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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区三线”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涉及到国土空间的分类和管控。与此同时，“三线”

则是对这三种空间进行具体界定的三条重要界限，它们分别是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以

及生态保护红线。这三条界限的设立，旨在确保国土空间的合理布局和可持续发展。城镇开发边界作为

“三区三线”的核心构成，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的关键一环，对于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防

止城镇无序扩张，以及推动城镇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

2010~2024年城镇开发边界的产出时间、产出数量等做了相关的可视化分析，并基于文献关键词的共线

图谱、聚类图谱、时间线图谱和突发性探测，得出以下结论：① 本文所研究的城镇开发边界相关文献Q 
= 0.7958，说明网络模块度的值大，则网络聚类的效果好，研究可行性高；② CiteSpace中关键词共现

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中、关键词时间聚类图谱和关键词的突发性检测中，“三区三线”、“土地利用”

和“多规合一”等呈主要研究对象；③ 不同关键词随着政策和时间的更新，在不同的时间段起到各自的

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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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regions and three line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which in-
volve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territorial space. At the same time, the “three lines” are the 
three important boundaries that define these three types of space, namely, the urban develop-
ment boundary, the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protection red line, an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three boundaries aims to ensure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pace.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ree districts and three 
lines”,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is a key link in the formul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which has far-reaching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implemen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ecological civ-
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eventing urban disorderly expansio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his paper makes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output time and 
quant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from 2010 to 2024,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
sions based on the collinear map, clustering map, time line map and sudden detection of literature 
keywords: (1)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studied in this paper, Q = 
0.7958, indicates that if the value of network module degree is large, the network clustering effect 
is good and the research feasibility is high; (2) for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keyword cluster 
map, keyword temporal cluster map and sudden detection of keywords in CiteSpace, “three re-
gions and three lines”, “land use” and “multi-planning integration” are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3) with the update of policies and time, different keywords play their respective leading role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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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开发边界”(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UDB)是在特定时间段内划定的一个地域空间范围，

该范围内允许进行城镇的扩展与集中建设活动，其中包括现有的城镇建成区、具备优化发展潜力的区域，

以及出于城镇建设发展需求而需实施规划控制的区域。在划定这一边界时，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在保障城镇发展的同时，首要关注的是生态底线的保护。这一划定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其核心目

标在于确保生态底线的安全与完整。 
城镇开发边界不仅集中体现了“多规融合”的核心内容与成果，还是确保“多规融合”协调实施的

关键管控手段。同时，它也是推动城市精明增长、实现高效发展的重要工具，并构成了空间总体规划的

主要职责之一。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实践模式和实践

机制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首先，在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方面，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多种多样，包括基于 GIS 技术的

空间分析方法、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方法、基于多规融合的方法等。 
其中，贾滨洋通过对 GIS 技术的集成地理空间数据的使用，对城镇发展的空间布局进行模拟和优化[1]；

鲁杞智等人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在“多规合一”的框架下，深入探讨了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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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问题，这一过程中，结合“反规划”与“倒逼规划”的先进理念，并巧妙地运用了规模预测和 GIS
空间叠加技术，以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协调性[2]；程茂吉等人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和成功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在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时，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确保这一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以适

宜性评价为重要支撑，结合主导功能定位作为指引，同时基于合理的终极规模预测，确保城镇开发边界的

划定与城市整体结构相协调。这样的方法旨在科学、合理地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实现可持续发展[3]。 

其次，在城镇开发边界的实践模式方面：在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与实施过程中，往往存在显著的差

异性。不同城市根据其城市定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要求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例如，

何波等人基于重庆市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工作的梳理，运用经过改进的 FLUS 模型，模拟了在生态约束条

件下的城镇空间扩展态势，并进行了重庆市域内城镇开发边界的初步划定尝试[4]；周胜祥等人以省级国

土空间规划的定位与功能为出发点，通过对国内外城市与地区案例经验的综合分析，并结合广东省在城

镇开发边界划定方面的先行实践，深入研究了省级城镇开发边界的工作模式、划定技术和管理策略，旨

在为相关规划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5]。高晓路等人基于福建省空间规划的实例，深入剖析了城镇适宜

