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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两山”转化路径的国土空间规划
——以辽宁省庄河市为例

□　邱李亚，姚静怡，胡继元，张海龙

[ 摘　要 ]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如何将自然资源优势合理高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以辽宁省庄河市为例，在人口收缩、动能转换的双重背景下，以“两山”转化为
总体思路，围绕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以及形成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自然资源开发格局两方面的目标，针对“两
山”转化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优化资源利用方式、提升资源价值，健全资源转化机制、保障转化路径，统筹资源开发布局、
发挥比较优势，打通资源运转通道、促进资源流动等规划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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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Zhuanghe City, Liaoning Province/QIU Liya, 
YAO Jingyi, HU Jiyuan, ZHANG Hailo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to transform the natural resource 
advantages into practical productivity in the realization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With Zhuanghe city of Liaoni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change, typical problems in the realization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are studied, a number of planning measures for efficient natural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suitable natu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optimizing resource utilization, improving resource value, integrating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ensuring transformation path, coordinat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pattern, building resource transport corridors, 
promoting resource flow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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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资源的规模扩张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待寻找新
发展动能和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径。在此背景下，践行

“两山”理论的关键在于找到有效的“两山”转化路径，
将资源环境优势高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效实现
“两山”转化一方面可以接续发展动能，通过新技术、
新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可
以推动地方对资源环境的主动保护，使地方真正走上
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1.1　相关研究综述
胡咏君等 [2] 指出，从内在逻辑和基本路径上看，

“两山”转化包括两个层面：狭义上是指解决生态产

1　“两山”转化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的提出到“两
山”( 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论成为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山”理论逐渐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推动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的转变。

“两山”理论的核心是发展方式的变革，即在坚持
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处理好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的关
系，推动两者从对立到兼顾，再到有机统一，真正实现
保护和发展相辅相成 [1]。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
设发展的关键节点，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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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土空间规划对“两山”转化两条核心路径的支撑方式

品的生产问题，通过价值化和市场化来
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以此提供更多的
优质的生态产品；广义上则是指解决区域
发展瓶颈和可持续问题，通过生态与“空
间—产业—主体”的转化、协同及反哺的
正向循环来实现区域整体的绿色发展。

目前，关于“两山”转化的研究更
多集中在探讨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方面。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方面，王夏
晖等 [3] 从生态产品类型的角度探讨了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模式；谷树忠等 [4]

从具体转化形式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模式。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体制机制方面，罗琼 [5] 提出了以
多种方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在生态产品价值测算方法方面，陈梅等 [6]

以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相关理论和方法为
基础，构建了“两山”基地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 (Gross Ecosystem Product，简称
“GEP”) 核算体系。

对于广义层面区域发展瓶颈和可持
续的问题，由于涉及因素多、极具抽象
性以及实现机理较为复杂，现有研究多
为“两山”转化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案例
分析 [5]。在“两山”转化实践的路径模
式方面，董战峰、杜艳春等 [7-8] 根据实践
经验，提出了基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
生态环境条件的区域“两山”转化路径；
容冰等 [9] 通过生态与经济指标对全国县
( 市、区 ) 的“两山”实践现状进行聚类
分析，提炼出县域“两山”转化的路径。
针对转化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胡彩
娟 [10] 对浙江省“两山”转化实践提出了
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生态与经济价值转
化的度量分析方面，梁龙妮等 [11] 开展了
珠三角地区经济生态生产总值 (GEEP) 核
算；方一平等 [12] 构建了西南地区“两山”
价值转化模型，利用能值法系统呈现了
西南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能
量流动联系。

1.2　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两山”
转化路径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

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作为各类
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国土空
间规划在“两山”转化过程中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规划“山
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管控全部
自然资源要素，是进行自然资源保护利
用的有效工具，对于生态产品的价值实
现，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工作重点是实
现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同时，国
土空间规划覆盖全域，统筹生态、农业、
城镇三类空间，是协调生态环境保护、
农业生产、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治
理手段，对于区域的绿色发展转型，国
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布局
优化，形成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自然
资源开发格局。见图 1。

