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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 随着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各试点城市结合自身发展需求-b存在问题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与规划工 

作，为智慧城市 系统各 分支建设及运营管理提供框架引导。然而，现 阶段 多数智慧城市顶层规划将注意 力多度倾向 

信息化服 务建设 ，忽视 了以城市空间节约布局与要素资源合理配置为核心的城市 发展的最终诉求。鉴于此 ，本文将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相结合，基于大数据环境 下城市要素运行实时数据建构城市规划与仿真模型， 

通过 大数据 分析城市运行存在的问题，探索城市运行内在规律，从而有效提升智慧城市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科学化水 

平 。进 而通过对城市资源的优化分配，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 学预测 ；通过规划的手段提 出合理干预措施与公共 

政 策，有针对性地缓解 或改善城市居住环境 、交通拥堵、污染和其他城市问题 ，有力支撑新型城镇化过程 中所强调 

的以人 为本、提升城市化质量 的发展宗旨。 

■臣墨殂  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规划-b仿真模型；大数据 

本文支持研究课题：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 “智慧城镇综合管理技术集成与应用示 

范”项目课题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管理和多规信息融合技术研究与示范” (20l5BAJ08B0I) 

0、引言 

2008年 11月．在纽约召开 的外 国关系理事会上 ．1BM提 出了 

”智慧地球” 这一理念 ．进而 引发 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 国 

外 智慧城市的建设起步较早 ．在各个行业都进行 了一些有益 的尝 

试 。具体来说包括 以下几个城市 ： (1)韩 国首 尔．2004年 ，韩 

国政府发布的 《数字 时代的人本主义 IT839战略》报告提 出了 

建设无所不在的 “智慧城市 计划 ．并于2006年启动 了以首 尔为 

代表的 ”智慧城市 ” (U—city)建设 ．核心是通过建设遍布整个城 

市 的互联网 ．使市 民可 以随 时随地地 使用或办理各项社会服务 ． 

运 用智慧化商务服务(e—Business)以及云计 算推动本地 区经济发 

展 。 (2)新加坡 ，新加坡 “智慧城市 建设的成绩引人注 目． 

尤其是智能交通系统 ．使道路 、使用者和交通系统之间紧密、活 

跃和稳定地相互传递和处理信息成为可能 ，为出行者和其他道路 

使 用者提供 了实时，恰 当的交通信息 ．使其能对交通路线、交通 

模式 和交通 时间做出充分 、及时的判断。 (3)纽约 ．在坚实的 

信息化基础上 ．2009年1O月 ．纽约政府宣布启动 “连接的城市” 

(connected city)行动 ．以增加普通民众与政府的联 系、人 与人 

之 间的联系 、企业与府 的联 系以及企业与民众 的联系 ．要利 用信 

息通信技术 ，使纽约在信息 时代依然走在世界城市的前列 。这项 

行动的重点 内容包括 ：一是 ”311”网络版 移动版服务 二是实 

施 ”纽约城市IT基础设施服务行动”计划 ：三是建立智能停车系 

统。除此之外 ．西班牙 巴塞罗那在公共服务与垃圾处理 系统 ，桑 

坦德市在智能基础设施 ．葡萄牙帕雷德斯市在智能楼宇方面都进 

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相 比国外的智慧城市研究 ．我 国智慧城市 的建设起步较晚 ． 

