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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城市土地利用冲突解析与评价研究
———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

李洪庆,宋红艳,程飞飞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1100)

摘 要:[目的]构建土地利用冲突“内涵解释—识别评价—调控解决”的逻辑体系,探究2010—2022年盐

城市的空间类型和格局冲突,以期为盐城市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方法]以

盐城市为例,利用2010,2015和2022年3期土地利数据,基于冲突的尺度性特征和景观生态学模型分别构

建了空间类型和格局冲突指数,识别出市、区县和网格3个尺度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单元及强度,并揭示

其社会经济背景的利益关系冲突,进而提出调控优化措施。[结果]①2010—2022年,盐城市尚有充足开

发空间,由于生态空间的严格保护,空间开发将主要占用农业空间;由于沿海经济开发战略推进和生态保

护更趋严格,沿海区县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利益冲突关系。②2010—2022年,盐城市空间格局冲突主要分布

在西部内陆区和大丰区沿海一侧陆地,与湖荡湿地保护和沿海经济开发驱动的土地利用变化呈现较高的

生态风险有关。③盐城市要重点协调经济发展与基本农田保护的主要矛盾,且需要为沿海经济开发战略顺

利推进规范好关于土地利用的利益冲突关系。[结论]2010—2022年,盐城市生态空间被严格管控,全市

耕地保护压力较大,沿海开发矛盾比较复杂。应在全市解决好经济发展与农业保护间的冲突,在沿海区域

协调好港口经济、养殖业发展和滩涂湿地保护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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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EvaluationonLandUseConflictsinCoastalCities
—ACaseStudyofYanchengCity,JiangsuProvince

LiHongqing,SongHongyan,ChengFeifei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Hohai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1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Alogicalsystemof“connotationinterpretation,identificationandevaluation,and
regulationandresolution”oflanduseconflictswasconstructedtoexplorethespatialtypesandpattern
conflictsinYanchengCity,JiangsuProvincefrom2010to2022andtoprovidereferencesfortheoptimization
ofterritorialspatiallayoutand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Methods]TakingYanchengCity
asanexample,thespatialtypeandpatternconflictindexwereconstructedbasedonthescalecharacteristics
ofconflictsandthelandscapeecologymodelbasedonthelandprofitdatafor2010,2015,and2022,

respectively,toidentifythespatialunitsandintensitiesoflanduseconflictsatthethreescalesofYancheng
City:City,districtorcounty,andgrid.Italsorevealedtheconflictofinterestinthesocialandeconomic
background,puttingforwardtheregulationandoptimizationmeasures.[Results]① Owingtothestrict
protectionofecologicalspace,spatialdevelopmentwouldmainlyoccupyagriculturalspace.Coastalareasand
countieswouldpresent morecomplexconflictsofinterestduetothepromotionofcoastaleconomic
developmentstrategyandecologicalprotection.② ThespatialpatternconflictsinYanchengCityfrom2010
to2022weremainlyfoundinthewesterninlandregionandthecoastallandofDafengDistrict,whichwere



relatedtothehighecologicalriskoflandusechangedrivenbylakewetlandprotectionandcoastaleconomic
development.③ TheYanchengCityshouldfocusoncoordinatingthemaincontradictionsbetweeneconomic
developmentandbasicfarmlandprotection,andtherewasaneedtostandardizetheconflictofinterestson
landuseforthesmoothpromotionofcoastal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y.[Conclusion]From2010to
2022,theecologicalspaceofYanchengCityhadbeencontrolledstrictly.Thepressureofcultivatedland
protectioninthecitywasrelativelylarger,andthecontradictionofcoastaldevelopmentwasrelatively
complicated.Theconflict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andagriculturalprotectionshouldbesolvedinthe
wholecity,andtheconflictbetweenporteconomy,aquaculturedevelopmentandbeachwetlandprotection
shouldbecoordinatedinthecoastalarea.
Keywords:spatialtypeconflict;spatialpatternconflict;landuseconflict;YanchengCity,JiangsuProvince