 当前规划领域关于“两山”转化路
径的研究以实践案例分析为主，彭敏学
等 [13] 围绕浙江省丽水市“两山”转化实
践，总结了生态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的思
路、编制方法、实施机制和管理机制；
罗湘璟 [14] 探索了浙江省德清县西部城镇
开发边界之外的地区适应“两山”转化
路径的规划控制体系；柳青等 [15] 在湖州
市南太湖新区探索了“用地高效化、经济
生态化、城市绿色化”的规划发展路径。
此外，还有徐有钢、南锡康、杨春等 [16-18]

从流域综合治理、主体功能区政策、浅
山地区生态保护等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
但以上研究或从规划框架、管控体系、
总体思路的构建出发，或围绕专项内容
的规划策略展开，对实际问题的针对性
偏弱。基于此，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以
辽宁省庄河市为例，重点针对“两山”
转化路径存在的问题，从自然资源的利

用方式、转化机制、开发布局、运转流
动等方面进行规划探索。

2　庄河市“两山”转化的总体思路
与存在的问题

2.1　庄河市概况与“两山”转化的
总体思路

庄河市位于辽东半岛东南部、黄海
北岸，其背山面海，北部为山岳、中部
为丘陵、南部为平原，陆海面积广阔，
生态本底优越，农渔业生产条件良好，
产业基础坚实，开放潜力巨大，山水海
岛格局优美，旅游资源特色鲜明，城乡
环境品质突出，多次入围全国百强县名
单。庄河市是大连市下辖的远郊县级市，
一方面其人口、经济要素大量流入大连
市中心城区，依托城镇化与传统产业的
发展动能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与大连
市中心城区的空间距离超过 100 km，难
以受到核心城市发展动能的外溢效应影
响，庄河市正面临人口收缩和老龄化、
传统产业发展缓慢等多重压力，传统发
展模式难以为继。在这种形势下，将资
源环境优势高效转化为新的现实生产力，
走“两山”转化的发展道路是庄河市的
必然选择。在本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中，庄河市将“区域引领性的绿色经
济发展示范区、北黄海生态型现代化滨
海城市”作为城市性质，将“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基地，辽宁山海相依的康养旅
游胜地，大连重要生态源地与现代农渔
业基地，北黄海新能源装备、冷链、木
材特色开放口岸”作为城市核心功能定
位，充分发掘资源环境优势，与周边区

“两山”转化路径

国土空间规划中“两山”转化工作重点

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 形成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自然资源开发格局

路径 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管控自然资源要素的
有效工具

统筹全域的空间
治理手段

路径 2：区域转型，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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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错位发展，走“精”“特”“美”“优”
发展道路，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两山”
典范。

2.2　庄河市“两山”转化路径存在
的问题

由于资源利用方式低端、资源转化
机制政策配套不完善，庄河市自然资源
价值未能充分实现；由于空间统筹能力
弱、区域基础设施不足，庄河市全域自
然资源开发布局分散、流动不畅，限制
了全域绿色转型发展。由于县和县级市
的发展水平和治理能力与地级市相比相
对落后，上述问题在大部分县和县级市
中较为突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2.1　痛点：资源利用方式低端，
转化效率不高

一是资源开发方式低端，对资源环
境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庄河市山区花岗
岩与石灰岩等矿产露天分散开采，开采
技术落后，开发效率低，导致水土流失
和环境污染，同时破坏了山水景观资源。
滨海地区滩涂养殖方式落后，大面积的
传统围堰式养殖占用了大量的自然岸线
资源，导致庄河市大陆岸线自然保有率
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对近岸水环
境和水动力造成了不良影响。二是资源
精深加工水平不高，大量优质自然资源
和农产品作为原材料或初级产品直接出
售，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例如：庄
河市蓉花山地区玻璃用石英岩矿石纯度
和品位高，经过加工可用于特种玻璃制
造，但由于开采水平和加工能力较低，
目前多作为石英原矿或粗石英砂等初级
产品出售；作为“中国贝类产业之都”
和著名的“蚬都贝库”，庄河市的杂色蛤、
牡蛎等水产品产量大、品质高，但目前
庄河市的水产品加工业主要围绕冷冻鳕
鱼等产品进行“两头在外”的粗加工，
本地水产品龙头企业数量较少，水产品
的精深加工水平和品牌知名度不高。
2.2.2　堵点：资源转化机制不完善，
转化途径受阻

