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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alysis and Planning Countermeasures of Urban Ecological Space 
Evolution Based on Rent Gap Theory: A Case Study of Nanhai District of Foshan

基于租差理论的城市生态空间演变动力分析与规
划对策*——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萧敬豪   吴  婕   费  凡   陈俊仲   陈惠斐    XIAO Jinghao, WU Jie, FEI Fan, CHEN Junzhong, CHEN Huifei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在活跃的村镇工业化推动下实现了经济与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趋向破碎化的城市生态空

间。引入租差理论，以利益驱动为分析基础，从政府管控、经济发展、自然环境3方面，构建“政府力—市场力—自然力”的城市

生态空间演变动力分析模型，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为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2010—2020年间佛山市南海区生态空间演

变中，政府力是城市生态空间演变的主要动力；（2）生态用地租金普遍较低，市场力对城市生态空间的影响尚不充分，仅通过土

地租金推动生态空间实施难度较大。最后提出规划对策建议：一是建立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成本的生态空间网络；二是建立以

降低其他用途与生态用途的租差为导向的保护与修复配套政策，引导低效建设用地通过生态修复、拆旧复绿向生态空间转化。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achieved rapid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the 
active industrializa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a trend towards fragmenta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spa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nt gap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terest driven factors, constructs an urban ecological spatial 
evolution dynamic analysis model from three aspects: government contro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using the Nanhai District of Foshan as an exampl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In the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in Nanhai District from 2010 to 2020, government power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evolu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space; (2) The rent of ecological land is generally low, and the impact of market power on urban ecological 
space is not sufficient. It is difficult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only through land r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spatial network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costs.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implementation supporting policies aimed at reducing the rent difference between other uses and ecological uses, and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efficient construction land into ecological space through ecological restoration, demolition and g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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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是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落地的重要载体。如何推动生态空间格局持

续优化与功能提升已成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

发展与绿色转型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

珠三角地区依托活跃的村镇工业化实现了经

济与产业的快速发展，成功跻身全球产业链，

也较早开展了生态空间规划的探索。但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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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空间的治理职能专业化、破碎化影响下[1]，

生态城市规划、生态空间规划重“自上而下”

的规划建设，轻“自下而上”的居民、社会组

织参与，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实效不足[2]。珠三

角地区基于行政村甚至自然村的在地工业化

模式，导致该地区城市生态空间趋向破碎化。

1990年代至2006年，珠三角建设用地景观形

态在斑块层面呈现分散特征，给区域生态环境

造成一定威胁[3]。同期珠三角耕地和林地不断

被建设用地挤占或改为鱼塘，导致区域自然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4]。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作为我国土地改革

先锋地区、珠三角村镇工业化地区，开展该地

区城市生态空间演变动力与规划对策研究具

有较强典型性。为扭转南海区生态空间破碎化

的趋势，2018年南海区出台《佛山市南海区

地券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出台《佛山市

南海区拆旧复垦（增减挂）实施管理暂行办

法》，2022年出台《关于开展“三券”推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指导意见》，按照“宜耕

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对土地

开展生态修复。但由于地券①的经济收益相对

较低等原因，实施成效仍待提高。当前，南海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提出生态、农业、城镇、产业

“四集中”的空间战略，推动生态空间织补成

网。在此背景下，城市生态空间规划蓝图如何

走向落地实施，已经成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期

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为此，本文引入租差理论，以佛山市南海

区为例，从政府管控、经济发展、自然环境3方

面构建城市生态空间演变动力分析模型，通过

空间统计、相关性等研究其主要影响因子，提

出规划对策建议。

1  引入租差理论开展生态空间演变分析

的必要性

租差理论是研究城市更新的重要方法，

也是分析地表覆盖变化的重要手段。1979年，

尼尔•史密斯[5]从生产端出发解释绅士化现

象，首次提出租差（rent gap）理论，将租差

定义为潜在地租与实际地租的差值。随着两

者差值扩大，当开发者可以在支付建造、贷款

利息等各类成本之后仍能获得利润时，将以

整治修复或全面改造等方式启动绅士化和城

市更新。至此，租差再次回归为零，开始新的

使用周期[6]。

租差理论引入我国后，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两方面：一是作为绅士化研究的一部分，通

