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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规划中 的人工 智能应用是城市规划学科的

时代标志性变革 。 文章阐述 了人工智能与城市规划两

个学科在发展中 的关系 、 互 为推动力 的切 入点 、 未来

价值取向 的发展 方向等认知要点 ， 预测了 下
一

代人工

智能的技术突破将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带来的 巨大

变革 。 作者 以其工作小组在智能数据捕捉 、 城市功能

智能配置 、城市形态智能设计等方面的 实际应 用案例 ，

对人工智能辅助城市规划的前沿动态做出 了诠释 。

关键词 下一代人工智能 （ ２ ．０ ） ；

城市规律 ； 群机学习 ；

人机共智 ；

大数据 ；

大智移云 ； 捕捉 ； 智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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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 年 ７ 月 ， 国务 院 印发 了 《 新
一

代人工智 能

发展规 划 》， 提 出三步战略 目标 ： 第
一步 ， 到 ２０２０ 年

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 同步
，

人工

智能产 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 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成为改善民生 的新途径 ， 有力 支撑中 国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 标 ； 第二

步 ，

到 ２０２ ５ 年人 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 大突破 ， 部

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 人工智能成为带动

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 智能社会建设

取得积极 进展 ；

第三步 ， 到 ２０ ３０ 年人工智能理论 、

技术与应用总体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 ， 成 为世界主要人

工 智能 创新中 心 。 在城市 建设 领域 ， 《 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 》 特别指出 ， 以人工 智能
“

推进城市规划 、

建设 、 管理 、 运营全生命周期智能化……
”

等各方面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１ 月
， 科技 部在北京召开

“

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 目

”

启动会
，

笔者作为核心专

家组成 员参会 ， 汇报三年 来参与新一代人Ｔ 智能项 目

筹划准备 中有关城市规划 的若干 问题 。 本文要点基于

此整理 。

１ 人工智能辅助城市规划的切入点

人工智能与 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 目 前都处于 初级

阶段
，

二者发展过程中 的互动关系前景 ， 以下述三点

尤为 重要 。

（ １ ） 城市规划学科的成熟 ， 基于城市规划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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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 技术 方法 和学科发展史这三块基石
１

。 大数据

时代的到来使城市研究及城市规划受到前所未有的影

响和冲击
２

。
这些冲击一方面挑战了 传统的城市研究

和规划方法 ，

另
一方面

“

大智移云
” ３

的技术巨大地推

动 了人工智能辅助的城市规划方法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

（
２

）
我们必须认识到 ，

人工智能技术本 身尚处于

兴起阶段 ， 是快速拓展 、 尚不稳定的技术 。 科学技术

界 ， 尤其是人工智能界对 以单机的机器学 习 （ Ｍａ ｃｈ
ｉ

ｎｅ

Ｌｅａ ｒ ｎ ｉ ｎ
ｇ ）

和深度学习 （
ＤｅｅｐＬ ｅａ ｒ ｎ

ｉ

ｎ
ｇ）

为标志的第

一代技术 的超越正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中 。 下一代的人

工智能技术 ， 即人工智能 ２ ． ０ 的主要技术突破将在可

见的 未来 出现 。

（
３

） ２〇 １ ７ 年 １ １ 月 启动 的 中 国
“

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 暨重大科技项 目
”

表 明 ， 未来 ５ 年里 ，

人工

智能辅助城市规划技术将依托新
一

代人工智能技术 的

诞生 ， 而得以大幅度提升 ， 并为下
一

步城市规划技术

改革带来极大的可能性 ，

甚至带来整个城市规划思 想

方法的变革 。

２ 人工智能与城市规划的互动相长

（ １ ） 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实践 为人工智能研发提

供 了 巨大的应用平 台和发展思路 。 ２ ０ １ ６ 年
“

人 居三
”

大会 （ 联合国 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 ） 发

布 的 《新城市议程 》 强调 了城市规划科学性和协同上

下 的作用 ，

重新定义了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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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地位 。

４城市 规划的思想方法和决策模式 为人

工智能发展提供机器学习 的未来攻关方向 ， 规划的运

行模式成 为下
一

代人工智 能技术攻 关的主 攻方 向 之

一

。 规划 的运作是高度智慧的运作 ， 人工智能可解析

并借鉴规划的复杂系统 ， 继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自身

在规划 、 建设 、 管理运营方面的复杂智能提升 。

（
２

）
迄今为止 ， 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规划方面的

应用 ，

主要集中于对城市 生长规律和城市空间规律的

机器学习 （
ＭＬ

）
和深度学 习 （

ＤＬ
）
。 由于城市的复杂性 ，

对于这一人类在地球上创造的最大的复杂生命体的研

究和探索 ， 至今 因其复杂性阻碍 了其规划学科的科学

性发育 。 人 工智 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 尤其在 中 国 ，

城市规划和人工智能得到了全球规划学界少有的最佳

结合 。人工智 能技术在 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上的运用 ，

虽然从历史长远的角度看是初步的 ， 但从全球范围来

看 ， 却是领跑者 。
人工智能主要运用于对城市数据的

大规模挖掘 ，

并 大规模提升了 中 国城市规划界对世界

城市增长规律和 空间规律的认识 。 笔者及工作小组已

经完成了 １ ０ ０００ 多个全球城市的建成区的卫星图像挖

掘 ， 已经展示了大量城市空间增长类型学的规律 。

（
３

）
城市规划 未来将依托新

一

代的人 工智能 技

术发展 ， 发育出对城市感知 、 城市认识 、 城市分 析 、

城市模拟 、 城 市决策 全新的技术可 能 。 下面从三个

方面指 出 未来城市规 划领域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 的可

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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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１ ． 上海市不同年份建成区影像识别提取结果

