土空间增长特征一览表

阶段 国土空间扩张特点 空间特征 图示

成长期

点状发展:外来人口

增加ꎻ土地蔓延ꎻ人居

环境差

城市人口呈正向流入趋势ꎻ中心城区周边形成工业

集聚区ꎻ整体呈现出空间扩展速度快、幅度大的特

征ꎻ资源保障潜力大

成熟期

带状发展:经济总量

迅速增加ꎻ厂居一体ꎻ
用地紧张ꎻ工业为主

要扩张类型

中心城区外围形成多个工业园区ꎬ部分矿区并入中

心城区发展ꎻ外围工矿点或工况城镇形成社区ꎻ资源

开发处于稳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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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段 国土空间扩张特点 空间特征 图示

枯竭期

轴块发展:空间增速

放缓ꎻ呈现收缩趋势ꎻ
发展面临转型ꎻ土地

利用低效浪费

中心城区周边的工矿城镇呈现收缩趋势ꎬ矿区出现

采煤沉陷区ꎬ生态环境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ꎻ部分城

市通过建立新区寻找新的增长点

再生期

网状发展:发展转型ꎬ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ꎻ
城市用地增长主要以

绿地、居住用地为主

城市产业“退二进三”ꎬ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和旅游

业ꎻ周边矿区及中心城区生态修复加快ꎻ经济社会步

入良性发展轨道

二、基于转移矩阵的土地利用变化

选取本溪市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ｅｔ 卫星 ＥＴＭ 影像数据ꎬ结合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
２００７»ꎬ将本溪市土地利用与覆盖监督进行

分类ꎬ具体包括建设用地、水体、耕地、林地、
草地和其他用地(见表 ２)ꎮ
１.土地利用监督分类及规模变化

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本溪市 ４ 个不同时期

的遥感影像进行解译统计ꎬ得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本溪市 ４ 个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

况(见表 ３、图 ６)ꎮ 统计结果表明ꎬ在此期

间ꎬ本溪市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加ꎬ增加了

８７ ０４ ｋｍ２ꎬ耕地面积和其他用地面积锐减ꎬ
其中ꎬ耕地减少了 ８３ ３９ ｋｍ２ꎮ

表 ２　 本溪市土地利用与覆盖监督类型与含义

土地利用与覆盖类型 含义

建设用地
城市用地、城镇用地、农居点、独立
工矿用地、铁路、公路

水体 河流、湖泊

耕地 灌溉农田、水浇地、旱地、菜地

林地 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

草地 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其他草地

其他用地 裸地、湿地、小面积园地

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本溪市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ｋｍ２

类型 建设用地 耕地 草地 水体 林地 其他用地

２０００ 年土地面积 ２２１ ９７ １ ２８４ ７２ １１９ ７６ １９８ ３１ ６ ５８２ ８１ ３ ７２
２００５ 年土地面积 ２３２ ５４ １ ２７６ ９９ １１７ １０ ２０１ ５０ ６ ５７９ １６ ４ ００
２０１０ 年土地面积 ２６７ ５３ １ ２３７ ５０ １１６ ２９ ２０３ ９３ ６ ５８２ ０５ ４ ００
２０１４ 年土地面积 ３０９ ０１ １ ２０１ ３３ １１４ ０６ １９９ ７４ ６ ５８４ ７２ ２ ４４
１５ 年内增加面积 ８７ ０４ － ８３ ３９ － ５ ７０ １ ４３ １ ９１ － １ ２８

２.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将本溪市土地利用类型矢

量数据各自转化为栅格数据ꎬ 然后运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ｓ３ ３ 对本溪市的各类景观格局指标进

行计算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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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本溪市土地利用类型解译图

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本溪市景观格局指数

年份
ＮＰ

(斑块数)

ＰＤ
(斑块密度个 /

ｍ２)

ＡＲＥＡ＿ＭＮ
(平均斑块

面积)

ＳＨＡＰＥ＿ＭＮ
(平均斑块

形状指数)

ＦＲＡＣ＿ＭＮ
(平均斑块

分维数)

ＳＨＤＩ
(香农多样

性指数)