前 些年还停留在理论与概念的层面 ．最近几年有部分城市也开展 

了不同领域 的智慧城市建设尝试。 (1)深圳 ．深圳市在2010年 

2月3日首次提出的 智慧城市 ”理念 ．深圳正在从科技 人文 、 

生态等三方面构建新 时期的 “智慧城市“ ，进而 以信息化打造科 

技的深圳 ：以智能交通体现人 文的深圳 ； (2)宁波 ．宁波是中 

国首批提 出建设 ”智慧城市“并投入实践的先行者。在 智能交通 

领域 ．建立宁波智慧交通研发中心 ．依托原交通管理各子 系统的 

资源网络和业务 网络 ，通过 构建由宁波市政府公有云 、公安，交 

警等部 门的私有云以及县级区域中心云的三级 智慧交通云 ．整合 

城市智能交通系统 ．建立统一的技术规范 、数据标准、数据交换 

格式 ．实现现有各行业私有云的平滑接入 和新业务的快速部署 ． 

共 同推进建设标准．融合、智能的综合性城市 。2015年底 ．宁波 

市智慧交通云基本建成。在智慧农业方面 ．推广应用信息化管理 

系统 ．农业专家 咨询服务系统和农业电子 商务 ，逐步实现农产品 

生产 、加工 储藏 ．运输 营销等环节的科学化和智能化。在智 

慧水务方面 ．台州市 智慧水务 试点项 目是通过传感器技术、 

网络和移动系统 与水务信息系统 的结合 ．构建全方位 的智能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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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系统 ．以实 现水环境 水安全 和水资源管理 智能化应 用。 

(3)上海 智慧上 海”建设 的内涵包括三大网络 ：一是物质网 

络 ．以物联网为代表 ；二是信息网络 ．以 “云计算”为代表 ；三 

是 以 “智能电网”为代 表的能量 网。 (4)台湾桃园 ．自2002年 

开始 中国台湾的桃园县就积极推动 ”E化 (电子化 )” “M化 

{移动化 )”及 ”U化 (泛在化 )”等 各项信息化建设计划及其 

实施 ．其 中较 为突出的两项内容是智能生活和桃园航空城 。 

从 目前智慧城市设计与实践成果来看 ．国 内外在智慧城市顶 

层设计过程中将注意 力过多集中在城市信 息化设施的建设 上 ．忽 

视 了以城市空间集约布局与要素资源合理配置 为核心的城 市发展 

最终诉求 。鉴于此 ．本文研究城市规划与仿真 系统致力于在利 用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科学诊断城市问题 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城 

