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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城市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城市中发生的事件往往是瞬时的、突发的、

不确定的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后，多地取消了元宵灯会等各类公众

活动，但城市的管理不能因噎废食，通过更精细的监测

手段，事故可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



当我们谈论城市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城市功能配置的失衡往往带来空间的结构化

不足/过剩

城市功能活动的节律性带来空间使用的节律性，空间功

能的划分保证了有序性，但功能过度单一则放大了空间

使用的不均匀性，降低了空间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有

效的监测和管理手段，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平衡点。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当我们谈论城市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这是许多人的早饭、午饭、晚餐、和宵夜

流动摊贩的背后实则生活设施配置的缺失，城市以自发

的方式适应着人的需求。尊重城市演化的形态，通过智

慧分析找到其中的原因并进行管理和优化，是推动城市

进步的有效手段。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当我们谈论城市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属于他们的城市

城市居民的多样性决定了需求的多样性、空间的多样性，

我们无法一次性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却可以通过常态

的监测和调控，找到满足各类人群需求的最佳平衡。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既有城市发展方式已经问题重重，我们需要城市发展范式的变革

新时代、新技术、新机遇



城市管理的范式转变

 过去30年的快速增量式发展使我们“重规划建设、

轻管理”；

 现有城市问题积重难返，忽视管理闭环的城市发展

方式难以为继；

 城市发展的环境时刻变动，规划建设无法一劳永逸；

长期城市精细化监测评估和管理的缺失，

使大量城市问题发酵

规划

建设

规划

建设

规划

建设

 城市需要迭代式发展，需要全生

命周期的闭环式管理；

 有效的监测和管理手段是实现迭

代发展的重要环节，及时解决问

题、引导发展；

以有效的监测评估管理形成城市发展的全周

期闭环，塑造可 “进化”的城市

运营

管理

建设

规划

过去 未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管理

 全面、统筹

人、房、地、车、经济、设施……城市管理

需要全面考虑城市中各个要素，并统筹考虑

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常态、持续

城市需要常态化管理、持续性监测，才能及

时发现城市问题，准确把握城市现状；

 实时、精细

城市时刻处于变化之中，且变化通常以自下

而上的方式发生，需要信息实时、空间和时

间粒度精细；

 轻便、高效

城市问题瞬息万变，需要快速处理；城市问

题复杂，需要轻便、简易的方法；

城市管理工作的需要

 业务分散，信息打通难度大；

城市管理的各项内容分散在各分管部门，信

息共享不充分，无法统筹化管理；

 问题导向式工作，处理应对具有滞后性；

多采用事后应对的方式，对不构成问题的城

市现状缺少监测，导致问题发生时认识不足；

 空间粒度局限于行政单元，时间粒度依赖于

官方统计调查工作；

时间、空间粒度上受到限制，对城市管理的

细节问题掌握能力不足；

 高度依赖人工，成本高，工作效率受限；

以人工处理为主，投入人力成本高，流程多、

处理难度大，效率较低；

现有城市管理手段的特点

不匹配

不匹配

不匹配

不匹配



--技术 --

新时代、新技术、新机遇

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大数据的行业应用带来基础支持，

物联网、互联网等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人工智能、云

计算等为数据的智慧分析提供方法依托；

动 态：实时反映城市的动态特征和要素空间流动；

精 细：反映城市精细时间、空间尺度上的状态和变化；

多 元：可涵盖各个行业，从多个角度认识城市问题；

低成本：数据获取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低，技术可持续；

智 慧：算法支持实时快速分析，以及发展评估、模拟、

预测、预警等功能；

大数据和智慧分析为城市管理带来新机遇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

对城市进行实时的监测、评估、反馈

物联网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

发现问题：数据感知与监测，发现城市日常运

营和长期发展的问题；

解决问题：现状分析与评估，针对现状寻找原

因，提供解决途径；

发展引导：决策支持，情景模拟、趋势预测，

为城市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特点 -- --应用 --



新时代、新技术、新机遇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管理技术方法：

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智慧分析问题识别解决方案

发展引导工具打造

智慧分析是基于大数据监测评估的城市管理的关键环节：

 贴近业务背景

 掌握行业知识

 需求理解充分

 激活数据价值

 连接技术与应用

-- 智慧分析是城市监测评估的核心内容 --

数据 城市问题

解决方案

发展建议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引导发展

技术
优化

核心：
智慧分析



城市--特征--场景--诉求

 发展阶段：增量发展阶段

 诉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

疏解，合理把控发展方向

 特征：发展迅速，各要素处于快速变动

且不稳定状态

——需要对城市现状进行监测和评估

通

州

北
京
城
市
副
中
心

上

海

 发展阶段：存量发展阶段

 诉求：应对城市的复杂性，对存量空

间的功能调整效果进行把握

 特征：城市总体趋于稳定，城市更新

动作小、影响大

——需要对城市更新的影响进行模拟预测

全面统筹、常态持续、复杂高维、
精细、智慧、高效
助力城市管理与发展

手段：现状发展监测评估 手段：存量空间模拟预测



案例：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运营监测与分析

 城市营造中的职能转型

 城市管理水平升级的先行示范

 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

背景 & 需求

行政副中心 城市副中心

北京主中心

雄安新区北三县

副中心

以人为本 高标准建设 高质量管理

项目目标>>

• 及时把握城市的发展现状情况

• 监测城市同周边地区的发展关系

• 为区域的协同发展，城市的服务提升提供建议及依据

解决方案>>分季度的连续监测

产业活动 人群活动 设施及住房 城市运行

城市各项运行指标

数据可行性

城市管理关注点



案例：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运营监测与分析

 产业活动

对通州区整体产业发展进行评估，聚焦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产业发展进行分析。

 人群活动

对通州区人群整体分布及动态属性进行分析，聚焦通勤及休闲出行活动，评估职住平衡。

 设施与住房

对通州设施配套现状水平进行衡量，对通州区住房整体以及分类型的住房状况进行分析，针对房价极值

进行房价空间结构研究。

 城市运行

综合对城市中的道路交通运行、货车通行及公共交通设施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对城市的各项环境能

