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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nd Technical Points of Township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Calcu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与提升视角的乡镇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方法和技术要点*

张晓明    ZHANG Xiaoming

已有研究为将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关理念和技术“降尺度”运用于乡镇层面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将相关技术方法系统融入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内容框架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为提高乡镇规划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视角的科学性、合理性，分别对国

土空间规划语境下乡镇规划内容框架和乡镇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与提升主要技术方法进行梳理，并初步建立两者结合

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各内容板块，探讨运用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与提升方法改进编制思路

和编制技术的要点，主要包括现状分析和评估、定位与目标、国土空间布局、居民点体系规划、集中建设区规划、产业发展

与布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规划、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规划传导与实施等9个方面。

Existing studies have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downscaling" to the township level, bu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that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relevant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into the content framework of township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ownship plann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ntent framework of township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main technical methods for the calcu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ownship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initially establishe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main 

points of planning ideas and technical improvement in 9 planning compilation contents of township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including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positioning and objectives, territory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of 

residential points system, planning of centralized construction are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layout, planning of public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land improvement, planning transmi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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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

发展，使人口规模和分布、产业结构和布局等

与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空间

均衡发展，是党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2015年）提出的重要理念。2017年9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标志着

我国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的资源环境承

载力评价体系基本建立。2019年5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

见》”），明确要求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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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科学有序统筹

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

管控边界，标志着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成为新

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和基础之一[1]。

乡镇是国土空间的基层单元，对乡镇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进行谋划和规

划，同样需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近年

来，研究者针对乡镇及村庄尺度资源环境承载

力测算方面理论和技术缺乏的问题，开展了一

系列研究，包括村镇水、土、生态等资源环境关

键约束因子及阈值测算原理，村镇建设资源环

境承载力综合测算的逻辑框架和理论模型[2]，

以及不同类型村镇发展与资源环境要素的互

馈关系等[3]，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以村镇资源

环境承载力提升为目标的规划技术方法和应

用工具集[4]，为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关理念

和技术“降尺度”运用于乡镇层面奠定了研

究基础。然而，从乡镇规划编制的内容框架出

发，将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与提升的技术方法

系统性融入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内容的研

究则相对缺乏。本文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

的乡镇规划定位、内容和编制要求等，探讨资

源环境承载力测算提升技术方法与乡镇规划

编制内容相结合的框架方案和具体技术要点，

旨在为提高乡镇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提

供支撑，以促进乡镇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承载

力的均衡发展。

1   乡镇规划的内涵和框架

在我国规划体系演变的不同时期，乡镇规划

的具体内涵、编制要求、内容框架等有所不同。

1.1   乡镇规划的概念范畴

空间规划体制改革前，城乡规划领域对

乡镇规划概念范畴的规范性解释，最早出现在

《村镇规划编制办法（试行）》中，其第二条规

定“本办法适用于村庄、集镇，县城以外的建

制镇可以按照本办法执行”。按照该办法，乡镇

规划可分为“总体规划”和“建设规划”两

个阶段，总体规划的任务是对乡镇域范围内村

镇体系及重要建设项目进行整体部署，而建设

规划是对镇区或乡政府驻地村庄建设进行的

具体安排。2008年《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实施，

将乡镇规划的规划范围限定在规划区内，并将

乡镇规划分为镇规划和乡规划两类，其中镇规

划的内容更多向城市规划看齐，乡规划则更类

同于村庄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领域则始终将乡、镇作为同

一个规划层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

办法》第二十条对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重点内容进行了规定，包括基本农田地块的落

实、县级规划中土地用途分区布局与边界的落

实、各地块土地用途的确定、镇和农村居民点

用地扩展边界的划定、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

的安排等5个方面。可以看出，乡镇层面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强调的是对上位规划的落实和

用地边界的确认和落地。

近年来，随着“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制

改革的完成，乡镇规划的概念范畴又产生了新

的变化。按照《若干意见》及主管部门的解读

口径，我国建立的“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中，乡镇规划属于“五级”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中的最基础层级，其内容应当涵盖原城乡

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中乡镇规划的编制内容。

1.2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要求

《若干意见》明确了乡镇规划编制的最基

本要求，即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本级政府对上

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是对本行政

区域开发保护做出的具体安排，侧重实施性。

具体指导文件和编制指南方面，目前国家层面

对乡镇规划的指导意见尚未出台，更倾向于在

通过指导文件明确编制总体要求的基础上，由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适用于本地情况的乡镇规

划技术规范，细化编制要求和管理要求。

1.3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框架

从国家相关政策指导文件和已印发的国

土空间规划指南（包括省级地方性指南）看，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框架似应延续市县