市居民和企业 的需求 ．构建 多要素城市可持续 空间增长模型 ．进 

而对城市发展进行科学预测 与动态模拟 ，以实现城市资源的时空 

间配置最优。提出基于ICY的智慧城市 规划体 系标准化的发展 路 

径，推动城市规划与建设 的科学化 。 

1、智慧城市发展问题挑战及应对措施 

通过 对智慧 城市发展 现状进 行梳理 ，找寻 目前 智慧城市 建 

设过 程中遇到 的问题及瓶颈。进而从可持续发展 的视角 出发构建 

智慧城市规划与仿真模型 ．通过实 时监控城市 运行过程 、找寻城 

市发展问题 ，评估城市发展水平 最终 明确城市发展 目标 、优化 

城市发展路径 。从智慧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全时段 、全链条层 

面进行顶层设计 ．从而有效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的最终实 

现。 

1．1智慧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模型应对 

当前智慧城 市的规 划与仿 真 ，将研究 的视 角聚 焦到优 化城 

市空间布局 以及城市空间模拟 与可持续发展上。主要 为了应对 

以下挑战 ： {1)城市规 划与仿真 数据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与体 

系 ：目前影响城市规划仿真模型构建 的数据因子越 来越丰富 ．如 

现状三维 模型 与二维地理信息、绿化率 、建筑密度、文物保护 、 

基础设施配套 人 口分布 、人均消费水平 、交通枢纽等 ，这些因 

子或多或少地 影响着城市规划仿真模型 的搭建 ，而合理架构 由众 

多影响因子构成的数据体系将成 为城市规划仿真数据模型科学 、 

合理 、高效的保障。 (2)城市规划与仿真数据缺乏高效共享 。随 

着空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城市空 间信息虽然呈爆炸式增长 ， 

但缺 乏有效 的互通和共享方法 ，从而造成数据之间相对孤立 ．难 

以对城市进行 整体的宏观的仿真模拟 非常需要针对城市三维空 

间的共享服务标准来促进信息共享 ．更加智慧地开展城市三维仿 

真。 (3)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缺乏智慧化的辅助。通过城市仿真 

系统 ，可 以对城市空间规划所需信 息进行采集 、处理和利用 ．对 

城市空间发展趋势进行模拟 ．有助于 实现规划的辅助决策 ．实现 

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智慧化。 (4)城市空 间资源需要优化配置 。借 

助城市仿 真系统 ．对城市空间的分布 、利用效率、最优配置等进 

行模拟和仿真 ，从而解决城市空间资源短缺 、利用效率不高的困 

境 实现智慧的资源和能源利用。 (5)应对城市空间扩展过快的 

挑 战。快速 的城市化发展带来 了城市 空间扩展过快 、空 间分布不 

平衡、格局较为分散 、土地集约化程度不高等 问题 ，如何通过信 

息技术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从而对城市 空间利用状况 

进行仿真模拟并及时调控。 

1．2智慧城市规划仿真模型建设目的与意义 

为了建立一个城市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目标 ．智慧城市的构想 

应运而 生。在综合考虑城市的资源和运作 ．包括交通 、能源 、水 

资源、土地 、建筑、民用、信息等各种数据的信息共享 、信息整 

合与协 同管理的基础上 ．建设城市仿真系统为城市预测 、城市规 

划决策 、城市规划编制、城市规划评估等方面做出可视化支持与 

辅助决策功能，通过系统的建设可 以预测未来城市的发展 。与此 

同时 ．基于城市实时产生的 大数据” ．建设动态 、实时的仿真 

系统 ．可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同步获取的信息 ，使用模拟仿 真手 

段推进城市发展模式 ．阐明城市规划决策的内在规律 ．做出更为 

明智的决策。一 方面 ．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 ，对在可持续发展时期 

的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提供必要的干预措施 ：另一方面城市系统 

优化及相关技术更新可 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交通拥堵 、污染和 

其他城市问题 。 

城市规划与仿真系统的构建有助于维护与提升城市各利益群 

体的切 身利益与生活水 品。 (1)对于城市市民来说 ．系统的构建 

可 以促进公共参与城市规划编制过程 ．城市居 民分享和使用城市 

空 间管理的动态信息和数据 ．可 以给用户带来强烈 ．逼真的感官 

冲击。 (2)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 ．系统地构建为城市管理者提供 

更加真实、立体 的城市空间布局展示 ．并进行管理 ．为城市 规划 

者提供城市规划辅助决策服务。 (3)对于城市规划人员来说 ，城 

市规划仿真系统 为规划师编制城市规划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利于 

设计与管理人员对更加直观地开展各种规划设计方案进行辅助设 

计与并进行方案评审。 

2、智慧城市规划仿真模型架构总体思路 

智慧城市规划仿真模型在深度剖析城市各要素运行机理 的基 

础上 ．通过构建包括城市公共安全 、社区发展 、资源承载调 控， 

污染控制 、交通运输管理 、社会 资源优化 、基础设施调控、经济 

发展等在 内的8类要素运行 子模型 的基础上 ，以城市运 行数 据感 

