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项 目 简 介
项目简介（限1000字）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简称国土空间双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的重要前提，是指导国土空间利用方式、管理要求，衔接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

，调整优化三条红线的重要基础。

本项目主要内容有：

第一，构建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

项目基于持续深入规程学习、大量资料整理及文献调研，通过多学科多专业的系统性

分析，剖析国土空间双评价工作的业务要求，首次建立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框架

体系，涉及66个原理方法、13个支撑软件、71个数学算法、166层空间数据、100个决

策模型和230个决策指标，形成开展复杂国土空间双评价定量研究的有机整体，密切

贴合业务需求。

第二，落实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中各环节数学模型算法。

项目的模型算法研究与设计紧密接轨各相关专业模型设计思想，体现出对经典模型的

深入理解和严谨继承，并与国土空间双评价业务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模型

的专业性、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制定合理的技术路线并加以实现，对推动国

土空间量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具有探索性的意义。

第三，研发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平台。

项目采用一平台双系统的设计思路，以决策支持模型系统控制决策过程，以决策指标

发布系统共享决策成果。系统平台对于识别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及敏感性、评估城镇

建设与农业生产适宜空间与承载规模等特定规划业务具有针对性和普适性。该平台已

通过国家版权局的审核，获得五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第四，制定面向国土空间双评价多专业空间数据库建设规范。

项目针对国土空间双评价对跨专业数据使用的需求，制定了面向国土空间双评价多专

业空间数据建设规范，并基于北京实际情况建设了北京市国土空间双评价数据库，保

障了后续更新维护有章可依，夯实了数据基础，并为多源官方政务数据在规划决策支

持中的整合与应用提出切实的技术路径。

本项目是基于决策支持技术，面向国土空间双评价，对决策支持体系和模型算法进行

系统归纳的首次尝试。项目成果已应用于《北京市国土空间双评价研究》中，为正确

认知、分析、评价北京市国土空间资源发挥了重要决策支撑作用。特别在评估资源禀

赋、识别生态脆弱性、评价城镇建设与农业生产的承载规模与空间布局等方面，切实

提升了科学性和规范性，以及分析结果准确性和通用性，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其他内容

提供支撑。



三、科 技 创 新
科技创新（限5000字）

1、立项背景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以下简称“国土空间双评价”）是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与空间治理的重要前提，是认知、分析、评价国土空间的科学方法，是

形成优势互补、人与自然和谐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坚实基础。

    目前基于定量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国土空间双评价开展的研究与实践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在理论层面，缺乏完整的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和国土空间双评价的决策支持体系

；在技术层面，缺乏针对国土空间各专业模型算法的通用性凝练、差异性梳理、以及

科学落实方案；在数据层面，缺乏兼顾生态、环保、水文、地质、气象、城建、农业

、海事等多专业的空间数据资源的梳理汇集；在实践层面，缺乏可交互操作的用于国

土空间双评价的规划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与应用实践。

    针对以上问题，本项目目的在于，基于规划决策支持的整体思想，利用地理信息

系统、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主流信息技术，构建面向国土空间双评价和各层级国

土空间规划的规划支持模型，全面提升国土空间规划及其相关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

，以及分析结果准确性和通用性。本项目是利用规划支持模型解决复杂城市问题的又

一次有益尝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均有较大意义。

    在理论层面上，项目构建的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涵盖评估生态保护重

要性、城镇建设适宜性空间分布和承载规模分析、农业生产适宜性空间分布和承载规

模分析等所需要的算法、模型和指标，有助于完善和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支持系统的理

论基础，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信息技术应用探索新的视角。

    在实践层面上，通过面向规划业务的实际工作需求，提供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的

决策支持平台，从决策过程引导与决策指标发布两个层面加以支撑，并以实践案例验

证有效性，有助于普及和推广决策支持技术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应用，实现规划行业信

息化工作的整合发展和变革创新。

 
2、科技含量

（1）总体思路

    项目遵循“理论储备-模型研究-系统研发-应用实例-

研究结论”的框架体系，综合运用理论研究、文献回顾、深度访谈、关键技术研究、

应用案例分析等方法，在回顾和剖析国土空间双评价五级三类的各层级分析内容、脉

络和方法的基础上，开展适合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业务工作特点的决策支持体系建设和