级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主要包括现状分析和评

估、定位与目标、国土空间布局、居民点体系

规划、集中建设区规划、产业发展与布局、公共

服务和基础设施规划、历史文化与景观风貌、

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规划传导与实

施、近期建设规划等11个方面（见表1）。

表1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框架和各板块主要任务
Tab.1  The content framework of township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main tasks of each sec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内容板块 主要任务
现状分析
和评估

分析乡镇发展阶段及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评估现行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实施情况，
总结乡镇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风险、机遇和挑战等

定位与
目标

结合上位规划确定的乡镇分类和职能分工，以及自身特色、发展条件，明确乡镇发展定位，
并按照发展定位、结合落实上位规划分解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制定乡镇规划目标指标体系

国土空间
布局

明晰开发保护区域、轴带以及重要节点，提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落实永久基本
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3 条控制线，划定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建设空间，
并明确各类用地布局

居民点体
系规划

分析乡镇人口流动、结构和分布变化，明确乡镇政府驻地、村庄等居民点体系规模结构，
划分村庄类型及村庄规划编制单元，提出各级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

集中建设
区规划

对乡镇政府驻地集中建设区内的建设用地做出安排，明确集中建设区范围和总规模，合理
安排各类用地比例结构和规划布局

产业发展
与布局

结合上位规划、同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及乡镇的特色资源，提出乡镇
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合理规模，统筹规划乡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

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
施规划

确定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商业服务、物流集贸、养老殡葬等公共服务体系布局，道路、
供水、排水、供电、燃气、供热、垃圾处置等公用设施布局，以及防洪、排涝、抗震、消防、
应急避难及地质灾害治理等综合防灾体系布局

生态保护修
复和国土综

合整治

提出水域湿地、森林草原、矿山等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和工程项目，以及农用地、建设用地、
后备土地等国土综合整治重点区和工程项目

规划传导
与实施 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提出对村庄规划的传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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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传导链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调自上而下的传导

性，要求逐级分解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

求。对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内容框架中涉及自

上而下传导的内容板块进行传导链梳理（见

表2），可以了解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镇

规划在调节本级资源配置方面有效作用的领

域。在结合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和提升技术

改进乡镇规划编制方法时，这些领域可予以

重点关注。

2   乡镇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与提升的

主要技术方法

从行政层级看，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

与提升技术“降尺度”运用的已有研究主要

集中在乡镇层面，这为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进一

步融合资源环境承载力理念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从具体内容看，相关测算与提升技术方法

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评价测算方法，包

括资源环境协调度评价方法、资源环境承载力

的PSG（压力—状态—治理）综合评估方法；

另一类是针对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单要素

评价测算与提升方法，包括水环境、水资源、耕

地资源、建设用地、生态承载力等评价测算方

法等。

2.1   综合评价测算方法

2.1.1    资源环境协调度评价

已有研究主要结合案例地区研究，构建村

镇建设资源环境需求与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

比较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5]，分析资源环境

主要限制因素[6]、村镇建设对资源环境的胁迫

特征及主要矛盾，并提出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

协调路径等[7]。概括而言，乡镇层面的资源环

境协调度评价主要通过收集开发建设、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公共设施等乡镇发展建设指标，

以及土地资源占用、水资源开发强度、生态资

源、水环境胁迫、固废环境胁迫等乡镇资源环

境指标，综合计算协调度，划分总体协调类型

（失调或协调），并细分失调、协调等级。在此基

础上，根据分项指标对比，分析人地协调性、人

水协调性、水土匹配度、居业协同度等，判断乡

镇发展建设与资源环境协调中的突出矛盾。

2.1.2  资源环境承载力PSG综合评估

PSG是衡量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典型模型。

已有研究验证了PSG模型在村镇资源环境承

载力综合评估方面的适用性；可基于PSG综合

评估开展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区、分类

研究，研判影响承载力的全局、局部和单区障

碍因素，提出承载力提升策略和空间规划改进

方案等[8-10]。概括而言，PSG综合评估的主要

运用在于：一方面，以行政村为单元，建立指标

体系测算模型对压力指数、状态指数、治理指

数和综合承载力指数进行测算，划分等级并绘

制空间分布图，对乡镇全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进

行全局分析；另一方面，定量识别各PSG综合

指数等级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主导障碍因素，

识别全局障碍因子、局部障碍因子、单区障碍

因子及其空间分异，分析乡镇资源环境承载力

提升的关键方面。

2.2   单要素评价测算方法

2.2.1    水环境和水资源承载力评价

水环境和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在乡镇尺度

的运用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评价指标体

系的建构和评价方法的综合运用[11]，水资源承

载力关键影响因素分析[12]，以及基于水资源承

载力提升的多情景分析[13]和乡镇水权分配调

整方案等[14]。概括而言，乡镇水环境承载力评

价的主要内容包括：（1）根据上位规划确定的

流域水环境容量，通过降尺度测算模型，测算

本乡镇可用的水环境容量；（2）对乡镇水环境

分散源污染、点源污染分别进行调查统计，综

表2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传导链
Tab.2  Content transmission chain of township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内容板块 传导类型 传导链 主要内容