知 、存储及管理平 台为支撑 ．最终构建城市空间要素模拟系统、 

城市资源优化配置模拟系统、城市空间发展政策评估系统、城市 

运行动态仿真模拟等 系统有机整合构成的智慧城市规划仿真应用 

平 台．从而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提供信息资源和决策辅助支撑 。 

2．1模型建设功能要求 

2．1．1地 区级城市要素运行信息共 享平 台 

理清与城市规划密切联系的数据 ．进行分级 、分层 、分类的 



整理 ，比如应按照 自然条件、规划条件 、区位与交通条件 、设施 

配套条件、社会经济 因素 安全 防护等信息进行分级 再按照其 

大部分与空 间相 关特性来分层 ．最后按照其级别进行信息类别细 

分与编码 ，最终构建完整 、有序 通用的数据分类 、分级及编码 

规范 为城市规划仿真模型的搭建提供数据标准化基础 通过仿 

真 系统平台 ．进行城市各类信息数据的采集 、存储 整合和可视 

化展示 ．为城市居民、管理者等不同人群提供信息服务 这些信 

息包括城市人 口、社会经济 、各类设施 、资源 能源、交通 、住 

房 、安全等各个 方面 ．既包括结构化的统计信息 也包括动态的 

大数据信息 通过城市地 区数据和信息共享来实现城市 的可持续 

协同发展。 

2。1．2城市要素运行模拟 分析 -b方案辅助决策 

在 城市运 行数据采 集 、存储 和分析 的基础上 对 城市空 间 

要素运 行状况进行评估和模拟分析 结合城市 开发建设规模 强 

度和人 口密度状况 ，进行城市 的土地 、水、建设工程 、能源 食 

品 技 术 、信息 资源 、社会服 务 (教 育 、医疗 、交通运输 、物 

流 、住宅)等要素的优化配置 ，以城市三维仿真数据服务标准为 

核心 ，形成满足城市规划仿真要求的信息共享机制方法 在此基 

础上建立仿真系统平 台 进行城市 空间信息数据的采集 、存储、 

整合和可视化展 示 ．并与包括城市人 口、社会经济、各类设施、 

资源 、能源 交通 、住房 、安全等 在内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展开交 

互 从而有效还 原城市空 间形态 ．并对城市空问发展趋 势进行多 

方案的模拟和比较 ．为规划师开展规划编制 以及城市管理者进行 

规划管理提供信息服务 

2．1．3城市空间发展政 策评估 提 高规划管理科 学性 

通过对不 同的城市空间发展政策实施情况及其空 间影响进行 

仿真模拟 ，根据模拟结果对城市发展政策的优 劣进行评估 ．并从 

城市可持续 发展 的角度对城市 内在 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政策实施干 

预措施 ．提高城市协调发展能力 提高城市规划和管理决策 的科 

学性 

2．1．4 城市要素运行状态实时动态展示 ，拓展信息应用 

范 围 

借助信 息技术 、互联 网、物联 网等技术手段 实 时采集城 

市 的环境 (大气 、水污染 、噪音污染)、能源 (电力使 用、照明 

系统 )、交通 (公共交通 、道路拥堵情 况)、基础设施 (电力、 

电信 给水 、排水等 ) 、公共安 全 (犯罪 、食 品流通 、突发灾 

害 )、公共服务 (商业 、物流配送、医疗 )、社会舆情 企业生 

产 、技术创新等数据 ，对城市空间运行状况进行动态监 测、预警 

和管理 ．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管理信 息 以及为市民提供城市 

相关服务信息。 

2．2模型总体架构 

城 市规划 与仿真 系统整体架 构分为三个 层次 首 先是数据 

层 ：从教据 的采集 数据的整合与管理 数据服务的发布 以及采 

用三维可视化 的方法与用户进行交互 其次是模型层 ， (1)从城 

市空间现行运营情况的动态展 示、模拟入手构建城市空间管理模 

研 究 篇 

型集 ． (2)从城市 目前发展状况评价角度构建城市空间评估模型 

集 ． (3)从城市发展战略与空间布局优 化角度构 建城市空 间预 

测模型集 第三应用系统层 ．主要构建城市规划仿真模型系统 、 

城市资源优化配置模拟系统 、城市运行动态仿真 系统 、城市空间 

发展评 估系统几个方面构建涵盖城市交通 资源、安全、基础设 

施 、生态环境等要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动态增长模型。(图1) 

图1城市规划与仿真系统总体架构图 

2．3子模型功能分解 

2．5．1公共安 全模型 (public security) 

以维护城市发展所必须的食品安全 能源安全 、生产安全为 

目标 ，通过建立一整套的评估 预 警、反馈机制 ．实现软硬件的 

统一整合。基于这一理念构建公共安全预警系统、公共安全评估 

体系、公共安全反馈系统 。 (图2) 

图2 公 共安全 模型架 构 

2．5．2社 区发展模 型 (community development) 

以维护城市社区绿化环境、人工环境、交通可达性、环境卫 

生等 为目标 ．通过构 建检测、管理平台 解决社 区问题为社 区发 

展提供保障 基于这一理念构建社 区环境监测系统、智能社 区管 

理平 台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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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社 区发 展模型 架构 

2．j．5资 源承 载调控 模 型 (Besourco contro1) 

以实时 检测包括 水 生态 ．土地 、能源等 资源 承载力 为手 

段 ．通过合理调控资源分配 整合资源管理实现城市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 基于这～理念构建资源状态监测系统 资源承载力实时 

