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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技术,并广泛应用其中,促使城市化建设取得了

可观的成果。在城市化规划和建设中,为了提升城市规划合理性,与大数据技术整合来处理数据,可以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可靠

数据支撑,形成切实可行的城市发展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大数据应用可以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在数字化平

台上高效整合与利用城市公共资源,推动城市建设高效化发展。本文就城市规划中大数据应用进行综述,梳理城市规划和建设

进程,为后续城市规划中大数据广泛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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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西方国家城市建设进程来看,我国城镇化进程经

历时间较短,带来了正负两种效应。城市区域的产业、资本

和人口过于集中,形成较强的集群规模,为城市经济持续增

长提供动力。但是这种短时间的城镇化建设模式,存在时空

压缩和多阶段共存特点,导致城市化问题愈加严峻, 为典

型的当属城市扩张速度过快,用地结构混乱,能耗增加以及

环境污染等问题,威胁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善传

统城镇化建设中的问题,广泛应用大数据推动新型城镇化发

展,为编制合理的城市规划建设方案提供可靠数据依据,坚

持以人为本,从量化发展朝着质变方向转变。通过城市规划

中大数据应用分析研究,改善传统城镇发展模式的不足,推

动新型城镇健康持续发展。 

1 大数据下城市规划相应特征 

1.1 数据规划 

在大数据下的城市规划,数据规划是一个关键点,从以

往的静态数据朝着多远时空数据方向转变。以往城市规划中,

包括地形图、交通路网、用地、人口和经济等样本数据,更

多的是通过调查问卷、文献资料和统计年鉴等途径来获取,

实时更新效果较差,传统数据的滞后性会影响城市规划合理

性,如规划编制无法全面了解城市的发展情况,规划监管和

评估中出现的问题等[1]。但是,通过大数据应用,集合传感

器、测绘、互联网和遥感技术来获取数据,促使数据内容实

时动态和微观详细直观呈现,也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和传感

器来获取城市规划数据,时空维度下分析经济活动和社会经

济,为后续的城市规划提供可靠依据。 

1.2 尺度规划 

以往的尺度规划局限于单一空间尺度,而大数据在城市

规划中应用,逐渐朝着全域空间尺度规划转变。空间单元选择

是否合理,对于城市资源空间配置合理性影响较大,加之不同

空间尺度下地理目标存在不同结构,形成多尺度表达。故此,

城市规划中需要提高空间分辨率和空间范围要素认知,对城

市规划和建设中存在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经济现象规律摸索,

采用跨尺度或多尺度方式来观察。而大数据的出现,为空间

尺度规划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逐渐从静态空间朝着动态空

间发展[2]。 

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城市规划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不

再局限于传统的一区一市,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全国更大的全

域空间,多尺度环境下适当表达,深度揭示城市发展规律。在

全国层面,通过“百度人口迁徙”大数据和对地观测大数据

动态分析人口迁徙情况；公交刷卡数据和移动通信数据动态

分析城市人口活动情况和交通量,更加直观的了解到城市产

业空间布局。 

1.3 核心规划 

以往城市规划编制中,过分强调城市物质空间干预,在

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和结构,受到传统理念束缚,数据处

理难度大,难以更好的感知居民行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可以辅助城市规划和经济建设,朝着关注个人日常行为核心

的社会空间规划转变[3]。城市规划中大数据的应用,可以精

准记录下人类活动数据,预测个体与群体之间互动、人类与

城市空间环境的互动、个体行为空间格局等,是一种挖掘潜

在城市居民时空行为规律的方法,了解社会经济现象背后潜

在机理。 

2 从城市规划中大数据应用研究进展 

大数据技术经过长期发展和完善,技术水平得到了大幅

度提升,尤其是社会网络数据、物联网传感器数据和互联网

数据的出现,为城市规划提供可靠数据支持,有助于深度挖

掘数据潜在价值,机遇大数据建立应用体系狂,为城市发展

奠定基础[4]。 

2.1 居民时空行为研究 

以往城市规划中,空间规划过分关注城市土地利用、人

口规模、经济总量和产业布局等数据,用于揭示城市发展规

律,忽视城市居民对城市发展的要求。由于城市居民行为活

动产生的影响,城市空间组织和结构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变

化,大量学者参与其中,在城市居民休闲、通勤和购物行为分

析基础上,探究空间约束下的决策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活动,

可以为后续的城市规划提供新思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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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逐渐从以

往活动日志、人口普查和问卷调查数据获取方式,朝着微博、

手机信令和 POI 等新技术获取数据方向发展。新技术和新设

备应用,可以提供精准定位,预测城市居民的居住、就业、娱

乐和交通时空变化,预测居民活动规律,了解居民时空行为

特征,对于城市空间管理和决策具有积极作用。 

Linna 等人通过对 Flickr 和 Twitter 足迹数据来探究

不同用户职业社交关系,了解不同职业的社交喜好。丁亮等

人通过手机手机信令数据,为期两周,识别出 849 万城市居

民的居住地和就业地,经过大数据分析得到了中心城和通勤

区内有 97%的居民职住平衡[6]。 

2.2 城市功能分区研究 

城市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系统,不同区域的功能不同,为

城市居民工作、学习和交通提供多种便利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揭示了城市各要素的空间组合与分布情况。以往城市功能

分区,通过土地利用、布局和人口规模等数据分析,在反映分

区特征的指标体系中划分城市功能区域,但是此种方法数据

获取周期长,忽视人的行为和区域空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里,

很少会利用共性特征的城市单元。大数据背景下城市功能分

区划分获得了新的机遇,全球定位系统、微博记录、移动通

讯和银行卡记录等个体时空数据,为后续的城市空间结构描

述提供支持。 

公交车数据、收集数据和位置服务数据整合与记录,在

城市功能区划和土地利用分类方面较为应用较为广泛。部分

学者尝试中,将微博网络数据用于城市功能区划分,时间、空

间和活动三方面了解城市活动空间动态变化情况,在把握变

化规律基础上划分城市活动区域,包括居住活动区、就业活

动区、休闲活动区和综合活动区等,揭示了活动区域边界模

糊化特点[7]。此外,还有很多学者通过 POI 数据用于城市空

间结构分析,把握城市功能区特征,包括科教文化区、成熟居

住区和商业娱乐区等。 

2.3 城市交通网络研究 

城市交通网络规划中大数据的应用,主要采用问卷调查

方式来获取数据,但是样本量数量和周期方面存在一定弊

端。以往规划方法多是基于功能分区和人口规模,依托于传

统计量模型编制规划方案,用于道路选线和建设,此种方法

可能加剧交通资源配置不均衡,制约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发

展。相较于传统方法,大数据技术应用在城市交通规划中,

具有夏明的层次多、覆盖面广和成本低等优势。在城市交通

规划中,ETC 数据、只能刷卡数据、网约车数据和手机信令

数据等数据得到了广泛应用,用于分析用户出行信息,摸索

人车活动规律,引导城市交通空间资源合理配置,推动城市

规划和建设。 

借助大数据来感知和评估城市交通情况,是城市交通网

络优化的主要手段。如,冉斌通过手机信令数据了解城市居

民出行个体的出行特征,分析重点区域的人流量和关键断面

交通流量,便于后续的城市交通体系规划和完善,对于城市

规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应用大数据,可以收集

和整合城市及建设情况、居民聚集和资源利用情况,对各个

要素之间关系预测和分析,了解城市发展变化规律和潜在问

题,为后续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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