性评价在城镇空间布局及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过程中的应用，包括其实施流程、具体方法和最终成效[6]。 
最后，在城镇开发边界的实施机制方面：城镇开发边界的实施机制包括政策制定、规划编制、监督

管理等方面。例如，杨昔等人从规模、形态和治理三个维度出发，对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进行了全面的

探讨，深入分析了其可行性、必要性以及紧迫性[7]；吴若谷等人对空间规划试点中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

经验进行了全面梳理，深入分析了其背后的核心理念和关键执行步骤。其研究旨在为其他地区的规划实

践以及空间规划改革提供实质性的借鉴和参考[8]；位欣主张在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与管控上，应遵循政

府层级的事权体制，特别是结合省级政府与市县地方政府的核心事权与空间管理职责来考量，这样能更

有效地发挥城镇开发边界的功效[9]。 
我国学者对城镇开发边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综合来看，大多集中于城镇开发边界的划方法、实践

模式和实践机制这三个方面。但是鲜有对城镇开发边界进行文献和研究的梳理，本文借助 CiteSpace 知识

图谱分析工具，并依托中国知网(CNKI)核心数据库，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国内

近十余年城镇开发边界领域的研究动态和进展。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本文旨在评述关键研究内容，

为实际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工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2. 背景介绍 

2023 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中期评估节点，正处于对未来五年增长指标进行审视与调整的关键时

刻。针对未来五年的增长指标，需要确保其与当前的中长期规划政策保持衔接。更为详细和具体的中长

期指标，预计将在“十五五”规划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1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11]和《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16~2030 年)》[12]，运用好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中加强和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管理。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开发边界的设定与管理成为城市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环境管

理等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旨在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城镇开发边界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探讨其定义、

划定方法、实践模式及实施机制等，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3. 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为了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权威性，选定了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CNKI)作为数据来源。通

过设定特定的检索条件，专注于搜索与“城镇开发边界”这一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并采用了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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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经过严格的检索和筛选流程，成功检索到 484 篇与主题相关的文献。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

针对性，进一步对这些文献进行了人工逐条筛选。在仔细审查后剔除与主题不相关、会议记录、书评、

咨询报告等无效数据，最终保留了 464 篇有效文献。这一筛选过程确保了本文后续研究的文献基础既全

面又精准。检索的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10 日，这确保了本文研究基于最新的学术成果。 

4. 研究方法 

在深入探索城镇开发边界这一重要议题的研究动态与演进趋势时，本研究借助了 CiteSpace 这一功能

强大的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对 2010 年至 2024 年间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论文涵盖了城镇

开发边界领域的各个方面，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为了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特别

关注论文的标题、摘要与关键词部分。这些部分往往包含了论文的核心观点和研究重点，是提取关键信

息的重要来源。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深入挖掘和整理，旨在更加清晰地了解城镇开发边界领域的研究现状

和发展趋势。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采用严格的标准和方法。首先，设置的时间切片为 1 年，这样可

以确保能够细致地追踪该领域研究随时间的发展脉络。其次，严格筛选并剔除了无效数据，包括重复、

不完整或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论文，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完成了数据清洗和整理后，利用 CiteSpace 软件构建了关键词共现网络等图谱。这些网络图谱揭示

了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和变化。通过观察这些网络图谱，发现哪些研究者在

城镇开发边界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哪些机构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以及哪些研究主题在

当前阶段受到了广泛关注。为了进一步挖掘研究热点的演变过程，利用 CiteSpace 软件生成聚类图谱。这

些图谱将相似的研究主题聚集在一起，形成不同的聚类，从而帮助本文直观地观察到城镇开发边界研究

热点的变化历程。同时，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间段的聚类图谱，可以发现研究热点的转移和演化趋势，

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总之，通过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10 年至 2024 年间城镇开发边界领域的期刊

论文进行深入分析，不仅能够梳理近十多年来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发展阶段，还能为未来的研究趋势提

供有力支持。这些可视化结果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镇开发边界领域的研究动态，还能为未来的研究

和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5. 国内城镇开发边界研究基本特征分析 

5.1. 文献产出时间分析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ver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4 
图 1. 2010~2024 年中国城镇开发边界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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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开发边界领域的研究进展可以通过文献数量的变化来直观地展现。基于 2014 年至 2024 年间关