２． 已 绘制的全球城市树地图

３ ． 宁波城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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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人工 智能的下一代群体智能技术 ， 可大规

模应 用于城市发展 管理 。 因 为城市规划 师的工作模式

从 来就不是单机运作 ， 规划成果几乎都是群体智慧 。

一项规划 的编制 ， 需要 团队的智慧和协 同运作 ， 下一

代群体 智能很好地切合了这
一

特征 ， 将对规划及时产

生强 有力 的群体运作模式支持 。

第二 ，
人工 智能的下

一

代 多媒体 智能技术 ， 可将

城市规划大规 模使用 的来 自卫片 、 航片 、 统计数据 、

地面感知 、 专访和 实地调研等 渠道的信息和数据进行

综合使用 、 协 同认知和共 同支撑决策 。 规划决策中 的

领导讲话也可 以轻松通过 多媒体人 工智能将其语义分

析纳入城市规划信息的分析系统 ， 各 方讲话将被快速

分析 、 分解 ， 并汇聚到城市大数据库 内 。

第三
，
人工智 能的下

一代人机共 智技术 ， 可以将

城市规划 的技术感 知 、 理性学 习的机器 学习 技术和机

器人工智能与人 的决策 系统综合 ， 达到 决策意志和机

器理性的优化结合 。 规划的决策过程从 来都没有离开

过决策者的个性 ， 城市 的发展也从来不 是通 过纯理性

的推理现在人机共 智的技术就可以很好地契 合城市规

划的模式
，

没有决策者 意志的决策 ， 几乎不是现实 的

城市规划 ， 没有理性 的科学的规律支撑城市决策 ，

从

来 者Ｐ会违反城市的发展规律 ，

造成城市病的泛滥 。

（ ４ ） 人 工智能技术正在 大规模推进 ， ５ 年后的人

工 智能学科 的技术进展正是未 来城市规 划特别需要

的
。
当前要学 习的

，

不仅是 如何直接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 ， 还应学 习人工 智能如何更多地为城市规 划服务 ，

为城市科学健康地发展服务 。 坚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于城市规划领域 ， 是中 国城市规划 在世界规划界的前

沿的跟跑 、 并跑和领跑 的重要 技术手段 ， 也是未来持

续创新领跑内含式发展 的内生 性力量。

３ 三种规划思路

（
１）中世纪开始 的乌托邦城市规划是理想导向的 ，

是要把一个国家的理想体现到
一

个城市 的规划中 。 这

是第一种规划思路 ： 以理想导 向编 制规划 。

（
２ ）１ ９５０ 年代后 ， 在科学社会主义影 响下 的近

现代的城市规划是以 当下城市问题为导 向 。 这就是第

二种规划思路 ：

以问题导向编制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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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３）
而今天的城市规划依托人工智能大规模 感知

城市 、 认知城市 、 认识城市规律 ， 为城市规划提供 了

第三种规划思路 ： 以城市规律导向 编制城市规划 。 城

市规划 的编制思路趋于理性 ， 尊重城市生命规律 。 而

这种规律不是过去 的简单逻辑可 以模拟的 ，

是一种复

杂生态理性 。

４ 人工智能辅助城市研究实例

４． １ 智能数据捕捉辅助发掘城市规律

笔者及工作小组的
“

城市树
”

城市研究项 目 ， 通

过 ３０ｍｘ
 ３０ｍ 精 度 网格 ， 在 ４ ０ 年时 间跨度 内 对全

世界所有城市的卫片进行智能动态识 别 ，

如影像识别

（ 图 １） ，

建构了
“

城市树
”