各类定量分析的算法研究，并开展系统研发，将决策支持体系建设和决策模型算法设

计的成果在典型规划任务中加以应用实践，对其进行验证和完善。

（2）技术方案和创新成果 

    第一，首次构建面向国土空间双评价的决策支持体系，共涉及66个原理方法、13



个支撑软件、71个数学算法、166层空间数据、100个决策模型和230个决策指标，与

城市定量研究理论、地理信息技术方法、国土空间数据资源等相结合，紧密贴合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际业务需求。

    项目基于多版本双评价规程的持续深入学习、大量资料整理及文献调研，通过多

学科多专业的系统性分析，剖析国土空间双评价在评估资源禀赋、识别生态脆弱性、

评价城镇建设与农业生产的承载规模与空间布局的分析内容，充分考虑城市规划、土

地利用、生态保护、环境容量、水文地质等各专业的业务要求，首次建立国土空间双

评价决策支持框架体系，从原理方法、支撑软件、数学算法、空间数据、决策模型和

决策指标等方面进行构建，与国土空间规划与管理工作紧密关联。决策模型和决策指

标作为核心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五个组别，各子模型紧密承接，互为关联，共同

构成开展复杂国土空间双评价定量研究的有机整体。

    第二，科学落实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中各环节数学模型算法。紧密接轨

国土空间规划各相关专业模型设计思想，并将专业经典数学模型与国土空间双评价业

务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定合理的技术路线加以实现。

    项目将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中的各个模型算法以原理方法、算法技术、

支撑数据、决策指标、实践案例的逻辑结构予以呈现，将算法归纳为基础地理空间计

算、专业数学模型算法、实践归纳模型算法、逻辑判断矩阵算法等4类。模型算法遵

循我国国土空间双评价的特定需求和国土空间规划当前发展阶段特点，模型设计理念

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紧密接轨国土空间规划各相关专业，如生态学、环境科学、地

理学、土壤学、气象学等学科模型设计思想，体现出对经典模型的深入理解和严谨继

承，并将经典模型精髓与国土空间双评价业务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模型的

专业性、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制定合理的技术路线加以实现，对推动城市量

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具有探索性的意义。

    第三，自主研发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平台。采用一平台双系统的设计思路，

对于识别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及敏感性、评估农业生产与城镇建设适建空间与承载规

模等特定规划业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普适性，性能稳定，扩展灵活，为推动规划决

策支持在行业内的广泛应用提供了示范。

    项目基于开放的模型系统架构，以ArcGIS Engine作为开发工具，研发建立了国

土空间决策支持双系统平台。以决策支持模型系统控制决策过程，以决策指标发布系

统共享决策成果。其中决策支持模型系统采用C/S架构，对上侧重模型功能的运行支

撑，对下侧重多专业输入数据的读取配置，操作流程设计合理，模型参数配置灵活，

人机交互界面友好，运行稳定，使用便捷，具有可扩展性。决策指标发布系统采用B/

S架构，对内侧重各种类型决策指标的管理与配置，对外侧重决策指标的发布与共享

，支撑动态可视化表达，可真实客观的展现模型分析的过程与结果。国土空间双评价

决策支持双系统平台对于识别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及敏感性、评估城镇建设与农业生

产的适宜空间与承载规模等特定规划业务具有针对性和普适性。

    第四，全面制定了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多专业空间数据建设规范，并基于北京实际

情况建设了北京市国土空间双评价数据库，保障了后续更新维护有章可依，夯实了数



据基础，并为多源官方政务数据在规划决策支持中的整合与应用提出切实的技术路径

。

    项目充分利用并高效融合各方政务数据资源，如水利部门的水文数据、国土部门

的土地利用数据、环保部门的环境容量数据、农业部门的农业生产数据等，基于国土

空间双评价的算法要求和各专业数据特点，从地理条件、承载资源、限制条件三个层

面入手，全面制定了跨专业的空间数据库建设规范，包括基础地理信息、生态资源、

土地资源、水资源、农业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自然条件、气象条件、文化条

件、自然灾害条件等11个数据子库，40个数据主题，166个数据集。从国土空间观察

的新视角，支撑跨专业数据的交互利用，保障后续更新维护，夯实了数据基础。

（3）实施效果

    本项目在构建国土空间双评价的决策支持体系、确定国土空间双评价模型算法、

构建和发布决策指标以及进行系统研发的各个阶段，都紧密结合国土空间双评价的实

际要求，紧跟相关技术规程的要求，并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域特点、不同尺度的分析需

