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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智慧社会的理解

 智慧社会框架下的智能技术应用

智慧社会的崛起与智能技术的价值



Part 1 智慧社会的崛起与智能技术的价值

1.1 理解智慧社会

智慧
社会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

创新技术的渗透和应用

知识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无差别的平等共享

图1-1 理解智慧社会

◆智慧社会崛起的背景

•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通

信技术（ICT）的发展与运用

• 解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矛盾的需求

◆什么是智慧社会？

对智慧社会的理解应超越技术范畴（王波、卢佩莹、甄峰，

2018）

• 创新：创新技术在生产、服务、管理等各领域的渗透和应

用

• 开放：信息、知识突破传统边界，在社会网络的影响下要

素自由流动，节点价值提升

• 共享：无差别的共享社会（性别、年龄、城乡等各方面的

平等共享），打破传统壁垒



Part 1 智慧社会的崛起与智能技术的价值

1.1 理解智慧社会

◆ 智慧社会的支撑要素

• 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和新方法

• 设施：作为知识、信息等各类要素流载体的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设施、交通设施等

• 思维：学习、运用、设计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思维和能力

• 制度：智慧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郭军，2018），需要建立健全治理体系以协调智慧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智慧

社会

技术

制度

设施

思维

设施

交通设施 通讯设施 智慧化信息平台可视化平台

图1-2 智慧社会的支撑要素
图1-3 智慧社会的支撑设施

（图片来源：网络）



Part 1 智慧社会的崛起与智能技术的价值

1.2 智慧社会框架下的智能技术应用

◆ 智能技术

• 智能技术是智慧社会崛起的主要动力，也是智慧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智能技术在智慧社会的框架下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美国、英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关的战略、政策和计划，

抢占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制高点（刘红芹等，2019）

• 人工智能的主要发展方向为运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有学者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研究应侧重智能感知和

智能决策
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 区块链

图1-4 智能技术
（图片来源：网络）



Part 1 智慧社会的崛起与智能技术的价值

◆ 智能感知与数据采集

• 智能感知：通过摄像头等各类传感器设备，利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技术将客观世界的信号转换为数字信息并

进一步提升到可认知的层次；或是通过记忆、学习、判断、推理等过程，认知环境和判别对象类别与属性

✓ 遥感影像的获取：通过卫星、无人机等获取遥感影像，实时动态地检测地表变化

✓ 交通流量的监测：利用车辆传感技术监测车流量，建立交通大数据平台，分析和预测交通流量

图1-5 遥感技术
（图片来源：网络）

图1-6 车辆传感技术
（图片来源：网络）

图1-7 交通大数据平台
（图片来源：网络）

1.2 智慧社会框架下的智能技术应用



Part 1 智慧社会的崛起与智能技术的价值

◆ 智能分析与数据处理

• 智能分析：智能分析是指运用统计学、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数据抽象等数据分析工具从数据中发现知识的分析

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挖掘、数据抽象、数据计算等过程

• 运用智能分析技术能够高效的提取数据信息，帮助城市规划管理者高效决策

图1-8 智能计算
（图片来源：网络）

图1-9 航空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
（图片来源：海云数据）

1.2 智慧社会框架下的智能技术应用



Part 1 智慧社会的崛起与智能技术的价值

1.2 智慧社会框架下的智能技术应用

◆ 仿真模拟与可视化

• 应用仿真硬件和仿真软件通过仿真实验，借助某些数值计算和问题求解，反映系统行为或过程，并采用各类图形、

图像技术，通过增加文本提示、动画表现等，使仿真过程更加直观

图1-10 江苏省智慧城市设计仿真与可视化技术工程实验室展示平台



Part 1 智慧社会的崛起与智能技术的价值

1.2 智慧社会框架下的智能技术应用

◆ 智能技术在建设智慧社会中的应用

• 日本超智慧社会“社会5.0”

✓ 具体举措：打造11个系统，构建1个社会大平台

✓ 着重加强七类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物联网系统构建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低耗电设备技术、