一是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自然资

源市场化交易机制未形成。首先，政府
主导的生态补偿是促进优势互补、促使
生态发展良性循环的重要初始推动力。
庄河市被誉为“大连水碗”，大连市多
个重要的水源地保护区位于庄河市的山
区，其所在乡镇的工农业生产受到限制，
导致乡镇人口流失、发展缓慢。目前对
于该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不明确、来源
不稳定，且补偿资金以财政补助的形式
直接发放至县级政府，难以落实到具体
乡镇。其次，生态产品进入市场、价值
得到充分实现是偏远地区生态产品高效
转化的核心途径，但当前庄河市自然资
源价值评估与核算机制尚未建立，自然
资源市场化交易基础和政策机制有待完
善，山区丰富的水资源、生态资源等难
以转化为实质生产力。

二是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方式单一，
兼容性不足，缺乏对实现自然资源灵活
转化的弹性支撑。庄河市北部山区旅游
业发展迅速，新建的山庄、民宿、度假
区等项目众多，这些散、小项目难以在
总体规划编制阶段明确具体的项目用地
位置，无法将其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导
致后续难以进行征地开发。此外，庄河
市在发展清洁能源的过程中，陆上风电、
海上风电、滩涂光伏等众多清洁能源设
施呈点状分散布局，设施面积小且位置
不确定，在总体规划的用地用海布局中
难以落准、落实，进一步导致后续的征地、
供地以及建设缺乏规划依据。
2.2.3　难点：资源开发布局分散，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一是总体发展格局不清晰，尤其是
各乡镇发展定位不明确，地区同质化竞
争严重，难以形成差异化的优势互补的
发展格局。庄河市北部山区各乡镇开发
的观光旅游项目特色不突出，吸引力不
强，旅游产业发展缓慢；中部农业各乡
镇均种植草莓、蓝莓等经济作物，新建农
产品物流交易中心，物流网络组织分散，
且相互竞价；南部滨海城镇在人口收缩、
产业转型的背景下，大量新增围填海造地
用于产业和居住，导致大量围填海土地未

得到有效利用。
二是庄河市面积大、乡镇多，作为

县级行政单元，其统筹协调能力有限，
各类自然资源开发缺少龙头企业组织和
大型项目牵引，多由小企业或个人进行
开发，开发项目零星分散，难以整合进
行高品质开发。在庄河市山区石英岩、
花岗岩资源开采过程中一矿多开、大矿
小开的情况严重，导致矿山规模较小，
技术水平与资源利用率不高，规模效益
低下。在清洁能源开发建设过程中，相
应的能源供输体系建设配套滞后，尤其
是陆上风电、滩涂光伏等分布式清洁能
源整合串联不足，未来容易导致清洁能
源消纳困难。
2.2.4　断点：资源运转、流动不畅，
难以发挥特色优势

一是水、矿产、农产品等物质供给
类资源由于运输通道和物流体系不完善，
资源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庄河市地表
水资源丰富，但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
山区水资源丰富，而滨海地区相对缺水
且农业用水规模大。由于调水供水设施
不完善，且现有大型水利设施重点保障
大连市城区供水，其余小型水利设施难
以向滨海地区进行有效供水调配，部分
滨海乡镇供水不足，进而导致地下水超
采和土壤盐碱化。庄河市特色农业发达，
拥有多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蓝莓、草莓、
杂色蛤等生鲜运输需求大，但冷链物流
体系尚未建立，运输时间长，严重影响
了生鲜产品的品质和价格。