于此主题的年度发文量，绘制了文献发表的年度趋势图(见图 1)，并依据其增长模式将其划分为几个关键

阶段： 
首先是 2014 年至 2017 年的起步发展阶段，标志着研究的初步探索与建立；紧接着是 2017 年至 2021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内文献数量显著增长，反映了研究领域的深入和扩展；最后是 2021 年至今

的发展缓慢阶段，虽然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研究减缓或转型，但仍需进一步观察和分析以确定其确切的发

展态势。 
2014 至 2017 年的快速崛起期中，在 2014 年，城市开发边界的研究崭露头角。这一时期的兴起背景

是 2013 年我国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标志着我国城市建设正逐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特别强调了

对现有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存量规划。为了遏制城市无序扩张，并解决过去多部门管理城市带来的“九龙

治水”困境，我国开始积极探索“多规合一”的管理模式。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城市开发边界的研

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发文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2017 年至 2021 年快速发展阶段中，自 2018 年国家机构改革以来，自然资源部的设立标志着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正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在当前阶段，通过优化和提升“双评价”(涵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评估)以及“三区三线”(包括生态、农业、城镇空间的界定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关键控制线)的划定方法，使得其科学性显著增强。这一进步为城镇开发

边界的精确与科学划定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指导。因此，城镇开发边界的研究在这一阶段被赋予了新的内

涵，并逐步实现了“中国化”的转化，相关研究领域呈现出了骤然增加和蓬勃发展的态势。 
2021 年至今发展缓慢阶段：首先在政策导向与规划实施方面，2021 年以来，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的不断完善和“多规合一”政策的深化实施，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及相关政策日趋清晰和稳定，从而减

少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的发布，为城

镇开发边界的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这可能导致研究人员将关注点转向其他相关领域或更为具体的实

施问题。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多规合一”政策的深入实施，

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及相关政策已经逐渐趋于清晰和稳定。这也可能导致传统的研究方法相关的文献发

表量减少，出现相关领域研究论文呈缓慢甚至衰退发展阶段。 

5.2. 国内城镇开发边界研究的热点关键词分析 

在本文研究过程中，选取尺度为 1 的时间切片。Modularity Q 值的合理范围是[0.4~0.8]，本文所研究

的相关文献 Q = 0.7958，说明网络模块度的值大，则网络聚类的效果好，利于进行后文分析。在评估网

络结构时，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加权平均轮廓系数)是一个关键指标，用于量化网络的同质性。该值

越接近 1，反映出网络内部节点之间的同质性或相似度越高。(S 的范围[−1, 1]更接近 1 的值表明样本在它

目前属于的集群中更紧凑，并且与其他集群(即大大分离的集群相距更远)。数值接近于 0 表明存在高度重

叠的簇，而负值则暗示样本可能已被错误地归类到某个集群中。本文所研究的相关文献 S = 0.9234，说明

网络的同质性高，聚类拟合程度好，于进行后文分析。 
Harmonic Mean (Q, S)表示 Q 和 S 的调和平均值，本文所研究的相关文献(Q, S) = 0.8437。 

5.3. 关键词共现图谱 

在我国 2010 至 2023 年这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通过对文献关键词词频分布的深入分析，得以量化

关键词之间的共现次数，进而判断其中的关联紧密程度。为了精准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态，

本文选择了时间切片数为 1 来进行细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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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CiteSpace 软件的强大功能，进行路径网络剪裁、修剪切片网和修剪合并网络等一系列操作，

旨在剔除选取文献中的无效数据，确保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经过精细的网络裁剪后，得到一个包含

299 个节点和 486 条连线的网络图谱，其密度为 0.0109。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一成果，进行可视化处理

后，生成了我国近十余年城镇开发边界研究文献关键词的共现图谱(见图 2)。这一图谱不仅揭示了关键

词之间的关联关系，还提供了该领域研究热点的直观展示，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发

展趋势。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graph 
图 2. 关键词共现图谱 

 
在图谱分析中，一个节点连接其他节点并促成信息或资源流通的能力被称为该节点的中介中心性。

这一特性不仅体现了该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地位，更显示了其作为桥梁，连接不同研究领域的独特作用。