  沿海区域是陆海相互作用最强烈的过渡性地带,
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及经济高速发展区,也
是陆海统筹战略的集中体现地区,沿海城市空间的合

理有序利用对陆海系统的协调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

的保护有重要意义[1-2]。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

和海洋经济的兴盛,沿海城市土地资源供给压力和需

求多样性与日俱增,表现为区域内“生态—农业—城

镇”空间用地格局失衡[3-4]和生态环境恶化[5-6]等的土

地利用冲突问题,严重威胁着沿海城市经济社会的正

常运转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7]。由于沿海城市

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土地利用冲突亟需深入解

决,因此应该尽快揭示土地利用冲突形成原因并提出

有效调控措施。
土地利用冲突实质上都是复杂利益矛盾冲突关

系反映于地理生态空间的一种复合现象,研究类别主

要涵盖了利益关系冲突,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和土地利

用功能冲突。社会学研究对象为利益关系冲突,目的

是揭示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组合关系[8-9],地理学和

生态学研究对象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前者着重空间

类型比例失调的空间类型冲突[10-11],后者着重土地利

用与自然环境矛盾的空间格局冲突[12-13],土地利用学

科研究对象是土地利用功能冲突,揭示了地块多种潜

在适宜功能的冲突。研究内容上主要涵盖了土地利

用冲突内涵探究[14]、土地利用冲突测度与识别[15-16]、
土地利用冲突影响因素与产生机制剖析[17-18],以及土

地利用冲突调控管理研究[19-20]等方面。研究方法上

包含定性和定量评价两个方面,定性评价多用于利益

关系冲突,主要用参与式调查或博弈论来反映利益主

体在土地利用方面的利益矛盾组合关系[21],定量评

价多用于土地利用空间和功能冲突,其中空间冲突有

的采用各空间类型逼近约束规模的程度来测度空间

类型冲突强度[10],有的用“复杂性+脆弱性-稳定

性”的组合景观格局指数所表征的生态风险程度来测

度空间格局冲突强度[22],功能冲突多用用地倾向性

评价来测度地块的多适宜功能冲突程度[10],研究尺

度上多集中在单一网格或栅格单元尺度上[23-24]。研

究对象多集中在资源环境短缺性城市[25]、城镇化高

速发展地区[26]和景观异质性过渡区域[27],表现为资源

环境稀缺、土地利用激烈竞争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引起

的土地利用冲突。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沿海城市土

地利用冲突越来越激烈,土地利用冲突对追溯到社会

经济利益关系冲突的根源不够明确,缺乏空间类型和

结构方面的统筹考虑,对空间冲突的机理过程揭示也

不够深入。因此研究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机理过程,
并追溯其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冲突的根源,可为沿海城

市陆海空间统筹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效参考。
江苏省盐城市位于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唯一拥

有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的城市,也是苏北唯一被

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城市,更是长三角城市群唯

一农业产值最高的地区,长期存在耕地保护与城市化

扩张,海岸带生态安全与港口经济发展及海水养殖拓

展等的土地利用冲突,土地利用冲突的缓解调控对于

盐城市维持合理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和国土空间安

全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构建了土地利用冲突“内
涵解释—识别评价—调控解决”的逻辑体系,以盐城

市为例识别其2010—2022年的空间类型和格局冲

突,并揭示引发冲突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以期为盐

城市合理确定整体用地布局安排和处理经济发展中

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供参考,并为其他沿海城

市土地利用冲突的识别提供案例。

1 土地利用冲突内涵解析

土地利用冲突是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社会矛盾

表现在土地利用方式、数量等方面的不一致及各种土

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状态,具有尺度性,复杂性

和动态性的特点[28]。如图1所示,人类活动干扰主

导下的发展性与限制性的利益关系冲突交互作用推

动着“生态—农业—城镇”空间的动态转化,一方面各

土地利用类型比例失调,发生空间类型冲突,另一方

面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强度会带来较高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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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发生空间格局冲突。
空间类型和格局冲突均由人类活动主导的土地

利用变化引起,前者以土地利用类型为研究对象,侧
重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空间比例失调问题,后者以景