二是旅游、生态等环境体验类资源
由于缺乏快捷便利的交通，可达性不佳，
严重制约了休闲度假、健康疗养等高附
加值产业的发展。庄河市汇集了山林、
湖泊、河流、田园、城市、港口、岛屿、
海洋等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如海王九
岛为世界级海洋旅游资源，步云山是辽
南第一高峰，资源品位极高。但由于庄
河市区位偏远，对外交通不便，外地客
源稀少；山区和海上交通不便，域内景
区之间连通性不佳，旅游集散接驳瓶颈
突出，难以形成成熟的旅游游线，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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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庄河市清洁能源规划图

3.1.2　创新资源转化利用方式
一是不断挖掘潜在资源，围绕国家

级清洁能源开发基地建设，充分发掘风
能、光能、潮汐能等多种清洁能源资源
优势。在远海地区集中布局海上风场，
在山区、海岛推动陆上分布式风电建设
( 图 4)；结合沿海滩涂养殖开展渔光一体
发电建设，开展城镇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建设，并进一步探索生物质能、海洋
潮汐能、波浪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二
是创新资源利用方式，深挖资源价值，
结合生态资源和农业保护要求，积极保
护和利用碳汇资源，探索碳交易等资源
利用方式。通过森林抚育经营和低效林
改造，强化天然林固碳增汇的功能，并

观光模式仍以传统的“景点 + 观光游”
模式为主，重要景区的旅游热度与收入
远远低于辽宁省同类景区。

3　庄河市畅通“两山”转化路径
的规划应对

针对上述问题，庄河市本轮国土空
间规划的工作重点在于：解决痛点，优
化资源利用方式，加强各类自然资源要
素的规划管控和引导；打通堵点，完善
资源转化机制，健全自然资源规划管理
机制；突破难点，统筹资源开发格局，
整合形成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格局；连通断点，打通资源
流动通道，建立支撑自然资源自由流动
的基础设施体系。以此实现自然资源的
合理高效利用，全面畅通“两山”转化
路径。见图 2。

3.1　解决痛点，优化资源利用方式
3.1.1　加强资源利用管控和引导，
提高资源转化价值

一是通过加强资源开发管控，倒逼
开发技术手段提升，减少资源破坏与浪
费，提高资源转化效率。针对矿产资源
利用水平不高的问题，庄河市加强采矿
权延续申请管理，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推动矿山企业开展矿山环境污染治理和
生态修复；合理划定矿业经济区，加强
矿山准入管理，围绕玻璃用石英岩优势
资源，针对性引入先进企业和加工技术，
积极打造特种玻璃产业链条，提升矿产
资源转化效率。针对海洋资源使用不当
的问题，严格管控滨海湿地和自然岸线
资源，实施占补平衡，积极开展“蓝色
海湾”修复工程，有序“退养还湿”，
恢复自然岸线；严格管控海域使用审批，
严控新增围堰式海水养殖，推广人造岛
礁、深海网箱、海珍品底播等新型养殖
方式，在远海规划海洋牧场，推动海水
养殖从近海走向远海。

二是通过强化资源开发引导，提升
开发品质，积极创建特色品牌，提高资

源转化的附加值。围绕杂色蛤、牡蛎、
蓝莓、草莓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形成产
业联盟，统一产品生产和销售标准，加
强品牌建设，争创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
志示范区。充分融合多元丰富的旅游资
源，培育高端文旅产业，提升旅游景区的
附加值：北部山区结合山川水库、地质遗
迹、温泉河谷、原始森林等资源，开发户
外运动、康体养生、自驾露营等新兴旅
游项目；中部平原地区结合特色农业生
产、历史村镇等资源，培育农业采摘、
休闲民宿、民俗体验等旅游项目；南部
滨海地区结合海湾海岛、海上风场、海
水养殖、滨海渔村等资源，打造海上观光、
赶海垂钓、渔村度假等旅游项目。见图 3。

图 2　“两山”转化路径中存在的问题与规划应对策略

图 3　庄河市全域旅游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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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建设碳汇林，提升森林蓄积量、森
林碳密度、总碳储量；通过秸秆还田、
有机肥施用、采用保护性耕作方式等，
提高农田土壤的固碳能力；开展海洋修
复整治，修复退化的滨海盐沼湿地和滩
涂，增强海草床、滨海盐沼湿地等的固
碳增汇能力，同时充分发挥海水养殖业
特别是藻类、贝类养殖的固碳、储碳功能。