计算模型 、资源智能调控平 台。 (图4) 

资谭智能动态 
调控系统 

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应对 

综合防灾 
规划应对 

； 

街联同 传瞎嗣 ： I_i娩一 社套囊{鸯 

图4 资源 承载 调控模 型架 构 

2．5．4 污 染控 制模 型 (pollution contro1) 

以实时监 测城市 水污染 ．大气污 染、 固体 颗粒 物污 染 、噪 

声污染等为手段 ．通过构建信息化的监测 、评估、管理 、反馈平 

台 ．实现城市污染实时 、联动控制 基于这～理念构建智能污染 

源管理平台、污染源监测平 台、污染评估反馈系统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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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污染控制模型架构 

2．5．5 交通 运输 管理 模 型 (tr&nsport&tion management) 

以协 同整合包括 河港 、海港、航空港在 内的城市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 为目标 ．建立起一整套交通设施管理 资源调配 、应急处 

置系统等联动机制。基于这一理念构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管理系 

统 交通运输协 同调配系统、交通运输应急处置系统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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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交通运输管理模型架构 

2．5．6 社 会资 源优 化模型(Soci&[~osourcos Optimization ) 

以维护社会发展 中教育、医疗 、卫生、文化 、保险、科技人 

才 、养老等社会资源有序发展 为目标 通过建设统一的信息化管 

理平台 、一体化统筹调配机制 ．实现社会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 基 

于这一理念构建公共安全预警 系统 、公共 安全评估体系 公共安 

全反馈系统。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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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社会资源优化模型架构 

2．5．7 基础设 施调控 模型 (Soci~l~osourcos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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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基础设施调控模型架构 

以维护包括城市照 明、城市地下空间 、城市管 网体系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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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调控为 目标 ．建立一整台管理应 用服务 、动态信息 

监控 网络 系统 基于这一理念构建管网 (云)平台系统、数据管 

理及应用服务系统 、管网动态信息监控 网络系统 (图8) 

2．5．8 经济 发展模 型 (Social~OSOUPCCS optimization) 

以维护城市 内部正常金融秩序与必要 的经济发展 为 目标 建 

立起一整套金融管理平 台与金融市场实时监控系统。基于这一理 

念构建金融市 场宏观调控和监管体 系、智慧金融管理平 台、金融 

机构体 系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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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经济发展模型架构 

3、智慧城市规划仿真模型标准体系 

3．1城市地 区数据和信息共享平台标准 

通过仿真系统平 台 ．进行城市各类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 、 

整合和可视 化展示 ．为城 市居 民、管理者等 不同人群提供 信息 

服务 一这些信息包括城市人 口 社会经济 、各类设施、资源 、能 

源 交通 住 房、安全等各个方面 ．既包括结构化的统计信息 ． 

也包括动态的大数据信息 通过城 市地 区数据和信息共享来实现 

城市的可持续协 同发展 

3．2基于实时数据的城市空间运行动态管理系统标准 

借助信息 技术 、互 联网 、物联 网等 技术手段 ，实时采 集城 

市的环境 (大气 、水污染 哚音污染 )、能源 (电力使用 、照明 

系统 】 交通 (公共交通、道路拥堵情况 )、基础设施 (电力、 

电信 、给 水 排水等 j、公共 安全 (犯 罪、食品流通 、突发灾 

害)、公共服务 (商业、物流配送 、医疗) 社会舆情、企业生 

产、技术创新等数据 ．对城市空 间运行状况进行动态监测、预警 

和管理 提高城市空间运行效率 。 

3．3城市资源优化配置模拟系统标准 

通过 仿真模拟 系统 结 合城市开 发建设规模 、强度 和人 口 

密度状况 ．进 行城市 的土地 水 、建设工程 、能源 、食 品、技 

术 信息资源 、社会服 务 (教育 、医疗 、交 通运输 物 流 住 

宅 )等要素 的优 化配置 ．提 高资源 利用效率 ．实现城市空 间的 

可持续发展 

研 究篇 

3．4城市规划仿真模型系统标准 

在城市运行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的基础上 对城市空间要 

素运行状况进行评估 ．并进行城市空间发展趋势进行多方案的模 

拟和比较 ．从 而为城市规划方案制定提供辅助决策 。 

3．5城市空间发展政策评估标准 

对不同的城市空间发展政策实施情况及其空间影响进行仿真 

模拟 根据模拟结果对城市发展政策的优劣进行评估 ．并从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城市内在 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政策实施干预措 