目标定位 定 性 传 导、 弱
传导 市—县—乡—村 各级城、镇、村的发展目标、职能定位和规模引导等

重要控制线 定量 + 定位传
导、强传导 市、县—乡—村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3 条控制
线，以及历史文化保护、水域、岸线、湿地、蓄滞洪区、
天然林、生态公益林、基本草原等其他控制线

规划分区 层层细化的较
强传导 市—县—乡—村 规划一级分区、规划二级分区、用地分类及布局安排等

约束性指标 层层分解的强
传导

市—县—乡—村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耕地保有
量、建设用地面积、城乡建设用地面积、林地保有量、
基本草原面积、湿地面积等

市—县—乡 用水总量、自然海岸线保有率、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
积等

县—乡—村 农用地整理面积、建设用地整理面积、新增生态修复面
积等

乡—村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人均村庄建设用地等

村镇分类 定 性 传 导、 较
强传导

市—县、乡、村 市级规划明确城镇体系的规模等级和空间结构，提出村
庄布局优化的原则和要求

县—乡、村 县级规划确定乡镇特色类型，确定村庄分类，确定农村
宅基地规模、布局

乡—村 乡镇级规划按照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基层村 3 个等级，
细化居民点体系等级结构、职能分工和发展方向

要素配置 层层落实 + 细
化、强传导 市—县—乡—村

交通和基础设施的选线、走向和用地布局，公共服务设
施的配置要求、布局、规模数量和用地安排，防灾减灾
设施的标准、布局、防护范围等

其他 定量 + 定位传
导、强传导

县—乡—村 农业“三区”划定，农牧副渔等设施用地和设施农用地
规模分解等

乡—村 果蔬生产、畜牧、养殖以及特色农产品等农业生产布局
市—县—乡—村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耕地后备资源分布等

市—县—乡 土地整治和生态修复的重点区域和重大工程，及其规模、
布局、时序、建设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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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测算乡镇水环境占用量；（3）结合可用水

