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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年来 ，
基于

“

大数据
”

的研究 与应 用成 为规划领域的热 门话题 。 基于文献分析 ，
梳理 了 当前规划

领域 内 大数据方法的应 用预期 、 认知共识 、 技术框架 以及规划研究 与实践 中的具体技术操作 ，
从理论研究

与 项 目 实践 两方面
，
总结 了各 自 领域 内的具体应 用与技术操作进展 ，

提出 大数据方 法的应 用存在理论上 的

适用性与规范性不足 、 实践 中的严谨性 与协调性有待整合的挑战 ： 同时从理论解释框架的完善 与规划 实践

中的数据定制服务 、 实施评估 、 动态监测等方 面展望 了 大数据的应 用前景 。
认为 大数据方法对于推进规划

定量化研究与规划 实践工作的科学化具有积极作 用 ，

但如何更好地嵌入到 空 间规划支撑体系 中仍需进
一 步

的理论建构与技术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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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 年 ５ 月 ， 联合国发布了 《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 ， 预示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

一般认为 ， 大数据具有
“
４Ｖ

”

特征 ， 即数量 （Ｖｏ ｌｕｍｅ） 、 类别 （Ｖａｒ ｉ ｅｔｙ） 、 速度 （Ｖｅｌ ｏｃ ｉ ｔｙ） 和

价值 （ｖ ａｌ ｕｅ ）

［
１

］

， 是通过新技术从海量数据中获取前所未有价值的
一

种新的数据综合形式 。

由于巨大的前景 ， 我国开始大力推进大数据发展 。 大数据环境的完善为城乡规划领域 内 的大

数据应用提供了 良好的契机 ， 有利于改变城市规划领域定量研究相对匮乏的 困境 ， 其在趋势

预测 、 规律发现方面的优势引起规划从业者 的极大兴趣。 近年来 ， 大数据方法应用在城乡规

划领域 内逐步开展 ， 应用深度与广度上均有
一

定 的突破 。 有必要对研宄现状进行总结 ， 从而

推动大数据在城乡规划领域应用 的深化 ， 并给研宄实践人员 以借鉴 。 本文在总结现有研宄与

实践成果的基础上 ， 认为当前研宄主要聚焦于大数据在规划行业中 的应用可能性 、 应用的技

术框架 、 研宄与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方法技术等方面 ， 并据此展望下
一阶段大数据在城乡规划

领域深入应用 的可能方向及挑战 。

１ 城乡规划中应用大数据方法的可能性

大数据为提升城乡规划学的定量化和科学性创造了机遇
［
２

］

， 可能推动城乡规划研究从感

性走向理性 、 从静态走向动态 、 从宏观走向微观 。 带着这样的憧憬 ，

“

大数据
”

在城市研宄

领域掀起
一

股热潮 ， 诸多学者抱有乐观态度 。 吴昊等预想了大数据在规划评估 、 公众参与 、

城市生态评价、 公众健康影响机理等领域的应用前景
［ ３］

； 叶宇等认为大数据将有助于规划编

制的实时性 、 参与式 、 智能化与协同化
［
４

］

； 还有学者结合智慧城市建设 ， 构建了指导后期进

一

步深入研究的框架体系
［
５
］

。 也有学者持有审慎 的观点 ， 认为大数据应用主要变化将是定量

研究技术 、 方法方面的局部突破
［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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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城乡规划中应用大数据的技术探索

２ ．１ 大数据 ＶＳ 小数据

在规划决策中应用大数据 ， 首先需要认识清楚的是大数据与传统小数据的关系 。 传统小

数据主要基于统计资料 、 问卷调查 、 基础地理信息及访谈 ， 反映了特定时间节点上静态 、 局

部的社会经济状态 ， 存在样本较少 、 研宄范围狭隘 、 成本较大等缺陷 ［

７
］

。 与之相比 ， 大数据

具有样本量大 、 动态性 、 精细化 、 多样化等特点 ， 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与特征 。

因此 ， 大数据能够在规划理论研宄与实践中带来新的突破 。 比如 ， 对传统规划理论假说的验

证 、 测度传统社会调查分析难以观察到 的 电商空 间 、 流空间等新空间运行形式 ， 增加理解城

市空间结构与个体行为的维度 、 使大尺度与精细化的研宄变得快速及时 。

大数据也具有 自身的缺陷 。 首先 ， 大数据并非真正 的全样本 ， 数据对象往往集中于特定

群体 ， 容易掩盖其他群体需求的差异 。 其次 ， 大数据来 自于不同的部门 ， 获取完整的数据存

在
一

定难度 。 最后 ， 大数据长于分析城市现象中 的特征关系 ， 却难以揭示背后的原因 ， 弱化

了传统的计量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 此外
，
还存在冗余处理 、 隐私安全等挑战 。 对此 ， 学者