基于这一评估标准，本研究识别出了一系列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依次为“城镇空间”、“三区三

线”、“边界开发”和“多规合一”等。这些关键词在图谱中扮演了跨界者的角色，对于理解和分析该

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生态安全”、“划定方法”和“乡村振兴”等关键词虽中介中心性稍

弱，但同样在图谱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5.4. 关键词聚类图谱 

将关联紧密的关键词聚为一类，用来观察我国近十余年来城镇开发边界形成了哪几个研究类团，按

照关键词提取获得聚类标签，可视化形成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3)。“三区三线”、“土地利用”和“多

规合一”聚合型较强，说明其内部成员紧密度强。 
其中，聚类 16 中的 FLUS 模型作为关键词聚类突显了出来。FLUS 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在城镇开发

边界的划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模拟不同规划方案下的土地利用变动，它能够准

确评估各方案的优劣，帮助决策者找到最优规划策略。此外，FLUS 模型还具备预测未来土地利用趋势

的能力，为城市规划设定了明确且长远的目标，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加之聚类分析的显著效果，更

加凸显了其在该领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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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Keyword cluster graph 
图 3. 关键词聚类图谱 

5.5. 关键词时间聚类图谱 

 
Figure 4. Keyword time cluster graph 
图 4. 关键词时间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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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图谱专注于揭示聚类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强调研究技术的动态演变和研究历史的广阔范

围”[13]。图中，不同颜色的连线象征着文献发布的年份，而后续出现的文献频次则累积在首篇文献发表

年份的节点上。我国关于“空间管控”、“多规合一”以及“土地利用”的研究显示出强烈的连续性和

较长的时间跨度(见图 4)。在城镇开发边界的研究上，其演进路径历经了从城镇开发边界、城市增长边界、

城市开发边界，最终发展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城镇开发边界，这一过程呈现出螺旋上升的特点，并

日益呈现出中国化的趋势。 

5.6. 关键词的突发性检测 

 
Figure 5. Sudden detection of keywords 
图 5. 关键词的突发性检测 

 
通过深入探索突发性探测的研究，可以揭示出某一领域的研究动态，其趋势逐渐从宏观层面转向更

为精细的微观层面、从单一到多元化的演进趋势。将伽马值设定为 0.1，获得 22 个突现词。“多规合一”

于 2016 年首次出现，爆发强度为 4.16，2019 年突现消失(见图 5)。“三区三线”在 2018 到 2020 年间成

为研究热点。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在本文中，采用了 CiteSpace 知识图谱工具，对国内城镇开发边界领域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分析与探

讨。研究结果显示，近十余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表现为相关文献的发文量呈现出逐

年攀升的趋势。同时，研究视角展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涵盖了多个不同的学术方向和关注点。更为重

要的是，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意味着这些热点在推动整个领域研究进程中起

到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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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显示，跨学科的交流水平在城镇开发边界领域中也在逐步提高，这表明该领域的研究不

再局限于传统的学科边界，而是更加开放地接纳和融合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尤为显著的是，国

土空间规划、新型城镇化、双评价、多规合一、三区三线和双评价等关键词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形成了显

著的热点集群。这些关键词不仅反映了当前研究的重点方向，也预示了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6.2. 讨论 

本文在梳理和研究城镇开发边界相关文献的同时，发现城镇开发边界目前仍然存在划定依据与标准

不明确[14]、动态调整机制不完善[15]、与区域规划的协调性不足[16]、环境影响评估不足[17]和公众参与

程度低[18]等问题，这也仍然是城镇开发边界需要着重关注的地方。 
在同时考虑本文的局限性时，注意到所选取的文献主要来源于知网数据库，这可能导致研究文献的

覆盖范围有所不足，文献量可能相对较少。此外，对于研究方法的关注可能存在片面性，未能全面涵盖

该领域的各种研究方法。在使用的 CiteSpace 工具方面，尽管其对于知识图谱的生成提供了便利，但所生

成的图表可能相对简单，未能充分展示该领域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些问题无疑是后续研究中不可或缺

且需要特别重视并寻求改进的关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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