求，以及北京市国土空间双评价的特殊要求。项目所构建的决策支持体系层级分明、

内容全面，所构建的系统采用灵活的模型配置方法，能够满足五级三类国土空间双评

价内容对不同深度、不同层级的定量分析需求，对国土空间双评价工作有较强的针对

性和普适性，提高了跨专业、多内容的复杂国土空间双评价工作的分析效率和准确性

，具有良好的复用性，是规划决策支持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应用推广。

    截至日前，项目成果已获得五项软件专利，并切实支撑了《北京市国土空间双评

价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对于提升该规划编制与管理的科学性、提高决策效率等方面

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创新点

    （1）基于规划决策支持思想，全面构建了面向国土空间双评价的决策支持体系

，首次从理论、软件、数据、算法、模型、指标六个维度来定义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

支持的具体内容，并与城市定量研究理论、地理信息技术方法、国土空间数据资源等

相结合，紧密贴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际业务需求，为科学认知、分析、评

价国土空间资源本底条件，形成优势互补、生态和谐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奠定了

基础。

    规划决策支持是以地理学、城市科学、经济学、运筹学等多学科理论为核心，以

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为依托，对客观现象进行定量化分

析的模型方法。国土空间双评价工作的跨专业性、复杂性、系统性要求，使得决策支

持思想和决策支持技术的运用十分必要且重要。本项目深入梳理了国土空间双评价的

跨专业、多层次的定量分析内容和结构，构建了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的框架体系

，创新性地从理论、软件、数据、算法、模型、指标六个维度来界定该体系的具体内

容，共涉及66个原理方法、13个支撑软件、71个数学算法、166层空间数据、100个决

策模型和230个决策指标。其中决策模型和决策指标作为核心内容，紧密承接，互为



关联，共同构成开展复杂国土空间双评价定量研究的有机整体，对模型算法研究及平

台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基于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自主研发了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

平台。采用一平台双系统的设计思路，对于识别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及敏感性、评估

农业生产与城镇建设适建空间与承载规模等特定规划业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普适性

，运行稳定，具有良好的动态扩展性。已为北京市国土空间双评价研究的全过程提供

了切实的技术支撑，并为推动规划决策支持在行业内的广泛应用提供了示范。

    项目以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作为驱动内核，自主研发国土空间双评价决

策支持平台，包括决策支持模型系统和决策指标发布系统两个部分。其中决策支持模

型系统控制决策过程，支撑决策模型的功能运行与参数配置，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

决策指标发布系统共享决策成果，支撑决策指标的组织管理与动态可视化，实现决策

成果的发布与共享。同时，项目制定了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多专业空间数据库建设规

范，保障了后续更新维护有章可依，夯实了数据基础。平台研发与数据建设对于基于

规划决策支持思想推动国土空间双评价业务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4、保密

无

5、国际比较

    国土空间双评价所针对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研究，是有较长

研究历史的两个方向。其中，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关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已有关注

，是对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模拟不同情境、不同发展策

略下，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弹性关系，从而确定以长远发展为目标的区域发

展优选方案；在土地利用适宜性方面，当前的研究以综合分析各类影响适宜性的因素

为主要方向，侧重于耕地的适宜性分析，且以特定地区的特定要素的分析为主，较少

涉及到成体系分析国土空间建设和非建设的适宜性。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涉及分析因

素主要考虑区域特点和数据获取条件，差异性较大，而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多采用综

合分析的方法将多因子进行聚合，未有实现较为完整的软件开发与应用。

    国土空间双评价工作的提出，是对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和土地利用适宜性的综合

全面分析，本项目为此构建的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能够全面支撑各类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分析，从理论上有所突破。

    在软件开发方面，当前已有的国土空间双评价软件以进行集成评价为主，侧重国

土空间双评价的最终成果的合成计算，而对各专业分析内容的深度算法实现较少涉及

。本项目所研发的系统平台，在算法上涉及了各专业分析内容，能够更好地支撑国土

空间双评价的各项分析，且有较强的灵活性；并且设计了指标发布的系统，使双评价

成果更便于重复使用和查阅。

    综上所述，本项目所开展的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研究和系统建设，在应



用决策支持方法支撑国土空间双评价工作上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属于国内领先水

平。



四、推广应用情况
1、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评价（限 2000字）

（1）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所构建的面向国土空间双评价的决策支持体系、基于国土空间双评价规程