过租差模拟中产阶层化进程[7]，解读城市居住

空间中产阶层化[8]；二是将租差理论作为解释

我国城市空间发展与城市更新的理论工具。洪

世键[9]总结了我国城市空间再开发的模式、主

体、尺度方面不同于绅士化的特点，城市空间

再开发的时机与难易程度等问题[10]，城市空间

再生产的空间机理与效应[11]，企业化地方政府

作用于城市空间演化的机制及空间效应[12]，部

分研究者基于租差理论开展了广州[13]、珠海[14]

旧城更新的研究分析。

生态空间演变分析是对生态系统中各类

自然要素的空间格局或称景观格局的生态用

地数量结构、格局演变、质量变化与驱动机制

的分析：如Bailey、李红波、朱战强等[15-17]基

于斑块—廊道—基质框架、景观格局指数、土

地利用覆被变化、用地转换情况等土地利用

变化基础数据进行的分析；如张宇星、陈爽、

Dai等[18-20]分析区位、人口流动、人口密度、产

业经济格局、种族与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经

济要素与生态空间格局的关联；Gupta等[21]开

展了可达性、建筑物类型、建筑高度、密度等

建成环境因素与生态空间格局演变的关联与

影响研究。

综上，关于生态空间演变的研究，目前有

宏观经济因素、土地利用变化、物质建成环境

等对其的影响分析，尚未有关于土地所有者、

使用者的地租因素对生态空间演变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分析。租差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城市绅

士化和空间生产的重要理论工具，在分析市场

对土地变化的影响方面已经有较好的应用。为

此，本文通过在生态空间演变中引入租差等中

微观经济要素，进一步剖析生态用地地租收入

对生态空间演变的影响，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

的规划对策。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佛山市南海区位于珠三角中部地区，是

广佛同城的核心地区。全区面积约1 072 km²。

改革开放初期，以“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南

海模式”激发了南海各层级的发展动力，乡镇

企业发展迅猛并快速进入农业空间、生态空

间。至1990年代初期，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国

营经济、集体经济三分天下的局面[22]。为应对

集体土地经营权分散的问题，1992年南海开

始实施土地股份制改造，形成村集体整理土

地，招商引资的乡村租赁经济[23]。村域经济甚

至生产队经济成为推动南海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

1990年代我国从“短缺经济”走向“过

剩经济”，南海大量产权复杂的乡镇企业经济

逐渐困难。随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出口导向

的乡镇企业受到冲击，大量倒闭。村集体的经

营重点从经营企业走向获取地租，相较于以国

有土地为主体的开发区，村镇工业化地区以

更为低廉的租金吸引企业入驻，形成“农民

收租、企业赚钱、政府收税”的利益格局[24]；同

时，随着国家不断强化耕地保护，存在零散建

设用地进入生态空间的情况。

2.2  数据来源

（1）土地利用数据。2010年、2020年用

地数据来源为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全球地

表覆盖数据产品服务网站（DOI：10.11769），

在此基础上结合卫星影像、高德地图等进行

目视解译，将原数据中水体细分为河流水面

（含水库）与坑塘水面（见图1）。（2）租金数

据。集体工业用地租金数据来源为佛山市自

然资源局南海分局网站公布的集体工业用地

基准租金分布图；林地、耕地、坑塘租金参考佛

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网站公布的国有林

地、耕地、养殖坑塘级别与基准地价图，并通过

ArcGIS克里金插值绘制。（3）用途管控数据。

生态控制线数据来源为《佛山市生态控制线

管理办法》；建设用地规划范围、基本农田范

围来源为《佛山市南海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① 按《佛山市南海区地券实施管理暂行办法》（佛自然资南通〔2022〕77号），地券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下，运用相关土地管理政策，土地权利人自愿将其低效、