ＳＨＥＩ
(香农均匀

度指数)
２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１ １ ２１５ ０ ８２ ３０７ ８ １ ８４５ １ １ １０２ ９ ０ ７２７ １ ０ ４０５ ８
２００５ １０ ２５６ １ ２２１ ５ ８１ ８６６ ４ １ ８４７ ０ １ １０３ ２ ０ ７３０ １ ０ ４０７ ５
２０１０ １０ ５００ １ ２５０ ６ ７９ ９６４ ０ １ ８５０ ８ １ １０３ ６ ０ ７３６ ６ ０ ４１１ １
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７０ １ ２２８ ８ ８１ ３８１ ３ １ ８４８ ２ １ １０３ ４ ０ ７４０ ５ ０ ４１３ ３

　 　 从整体景观指数来看ꎬ城市的斑块数量

增加ꎬ斑块密度提升ꎬ斑块分布趋于离散ꎬ土
地利用景观格局复杂化ꎮ 平均斑块分维数不

断上升ꎬ人类建设活动造成的景观割裂趋势

严重ꎬ边界形状趋于破碎化ꎮ 香浓指数上升ꎬ
由原来的耕地占主导优势景观类型ꎬ逐步变

为建设用地占主导优势[１０]ꎮ 建设用地斑块

数量和密度有所降低ꎬ建成区斑块变大且呈

蔓延态势发展ꎬ自然景观斑块破碎化逐步被

斑块消失所代替ꎮ
３.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

从用地增减变化(见图 ７)看ꎬ建设用地

一直处于增长趋势ꎬ耕地面积一直处于减少

趋势ꎬ其中ꎬ耕地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减幅最大ꎮ
根据土地矩阵ꎬ从用地增长来源看ꎬ大部分建

设用地的增量来源于耕地ꎮ 加之近几年对枯

图 ７　 本溪市用地变化

竭矿坑的生态修复ꎬ本溪市林地资源总体上

是处于上升趋势ꎮ 水体面积的变化主要受季

节、气候和建设活动影响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水

体面积先增加后减少ꎮ 草地在每个时期几乎

都在减少ꎬ主要转变为林地和建设用地ꎮ

三、本溪空间增长动因分析

国土空间作为经济、社会、资源和文化等

要素的基本载体ꎬ其空间增长的速度和方向

不仅与城市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关ꎬ还受时代

发展策略的影响ꎮ 国土空间演变的本质是不

同用地结构和功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组

织ꎬ这种自组织受自然生态、社会经济、政治

人文、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综合影响ꎮ
１.自然资源本底及历史原因是空间增长的基

础

　 　 本溪空间增长过程ꎬ一方面与其“因水

而生、因铁而起”的资源禀赋分不开ꎬ另一方

面受其“八山、一水、半分田地和庄园”的自

然格局影响ꎬ空间发展沿河流和主要交通要

道东西扩展ꎮ 同时ꎬ后期发展为摆脱历史遗

留的厂居一体问题[８]ꎬ本溪在现代城市发展

策略中均体现了厂居分离的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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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是推动空间扩展的最

根本因素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是驱动国土空

间扩展的核心因素ꎮ 就产业结构而言ꎬ本溪

市产业结构已开始向高度化发展ꎬ但仍处于

“二三一”产业结构ꎬ第二产业始终是本溪市

的主导产业ꎬ以钢铁行业为主(见图 ８)ꎬ城镇

中的工业园区、产业园区、高新区和开发区等

聚落空间相对较多[１２]ꎮ 近十年ꎬ受“退二进

三”政策影响ꎬ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升ꎬ服务

业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ꎬ城区中的工业用地

逐步被居住用地、商业用地所置换ꎬ工业空间

逐渐向城市边缘区集聚ꎮ

图 ８　 本溪市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３.人口是影响城市发展进程的最活跃因素

人口是区域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之一ꎬ人
口比例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ꎮ
建国初期ꎬ本溪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重工业的

城市之一ꎬ全国全省支援本溪建设ꎬ这个阶段

的工业化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ꎬ大量人口

迁入ꎬ本溪人口密度(常住人口 / ｋｍ２)呈现整

体递增趋势(见图 ９)ꎮ 城市空间快速扩张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随着人口增速下