大容量高速网络技术、云计算技术

超智慧社会

服务平台

智能交通

系统
能源价值

链优化系

统

新型工业

制造系统

地方综合

治理系统

智能食物

链系统

工作流程

管理系统

智能生产

系统

地球环境

信息系统

基础设施

维护管理

系统

自然灾害

应急系统

材料研发

系统

图1-11 日本构建超智慧社会的具体举措
资料来源：文部科学省，《平成28年版科学技術白書》

超智慧社会

将所需的东西和服务在所需的时间提供给所需的人，

能够极其细致地满足各种社会需求，而且所有人都能超

越年龄、性别、地域、语言障碍，享受到高品质的服务，

并实现充满生机、快乐富足的社会

——日本《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



Part 1 智慧社会的崛起与智能技术的价值

1.2 智慧社会框架下的智能技术应用

◆ 智能技术在建设智慧社会中的应用

• 日本超智慧社会“社会5.0”

✓ 围绕机器人、传感器、光与量子技术、纳米技术和材料等强项技术，灵活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基于

因特网或物联网，高度融合网络空间和物理世界，将基础设施、制造生产等网络化、系统化，并综合为一个

系统，通过数据跨领域的应用，催生出新价值和新服务（来源：CIE智库）

超级智慧社会

共通基
础技术

机器人

纳米技术

材料 高端测量

光与量
子技术

传感器
强项技术

智慧
移动

智慧
网格

智慧基
础设施

智慧地
域护理

智慧
制造

系统统合

图1-12 日本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5重点领域）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政策统括管，2015



PART 2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要求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Part 2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2.1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要求

◆ 国土空间规划提出的背景

• “多规合一”探索的进展与困惑
2014年，国家多部委确定全国28个市县作为“多规合一”试点市县，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等空间规划的融合，为规划体制改革提供决策支撑。

➢ “三区三线”究竟如何划定？新的“空间规划”和各类“老规划”之间是否为替代关系？

• 国家机构改革后空间治理体系的综合提升
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自然资源部成立，以期改善过去事权分割所带来的弊端。

自然资源部的成立，对于在统一话语权下综合提升空间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2017年1月，《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印发，强调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全面摸清并分析国土空间本底条件，划定城镇、农业、
生态空间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简称“三区三线”），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编制统一的省级空间规划。

201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

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



02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国土空间规划的内涵

• 国土空间规划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部门对所辖国土空间资源和布局进行的长远谋划和统筹安排，旨在实现对国土

空间有效管控及科学治理，促进发展与保护的平衡

2.1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要求

1
• 规划协调：系统解决各类规划重叠冲突、部门职责交叉重复等问题；

2

• 规划体系重构：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

体系；

3
• 规划方式转型：从增量时代物质规划向存量时代品质规划转变，强调规划、管控与实施监督并重；

4
• 底线控制：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



02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国土空间规划的关注重点

• 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

➢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未来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重点、限制、禁止四类区域，

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

➢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统筹各类用地的空间规划，自上而下的控制指标，进而将用途管制覆盖全域空间；

➢ 城乡规划对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做出安排，兼具空间发展导向和精细设计。

2.1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要求

国土空间规划不是几个既有规划的拼合，也不是以一个为主，“加入”其他规划，而是理清重点，总体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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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要求

◆ 国土空间规划的关注重点

• 厘清规划编制逻辑

➢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的初衷是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其中的连接点；

➢ 自然资源监管可以划分为载体使用许可（规划师和地理学者关注的重点，涉及可不可以建，建什么，怎么建）、载体产权许可和产品生

产许可3个环节；

➢ 国土空间用途应施行全域、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国土空间规划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自然资源监管

服务并
作用于

服务并
作用于



02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2.1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要求

◆ 国土空间规划的关注重点

• 守住生态文明建设底线

➢ “双评价”: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和基础；

➢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以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二次调查结果和耕地质量等调查与评价为基础，构建“一张图”和国土资源监管平台；

➢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以保护生态环境，优化空间结构、节约集约用地为基础，从空间适宜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城镇化远景三方面的

评估与预测入手，确定城市开发边界；

➢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对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的空间范围进行划定，如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在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的基础上，抓紧完成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科学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管控机制。