们持有不同看法 ， 但普遍的共识认为二者应当相互验证相互辅助 ［
９
］
。 利用大数据方法改进弥

补原有的调查方法 ， 能够更全面深入的剖析经济社会运行规律 ， 有助于提高规划决策的精确

性与科学性 。

２ ．２ 规划实践中应用大数据的技术框架探讨

大数据的具体应用 ， 需要在兼顾大数据本身处理方式的基础上 ， 结合规划编制 、 实施 、

评估与管理的技术特征进行整合 。 在工作流程方面 ， 从城市规划 的需求出发 ， 构建了基于应

用层 、 知识服务层 、 智力资源层 、 基础设施层的系统架构 强调数据处理应服从规划编

制过程中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特征？ 。

在规划方法与技术变革方面 ， 规划理念向满足主体需求 、 解决城市问题的导向转变

龙瀛等从支持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方案形成角度出发提出
“

数据增强设计
”

理论与大模型的研

究范式 ［

１ ３
，
１ ４

］

； 赵珂等通过构建 由数据分析平台和设计交流平台构成的大平台来达成参与式

的地理设计 ［

１ ５
］

； 段冰若等提出通过微观数据分析聚类的用地功能研宄方法［

１ ６
］ 。 技术手段上 ，

数据驱动成为继 ＣＡＤ 、 ＧＩＳ 后城市规划新技术方法升级的新动力 相关大数据技术工具

逐步引入到城乡规划领域 ， 但实际应用数量仍然有限 （表 １ ） 。 数据清洗与挖掘方面的工具

应用不多 ， 这与现有研宄数据的容量有限 、 属性单
一有关 。

在规划管理与评估方面 ， 摸索了数据平台辅助城乡规划管理与决策的路径［
１ ８

］
。 期待大

数据方法推动传统规划评估向社会经济综合评估转变 ， 从动态监测与实施成效评估两方面对

城市物质空间 、 主体 日常活动 、 服务设施运行等要素进行监测分析 ［

１ ９
』
。

上述技术路径多数仍处于理论建构与技术攻关阶段 ， 相关成果不断涌现 ， 但系统性的成

果仍有待规划实践的检验 。



表 １ 城 乡规划领域 大数据处理技术工具

阶段 常用工具 工具特性介绍
学习难

度

数据获

取

火车头采集器

等

实现数据 自动化采集 、 编辑与规范化
适中

存储与 Ｈａｄ ｏｏｐ 等 用于在计算机集群上分布式存储大型数据集 较难

管理 ＭｙＳ ＱＬ 等 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适中

清理与

挖掘
ＯｐｅｎＲｅｆ ｉ ｎｅ等 用于清理杂乱数据的开源工具 ， 可以快速地探索巨大的数据集 较难

ＡＲＣＧ Ｉ Ｓ等 空间分析与可视化软件 简单

分析 Ｕｃ ｉｎｅ ｔ等 社会网络可视化分析工具 简单

Ｓ ＰＳ Ｓ等 统计学分析的主流软件 适中

可视化
Ｔａｂ ｌ ｅａｕ

Ｄ３ ．ｊ ｓ等

商业智能数据可视化工具 ， 可用于创建多种类型的图表

用来做数据可视化 ＪａｖａＳ ｃｒ ｉ ｐ
ｔ 的函数库

简单

较难

数据语 Ｒ 统计计算和图形的语言 ， 是
一

套数据处理 、 计算和制图软件系统 难

言 Ｐｙ
ｔｈｏｎ 编程语言 ， 可以完成数据爬取 、 清洗、 分析与可视化等众多工作 较难

注 ： 此处仅选取现有应用中 的常见工具 ， 其学 习难度针对于传统规划从业人员而言 。

３ 城乡规划研究与实践中的大数据应用

总体上 ， 现有的大数据在城乡规划领域 的应用已从概念辨析与应用设想转向初步应用阶

段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愈发多元 。 笔者分别从城乡研究与规划研究 、 城乡

规划实践两方面对当前 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 。

３ ．１ 大数据在城乡研宄与规划研究中的应用

城乡研宄和规划及相关领域研宄是以城乡各类空间资源要素为对象 ， 揭示现象 、 描述特

征并解释机理的过程 ， 是科学开展规划决策的必要步骤与有效手段 。 大数据的应用丰富了数

据的类型 ， 拓展 了研宄者的视野 ， 使得诸多原来难以定量分析或不被关注的 问题的研宄变得

可能 。 从应用的数据类型上看 ， 目前的研宄涵盖了丰富的数据种类 ， 并呈现着不断扩展的趋

势 ， 物联网数据 、 互联网数据与规划 中的大数据都有广泛涉及 ［

２ １
＿２７Ｕ表 ２

） 。 从 Ｇ ＩＳ 空间分

析方法到大数据分析的分布式运算工具 、 从传统的指标评价到复杂网络分析方法 ， 越来越多