闲置、废弃的建设用地腾退并复垦为农用地后形成的指标凭证，包含建设用地指标、建设用地规模、耕地数量指标和水田指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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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佛山市南海区2010—2020年地表覆盖类型转移情况（单位：km²）
Tab.1  Change of land cover types in Nanhai District of Foshan from 2010 to 2020 (km²)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全球地表覆盖数据产品修正后统计。

（2010—2020年）》。（4）高程来源为中国科学

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http://www.gscloud.cn）。

3 研究方法

3.1  生态空间界定及其演变情况

生态空间目前主要存在两类界定方式。

一是基于功能的界定方式，以该空间是否提

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进行界定[25-26]。二是基

于主导用途的界定方式，认为生态空间由林

地、草地、河流湿地等相对独立且集中的生态

要素组成[27-28]。为更好地支撑衔接国土空间规

划，本文采取主导用途界定的方式，结合南海

区地表覆盖变化特征，选取林地、草地、湿地、

河流水面4类用地作为生态空间演变的研究

对象。

从总量变化来看，生态空间显著减少，由

2010年的298.51 km²减少到2020年的179.98 km²

（见表1）。其中净减少119.20 km²，净增加仅

2.98 km²。净减少的生态空间119.20 km²，其中

89.6%转化为人造地表、7.4%转化为耕地/园

地、3.0%转化为坑塘。

净增加的生态空间仅2.98 km²，其中

47.2%由人造地表转化而来，37.1%由耕

地/园地转化而来，15.8%由坑塘转化而来。

另外，净增加的生态空间1 495处，其中以小

于666.67 m²的零碎图斑为主，达1 339处，

主要为遥感解疑精度偏差导致的边角图斑。

666.67 m²以上的净增加生态空间156处，约

2.69 km²，通过与地区用地批文、用地审批等

数据叠加发现，大部分净增加空间实际上为

建设用地拆除重建过程中的临时绿化空间。

综合上述考虑，如将生态空间净增加范围纳

入分析，将对生态空间演变动力机制造成较

大影响。因此，生态空间演变情况仅以生态空

间维持范围与减少范围进行分析。

3.2  模型设计

为综合分析政府管控、经济发展、自然环

境对城市生态空间演变的影响，首先，构建“政

府力—市场力—自然力”3方面11个因子的演

变动力分析模型。其次，建立500 m×500 m的

正方形网格，对各类因素进行空间统计，形成

各因子空间分布数据（见图2-图3），研究范围

合计4 281个网格。

在此基础上，假定一个基本的线性多项

回归模型：

式中：Y为生态空间变化情况，其中Y1为生

态空间维持面积（m²），按照2010年、2020年

均为生态空间的范围计算；Y2为生态空间减少

面积（m²），按照2010年为生态空间、2020年

为非生态空间的范围计算。

SCi为市场力因子，包括表示土地租差、

用地区位的6个因子。SC1、SC2、SC3分别

为某用地用作工业用途、耕地园地用途、养殖

坑塘用途，与用作生态用途的土地租金之差

（元/（m²•a）），其中生态用途的租金按照所在

网格林地平均租金计算。SC4、SC5、SC6分

别为所处网格与2010年建设用地、耕地园地、

坑塘的距离最小值（m）。

ZFi为政府力因子，ZF1、ZF2、ZF3分别

为所在网格中，2010年生态空间的土规规

划建设用地面积（m²）、生态控制线规划面积

（m²）、基本农田规划面积（m²）。

ZRi为自然力因子，ZR1为所在网格的高

程平均值（m）、ZR2为网格距离2010年河流

水面的平均距离（m）。

b1—b6、c1—c3、d1—d2分别为市场力、

政府力、自然力因子对应的线性相关系数。

3.3  模拟过程

首先，利用SPSS软件，开展生态空间演

（1）

图1 佛山市南海区201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
Fig.1  Land use change in the Nanhai District of Foshan in 2010 and 2020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全球地表覆盖数据产品绘制。

a 2010年                                                                               b  2020年