02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通过多源数据的挖掘，动态监测、分析评价要素流动、居民活动、经济运行、生态环境、城乡空间发展等。

互联网大数据

移动终端数据

城市运行与监测数据

地理国情数据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 POI数据、社交网络数据、网络舆情文本数据、主题网站数据

• 手机信令数据、微信等手机APP数据、GPS轨迹数据

• 传感器和视频监控数据、企业运行数据、交通运行数据、环境监测数据

• 遥感数据、空间规划数据、建筑数据

• 统计年鉴、统计公报、调研数据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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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基于POI数据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评价

图2-1 常州市公服设施评价

3、公共服务设施利用效率评价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综合医院 社区卫生站 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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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基于微博数据的城镇空间发展研究

图2-2 常州市空间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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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基于网络文本数据的城市环境问题挖掘

图2-3 长三角环境问题关注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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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基于微信数据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

图2-4 南京市公园活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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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基于微信数据的城市职住平衡分析

图2-5 南宁市职住平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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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基于手机数据的微观尺度土地利用效率评价

图2-6 南大仙林校区校园空间利用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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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基于IC卡数据的公共自行车使用分析

图2-7 南京桥北片区公共自行车使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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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基于企业运行统计数据和POI数据的工业用地评价

图2-8 常州市工业用地效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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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基于遥感灯光数据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徐
州

低
中
高

徐州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淮海经济区地级市平均灯光强度

低值区 中值区 高值区

图2-9 淮海经济区灯光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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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城市三维建模技术

➢ 无人机倾斜摄影建模（南大校园、阜宁龙卷风灾后建模）

图2-10 无人机三维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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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虚拟现实技术（VR）

➢ 利用计算机生成一个逼真的、三维的虚拟环境，
通过使用各种传感设备与其互动作用的一种高技
术模拟系统

(Michael Batty, 2016)增强三维可视化:虚拟与现实VR 360度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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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多源异构数据的互联互通、融合应用

➢ 基于经济、交通、互联网等多源数据的要素流分析

图2-11 基于要素流的济南市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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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多源异构数据的互联互通、融合应用

➢ 基于签到、IC卡、出租车轨迹、居民出行日志的城市增长边界评估(Ying Long et al, 2015)

(Ying Long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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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多源异构数据的互联互通、融合应用

➢ 基于地理国情数据、统计数据、POI、签到等多源数据的城市空间流动性评价

图2-13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空间流动性评价



02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2.2 从单一技术应用到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

◆ 单一技术应用

• 城市空间仿真模拟平台支撑

➢ 计划全口径、全方面对城市进行整体解构与系统量化, 形成“批”与“用”结合的成果体系

图2-14 江苏省智慧城市设计仿真
与可视化技术工程实验室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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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流程

 编制内容

智能技术驱动下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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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感知与收集 智能分析与处理 智能评估 智能决策

数据感知

数据收集

射频识别、无人
机技术、调研统

计……

互联网数据

移动终端数据

城镇运行与监测
数据

地理国情数据

社会经济统计
数据

居民意向数据

数据预处理

数据管理

数据生产

基础数据库构建

数据转换

数据修正

数据入库

国土资源
保护分析

国土空间
发展分析

关键要素
配置分析

双评价

三线划定

发展目标

发展规模

镇村布局

空间结构

功能分区

资源保护专项

基础设施专项

统一底图 用途管制

开发利用 本底保护

规划模
拟预演

动态监
测

定期评
估

反馈与
调整

模拟仿真
技术

遥感督查

城市运行
大数据监

测

公众满意
度舆情调

查

设施匹配
度空间分

析

经济社会
发展考核
指标

空间利用
效率评价

科研
院所

政府
部门

相关
企业

社会
公众

互联网 物联网

调研
问卷

访谈

智能决策
平台

支撑

反馈

3.1 编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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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取多源数据 数据细分 数据获取方式 数据用途

互联网数据

POI数据 网站 城镇空间结构、城镇功能分区

微博微信签到数据 网站 区域联系、区域关注度、活动类型、活动强度、活动范围

舆情文本数据 网站 区域关注度、居民意愿反应

主题网站数据 网站 区域联系、区域关注度

移动终端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 企业
区域联系、人口预测、城镇活动时空分布、城镇流动网络格局、活动边