3.2　打通堵点，完善资源转化机制
3.2.1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探索生态
资源权益交易

一是优先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基础上，
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首先，明确补偿对象，补偿对象应覆盖
上游水源保护地的乡镇，并适当纳入因
水资源调配而出现农业灌溉用水、生态
用水不足的下游滨海乡镇；其次，科学
确定补偿范围和标准，综合测算水源保
护区划定对相关乡镇造成的经济影响、
额外付出的环境治理和管理成本以及持
续开展环境治理所需要的资金投入，科
学计算补偿金额，并设立专项生态补偿
资金，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结合保护区整
治、上游河流水质达标、水源水质达标、
保护区环境风险管控等要求建立完善的水
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绩效考评制度；最后，
在生态补偿过程中，配套扶持政策，支持
水源地的乡镇发展绿色产业，将“输血”
转变为“造血”，以实现长久有效的生态
补偿 [19]。二是未来应积极推动自然资源
进入市场，探索各类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模
式。完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制
度，对庄河市全市的水资源、碳汇资源、
林业资源等展开测算，摸清底数，科学开
展价值评价和价值核算。在此基础上，优
先推动水权、林权、碳排放权等的资源交
易试点，并引入绿色金融，完善市场交易
体系与制度，拓展资源转化途径。
3.2.2　探索灵活的规划管理方式

一是探索灵活弹性的空间布局管控
方式。对于零散的旅游项目，结合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优先布

局于存量建设用地；对于暂不能确定位
置的新建项目，采用“点位控制”的方
式，实施用途准入与容量控制双重管理，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探索点状供地政策。
二是探索与复合利用相适应的空间用途
管理模式：在用地布局中，增强对于点
状清洁能源设施的兼容性，实现陆上分
布式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设施与农林
用地的复合利用；在海域分区管控中，
采取“主体功能＋”的模式，在保障主
体功能的前提下，可兼容其他用海功能，
探索增养殖用海、盐田用海与可再生能
源用海的兼容使用，在滨海滩涂地区进
行围堰养殖、分布式风光设备共建，在
远海地区，实现集中式海上风场与底播
养殖共存，实现渔、风、光一体的高效
利用；在海域使用权管理中，积极探索
海洋分层垂直用海模式，实现网箱养殖、
底播养殖使用权分层出让，推动海洋资
源的立体化利用。见表 1。

3.3　突破难点，统筹资源开发格局
3.3.1　统筹构建因地制宜的全域开发
保护格局

一是充分发挥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
特色优势，统筹构建错位互补的“一轴
三带，一核四组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总体格局 ( 图 5)，明晰全域空间发展的
重点。首先，结合自然地理特征，明晰
由山到海的3条发展带的发展重点。其次，
以北黄海沿岸区域主通道为核心，推动
人口与产业集聚，形成引领庄河市的主
要发展轴。最后，将中心城区作为庄河
市全市的综合发展核心，外围以 4 个差
异化的功能组团为发展重点来带动全域
发展：西部高新技术产业组团发挥产业
基础和区位优势，积极承接大连市的产
业转移；东部农渔产品加工组团发挥农
渔生产优势，打造农渔产业发展基地；
北部山地旅游组团发挥交通优势，统领
北部山区旅游资源开发；南部海洋旅游
和渔业组团发挥海洋资源优势，统筹海
岛环境保护与整体旅游开发。

二是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加强对

乡镇的指引，落实优势互补的全域开发
保护格局。在遵循辽宁省对庄河市品质
导向城市化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的基础
上，进一步以乡镇、街道为单元细化主
体功能区 ( 表 2，图 6)，基于生态保护重
要性和生态产品转化方式的差异，将重
点生态功能区细分为生态重点保护区和
生态经济区，基于人口、产业发展趋势
的差异，将城市化地区细分为竞争导向
型和品质导向型。根据细化的主体功能
区，制定“两图两表”的乡镇指引：“两图”
即以结构引导图和底线管控图明确乡镇
发展的总体空间布局思路与空间底线约
束；“两表”即以发展指引表和指标分
解表明确发展定位及建设重点，对不同
类型乡镇设置差异化的约束性传导指标。
3.3.2　加强资源的空间整合开发