的定量分析方法被应用进来 ； 数据的可视化效果越来越受到重视 ， Ｇ ＩＳ 软件由于空间分析与

可视化的突出优势 ， 仍然是规划大数据研宄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 研究领域上 ， 除了数据 自身

属性的挖掘外 ， 研究集中于城市整体与特定功能区识别 城市与区域功能体系与网络结

构测度 ［
２ ２＿２５

］
、 城市建成环境评价ｐ ｉ

，
３〇

］
、 城市通勤与职住关系 ｐｏ％

、 时空行为探测 等规划

领域的重点 问题 ， 公共参与 ［

２６
，
２ ７

］

、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
３２

，
３ ３

］也受到关注 。 各类传感器获得的物

联网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方法成为新的探索方向



表 ２ 规划研究中 大数据的应 用探索

数据类型 分析方法 研宄主题

物 联

网 大

数据

公交 （地铁 ） 刷卡

数据 、 单车数据

出租车 ＧＰＳ 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 、 基

复杂网络 、 层次分析 、 时 间

序列聚类

ＳＱＬ 数据库 、 ＧＩＳ 空间分析与

可视化

ＧＩ Ｓ 空间分析与可视化 、 指标

城市功能区识别 、 职住关系与通勤分析

交通量预测与路网容量 、 交通热区探测 、 城

市功能区识别

城市空间结构特征 、 节 日客流分析与预警 、

站数据 评价 、 局部线性回归 城市建成环境评价 、 就业中心体系识别

电子商务数据 多元回归分析 城市体系格局测度

微博签Ｓ Ｉ
与转发数

据

ＧＩ Ｓ 空间分析与可视化 、 文本

分析 、 社会网络分析
城市功能空间组织 、 公共参与 、 应急管理

百度地图 （ 热力图 ）

指标构建与统计分析 、 ＧＩＳ 空

间分析

职住关系分析 、 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多中心

体系分析 、 城市交通等时圈

互 联 房价数据 ＧＩ Ｓ 空间分析 、 时间序列分析 城市空间要素特征 、 地价模拟

网 大

数据
地图兴趣点 （ Ｐ０Ｉ ） ＧＩ Ｓ 空间分析 、 步行指数

城市功能区特征 、 生活便利度评价 、 城市建

成边界识别

百度指数 参量替代与指标模拟 城市网络体系分析

百度迁徙数据 ＧＩ Ｓ 空间分析与可视化 城市间人 口流动格局

大众点评数据 指标评价 、 ＧＩＳ 空间分析 餐饮业空间格局 、 景区运营评价

互联网照片
评价体系构建 、 回归分析 、

机器学习 、 神经网络
街道空间品质评价 、 城市意象解读

规划

中大

数据

利用新媒体技术生

产数据
数据采集与分析 规划公众参与 、 城市应急管理

数据

综合

利用

多源数据
ＧＩ Ｓ 空间分析 、 系统架构 、 数

据增强设计方法论
城市建设评估 、 城市规划决策支撑数据集成

注 ： 资料收集整理 自 相 关文献与公开资料 。

当前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 应用集中在 ４Ｖ 中 的数量 （Ｖｏｌ ｕｍｅ ） 、 类别 （Ｖａｒ ｉｅ ｔｙ） ， 数据

价值挖掘不足 。 数据源由单
一

走向多源 ， 但主要还停留在现象识别和简单机理的推断 ， 对深

层次机理探索和知识发现明显不足 ， 这可能与 目前仅仅停留在数量 （Ｖｏ ｌｕｍｅ ） 这
一

层面有很大

关系 。 具体来讲 ， 研宄内容集中于功能空间识别 、 功能体系测度 、 建成环境评价等方面 ， 侧

重定量揭示对象特征 、 缺乏理论解读与推导 ， 使得分析结果可借鉴性不强 ； 数据类型上 ， 手

机信令数据 、 微博数据 、 地图兴趣点 （Ｐ０ Ｉ ） 数据应用较为广泛 ， 应用成果认可度较高 ； 研

宄尺度集中于区域与城市建成区等层面 ， 主要应对区域规划与城市存量规划 ， 较少涉及乡镇

地区 。

３ ．２ 大数据在城乡规划实践中的应用

规划实践是根据城乡 空间资源与要素流动规律 ， 有效配置各类资源 ， 满足生活生产需求



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 。 在 已有的大数据实践应用中 ， 规划现状辅助调研
［ ３ ４ ］