降和人口外流ꎬ以及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的

资源枯竭和经济转型问题ꎬ城市空间增长呈

现出高速低效的特征ꎮ

图 ９　 本溪常住人口密度变化趋势

４.区域通达性和交通格局是空间增长的先导

力

　 　 城镇化进程中ꎬ道路交通与土地利用变

化有着密切关系ꎬ区域交通的通达性引发空

间形态、功能和结构的变化ꎬ反之ꎬ土地利用

变化也对路网格局、路网密度产生影响[１３]ꎮ
本溪市最早因水运交通发展起来ꎬ随着煤矿

资源的开采ꎬ修建了沈丹线、福金线、溪田线

和溪辽线ꎮ 路网的改造促进建设空间进一步

扩展ꎬ并沿太子河、沈本大道和本桓公路扩展ꎮ
５.政策和法定规划是空间增长的牵引力

就整个社会发展而言ꎬ空间管理相关的

政策和法定规划ꎬ是作为对社会发展所面临

的阶段危机和发展诉求的一种回应ꎮ 在成长

期ꎬ空间管理的重点是合理划定国土空间增

长的弹性边界ꎬ保证工业居住空间的供给ꎬ并
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来引导

城市空间的发展ꎻ当城市处于稳定发展阶段ꎬ
空间发展向工业园区及靠近城区的矿区扩

展ꎬ空间管理主要面临的是根据城市的规模

和扩展方向ꎬ保证该方向的弹性用地[１４]ꎻ进
入再生阶段ꎬ城区空间发展呈现增长和收缩

并存ꎬ面临高质量发展要求ꎬ空间管理主要是

综合考虑人口的诉求、产业升级的需要和生

态环境建设要求ꎬ建立弹性发展机制ꎬ保证土

地集约利用ꎮ

四、本溪空间增长边界的划定

在本溪市空间演变历程中ꎬ城市的扩展

蔓延挤占生态和农业空间是国土空间演变的

基本特征之一ꎮ 城市增长边界作为遏制城市

盲目扩张的政策工具ꎬ不同发展阶段空间增

长的叠加ꎬ共同塑造了本溪市城市发展历程ꎬ
这就要求空间增长边界的划定要结合城市发

展所处阶段ꎬ体现对于不同阶段的空间拓展

诉求[１５]ꎮ 在本溪发展过程中ꎬ生态环境保护

始终是城市发展的底线ꎬ本研究采用正向需

求思路和正反结合的思路ꎬ构建生态本底约

束下的刚性增长边界和增长诉求预判下的弹

性增长边界[１６]ꎬ实行刚弹结合ꎮ
１.刚性增长边界的划定

结合本溪市市域范围内已经划定的 １１
种类型的禁止开发区边界(见图 １０)ꎬ在统一

的空间参考系统下ꎬ对划定的水源涵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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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本溪市禁止开发边界叠合

区边界、水土保持功能区边界、生物多样性功

能区边界、水土流失功能区边界和永久基本

农田边界进行空间叠加(见图 １１ ~ 图 １５)ꎬ
得出刚性增长边界面积 ４ ５７３ ７４ ｋｍ２ꎬ扣除

重叠面积后总面积为 ３ ０８４ ０８ ｋｍ２ (见图

１６)ꎬ占本溪市国土总面积的 ３６ ７％ ꎻ二级管

控区面积总计 ７３９ ０９ ｋｍ２ꎬ其中禁止开发区

面积总计 ７３９ ０９ ｋｍ２ꎬ为生态红线保护区中

除一级管控区外的其他区域ꎮ
２.弹性增长边界的划定

　 　 弹性增长边界的划定ꎬ主要是针对中心

城区ꎬ结合本溪市环境总体规划确定了高、
中、低 ３ 种生态安全格局ꎬ基于中心城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土地利用现状ꎬ选取“建设

用地 源 ＋ 生 态 功 能 型 阻 力 ” ＭＣＲ 模 型

(见图 １７)ꎬ通过最小累计耗费距离模型对中

心城区进行空间增长预判[１７]ꎬ确定高、中、低
３ 种生态安全格局考量下的弹性增长边界

(见图 １８)ꎮ
情景一:低生态安全格局下ꎬ受生态用地

限制ꎬ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得到最低限度的维

图 １１　 本溪市水源涵养功能区边界

图 １２　 本溪市水土保持功能区边界

图 １３　 本溪市生物多样性功能区边界

图 １４　 本溪市水土流失功能区边界

图 １５　 本溪市永久基本农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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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本溪市刚性增长边界

