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互联在改变城市
• 潜在需求到有效需求



主要内容

1. 实践中的现象：经验判断的惯性失灵

2. 数字化的途径：规划师的二次学习

3. 方法论的反思：作为方法改良的数据辅助





大城市模式编制的新区控规建成区 16 km2, 2030总规用地 26 km2

4.5公里
• 某县城——非机动车主导的出行模式

1 小城镇：小尺度的出行方式

某县城：电瓶车出行



 大城市         VS        小城市
某县城：电瓶车出行小汽车通勤

• 地域性民俗习惯和生活方式 VS 普适的设计手法

1 小城镇：小尺度的出行方式



2 小城镇：熟人邻里的生活方式
• 生活方式决定服务模式——就地、就近、互助

“压缩饼干”式的服务设施布局：县城体育馆 就地、就近、互助的公共活动与服务



白天的街道：交通空间 傍晚的街道：交往空间

3 小城镇：五味杂陈的街道
• 街道的重要性

• 功能兼容性街道——城市空间组织的灵魂

小城市：不是大城市集中式服务的模式



4 半礼俗社会的空间布局
• 城中村——围绕宗祠、祭田的空间布局

改造方案2改造方案1

宗祠、祭田的风水结构破坏，但最少拆迁 宗族的结构关系保留，拆迁量大



小结：规划原理就是对地方生活方式的理解

邻里文化 + 熟人社会商业文化 + 陌生人社会

    大城市：讲求效率        VS    小城市：人际关系稳定

规划师需要二次学习：以数据分析为依据的深度学习





1 借助数据二次学习
• 传统方法的漏洞：无法表达大众的感性与群体的个性

• 地方个性表达缺失：设计师审美代替民众需求



1200余份

市民意愿反馈市民喜好调查

• 通过问卷，反映基本面 • 借助大数据：对印象最深的空间进行频次统计

乡愁空间统计

抽象乡愁空间具象化表达

• 乡愁空间具象化——心理地图

代表民众公共记忆和乡愁空间的心理地图

2 数据辅助的乡愁空间设计



优化后：符合百姓心声的空间结构• 1 保留、联通、优化记忆骨架

• 2 增强开放度、联系度



• 规划师的规划意向地图（2010） • 市民的规划意向地图（乡愁地图，2015）

常州城市总体城市设计 永丰县县城总体城市设计



3 大众点评城市空间

最受欢迎的地区

最经常去的地区

记忆模糊的地区

最脏乱差的地区

有点文化的城中村

工作的地方

最常去的近郊

最不受欢迎的城中村

最喜欢

最抵触

• 大数据统计——发现市民 最喜欢 VS 最抵触 的空间



03 增加龙蟠洲廊桥

02 设置欧阳修雕塑01 增设贯山高阁

02

01

03

强化记忆空间

贯山高阁

欧阳修雕塑

地标强化

大众诉求高

记忆深刻的节点



改造污点空间
01 恩江大道街面改造 02 报恩路人行道改造 03 跃进路广告牌改造



城市更新操作手册

根据反馈的规划操作手册

公众点评排序

1. 贯山公园
2. 上西坊街
3. 下西坊街
4. 状元府
5. 时代广场
6. 欧阳修大道
7. 麻洲果园
8. 迎宾大道
9. 恩江大桥
10. 聂豹上尚书府
11. 跃进路
10. 恩江小学
11. 葛溪河湿地公园
12. 县医院
13. 永丰二桥
14. 龙蟠洲
15. 市民广场
16. 农贸市场
17. 天诚步行街
18. 聂家村
19. 农民画廊





数据反思1： 工具理性的不求甚解

A 张江高新区就业人口的居住地分布 B 张江高新区居住人口的就业地分布

A 莘庄工业区就业人口的居住地分布 B 莘庄工业区居住人口的就业地分布

大数据职住平衡分析

• 案例：莘庄工业园区、张江高科技

园区职住平衡对比

• 数据获取渠道：手机信令与微信登

陆地

• 大数据的判断：谁更职住平衡？

• 问题：张江高新区真的不比莘庄工

业园区更职住平衡吗？



数据反思1： 工具理性的不求甚解
国外人工智能-图灵测试

• 判别标准：以作答结果无法判断是人还是机器给出为标准

电影《机械姬》 大数据设计需实时人工验算



案例：
外滩踩踏事件

与大数据监测

数据反思1： 工具理性的不求甚解



数据反思2： 对模式创新的抑制

资料来源：褚大建，第五届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改良手段

激进手段

消费产品

效益效益

数据信息化
推动作用

1

2

3

4



数据反思2： 对模式创新的抑制

小汽车总数量

单个汽车排量



数据反思2： 对模式创新的抑制

汽车大数据



数据反思2： 对模式创新的抑制
• 苹果手机与市场数据关联吗



总结：

• 大数据作为规划师二次学习的重要方法改良

• 关注作为工具理性的不求甚解

• 关注数据抑制下的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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