、 公众参与

式方案生成与实施评价
［
３ ５

］

、 用地类型预测
［
３６

］

、 城镇体系与发展方向判识
［
３ ７

］

、 城市设计辅助设

计 （意象测评 、 认知刻画 ）

［ ３８ ］

、 规划实施评估
［ １９ ］

等是主要应用领域 。 常用的数据种类包括地

图兴趣点数据
［
３ ６

］

、 手机信令数据
［
３ ７

］

、 公众交通刷卡数据
［
３ ９

］

、 单车数据
［
４ °

］

、 设施网点数据与规

划中生产的数据 （表 ３ ） 。 其中手机信令数据的应用开发的最为成熟 ， 利用多源数据进行规

划分析获得的应用成果更加丰富 ； 但在种类于应用领域上都较规划研宄要窄 。 规划实践中主

要采用指标评价 、 Ｇ Ｉ Ｓ 分析与可视化的分析方法 ， 突出 了实践过程中 的实用性 、 简便性与直

观性 。 此外 ， 规划机构还就数据应用的规范化做出了努力 ， 如天津市规划院编写了多版 《城

市厚数据建设手册 》 以指导实践 中的数据应用与分析 。

表 ３ 规划实践 中 大数据的应 用探索

数据类型 分析方法 面向 的规划实践问题

物联

网大

数据

公交刷卡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 、

基站数据

出租单车数据

层次分析评价 、 ＧＩＳ 空间分

析 、 ０Ｄ 分析

ＧＩＳ 空间分析与可视化、 指标

评价 、 局部线性回归

时 间序列分析 、 空间聚类分

析 、 ＧＩ Ｓ 空间分析

道路交通优化 、 绿道规划方法

同城化测度 、 居民出行调查 、 城镇 （ 中心 ） 体

系识别 、 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 总规实施评估

停车设施布局

互联

网大

数据

地图兴趣点

（ ＰＯＩ ）

ＧＩＳ 空间分析 城市用地类型模拟与预测

设施网点数据

门户网站数据

互联网图片

（社会 ） 网络分析

ＧＩ Ｓ 空间聚类分析

因子评价

城市群发展方向判识

商业中心体系识别

城市风貌研究 、 城市意象测评

网络关键词 词频统计分析与可视化 城市设计现状意象认知描绘

规划

中大

数据

利用新媒体技术

生产数据
数据采集与分析

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平台 、 众规武汉平

台 、 Ｃ ｉ ｔｙ ｉ ｆ 云平台

数据

综合

利用

多源数据
ＧＩＳ 空间分析 、 系统架构 、 ＧＩ Ｓ

设施布局分析

北规院城乡规划辅助决策支持平台 、 上海市城

市发展战略数据平台 、 中规院全国新型城镇化

监控与评估平台

注 ： 资料源 自 相关文献 与公开资料 ，
受限于信 息来源并不涵盖 当前的所有实践动 态 。

总的来说 ， 当前的实践 以探索为主 。 从规划方案形成角度来讲 ， 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化的

决策工具 。 这一方面和城市是复杂 巨系统 ， 而城乡规划涉及多个空间尺度 、 多个现实要素维

度 、 多重政策因素和多个不 同社会群体相交织的现实特点有关 ， 同时也和 目前规划学科缺乏

大范围 、 大跨度的学科群交叉融合有关 。 从规划编制与管理角度来看 ， 目前采取大数据进行

科学管控的实践已有所突破 ， 在上海总体规划 中得到整体性应用 。



４ 结论与思考

４．１ 结论

自 ２０ １ ２ 年被引入规划领域 以来 ， 大数据的应用价值也逐步得到认可 。 对大数据的认知

形成
一

定的共识 。 即大数据并非颠覆式的研宄范式 ， 而是辅助式的数据获取与分析思维方式 ；

大数据应与小数据结合形成未来的开放数据环境 ， 共同为城乡规划方案制定与决策辅助提供

支撑 。 虽然系统性的技术应用框架仍处于探讨之中 ， 但研宄与实践 中的具体应用均在不断深

入 。 其 中 ， 城乡规划研宄重点关注城市网络体系测度 、 功能区识别 、 建成区环境评价等问题 ，

研宄成果反映出大数据类型与数量的优势 ， 但数据价值的挖掘仍有所欠缺 。 规划实践 中则集

中于现状调研 、 用地方案生成 、 城市体系判识 、 城市设计辅助、 规划实施评估等相关编管环

节 ， 应用成果以专题型 的探索为主 ， 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规划决策辅助工具 。