一是加强点状资源的整合，进行集
中开发，提升规模效益。针对矿产资源
开采加工规模小、布局散乱的问题，通
过划定重点矿区和集中开采区，限定矿
山最低开采规模，逐步关停小微矿山，
优化矿产资源开采规模及结构，统筹开
采规模和时序，引导形成以大型矿业集
团为主导的集中的矿产开发格局；通过
设置矿产资源加工集中区，引导矿产资
源加工企业集聚，整合打造矿产资源精
深加工产业链。

二是明确面域资源的开发重点，集

图 5　庄河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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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分区 主导用海类型 兼容用海类型 禁止用海类型

交通运输用
海区

港口用海、航运用海、
路桥隧道用海

工矿通信用海、游憩用海、渔
业基础设施用海

有碍航行的增养殖用
海与捕捞海域

渔业用海区 增养殖用海、捕捞海域、
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游憩用海、航运用海、可再生
能源用海、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工业用海、路桥隧道
用海、特殊用海

工矿通信用
海区

工业用海、盐田用海、
可再生能源用海

港口用海、航运用海；可再生
能源用海可兼容增养殖用海

工业用海范围内不可
兼容增养殖用海和捕
捞海域

游憩用海区 风景旅游用海、文体休
闲娱乐用海

航运用海、零星养殖用海、捕
捞海域

工业用海、特殊用海、
港口用海

特殊用海区 军事用海、排污倾倒等
其他特殊用海

禁止其他用海类型

预留用海区 维持当前用海现状 兼容临时增养殖用海、捕捞海
域等短期用海活动

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
性的用海开发活动

表1　庄河市海洋发展区海域准入和兼容性情况中打造资源开发基地。针对农业生产同
质化竞争的情况，引导形成南中北差异
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点状带动的农
业生产空间布局 ( 图 7)：南部滨海发展
以优质水稻、精品蔬菜、标准化畜牧养
殖和水产养殖等为主的高效农业、精品
农业、外向型农业，并合理引导城镇周
边都市休闲农业、滨海休闲渔业发展；
中部平原主要推进粮、果、菜等农业生
产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
打造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北部山区发展生态林、经济林、
林下经济等民生林业，大力推广蓝莓、
干杂果和中草药、人参、食用菌等特色
种植。针对农产品加工、物流中心重复
建设的情况，统筹布局形成 3 个各有侧
重的农产品加工与商贸物流基地，为周
边农产品生产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三是整合分布式能源资源，构建网
络化的利用体系。针对清洁能源开发中
能源供输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加强智慧
能源城市建设。推动风电、光电、核电
等多种能源优势互补的智能微电网建设，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兴电力系统，
形成多种能源综合协同、绿色低碳、智
慧互动的新型供能模式，实现清洁能源
优先就地消纳以及与外部大电网的互联
互通。加强清洁能源调峰储能能力，因
地制宜建设抽水蓄能设施，推动清洁能
源制氢储能产业发展，统筹推进集中式
和分布式储能电站建设，推动储能聚合、
储能共享等新兴业态发展，实现清洁能
源的充分有效利用。

3.4　连通断点，打通资源运转通道，
促进资源流动
3.4.1　完善跨区域基础设施，畅通
资源外送通道

一是完善跨区域资源能源外送基础
设施，形成整体联动的输配调节体系。
针对当前局部地区供水保障不足的问题，
首先是进一步完善跨区域调水系统，重
点推动东水济辽中线、南线建设，增强
对大连市的供水保障；其次是完善北部