观基本单元为研究对象,侧重人类综合干扰带来的生

态环境问题。①空间类型冲突指空间类型比例失调

及非建设空间的不合理占用与破坏。建设用地、耕地

和生态用地均具有法律政策或人居环境安全等意义

上的约束规模[29-30],因此分别可从不同维度描述其接

近约束规模的程度,当其超过约束规模时发生冲突。
由于冲突是一种地理现象,因此也具有尺度特征[31],
在城市、区县和网格三个尺度上结合空间类型冲突识

别和土地利用转移方向,层层递进确定发生冲突问题

的具体位置及原因。②空间格局冲突指不合理的土

地利用方式和强度与其所带来的生态风险呈现矛盾

状态。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说[32],不同土地利用

方式和强度的综合人类干扰可通过改变景观空间格

局来破坏生态系统过程和稳定性,综合土的地利用变

化与其所带来生态风险之间呈现矛盾状态,这是土地

利用冲突在空间格局上的一种表现,土地利用变化所

带来的生态系统风险程度越高,冲突强度越大。
土地利用冲突实质上是由利益关系冲突引起的,

因此调控则从全市,区县和网格层层倒推其背后的利

益关系冲突。总体思路是在全市和区县尺度上基于

所识别的核心冲突问题分别调控其主要矛盾关系,在
网格尺度则基于所识别出的空间类型和格局冲突单

元,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因素提出调控具体

利益关系冲突的位置和类别。

图1 土地利用冲突内涵解释

Fig.1 Explanationforconflictconnotationoflanduse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为江苏省沿海城市盐城市(32°34'—

34°28'N,119°27'—120°54'E)(图2),位于长三角城市

群中沿海发展轴线的北向中心位置,现辖3个区,5
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盐城市具有良好的生态环

境,西部里下河地区河网交错、湖荡湿地遍布,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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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沿海区县拥有全省最长

的海岸线、面积最大的滩涂湿地和最广阔的海域面

积,建有丹顶鹤和麋鹿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

为国际湿地城市。同时,盐城市具有全省规模最大的

高标准农田,占全市耕地面积的73.3%,沿海养殖业

发达,拥有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河蟹生态育苗基地,
是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大市。未来盐城

市2035年城镇化率目标将提高20%左右,传统产业

和新兴主导产业形成了多县工业园区协同配合的布

局,依托大丰港等码头大力发展对外中韩贸易,发展

为多项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大规

模、高标准和严要求的生态保护与耕地保有量情况

下,盐城市城市化扩张、工业园区发展和外向型港口

经济的驱动下必然导致“生态—农业—城镇”空间的

相互剧烈转化,空间类型比例失调、区域生态安全水

平下降等土地利用冲突问题也会随之大量出现。因

此研究空间类型和结构冲突,分析其形成机理和转化

路径,为国土空间高效布局和生态安全水平提升提供

依据。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具体来源如表1所示,其中,2010,2015
和2022年的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如图3)基于Land-
sat遥感卫星影像采用人机交互式目视判读的遥感解

译得到,解译总体精度分别为87%,89.3%,90.6%。

根据研究需要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
建设用地、内陆水体、养殖用地、盐场、滩涂和未利用

地9类,细分出的养殖用地、盐场和滩涂涉海用地是

为了研究海水养殖、港口经济、盐化工产业和滩涂湿

地萎缩等现象对土地利用冲突的影响。

  注:本图基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1∶1000000矢量

地图(2019版,图号G50)绘制,底图无修改。

图2 研究区概况

Fig.2 Overviewofstudyarea

表1 研究区数据来源

Table1 Datasourceofstudyarea

数 据         来 源        网 站         

行政区划数据
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的1∶
100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 https:∥www.webmap.cn/main.do? method=index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矢量数据 中国自然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http:∥bhq.papc.cn/specimen.html

2010年Landsat5TM 遥感影像,2015和
2022年的Landsat8遥感影像

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s:∥www.gscloud.cn/home

最低耕地保有量 《盐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图3 盐城市2010—2022年土地利用分布