现有研宄多数是基于数据驱动的分析推导 ， 而非从规划 问题出发 ， 研宄与实践注重客观

事实的呈现 ， 拙于揭示背后的机制与原 因 ， 这就使得研究结论的决策辅助作用不足 。 研究地

域集中于数据环境更为完善的城镇地区 ， 忽视了乡村地区 。 未来应当摆脱对单纯量化分析 的

追求 ， 转入研究数据应用 中的价值判断 、 规律认定与知识发现 ， 强调大小数据结合的多源数

据综合价值挖掘 ， 发现城市发展 的本质规律 ， 促成完善规划决策支撑技术体系 的建立 。

４．２ 思考

下
一

阶段的研宄挑战从理论上看需要明确大数据应用的适用性与规范性 ； 从实践上看缺

乏严谨的分析方法与可靠的理论指导 ； 而大数据方法本身也面临着关注度下降 、 技术体系不

完整的困境 。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思考 ：

（
１
） 大数据的海洋让研宄者

“

迷失方向
”

。 在复杂的真实世界面前 ， 人类认知能力是

有限的 。 因此 ， 构建模型
一直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便捷方式 。 大数据呈现出真实世界的模样 ，

将海量信息置于我们眼前 ， 使得人类容易被信息所左右 。

（ ２ ） 沉醉于炫技 ， 倦怠于创新 。 大数据让人类掌握了认知世界的新方法 ， 但是 目前除

了
一

些数据处理和可视化方面的技术之外 ， 在理论创新与知识贡献上的突破有限 。

“

有些基

于大数据的分析牵强于套用或者再次证明
一些传统 的概念 ， 失去 了其理论创新的机会

”
［

４２
］ 。

现有的研究仍着重与描述现象 、 特征 ， 对背后 的机理解析乃至反演和预测过程涉及较少 ， 实

践所需的应对性策略 自然无从提及 。

（ ３ ） 特征呈现 、 问题分析与智能化设计方案的形成之间面临鸿沟 。 从研宄的角度 出发 ，

应用人工智能的方法能够有效实现大量数据的分析过程 ；但当前规划方案形成的过程大部分

情况依然需要依靠传统人工模式完成 。 运用人工智能方法实现智能化方案生成必须依靠
“

强

ＡＩ

”

基础 ， 而这 目前仍然科学家难以攻克的难题 。

（ ４ ）
“

强 ＡＩ

”

的瓶颈源于真实世界复杂的 因果关系 。 因果关系具有联系 、 干预 、 反事

实三个层次 ， 人类通过增加意识 、 想象 、 假设 、 推理 、 规划和学习等技能群来操纵生存环境 、



处理因果关系 。 当前的机器学习方法以统计学或黑箱形式为主 ， 难以获得这种 因果推理能力 。

图灵奖得主 ＪｕｄｅａＰｅａｒｌ 教授认为 ， 强 ＡＩ 基础应当另寻他途 ， 突破 口在于
“

因果革命 （基于

因果推理的转化 ）

”

。

（ ５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模型的结合 。 为了解决机器学习表达因果关系 的局限性 ， Ｊｕｄｅａ

Ｐｅａｒｌ 教授将导致因果革命的数理框架成为结构性因果模型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ａｕｓｅｄｍｏｄｅｌ ，ＳＣＭ ） 。

ＳＣＭ 模型包括图模型 、 结构化方程 、 反事实和介入式逻辑三部分 ， 通过整合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方法实现推断与反思 ， 从而成为
“

强 ＡＩ

”

的基础 。

一

旦 ＡＩ 技术能够突破对因果关系 的

认知 ， 对规划实践方案的智能化设计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

（ ６ ） 大数据的全谱系挖掘与强人工智能实现 。 大数据具有多维特征 ， 目前的研宄集中

于数量与种类方面 ， 其他领域涉足不深 。 未来应拓展研宄面域 ， 基于全谱系来挖掘大数据中

蕴含的信息世界 ， 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人类社会的运行特征 。 实现这
一

目标所需要 的推理能力

与解决问题的思维是
一

般人工智能方法所不具备的 ， 必须依赖于强人工智能的 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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