2010年地表
覆盖类型 2010年面积 2020年转移的地表覆盖类型

生态空间 耕地/园地 坑塘 人造地表
生态空间 295.9 176.66 8.78 3.58 106.85
耕地/园地 319.1 1.10 146.96 8.13 162.90

坑塘 176.5 0.47 14.56 118.14 43.35
人造地表 280.2 1.40 3.66 0.36 274.80

Yi= b1×SC1+…+b6×SC6+c1×ZF1+…
+c3×ZF3+d1×ZR1+d2×Z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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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12项因子之间的双变量Person分析，比

较不同因子与生态空间演变的显著性与相关

性。其次，采用逐步进入方法，通过比对生态空

间变化与各因子的显著性，去除无统计意义的

因子，分析线性拟合模型的解释性。

4 分析结果

4.1  双变量相关情况：政府力相关性最高

基于SPSS软件，对各因子之间，因子与

生态空间演变之间进行双变量Person相关性

分析（见表2-表3）。因子间除SC1与SC2、SC1

与SC6、SC2与SC3的相关性大于0.5以外，其

余因子相关性均低于0.5，因子间共线性问题

不显著。

生态空间演变与各因子的分析结果显

示，政府力是生态空间演变最相关的因素，市

场力、自然力与特定的变化呈现一定相关性。

（1）与Y1相关性大于0.1，且sig<0.05的因

子有5项，为ZF2（0.880）>SC4（0.367）>ZR1

（0.319）>SC1（-0.177）>ZF3（0.104)。生态空

间维持面积与所处网格2010年生态空间划入

生态控制线的面积之间的相关性最为显著，相

关程度达到0.880；其次为与2010年建设用地

距离、所处网格高程平均值；与用作工业用途

和生态用途的租差、网格2010年生态空间划入

基本农田面积之间的相关程度较低。

（2）与Y2相关性大于0.1，且sig<0.05的因

子有4项，为ZF1（0.832）>SC6（0.167）>SC1

（0.149）>ZR2（0.143）。生态空间减少面积与

所处网格2010年生态空间划入土规建设用地

面积的相关性最为显著，相关程度达到0.832，

远大于其他因子；与2010年坑塘距离、用作工

业用途和生态用途的租差、河流距离的相关程

表3 因子与生态空间演变的相关性分析

Tab.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nd ecological spatial evolution

表2 因子间双变量相关性分析

Tab.2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fact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 佛山市南海区2010—2020年生态空间演变情况
Fig.2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in Nanhai District of Foshan from 2010 to 202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维持面积                                                                            b  减少面积

相关性 SC1 SC2 SC3 SC4 SC5 SC6 ZF1 ZF2 ZF3 ZR1 ZR2

SC1 1.000 0.500** 0.436** -0.402** -0.015 0.562** 0.217** -0.180** -0.129** -0.054** 0.059**
SC2 0.500** 1.000 0.753** -0.063** 0.039* 0.417** 0.197** -0.071** -0.039* -0.061** 0.108**
SC3 0.436** 0.753** 1.000 -0.045* 0.039* 0.374** 0.179** -0.078** -0.046* -0.023 0.059**
SC4 -0.402** -0.063** -0.045* 1.000 -0.043* -0.077** -0.068** 0.368** 0.101** 0.125** 0.008
SC5 -0.015 0.039* 0.039* -0.043* 1.000 0.026 0.035 -0.003 0.054** 0.035 -0.023
SC6 0.562** 0.417** 0.374** -0.077** 0.026 1.000 0.193** 0.095** -0.054** 0.006 0.070**
ZF1 0.217** 0.197** 0.179** -0.068** 0.035 0.193** 1.000 -0.077** -0.059** 0.042* 0.172**
ZF2 -0.180** -0.071** -0.078** 0.368** -0.003 0.095** -0.077** 1.000 0.170** 0.310** -0.030
ZF3 -0.129** -0.039* -0.046* 0.101** 0.054** -0.054** -0.059** 0.170** 1.000 -0.044* -0.095**
ZR1 -0.054** -0.061** -0.023 0.125** 0.035 0.006 0.042* 0.310** -0.044* 1.000 0.346**
ZR2 0.059** 0.108** 0.059** 0.008 -0.023 0.070** 0.172** -0.030 -0.095** 0.346** 1.000