Fig.3 LandusedistributionofYanchengCityfrom2010to2022

  依托解译的土地利用底图数据将地理空间划分

为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各空间对应的土地利用类型

如表2所示。

表2 城镇—农业—生态空间类型划分

Table2 Divisionofconstruction-agriculture-
ecologicalspacetypes

空间类型 对应土地利用类型   
城镇空间 建设用地、盐场

农业空间 耕地、养殖用地

生态空间 林地、草地、内陆水体、滩涂、未利用地

  注:盐场在三调的地类分类中属于工矿仓储用地的盐田,因此被

划分入城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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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经济会社发展主导的土地利用变化一方面会导

致各空间类型超过约束规模,发生空间类型冲突;另
一方面会破坏生态系统过程,降低生态系统稳定性,
发生空间格局冲突。空间类型冲突侧重对土地利用

方式和数量上的不一致,可识别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或耕地保护间的利益关系冲突;空间格局冲突侧重土

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状态,可识别人类综合干扰

与生态保护间的利益关系冲突。

2.3.1 空间类型冲突指数 空间类型冲突指数可呈

现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或生态保护间利益关系冲突

的具体位置和强度。城镇,农业与生态空间分别承载

了经济发展、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的土地功能,当各空

间的土地利用类型数量超过约束规模时,则发生经济

发展与耕地保护或生态保护间的利益关系冲突。依据

贺艳华等[10]的研究,构建了下述公式(如表3所示)。

表3 空间类型冲突指数公式及含义

Table3 Formulaandmeaningofspatialtypeconflictindex

指数名称 含 义  公 式  参数含义  冲突发生阈值 尺度应用
与土地利用
冲突关系

建设用地开发
强度指数(DI)

空间单元内建设用地比例
与最高开发警戒水平之间
的比值

DI=
Sc/S
I

Sc 为城镇空间面积,S 为空间
总面 积,I为 最 高 开 发 强 度 警
戒值

开发 强 度 大 于25%,
即DI>1

全市+区县+
网格

正相关

农业保留指数
(AR)

空间单元内现有耕地面积
与最低耕地保有量面积之
间的比值

AR=
Sa

G
Sa 为耕地面积,G 为最低农业
控制标准值。

耕地数量低于最低耕
地保有量,即AR<1

全市+区县 逆相关

生态占用指数
(EO)

空间单元内某时段初期生
态空间面积被占用的比例 EO=

Sce

Se
×100%

Sce城镇空间占用的具有生态功
能用地的面积,Se 为空间单元
内某时段初生态空间面积

城镇空间占用自然保
护地

全市+区县+
网格

正相关

  注:农业保留指数没有网格尺度是由于网格尺度的最低耕地保有量不具有意义。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指数中,当DI>1,即空间开

发强 度 大 于25%时,发 生 空 间 类 型 冲 突。I值 取

25%,原因是根据国际大都市建设用地比例的惯例和

相关文献[10,29]认为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的极限为

30%,再根据国外城市生态空间占都市区的比重一般

介于75%~80%之间的参考推出国土空间开发强度

在20%~30%内较为合适,然而对于农产品地区和生

态功能区则应适当调低,因此作为江苏省重要农产品

地区,盐城市取值25%。
农业保留指数中,当AR<1,即耕地保有量小于

盐城市确定的最低耕地保有量时,发生空间类型冲

突。其中,全市尺度的G 值取《盐城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耕 地 保 有 量 最 低 值

7.56×105hm2,区县尺度的G 值将该值按区县空间

总面积权重分配到各区县。
生态占用指数中,当城镇空间占用自然保护区

时,发生空间类型冲突。盐城市自然保护区与陆域重

叠的面积为1376.74km2,由中国自然保护区标本资

源共享平台所下载的矢量数据确定。
结合城市、区县和网格尺度的空间类型冲突识别

层层确定发生冲突的空间单元及用地转换原因。具

体来说,城市和区县尺度识别是否发生冲突、发生冲

突的空间单元及空间开发呈现的主要矛盾关系,网格

尺度识别发生冲突的空间单元和用地转换原因。此

外,为进一步展示区县尺度空间类型冲突指数值的年

际动态变化和进行区县间的横向比较,根据冲突发生

的阈值和年际变化显示效果对其计算结果进一步作

了等级划分(如表4所示)。

表4 盐城市各区县空间类型冲突指数等级划分

Table4 Classificationofspatialtypeconflict
indexinYanchengCity

建设用地开发
强度指数(DI)