环境容量和水环境占用量，对乡镇水环境容量

进行供需比较分析，判断乡镇水环境超载、平

衡或富余状态；（4）对水环境超载或紧平衡的

乡镇，识别主要污染源产业。乡镇水资源承载

力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水资源承载

力评价指标体系；（2）测算水资源现状承载状

态，包括压力指数、承载指数等；（3）根据评价

指标的历史变化情况，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

行多情景分析，测算不同水权分配方案下压力

指数、承载指数变化情况。

2.2.2    耕地承载力评价

关于乡镇耕地资源承载力评价的已有研

究主要关注评价模型的比较和适宜小尺度单

元的评价方法[15]，基于模型评价结果的耕地功

能和承载力长时段演化规律[16]，耕地承载力关

键限制性因素识别等[17]81。概括而言，乡镇耕地

承载力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方面，基于光

照、温度、降水（灌溉）、土壤等自然条件，采用

逐级订正法，分别计算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

产潜力—气候生产（光温水）潜力—土地生

产潜力（光温水土）—农业生产潜力（管理

水平和生产要素投入）。另一方面，分别收集乡

镇农业生产中的施肥强度、农药投入、机械投

入等农户行为参数和水、土、温等自然气候参

数，并结合耕地保有量及空间分布等空间限制

性因素，进行农作物单产拟合分析，测算各类

因素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机制，以及乡镇耕地

资源对各类主要农作物的生产潜力。

2.2.3    建设用地承载力评价

关于乡镇建设用地承载力评价的已有研

究探讨了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土地利用变

化模式的关系，并构建村镇土地利用变化SD

模型，模拟不同政策情景下未来村镇主要地

类变化的差异[18]，解析土地供给能力与需求

强度的空间匹配关系[19]，识别建设用地承载

力关键限制性因素等[17]81-82。概括而言，乡镇

建设用地承载力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1）

通过构建以建设用地经济产出最大化、耕地

粮食产量最大化等为目标的目标函数，以

及涵盖政策、耕保、生态、经济、水平衡、碳

平衡等的约束条件，建立建设用地承载力测

算模型；（2）通过模型测算在多目标平衡、多

条件约束下的乡镇建设用地总量及各类建设

用地承载力满载水平，并与各类建设用地现

状面积进行比较，识别超载和尚有潜力的建

设用地类别。

2.2.4    生态承载力评价

已有研究界定了村镇生态承载力的内涵，

提出了村镇建设复合生态承载力评价方法和

承载对象测算思路，探析了村镇建设生态承载

力提升路径[20]，并开展典型案例地区研究[21]，

探索村镇建设生态安全约束下的产业适宜性

评价方法和不同类型村镇的生态建设模式[22]。

概括而言，乡镇生态承载力评价主要在于：（1）

结合全国、省级生态功能分区，以及国家生态

乡镇名录等，通过空间叠置分析确定乡镇主导

生态功能（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防灾减灾等）；（2）建立乡镇生态承

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生态压力、生态弹性

力、复合承载力等；（3）结合乡镇主导生态功

能和生态承载力评价结果，在多目标平衡下开

展情景模拟分析，并结合上位规划明确的“三

线一单”“三区三线”等，明确乡镇建设的生态

约束条件；（4）分别测算生态约束下乡镇主导

产业的最大规模、经济规律约束下乡镇主导产

业的最小规模。

3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乡镇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要点

将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框架与乡镇

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与提升技术方法结合起

来看，除历史文化与景观风貌、近期建设等内

容外，其他各板块内容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

及提升方法都具有可切入点，可通过承载力测

算的过程要素等建立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内容的结合框架（见图1）。在此基础上，逐

一介绍各规划内容中具体运用资源环境承载

力测算与提升方法的技术要点。

3.1   现状分析和评估

乡镇规划现状分析评估部分，可将资源环

境承载力分析作为重要方面。一是结合本乡镇

所在的全国资源环境基础分区、所属县域主体

功能定位，以及本乡镇功能分类等，分析本乡

镇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主要矛

盾，找准本乡镇主导功能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主

要约束因素。二是开展资源环境协调度评价，

分析本乡镇发展建设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

调程度。三是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的PSG综合

评估。

3.2   定位与目标

一是明确乡镇发展定位，应结合乡镇

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区分类，避免提出不

符合本地资源环境承载力本底条件的发展

定位。二是制定乡镇规划目标指标体系，应

将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关指标纳入控制指标

体系，包括但不限于水资源开发利用约束指

标、水环境容量约束指标、水环境保护指标、

农用地保护约束指标、建设用地开发约束指

标、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指标等。三是确定

乡镇规划相关指标值，应结合不同类型乡镇

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合理阈值进行综合校验测

算，以达到乡镇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

平衡状态。如按照资源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人

地协调性、人水协调性等，合理框定乡镇人

口预期规模及其城乡分布；按照土地资源承

载力阈值及现状承载状态，合理调整人均建

设用地控制指标等。

3.3   国土空间布局

一是谋划乡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

局，可将资源环境承载力PSG综合评估的等级

划分和空间分布结果，作为划定空间分区的重

要依据，并明确各空间分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主要约束因子和提升策略。二是划定乡镇生态

空间、农业空间和建设空间，应以生产、生活、

生态等空间和水体、林地、农用地等约束条件

评价为前提，并可在分析景观格局的基础上，

从降低破碎度增加连通性的角度，提出优化乡

镇内部3类空间形态的方案。三是以耕地资源

承载力评价为基础，结合乡镇主要农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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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根据自然要素对农产品生产潜力的影响，