概念
， 截至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

已高速完成 了精 确到建成区 ９ｋ ｍ
２

以上 的 ９５ １ ６ 个全

球城市的描绘 （ 图 ２）
。 如通过宁波的城市树 （

图 ３ ） ，

可直观观察城市增长的过程 ， 辨识其增长 点 。

通过对 已 绘 制 的城市树的 曲 线边缘 进行统计

（ 图 ４
）

， 归纳 出 ７ 大类城市发展的类型 ： 萌芽型城市 、

佝髅型城市 、 成长型城市 、 膨胀 型城市 、 成熟型城市 、

区域型城市 、 衰 落型城市 （
图 ５） 。 如 英国 、

德 国和

法国 的城市 ， ６０％？

８０％ 的城镇呈现稳定 的增长 ， 属

于增长 型城市
；

发展 中 国家 ， 包括 中 国小城市的增长

曲线接近衰 落型 ； 过去 ４０ 年内始终保持在 １ ０ｋｍ
２

以

下几乎没有增长的城市属于佝髅型城市 ， 大量集 中在

发展中 国家的城市 ；

城市面积达到 １ ００ｋｍ
２

以上 的膨

胀型城市 ， 在全球范围内 比较少见 ， 但在新兴经济体

国家出现 。

除城市增长类型和城市增长趋势 ， 在城 市研究中

运用人工智能 的技术 ，

可更快速 、 准确地观察城镇群

汇聚的规律 。 以长三角城镇群汇聚的历程为例（ 图 ６） ，

４ ．世界城市增长边缘图例

５ ．七大城市发展类型及分布

６ ．苏州 、 上海 、 无锡 、 常 州 、 南通城镇群集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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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 自 １ ９７５ 年到 ２０ １ ５ 年 的 ４０ 年间 ， 其汇聚呈现 了

一定均匀度 ， 但各城市增长的中心具有有规律的 ６ 个

定点 ， 形成
一

个管理网络 。 从发展进程上可 以看到 ， 在

改革开放初期 ， 这些定点彼此相距 ４０ ｋｍ 左右 ， 在城市

高度发展之后 ， ６ 个定点周围又发展出更小的 ６个定点
，

如苏南地 区已成为 了 一个新的定点 ，

整个网络 更为密

集 ， 但仍然保持着这
一

增长律动 。具体到城市 ， 可以看到 ，

江苏省和安徽省 ， 相对于苏南地区来说 ， 城市没有得到

很好地发育 ； 安徽省的发展都集中 在省会城市 ， 可 以

看到合肥的大规模生长 ， 这是安徽的行政动力造成的 ；

武汉的发展问题在于其周边 ３００ｋｍ 之内 没有可 比的大

城市
；

长三角城镇群的总量在扩大 ， 苏州 、 上海联动 ，

中心逐步连进 （ 图 ７ ）
。

从世界范 围上看 ， 美国的城市总体上新增长率较

低 ， 但湾 区的建设 量非常大 ； 曰本是发达 国家 中唯一

城镇化率达到 ９５％ 的国家
，

东京湾有极大 的纵深发展 。

４ ． ２ 城市功能的智能配置

运用人工智能 的类型学技术 ， 笔者及 团 队构建了

博弈模型 （ Ｃ ｉ

ｔ
ｙＧ ｏ

）

５

。 首 先将城市利益 相关体分为

政府 、 规划 师 、 投资 商 、 市 民四方 ， 提取反映 四方需

求和决策特点 的信息 。 其模型假设 ： 政府决策短期整

体 目 标导向 ； 规划 师注重长期整体配置 目 标导向
；

投

资商决策短期个体市场 目 标导向
； 市 民决策长期个体

目标导向 。 四方按照各 自的 目 标导向 ，

对职业 、 居住 、

商业 、 医疗 、 教 育 、 休 闲这六元功能进行各 自的决策 。

由此构成 了 四方六元 的决策智能 配置 。 配置过程 中还

需考虑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进程 ， 以及上节所述的不同

城市发展类型和阶段需求 。 复杂的计算和设计过程 ， 都

借助人工智能得以快速完成和及时模拟 。

４
．３ 城市 形态智能设计

笔者 及 团 队研 发 了 城市智 能 模拟平台 （
Ｃ Ｉ Ｍ

） ，

进行城市形态的智能设计 ， 为城市规划提供数据支撑 。

如在北京副 中心的设计中
，

应用 Ｃ Ｉ Ｍ 支持系统 ， 在

覆盖的 １ ５ ５ ｋｍ
２

内
，

可快速读取出任
一

区域 内 的天气 、

人 口成分
、 人流汇聚规模和速度 、 建筑高度 、 建成材

料 ， 在生态学和精确理性的支撑下 ， 进行个体化 的精

准计算 ， 从而高效完成设施的最佳配置 量和 配置地点

等的布局 （
图 ８ ， 图 ９

） 。

５ 结语

只有当 城市被作为独立生命体 、 作为城市规划 的

职业对象而尊重时 ， 城 市规划才能尊重城市复杂 的生

命规律 ， 寻 求其 复杂生命的生态理性 。 而在这个过程

中 ，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导 入 ， 人工智能 自身 的快速

发展 和提升
， 以及人工 智能 不断被导入城市规律学 习

和城市规划决策 的过程 中 ， 城市规划将 变得更加强大 。

人工智能辅助城市研究 和城市规划在 中国各地存

在 巨大的发展差异 ， 需要城市规划新技术学术委员会 、

各地的城市规划一线管理机构 、 城市规划局信息 中心

等实务机构 ，

城市规划技术机构 ， 如规划设计院 、 规

划设计团队 ， 以及每位规划 师从规划的实务中 间发现

规划 自 身的问题 ， 并 以问题为导向 ， 不断地吸纳人工

智能新技术 的发展成果 ， 才有可能让人工智能辅助城

市规划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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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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