农业保留
指数(AR)

生态占用
指数(EO)

等级

0≤DI<0.59 AR≥1.69 0≤EO<2.53 1
0.59≤DI<0.69 1.59≤AR<1.69 2.53≤EO<3.35 2
0.69≤DI<0.79 1.50≤AR<1.59 3.35≤EO<4.45 3
DI≥0.79 0≤AR<1.50 4.45≤EO<6.63 4

EO≥6.63 5

2.3.2 空间格局冲突指数 空间格局冲突指数可呈

现人类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利益关系

冲突的具体位置和强度。空间格局冲突可识别出综

合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与生态环境呈现矛盾状态的

空间单元,而土地利用变化是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一

种空间表现形式,因此实质上是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与

生态保护间存在利益关系冲突。空间格局冲突指数

由复杂性、脆弱性和稳定性3个指数组成,表示土地

资源在受到外界人为干扰压力后,不同类型土地资源

受到压力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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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水平。计算结果均归一化到0~1间,并采用自

然间断点法划分为5个等级,即:弱冲突[0,0.18),较
弱冲突[0.18,0.27),中度冲突[0.27,0.37),较高冲突

[0.37,0.50)和高度冲突[0.50,1]。借助Fragstats4.2
中的 Moving Window 功能计算各景观指数,采用

ArcGIS10.8空间化LUCS指数。公式为:

LUCI=P+V-S (1)
式中:LUCI为土地利用冲突强度;P 为外部压力,用
面积加权平均分维数表示;V 表示脆弱性;S 代表稳

定性,采用斑块密度表示。
(1)复杂性(P)。用面积加权分维数来表示景观

斑块的复杂性,表征了空间斑块在外界人类土地利用

开发活动中形状越趋复杂,目标斑块受邻域影响机会

越大,反映土地资源承受的外部压力。
(2)脆弱性(V)。反映土地资源的暴露程度,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在面临外界风险源时的敏感程度不

同,转移概率是测度土地利用系统脆弱性的重要工

具,因此本文根据各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入率及转出率

和研究区政策发展方向,确定建设用地,耕地,林地,
内陆水体,盐场,草地,养殖用地,滩涂和未利用地脆

弱度指数分别为1,2,3,4,5,6,7,8,9。

Vi=∑Fi×
ai

A
(2)

式中:Ei 为第i种用地景观类型的脆弱性;Fi 为不

同景观类型的脆弱度赋值;ai 为各景观类型的面积;
A 为移动窗口总面积。

(3)稳定性(S)。用斑块密度来表示景观的稳定

性,斑块密度越大表征区域内景观破碎程度越高,生
态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和协调性越低,土地利用的生态

系统安全水平越低。

2.3.3 指数网格尺度选择 各冲突指数最佳计算网格

单元尺度为3km。综合考虑景观格局粒度效应原理[33],
空间斑块分布状况和数据量等因素,对比1km×1km,

3km×3km和5km×5km尺度网格单元发现3km
网格尺度下,可以较好地与地类变化结合揭示土地利

用冲突的发生原因,显著突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3 结果分析

3.1 空间类型冲突分析

整体来说(如表5),盐城市尚有充足开发空间,发
生了城镇空间占用自然保护地的空间类型冲突。

2010—2022年期间盐城市空间开发强度和耕地数量

均在约束范围内,生态空间在2014年申请黄海湿地

遗产和国际湿地城市后占用速度明显减缓,2010—

2015和2015—2022年期间沿海一侧陆域自然保护区

由于养殖业扩张和港口经济发展等因素分别被占用

了6.93,3.69km2,发生了空间类型冲突。

表5 盐城市空间类型冲突指数计算结果

Table5 ResultsofspatialtypeconflictindexinYanchengCity

项 目    2010年 2015年 2022年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指数 0.3484 0.3995 0.4722
农业保留指数 1.5507 1.5027 1.4386
生态占用指数 0.0000 0.1958 0.0890