相关性 SC1 SC2 SC3 SC4 SC5 SC6 ZF1 ZF2 ZF3 ZR1 ZR2

Y1 -0.177** -0.007 -0.029 0.367** 0.008 0.078** -0.018 0.880** 0.104** 0.319** 0.004
Y2 0.149** 0.091** 0.089** -0.045* 0.051** 0.167** 0.832** -0.051** 0.026 0.021 0.143**

注：**表示在0.010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0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注：**表示在0.010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0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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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相关因子空间分布图
Fig.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rrelation fact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度较低。

4.2   样本回归分析结果：政府力、市场力双

重影响

对生态空间演变及其相关性大于0.1的因

子进行线性回归分析。采用SPSS方法进一步

筛选，按照使用F的进入概率为0.01、删除概

率为0.05，不含常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

表4），公式（2）、公式（3）的R2>0.6，拟合效

果较好。如公式（2）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生态空间多纳入1 m²至生态控制线，

生态空间得以维持的面积增加0.879 m²；而公

式（3）显示，生态空间每纳入建设用地1 m²，

生态空间将减少0.913 m²；用地在工业用途与

生态用途的租差每提升1元（工业用途地租增

加或生态用途地租减少），生态空间减少面积

增加0.166 m²。

5 规划对策

5.1   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成本，构建生态

空间网络

回归结果显示，以生态控制线为代表的

空间管制工具，在地区生态空间保护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同时，用地在工业用途和生态用

途的租差，是除空间管制、建设用地用途管控

外重要的诱导因素。但传统的生态空间规划往

往偏重于技术理性的考虑，关注最优、最佳的

生态空间网络，较少考虑实施与保护成本。理

想的生态空间蓝图在规划协调、审批、实施阶

段面临较大压力，导致在实际过程中，除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具备管理主体

的生态源地得到有效保护外，其他作为连接生

态源地，发挥丰富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廊道[29]

屡遭侵蚀，生态空间网络整体质量下降。

以南海区为例，采取最小费用廊道方法，

对2010年、2020年南海区生态空间网络进行

模拟分析（见图4-图5）。以潜在生态廊道长度

与生态廊道加权成本距离比值表示物种在廊

道中进行移动的容易程度。比值越高，表示廊

道生态建设质量越好，具体方法见DUTTA[30]、

费凡等[31]的相关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表征南

海区生态空间网络质量的潜在生态廊道呈现

退化。2010年南海区潜在生态廊道为55条，

平均廊道长度为10.50 km，平均廊道质量为

0.0032。2020年潜在生态廊道减少4条，部

a SC1                                                    b  SC2                                   c  SC3                               

d  SC4                                                   e SC5                                                     f  SC6                                    

g  ZF1                                                                                h  ZF2                                                                                  i ZF3                                                  j  ZR1                                              k  Z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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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潜在生态廊道灭失；平均廊道长度增加约

20%，较长的廊道可能会导致物种迁移路径

过长而无法形成有效连接；平均廊道质量为

0.0015，廊道整体质量水平大大降低。

为此，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加强生态

空间网络的保护与生态建设，应在明确多规划

目标策略[31]的前提下，以生态保护红线、自然

保护地等空间管制工具为基础，兼顾生态效益

与经济成本，从单一最优目标到多目标的帕累

托最优转化，以潜在廊道所经过的生态廊道网

络质量与平均建设用地租差（见图6）为基础

构建规划与实施策略矩阵（见表5），以规划

“最可接受”的生态空间网络体系。

5.2   以限制租差为导向，完善生态空间实

施配套政策

租差理论认为，只有当潜在租差与实际

租差达到一定阈值时，土地利用变更活动才能

得以开展。通过对国内外典型生态空间实施案

例进行梳理（见表6），通过反向、正向等方式

降低生态用地与其他用地的租差，是保障生态

空间“保量提质”的重要基础。

（1）通过空间管制，增加生态空间被建

设用地占用的程序与经济成本，遏制关键区位

生态空间向农业空间、建设空间转化。例如，深

圳市推行的生态控制线，通过严控线内建设用

地新建，结合线内合法建筑权益置换、异地统

建，线外新增建设用地提升容积率的方式，提

升线内建设用地成本，拉低生态空间建设用地

地租与租差。（2）通过权益置换、“生态+产业”

