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时代的规划应对

在北京市规划院建院 30 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常务副

主任主任作了《数据时代的规划应对》学术报告，介绍了在规划转型时期，利用大数据科学

高效地辅助规划与决策的重要意义及主要思路。

【规划变革的背景】

1、经济发展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城镇化进入增速下降阶段。

规划变革的背景首先表现在经济增速下降。从原来的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随之将会带

来经济、人文、数据等各方面的影响。城镇化发展类似于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其增长或演

化都符合 S 曲线。从模型推算中发现城市化率到 50%后增速会逐步下降，而当前中国各地的

城市化率普遍超过了这个数字，未来经济赖以增长的用地红利及人口、资源红利都将面临挑

战。

2、规划的侧重点从城乡建设转向可持续发展，从空间扩张转向品质提升。

一方面，经济的迅猛增长，带来城市空间的过度，留下了很多粗制滥造的东西；另一方面，

人类个体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人们对生活品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城市发展需要从

过去的盲目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变。



3、从服务城乡规划拓展转向服务城乡治理；从支撑空间管控技术提升为支撑城市综合运营；

从服务单一行业拓展为更广泛的产业和社会。

城市规划由过去的单一的增速考量转为追求公平和社会综合发展。过去，规划行业主要强调

空间技术管控，各要素间基本是平行的、无交集的。转型后，规划行业更需服务于城乡治理、

城市运营。空间政策将作为平台且与涉及到的各要素产生交集，如空间、资产等。空间平台

将承载且支撑更多需求，因此规划行业具体的业务会比过去更多，会服务社会的各行各业。

例如，玻璃幕墙其实与城市关系不大，但是它有很强的空间属性（空间数据、空间资产），

因此，对资产在空间上的管理属性的探讨，是我们规划转型的方式和方向之一。《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精神也传达出未来城市将更加统筹的方向。



【规划转型下的数据演进】

数据是应对规划转型、社会变革的最好切入点和支撑点，它能将城市复杂系统的复杂关系和

复杂程度刻画清楚，能帮助我们了解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实现五个统筹的目标。数据

的演进包括三个层次：感知、测度和挖掘。我们对数据的感知功能有较普遍的了解，大量数

据能揭示更多现象，但测度和挖掘更加重要，可能是在深化工作基础上发现的更值得探讨的

方向。



1、数据感知：看的更“精细”

数据的感知功能使我们对城市规律有更“精细”的认知。精细区别于精致和精准，即提供更

微观、更局部的情况。例如：

（1）中关村街道管委会人口疏解及功能改善建议的研究中，通过大数据如手机、公交卡等，

研究区域内人口疏解、产业转型、活力提升等，从数据中了解住宅、人口分布特点。中关村

街道中很多产业形态是以独栋楼的形式存在，因此研究将产业评估做到楼宇层面，评估每栋

楼内个体企业（资本金、就业人口、面积等），分析中关村街道各写字楼经济属性（上升、

增长、停滞）。

（2）对北京市养老卡数据分析与应用案例中，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老年 IC 卡数据掌

握北京市老人的分布；研究发现北京市老年人分布与总人口分布有明显的偏差，这为规划中

各类配套设施、交通布局等提供参考意见。



（3）北京市十年（2005、2010、2015）文化产业空间布局规律的研究。结果显示朝阳与通

州的文创产业逐渐连成轴线型布局。

（4）首都功能核心区地理国情动态监测系统。通过自布硬件来采集信息，如环境传感设施、

空气监测网络、行为传感设施等，得到关于人或车的行为数据。

2、数据指标测度：看的更“合理”

数据收集后对其整理设计的指标测度才是更重要的。五年前指标测度固定，因为所用数据来

自统计局官方，有较完整的采集、处理的口径和规则。但现在数据来源于主动收集，因此指

标也需要自主设计。最关键的是设计指标的合理性，因为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体现了分析的

视角和方向，其合理性决定了数据分析的效能。例如：

（1）上海城市体征诊断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增加设计指标的可信度。将上海分成六

千多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多个来源的数据，共涉及几百个指标。城市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决

定了指标设计的复杂性，复杂性即体现在人本身凭直觉或者直感没有办法把握其中的规律。



（2）基于城市投资网络分析的城镇群评估。通过数据得知每个企业之间互相投资的信息，

包括企业归属地、投资方向等。将这些明晰的数据归集后，通过指标评价反映 2000-2015 年

城市间的投资网络。结果发现 2000 年只有几大城市之间有很强的投资网络，到 2015 年投资

网络已经开始发散且越来越多的城市参与到投资网络中。在指标设计里，除了常规的投资量，

另外增加了两个指标，从网络分析角度增加一个出度入度，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网络进行刻画。



3、算法挖掘：看的更“深入”

算法的挖掘在未来的数据应用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甚至于超过了获取数据和指标

分析。分析模型计算结果的可用性在行业应用中难度较大，因为它得到的结论可能是颠覆性

的。

众所周知，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很多也较成熟，包括在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理论支撑下

的统计分析、空间分析、概率分析等。然而数据时代已衍生出一些所谓的新理论、新方法，

其本质是没有理论。有本书叫《第四范式》，讨论了在数据密集情况下如何做才科学，即在

没有理论的前提下如何拿数据堆砌出一个合理的现象的说明。缺少理论的数据分析在城市规

划或决策中存在很大风险。拿上海城市体征诊断为例，分析与上海年轻人分布关系较强的指

标，通过随机森林模型得到的结果是外地人口比重，这个结果超出预期但也合理，上海本地

老龄化严重，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也是外地人聚集区。继续研究利用决策树模型，根据设定的

指标判断每个地块的类型，层层设计，最终不断推演得知所有地块对年轻人的吸引能力。这

对上海市未来城市更新或改造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就是城市规律在空间层面的的一种表达形

式。



数据创新不容易，在摸索前进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规划行业数据应用理论的缺失，数据已经

走在了应用的前面。数据大量获取已不是难题，关键是如何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应用。

因此未来数据方向的重点在于，相关理论的支撑下，通过数据实现理解城市复杂系统的规律。

最后，用四句话作为结语，也是与同仁们共勉：

——数据价值在于多远融合、充分关联；

——我们要善用数据、但不迷信数据，合理设计分析指标尤为关键；

——通过谨慎决策，客观评判算法挖掘的结果；

——坚持规划转型的价值观、把握规划人的初心。

来自北规院建院 30 周年学术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