图 １７　 本溪市中心城区低、中、高安全格局下的阻力表面空间分布

图 １８　 本溪市中心城区低、中、高安全格局下的扩张模拟

护ꎬ关键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得到最低限度的

维护ꎬ本溪主城区与沈本新城呈现沿 Ｇ１１１３
高速扩张ꎬ预测可提供的建设用地规模为

４７７ ２９ ｋｍ２(见表 ５)ꎮ
情景二:中生态安全格局可较好地维护

生态系统ꎬ中心城区与周边自然山体、农田等



第 ６ 期 朱京海等:本溪市国土空间演变特征及增长边界划定研究 ５７１　　

表 ５　 不同生态安全格局下的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对比

类别
可提供的建设用地面积 / ｋｍ２

市区 主城区 沈本新城 桥北副城 南芬副城

低安全格局 ４７７ ２９ １５３ ６４ １４１ ０２ １０２ ８１ ７９ ８２
中安全格局 ３８７ ３６ １３６ ３２ １２１ ８３ ７８ １１ ５１ １０
高安全格局 ３６５ ４９ １３４ ３９ １１６ １８ ７４ ４０ ４０ ５２

２０２０ 年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１４４ ９０ ７７ ４４ ４１ ５７ ２９ ２５ ２２ ２２

生态用地之间交叉融合ꎬ各城市组团之间有

生态用地相隔ꎬ限制了城市的无序扩张ꎮ 预

测可提供的建设用地规模为 ３８７ ３６ ｋｍ２ꎮ
情景三:高生态安全格局最大限度地维

护了区域生态安全结构ꎬ本溪市中心城区建

设用地之间保留较为完整的生态廊道ꎬ预测

可提供的建设用地规模为 ３６５ ４９ ｋｍ２ꎮ
基于本溪市生态环境保护要求ꎬ耦合相

关法规中关于城市增长边界的内容ꎬ结合多

规合一的思路[１８]ꎬ本溪市中心城区增长边界

可控制在高、中两种城市扩张模拟的范围

内[１９]ꎮ 考虑我国城镇化速度整体放缓ꎬ以及

本溪产业结构处于转型期的背景ꎬ本次中心

城区增长选用“中生态安全格局”情景下扩

张规模ꎮ 最终可提供的建设用地的规模最大

值为 ３８７ ３６ ｋｍ２ꎬ在保证最大限度地维护城

市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基础上ꎬ实现精明增长

与精准保护[２０]ꎮ

五、结　 语

由于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

统ꎬ城市国土空间的变化受到经济、自然、文
化、社会等多方面要素的影响ꎮ 因此ꎬ城市增

长边界的概念是动态性的ꎬ是指导城市规划

编制的依据ꎬ而非城市规划编制的结果ꎮ 城

市增长边界并不是要控制城市的发展ꎬ而是

作为一种多目标的管理模式ꎬ通过把城市的

发展限制在—个明确的地理空间内ꎬ进而对

城市的发展过程和地点进行引导和控制ꎬ根
据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发展速度ꎬ协调

不同分区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关系是国土空

间增长边界划定的重要目的ꎮ 与经济发达地

区相比ꎬ本溪市经济增长相对缓慢ꎬ人口有衰

退迹象ꎬ生态约束较强ꎬ因此在空间管理过程

中ꎬ要确保刚性和弹性相结合ꎮ 弹性边界主

要结合不同类型土地的扩展速度ꎬ结合城市

现状发展的实际情况ꎬ结合“多规合一”的思

路ꎬ确定适当的模拟情景ꎮ 刚性边界将生态

保护和历史文化的保护结合起来划定ꎬ这是

出于对工业老城的工业遗存和文化传承的考

量ꎮ 然而一根线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ꎬ为实

现本溪增长边界的管控目标ꎬ城市空间增长

边界要与功能结构进行契合ꎬ为下一步的本

溪市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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