盐城市响水县和亭湖区空间开发强度即将达到

约束规模,沿海区县较内陆区县空间矛盾关系更加复

杂(图4)。如图4所示,内陆区县中亭湖区作为盐城

市中心城区,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开发强度接近

25%;建湖县和盐都区由于湖荡湿地修复和城市化发

展,农业保留指数等级变高,耕地数量减少。沿海区

县中响水县作为重要的沿海工业和新能源发展基地,
空间开发强度几乎突破25%;大丰区三个指数均为第

4等级,空间开发关系最为复杂,是沿海经济开发的重

要门户;东台市生态占用指数缩减了4个等级,这是

由于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的成功申请使原有的沿

海滩涂围垦计划全面停止,生态保护更趋严格。

图4 盐城市各区县空间类型冲突指数计算结果

Fig.4 CalculationresultsofspatialtypeconflictindexatdifferentcountiesinYancheng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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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单元网格的局部尺度来看(如图5与图6),内
陆区县主要是城市化高强度开发引起的建设用地比

例失调冲突,沿海区县主要是港口经济、养殖业发展

与滩涂湿地保护间的矛盾。2010—2022年DI≥1的

网格呈现多核心扩散的格局,其中城镇空间占用自然

保护区的网格呈现单线扩展的格局,主要分布在射阳

县,大丰区和东台市临海一侧的港口用地,存在港口经

济、养殖业发展和滩涂湿地保护的利益关系冲突,其他

主要分布在亭湖区等的城市中心和响水县工业园区扩

张区域,存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强度开发引起的建设

用地比例失调冲突。值得注意的是,2010—2022年

大丰区和东台市临海一侧0.8≤EO<1.0的网格大幅

减少,说明沿海滩涂湿地的占用得到了暂时控制,空
间开发与生态保护间的利益冲突关系暂时缓和。

图5 盐城市2010—2022年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指数

Fig.5 Developmentintensityindexofconstructionlandin
YanchengCityfrom2010to2022

图6 盐城市2010—2022年生态占用指数

Fig.6 EcologicaloccupationindexinYancheng
Cityfrom2010to2022

3.2 空间格局冲突分析

由图7可知,2010—2022年发生空间格局冲突

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侧内陆和东部沿海地区,呈现

“东西南三带包围一核心”的分布格局。2010—2022年

两个区域的高度冲突单元分别有89,42和48个,数
量减半后又小幅回升,区域分布逐渐隔离断开趋于破

碎化。

图7 盐城市2010—2022年空间格局冲突指数

Fig.7 SpatialpatternconflictindexinYanchengCity
from2010to2022

  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和城市发展规划来看,盐城市

空间格局冲突与西侧陆域湖荡湿地保护和沿海经济

开发引发细碎化土地利用空间变化,进而呈现较高的

生态风险有关。西北内陆冲突区建湖县、阜宁县和盐

都区由于湖荡湿地修复保护和城市化进程推进,耕
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转化互动频繁,细碎化的土