提出各类农用地的空间布局调整方案。四是以

建设用地承载力评价为基础，根据评价得到的

建设用地现状承载水平和可承载潜力，确定建

设用地总量控制约束条件和城乡建设用地配

比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乡镇建设空间规

模和分布方案。

3.4   居民点体系规划

一是以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为前提，按

照资源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人地协调性、人水协

调性等，合理预测乡镇人口规模。二是确定居

民点体系结构，应以行政村为单元开展水土资

源承载力评价，结合评价得到的承载力空间分

异，确保各级居民点规模与当地资源环境承载

力相适应。三是按照土地资源承载力阈值及现

状承载状态，合理调整各级居民点人均建设用

地控制指标，并结合人口规模预测确定城乡建

设用地总量。四是划分乡村振兴村庄类型，应

以行政村为单元的资源环境承载力PSG综合

评价为基础，特别在集聚提升类村庄的选择方

面，应重点选择综合承载力高的村庄，避免选

择综合承载力低的村庄。

3.5   集中建设区规划

一是确定集中建设区范围与建设用地总

规模，可综合建设用地资源承载力阈值及现状

承载状态，基于用地适宜性的生产、生活空间

边界约束评价，以及乡镇居民点体系规划结论

等，进行综合分析、统筹谋划。二是确定集中建

设区主要用地类型的比例结构，应以建设用地

承载力评价为依据，根据评价识别的超载和尚

有潜力的建设用地类别，制定建设用地比例结

构调整方案，调减已超载的建设用地类别占

比，调增尚有潜力的建设用地类别占比。

3.6   产业发展与布局

乡镇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应将生态承载

力评价、水环境承载力评价、耕地资源承载力

评价作为重要依据。一是开展生态承载力评

价，作为确定乡镇主导产业合理规模的依据。

根据评价结果分别测算生态约束下乡镇主导

产业的最大规模、经济规律约束下乡镇主导

产业的最小规模，并结合乡镇主导产业现状规

模，进行主导产业发展规模生态权衡，确定乡

镇主导产业的合理规模。二是开展水环境承载

力评价，作为制定产业发展引导策略的依据。

根据评价得到的水环境容量及其超载状态，针

对乡镇主要污染源产业，提出污染控制、规模

控制、养分利用效率提升等产业发展导向要

求。三是开展耕地资源承载力评价，作为调节

种植业产量、结构和管理模式的依据。根据评

价得到的主要农作物生产潜力，结合现状实际

产量，合理制定农作物产量目标；结合农作物

单产拟合分析，提出农业管理模式改进措施，

以及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的方案。四是结合水体

范围调整、水环境容量约束评价，以及水环境

分散源污染、点源污染调查统计结果，提出农

业、工业等主要水污染产业布局调整的方案。

3.7   公共服务和基础保障体系

一是公共服务、公用设施、综合防灾等体

系布局总体上应结合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乡镇居民点体系规划布局，按照需求导向、供

需匹配的原则进行统筹安排，适当发挥设施布

局对居民点分布的引导作用。二是确定污水处

理和排水设施规模和布局，应结合乡镇水环境

承载力评价提出的污染控制目标，以及乡镇水

环境分散源污染、点源污染分布情况，做出针

对性安排。

3.8   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

一是结合乡镇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土地资

源承载力评价、生态承载力评价等，找出资源

环境承载力方面的突出问题，并结合上位规划

提出有助于承载力提升的乡镇生态修复与国

土综合整治工程。二是将基于水环境承载力评

价提出的养分利用效率提升措施、基于耕地承

载力评价提出的农户行为改进措施、基于生态

承载力评价提出的生态负效益缩减措施等作

为乡镇规划生态修复措施重要内容。三是安排

图1  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及提升方法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内容的结合框架

Fig.1  A framework combining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measurement and 
improvement methods with the content of township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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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修复时序，可根据生态承载力评价过

程中确定的乡镇主导生态功能，以及重要生态

功能区的调查分析结果，优先安排对主导生态

功能区域、高价值生态区域内部的脆弱地区进

行修复。

3.9   规划传导与实施

一是树立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导向，将定

期开展资源环境协调度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

PSG综合评价作为规划实施评估内容。二是乡

镇规划提出对村庄规划传导要求，可结合乡镇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通过合理调节压力指数、

承载指数，制定水权分配调整方案，将可用水

资源量作为村庄规划传导落实的重要内容。三

是乡镇规划划分村庄规划编制单元，应结合资

源环境承载力PSG综合评估的等级划分和空

间分布结果，避免将不同承载力等级、不同资

源环境承载力主要约束因子的村庄划入同一

个村庄规划编制单元。

4   结语

本文在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梳理了乡镇

规划内容框架和乡镇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与

提升的主要技术方法。一方面讨论了乡镇国土

空间规划内容框架中可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测

算和提升技术方法相结合之处，初步建立了两

者结合的基本框架，展现了资源环境承载力测

算与提升方法在乡镇规划领域的丰富应用场

景；另一方面，按照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内容板

块，逐一介绍了现状分析和评估、定位与目标、

国土空间布局、居民点体系规划、集中建设区

规划、产业发展与布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规划、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规划传

导与实施等9项规划编制内容中，运用资源环

境承载力测算与提升方法进行编制的思路和

技术改进的要点。

应当看到，我国地域面积广、地区差异大，

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运用资源环境承载力测

算与提升技术方面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

则并不现实。因此，本文更着重于规划方法和

应用场景层面的讨论，以期能在提高乡镇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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