开发与保护统筹机制，或生态指标、生态资源

指标证券化交易机制，制定行政规则、立法激

活和普及交易市场，提升生态空间的租金以拉

低租差。

对于南海区等珠三角地区高强度建设地

区，产业扩张式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较大。

基于公式（4）可知，用地生态用途租金每提

升6.02元，每个网格可增加1 m²生态空间，然

而在实施操作层面通过直接补偿的方式存在

较大困难。为此，应围绕城镇开发边界，构建界

内界外“流量规划”实施机制。例如，以南海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为基础，设置“生态券”“房

券”等政策工具：在生态空间范围实施生态修

复可获得“生态券”，城镇开发边界的建设行

为需要获得一定量的“生态券”指标方可进

行；推动生态空间建设用地复绿复林获得“房

券”，城镇开发边界的存量开发需要持有或购

买一定量的“房券”方可进行。通过“生态

回归公式 R R2 调整R2 已排除的变量
Y1=0.879× ZF2+10.197×SC4+209.427×ZR1-

0.240×ZF3（式2） 0.927 0.860 0.860 SC1

Y2=0.913× ZF1+0.166×SC1（式3） 0.888 0.789 0.789 SC6、ZR2

表5 生态空间规划与实施策略矩阵

Tab.5  Eco-spatial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matrix

表4 因子与生态空间演变的线性回归分析

Tab.4  Factors an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纳入生态空间；“□”表示完善价值实现与

补偿政策；“△”表示增加占用的经济成本；“×”表示

纳入其他空间。

生态廊道
网络质量

平均租差
高 中 低

高 √□△ √□ √
中 × √□ √
低 × × √

图4 2010年生态网络潜在廊道加权成本距离
Fig.4  Potential corridor-weighted cost distance of 
ecological networks (2010)

图5 2020年生态网络潜在廊道加权成本距离
Fig.5  Potential corridor-weighted cost distance of 
ecological networks (2020)

图6 生态网络潜在廊道平均租差水平
Fig.6  Average rent level of potential corridor in 
ecological net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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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潜在租差反哺用于边界外生态空间的

保护与修复。

6 结语

本文引入租差理论，以利益驱动为分

析基础，从政府管控、经济发展、自然环境3

方面，构建“政府力—市场力—自然力”城

市生态空间演变动力分析模型，以佛山市南

海区为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2010—

2020年间在佛山市南海区生态空间演变中，

政府力是城市生态空间演变的主要动力；（2）

用地在工业用途和生态用途的租差，是除空

间管制、建设用地用途管控外重要的诱导因

素。但目前生态用地租金普遍较低，市场力对

城市生态空间的影响尚不充分，仅通过土地

租金推动生态空间保护与修复的难度较大。

为此，提出建立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成本的

生态空间网络，建立以降低其他用途和生态

用途的租差为导向的保护与修复配套政策等

规划对策。然而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生

态空间演变分析单元以网格为主，未能与镇

街、乡村等行政单元相结合，未能充分反映珠

三角地区以行政村、自然村为单位的村镇工

业化特征。二是目前所掌握的不同用途租金

数据实时性较差，难以反映多时段租金变化

对生态空间演变的影响。三是规划对策建议

中，相关实施政策工具仍以定性为主，缺乏量

化分析，难以直接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效

参考。进一步研究应结合行政单元空间范围

加强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同时加强基于大数

据的租金数据采集与应用，支撑更加精细化

的租差与规划对策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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