为北京市定制的模型算法、自主研发的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平台、以及建设的北

京市国土空间双评价数据库，均已在由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委托，由北京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五家专业部门共同承担的《北京市国土空间双评价研究》中

得以切实应用。

    具体包括支撑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水资源专项评价，采用总量控制指

标模数模型，确定水资源等级，并通过结合农业灌溉、城市生活、工业生产等用水水

平，确定水资源约束下的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承载规模；支撑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院开展生态环境专项评价，分别对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

功能和水土流失敏感性展开评价，并进行整合；支撑北京市气候中心开展基于积温条

件的北京市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和基于人体舒适度的城镇建设的气候条件评价，以

及影响城市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各类气象灾害的单项和综合评价分析；支撑北京市地质

矿产勘察院、北京市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开展北京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

地面沉降、地震等地质灾害在易发性、危险性，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

行整合并确定城市地质灾害特征与等级；支撑北京规划院交通规划部门开展区位优势

度分析，根据北京市特点定制模型算法，综合考虑城市路网、交通流量及道速设计时

速，通过可达性分析模型实现北京市区域优势度综合评价；支撑北京规划院国土研究

中心从坡度、高程、地形起伏度等地理因素开展土地资源评价等。

    本项目持续跟进《北京市国土空间双评价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对多约束模式

下的情景分析有较好的支撑。已形成阶段性分析成果，包括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

重要性等级、城镇建设适宜性等级、城镇建设承载规模、农业生产适宜性等级、农业

生产承载规模等。未来本项目成果可继续应用到北京市中微观尺度精细化的国土空间

双评价工作中，紧密衔接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要求，同时对于调整优化

城市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三条红线等工作提供决策支持服务。

（2）社会评价

    本项目成果在如何利用规划支持模型和各类信息技术手段统筹数据资源，整合信

息系统，面向国土空间双评价和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跨专业性、复杂性、系统性的需

求，提升服务于评估资源禀赋、识别生态脆弱性、评价城镇建设与农业生产的承载规

模与空间布局的决策支持能力，满足城市建设与土地管理从粗放分析和定性判断，走

向精细化、指标化的定量研究的要求，促进城市管理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主要体现在：

    服务于规划信息技术推广。项目通过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平台的研发，构建

了“1个双系统平台+100个决策模型+230决策指标+1套空间数据库”的开放式平台架



构，以决策支持模型系统实现了决策过程的动态控制与优化调整，以决策指标发布系

统实现了决策成果的共建共享与生动展示。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平台实现了基于

数据的深度挖掘与高效利用，从而提高了规划设计人员信息技术普及和应用水平，为

使用规划决策支持平台辅助开展在日常的规划设计工作夯实基础。

    服务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项目通过对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的研究

与构建，面向识别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及敏感性、评估城镇建设与农业生产的适宜空

间与承载规模等业务工作整体，针对不同阶段的工作内容、深度和特点，系统地引入

了与之相对应的先进的规划理念，详细设计工作流，并通过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

平台应用在具体规划任务中，对于提高规划编制和设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规

划决策支持在行业内的广泛应用提供了示范，有利于业务拓展和市场推广。

    服务于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决策。项目通过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平台中各类子

模型算法的精密设计和反复校验，在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决策的过程中，基于城乡规划

、土地资源学、自然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大气环境学等学科理论，充分利用并高效

融合各方政务数据资源，运用规划决策支持技术，对规划方案进行充分的讨论和研究

，将不同规划参与方所关心的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做到周密、全盘深入的剖析，最终

增强规划方案审批和决策的科学性以及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

    服务于不同规划专业的融合和协同。项目通过国土空间双评价决策支持体系的梳

理和决策支持平台的开发建设，建立了规划编制过程中不同规划专业部门、不同管控

层级、不同工作环节间的密切联系。使得专业协同不仅停留在项目例会和一般性的讨

论层面，而是从规划理念和方法层面、模型设计层面、数据交互层面、以及成果分建

共享层面，通过对各个子模型的应用与衔接实现专业间的关联和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