施 ．提高城市协调发展能力 、 (表1) 

表1智慧城市规划仿真模型标准体系结构 

编 怀准怵乐 缃 m 竹 !{：J L 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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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 智慧城市发展情况进行梳理与总结 ．深度 

分析智慧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模型应对方法 进而 明确 智慧城 

市规划仿真模型的建设 目的与意义。在构建包括城市公共安全 、 

社区发展 、资源承载调控 、污染控制 、交通运输管理 社会资源 

优化 、基础设施调控 、经济发展等在内的8类要素运行子模型的基 

础上 以城市运行数据感知 、存储及管理平台为支撑 ，最终构建 

城市空 间要素模拟 系统 、城市 资源优化配置模拟系统、城市空间 

发展政策评估系统 、城市运行动态仿真模拟等系统有机整合构成 

的智慧城市规划仿 真应用平台 ，从而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提供信 

息资源和决策辅助支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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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系统用户权限管理 

4．2实践特色 

结合南京市的具体做法 和实际情况 ．研究成果的应 用实践使 

南京市 “多规合一 ”工作形成了以下几方面 的特色： 

(1)实现 了多规差异图斑一键化生成 ，构建 的系统可 以依 

据各部 门规划的数据标准 ，灵活建立空间差异分析模型 ．并提供 

自动化差异图斑差异分析和 图斑筛选 ．从 而高效地比对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在用地性质、边界等 

方面的差异 ．并快速生成差异图斑 。 (2)实现了全方位数据入库 

质 检。主要针对运维管理人 员，基于多规 数据建库标准 ．为用户 

提供入库成果质量检查和更新管理应用 ．强化 多规数据管控 。模 

块 支持按不 同数据类型定制数据逻辑属性、拓扑关系质检方案． 

进 行全方位数据入库质检 ．确保 ”多规合一”数据质量。基于 多 

规数据建库标准 提供 入库成果质量检查和更新管理应用 ，支持 

可 视化 的多规数据质检 ，通过 引进数据法则建构 ．实现多规数据 

一

键检查 ．提升系统灵活性与复用性 ．有效的提高了数据质量。 

《3)实现 了快速化的 ”一张蓝图”成果生成 ．系统可以根据对每 

个差异图斑填写的协调意见 ．快速生成多规 ”一张蓝图”。系统 

研 究篇 

根据 ”多规合一”的数据标准．预置标准化的 “多规合一”一张 

蓝图成 果制 图模板 ．帮助规划业务人员进行快速 的图件制作和输 

出 ．提高了成果生成的效率 ，降低错误的发生。 

5、结束语 

本文充分利用智慧城市建设 的理念和技术成果 ．从 多规信息 

融 合可视化系统建设最为核心 的数据规整与成果建库 冲突检测 

与矛盾协调 、成果管理与资源共享等方面人手 ．依托智慧城市地 

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开展共享、统一 、高效 、动态更新的 多规 

信息融合可视化系统构建研究。研究形成了 “多规融合”数据体 

系 目录 ．完成了多规数据的规格化和建库 ．实现 了各部 门规划数 

据的统一 构建了多规信息融合可视化系统 消除 了 ”多规 ”数 

据之间的差异 ．实现 了跨部门的信息融合和共享 ：并以南京市为 

应 用实践 ．指导 “多规合一 信息化的实施和应用 ．保障了南京 

市 “多规合一”工作的全面落地。 

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 “多规合一”工作建立统一的工作底 

图．有效的规避 了不同部 门规划底图的空 间差异 ，引导各部 门技 

术融合与协 同．提高 “多规合一”规划工作的效率 和质量 ，为城 

乡空间精准规划与智慧发展提供了高效的技术支撑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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