山区水库间的调水体系，形成全域整体
联动的水资源调配系统，统筹水库调度，
大力完善乡镇供水管线建设，保证本地
缺水地区的生态、农业用水。

二是加强物流设施和体系建设，为
物资快捷高效流动提供充分保障。针对
冷链物流能力不足的问题，加快全域冷

链物流体系建设，完善三级冷链物流设
施节点布局，实现冷链物流仓储、运输、
流通加工服务标准化；加强港口冷链物
流建设，建设库容量为 30 万 t 的冷库，
将庄河港冷链物流中心打造为东北地区
以水产品、水果蔬菜和畜产品为主的综
合性国际冷链物流仓储基地、分拨配送

主体功能分区类型 分区重点

重点生态功
能区

生态重点保护区 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保护自然资源，对维护自然生态
具有重大生态意义的区域

生态经济区 以生态保护为基础、以科学和绿色发展为核心，为区
域提供高品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区域

农产品主产区 保障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区域
城市化地区 竞争力导向型城市化地

区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引领全市经济发展和
城市化的核心区域

品质导向型城市化地区 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基础设施等有一定基础的地区

表2　庄河市主体功能区细分情况与指引要求

图 6　庄河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图 图 7　庄河市农业生产布局规划图

图例图例
农业片区 
耕地 
养殖坑塘 
农业基地 
海洋牧场

生态重点保护区
生态经济区 
农产品主产区 
竞争力导向型城市化地区
品质导向型城市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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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针对港口口岸能级低、运输能力
不足的问题，推动庄河港建设，完善泊位、
航道和专业木材码头建设，强化水产品、
木材、矿石等产品的专业进出口能力；
完善庄河港集疏运体系，推动疏港铁路
支线和疏港公路建设，提升公海铁联运
服务能力，推动庄海铁路提速扩能和电
气化改造，拓展庄河港腹地。
3.4.2　完善交通设施建设，增强旅游
资源可达性

一是完善跨区域交通线路体系，使
庄河市与重要城市和都市圈快速连接，
提升旅游辐射范围，增加客源。首先，
加强与大连市区的旅游交通联系，推动
庄瓦高速公路建设，打通与大连市北部
区县的联系，协同大连市山区旅游资源；
开辟庄河市至长海县陆岛的交通航线，
加强北黄海诸岛海上联系，整合滨海旅
游资源。其次，开拓沈阳都市圈和京津冀
旅游新市场，新建庄本高速公路，打通北
黄海地区与沈阳都市圈的快速联系；新建
庄河至营口的快速铁路，实现庄河市与渤
海沿线乃至京津冀地区的快速连接。

二是加强域内旅游交通保障，提升
旅游交通品质。针对景区孤立、集散接
驳能力不足等问题，新建天步线，连通
步云山与天门山，增开庄河港至石城岛
和王家岛的轮渡班次，整体形成贯通山
海的全域旅游环线；围绕高铁站打造旅
游客运集散中心，辐射带动庄河市全域
旅游交通发展。面向自驾游、徒步游等
新兴旅游模式，建设风景道、区域绿道
等新型旅游交通设施，形成以北黄海沿
线特色滨海区域风景道、辽南山地特色
区域风景道为骨架，以全域绿道网络为
补充的游憩道路体系，在道路沿线设置
主题自驾车营地和驿站，营造特色农业
大地景观，提升旅游质量。

4　结束语

当前在我国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人
口拐点即将到来的大背景下，发展要素
进一步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集聚，小城

市则面临着收缩和转型的双重压力。因
此，对于发展动力不足但资源本底优越
的小城市来说，畅通“两山”转化路径，
将本地自然资源优势合理高效地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找到因地制宜的特色化发
展道路至关重要。当前，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技术方法和规划管理制度尚不完善，
如何畅通“两山”转化路径是国土空间
规划探索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课题。本文
以辽宁省庄河市为例，总结“两山”转
化路径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提出优化
资源利用方式、完善资源转化机制、统
筹资源开发格局、打通资源流动通道等
规划应对策略。由于各地资源本底和发
展基础条件不同，“两山”转化的类型
模式复杂多样，各地存在的问题和解决
方案不尽相同，各地应以实际问题为导
向，积极开展规划探索，不断完善国土
空间规划的编制方法和管理机制，如此
才能畅通“两山”转化路径，真正实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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