地利用空间变化破坏了生态系统过程,呈现较高的生

态风险水平。东南沿海冲突区分布着大丰区和东台

市的国家级一类港口码头用地大丰港、盐城市大面积

的海水养殖基地和中国首个滨海型世界自然遗产黄

海湿地,建设用地或养殖用地—滩涂湿地,建设用

地—养殖用地转化互动频繁,养殖业和港口经济的过

度扩张及两者对滩涂湿地的过度开发占用使得土地

利用空间结构呈现较高的生态风险。南部带状和中

部核心冲突区位于亭湖区和东台市的中心城区,城市

化扩张迅速,各产业活动的激烈土地利用竞争使得生

态系统呈现较高风险。

3.3 土地利用冲突调控建议

土地利用冲突调控则从全市、区县到网格层层落

实利益关系冲突的调节。①盐城市需重点协调城市

经济发展与基本农田保护的主要矛盾。盐城市虽尚

有充足开发空间,但自申请国际湿地城市后其主要生

态空间得到了严格管控,未来城市发展会更多地占用

耕地,作为全省耕地异地补充的重要区域,需要持续

协调经济发展和基本农田保护之间的利益关系冲突。

②区县尺度下重点调节沿海区县养殖业,港口经济和

滩涂湿地保护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盐城市“十四五”
期间大力实施向海发展战略,并已全面停止新增围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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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项目,空间开发强度即将到达约束规模的响水县和

空间开发关系较为复杂的大丰区仍是未来沿海经济

开发的重点区县,因此亟需在空间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的情况下调节沿海养殖业,港口经济和滩涂湿地保护

间的利益冲突关系。③网格尺度下重点调节土地利

用呈现较高生态风险的西部湖荡湿地和大丰区沿海

区域。西部建湖县需协调好九龙口湖荡湿地保护、旅
游开发和商业发展等的利益冲突关系,降低过度破碎

化的土地利用带来的生态风险;大丰区沿海一侧需协

调好大丰港口经济开发,养殖业发展和滩涂湿地保护

间的利益冲突关系,降低因港口过度开发和养殖业扩

张对沿海生态环境稳定性的破坏程度。

4 结 论

(1)2010—2022年盐城市尚有充足开发空间,由
于生态空间的严格保护,空间开发将主要占用农业空

间,沿海区县空间开发矛盾更加复杂。盐城市空间开

发强度接近警戒水平的一半,由于黄海湿地遗产的加

强保护生态空间占用速度减缓,因此空间开发将主要

占用农业空间,耕地保护压力将变大;响水县和亭湖

区空间开发强度即将超过约束规模,沿海区/县由于

沿海经济开发战略推进和生态保护更趋严格呈现更

为复杂的利益冲突关系。
(2)2010—2022年盐城市空间格局冲突主要分

布在西部内陆区和大丰区沿海一侧陆地,与湖荡湿地

保护和沿海经济开发驱动的土地利用变化呈现较高

的生态风险有关。空间格局冲突呈现“东西南三带包

围一核心”的分布格局,西部内陆区由于湖荡湿地保

护和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引起发的细碎化土地利用

空间变化而呈现较高的生态风险,大丰区沿海一侧陆

地由于港口经济、养殖业过度扩张及其对滩涂湿地的

占用等复杂土地利用活动而呈现较高的生态风险。
(3)2010—2022年盐城市要重点协调经济发展

与基本农田保护的主要矛盾,且需要为沿海经济开发

战略顺利推进规范好关于土地利用的利益冲突关系。
盐城市作为生态自然遗产保护和耕地异地补充的重

要区域,需重点协调城市经济发展与基本农田保护的

主要矛盾,更需在向海经济战略发展和用地供需矛盾

突出的情况下调节好养殖业,港口经济和滩涂湿地保

护间的利益冲突关系。

5 讨 论

(1)本文揭示了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与社会经济

利益关系冲突间的联系,说明了空间类型和格局冲突

都是由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均可结合土地利用空间

分布和转换类型解释社会经济背景的具体利益冲突

关系。但还应具体分析导致利益关系冲突的自然,经
济和社会驱动因素,从而明确各种利益关系冲突的规

模范围,空间分异和强度属性特征,加强土地利用冲

突研究为国土空间融合发展的应用[34]。
(2)土地利用冲突调控与管理将贯穿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部过程。土地利用冲突是社会冲突的表现

形式之一,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不同的形态,其
调控结果只能力求维持在可控范围内,而不能完全消

除。因此,土地利用冲突识别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

断动态更新,由全局知其发生的整体强度和主要矛盾

关系,由局部知其发生的具体位置,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层层把握发生的规模和强度,将其管控缩小至一个

合理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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