界

手机APP数据 网站 城镇空间结构、城镇功能分区

交通GPS轨迹数据 企业/个人
区域联系、城镇空间结构、城镇活动时空分布、城镇流动网络格局、活

动边界

城镇运行与监测数据

传感器与视频监控数据 政府 承载力评价、三线划定、城镇空间结构、城镇功能分区

企业运行数据 企业 区域联系、城镇发展定位、城镇发展规模、城镇功能分区

交通运行数据 政府 区域联系、城镇流动网络格局

环境监测数据 政府 承载力评价

地理国情数据

遥感数据 网站 承载力评价、三线划定、城镇空间结构、城镇功能分区、镇村体系布局

空间规划数据 政府 承载力评价、三线划定、城镇空间结构、城镇功能分区、镇村体系布局

建筑数据 政府 城镇边界划定、镇村体系布局、城市功能分区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统计年鉴数据 政府 城镇发展目标与定位、城镇规模预测

政府公报数据 政府 城镇发展目标与定位、城镇规模预测

居民意向数据
问卷调研 个人 三生空间划定、镇村体系布局、城镇定位、城镇功能分区

访谈 个人 三生空间划定、镇村体系布局、城镇定位、城镇功能分区

表3-1 智能数据分类表

• 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内容，对可获取的

多源数据进行分类梳

理后，明确各类数据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过程中具体用途；

• 对基于射频技术、遥

感技术、无人机等获

取的数据进行坐标统

一、编辑修正、质量

检测等处理步骤后实

现数据标准化入库。

◆ 智能感知与收集

3.2 编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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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国土空间规划具体内容，统一

基础、明确规划边界，形成共建共

用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 智能分析与处理

3.2 编制内容
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
市（县）国土

空间规划

国土空间资源保护

基础数据库构建

双评价

“三生”空间边界划定

基本原则、发展战略和目标 各类规划编制底图绘制

规划监测实施平台搭建

统一基础
明确边界
把握方向
资源管控
监测预警

要素配置

全域村镇体系

市（县）国土空间发展

资源保护专项

基本农田保护规划

海洋保护规划

林地保护规划

生态功能区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

基础设施专项

综合交通规划

综合管线规划

……

……

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

国土空间发展

规模预测
镇村体系
空间结构
功能分区
用地布局
设施选址

强化保护
完善设施

图3-1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内容框图

• 立足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内容，对传

统规划编制流程与方法进行创新，

在传统数据基础上，融入通过智能

技术获取的多源数据，通过资源环

境承载力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评价、区域联系度模型分析、空

间可达性分析、舆情文本分析、城

市人口规模分析等方法，实现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不同阶段的智能技术

的集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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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评估

3.2 编制内容

• 规划模拟预演：通过模拟仿真技术，预演尚
未实施的规划方案，实现方案的智能必选

• 动态监测：通过遥感督查、城市运行大数据
的实时监测等，对城市规划实施过程动态监
测

• 定期评估：在动态监测的基础上，集成应用
多源数据，从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设施
匹配度空间分析、空间利用效率评价、公众
满意度舆情调查等方面对规划进行定期评估

• 反馈与调整：通过动态监测与定期评估发现
规划实施的问题，针对反馈情况作出相应调
整

图3-2 智能评估框架

◆ 智能决策

• 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居民调查评价、政务服务网络等，建立规划智能决策平台，
构建政府、企业、公众、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参与的智能决策协同规划“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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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技术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已展开应用，但需要有一个体系化的应用思路。

• “双评价” 体现出的高约束性的“底线”思维对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应结合更精细的居民活动数据，将居民活动的柔性边界与高约束性的

刚性边界相结合，运用科学严谨的方法，预测出不同的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

的情景，进行“三生”边界线划定。

• 规划编制流程的智能化过程，是对传统规划编制的补充、强化、完善。新数

据、新技术在规划编制中的应用不是替代了传统规划编制，而应该强调多学

科的交叉与合作，明确“以人为本”为核心，在规划编制的理论基础与技术

方法方面进行创新。

• ……



THANK YOU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