源相关指标进行监测。



案例：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运营监测与分析

同期横向对比 时序纵向对比自身状态评估

利用长期具有连续性
的数据对通州区的各
项分析指标进行动态
监测，判断通州区的
变化趋势。

通过多维度的数据，
从多个角度对现状通
州发展进行评估，与
发展目标相对照，判
断现状发展情况。

将城六区、北三县同
通州进行比较。通过
判断通州区在比较对
象中所处的发展水平，
评估通州的发展状况。

数据处理与筛选 地理空间可视化 空间集聚分析 变量聚类分析

多源监测原始数据

形成可用指标 支撑评估分析



案例：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运营监测与分析

产业活动

对通州区整体产业发展进行评估，聚焦现

代服务业、文创产业、制造业，对重点行业、

重点区域产业发展进行分析。

人群活动

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对通州区人群整体分布及动态

属性进行分析，聚焦通勤及休闲出行活动，评估职住平

衡。



案例：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运营监测与分析

设施与住房活动

对通州设施配套现状水平进行衡量，对通州区

住房整体以及分类型的住房状况进行分析，针对房价

极值进行房价空间结构研究。

城市运行

综合对城市中的道路交通运行、货车通行及公共交通设施

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对城市的各项环境能源相关指标进行

监测。

通州地面公交站点客流高峰系数



案例：上海——基于上海城市体征诊断模型的辅助决策研究

 城市发展新目标：转型升级及智慧运营

 上海“十三五”：机遇与挑战

 精细化城市管理难点：城市的复杂性

背景 & 需求

认识规律 提升质量 精细管理 智慧运营

转型升级 城市管理 精细服务 精准调控

系统协调 单元更小 因素更多 问题复杂

解决方案>> 以城市体征诊断解构城市复杂性，
综合评估城市运行状态，
解析模拟城市发展变化

空间多维标签构建研究

基于多维标签变化的用地基础评估应用

基于机器学习的体征变化模拟应用

体征指标构建与分析研究



案例：上海——基于上海城市体征诊断模型的辅助决策研究

人地兼顾，动静结合，多角度、全面反映城市体征

空间单元5000+

规划国土类基础指标

人口普查类基础指标

经济普查类基础指标

手机信令类基础指标

出租车GPS基础指标

轨道刷卡类基础指标

房屋价格类基础指标

7大类数据源，基础指标80+

从抽象到具象

城市复杂特征抽取

从复杂到直观



案例：上海——基于上海城市体征诊断模型的辅助决策研究

 区位特征  建成环境  人口特征  通勤特征

多维标签：根据地块的单一指标的特征构成，提取多维特征标签

 人群活动特征



案例：上海——基于上海城市体征诊断模型的辅助决策研究

模拟预测：基于多维标签的城市发展预测模拟，量化评估政策对空间单元特征的影响

 单一场景1：在地块周围10公里范围内新设置一个区域中心

预测结果：

 建中居委会：区位聚类无变化

 吉祥居委会：区位聚类无变化

 昌鑫居委会：区位聚类改变为第0类

典型居住单元多维标签



案例：上海——基于上海城市体征诊断模型的辅助决策研究

 综合场景：新增区域中心，基础设施改善，人口结构优化，房价提高

新的区域中心

新增地铁线路

高学历年轻人就业

通勤特征改变

房价提高

 公共服务设施供给量增长0.05

 1公里范围内增加1个地铁站点

 常住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增长0.05

 常住人口平均年龄减小5岁

 工作日平均通勤距离缩短2公里

 工作日平均通勤人数增长70个单位

 地块的房价增长2万元

区位特征 建成环境 人口特征 人群活动 通勤特征

调

整

前

建中居委会 2 1 0 4 5

吉祥居委会 2 2 3 2 2

昌鑫居委会 5 4 3 0 1

调

整

后

建中居委会 2 1 0 4 5

吉祥居委会 2 1 3 2 0

昌鑫居委会 0 0 2 0 0

综合场景下典型空间单元标签变化情况

对城市偏远且不成熟地区进行环境干预，其影响效果最为明显，变化投入的产出效率最高，
并可能随着地块建成条件成熟度的提高出现边际效应递减

模拟预测：基于多维标签的城市发展预测模拟，量化评估政策对空间单元特征的影响

场景 量化变化



城市--特征--场景--诉求

 首都人口和功能疏解效用的应对：

精确找出现状城市产业、人口等特征，为疏解工作与人口导流提供支撑；

 对城市新区快速发展方向把控的应对：

合理探究城市要素分布情况，优势及短板，为发展方向提供指导；

通

州

北
京
城
市
副
中
心

上

海

 城市复杂性的应对：多维标签

从高维特征提炼城市突出的“体征”特点，为管理工作提供精准定位；

 城市存量空间演化的应对：体征变化模拟

模拟空间特征量化演变的影响，为城市存量空间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多源融合时间挖掘空间挖掘

精细尺度，将空间关系本
身纳入思考

动静态、多时序，将城市的时
间动态变化作为特征之一

多主题，多问题
城市的多元要素协同考虑



时间累积历史，时间塑造未来

城市空间特征的时序变化包含多个时间尺度的表征：

 短时间的周期性体现城市的规律性；

 长时间的趋势体现城市演化与发展；

 波动体现城市的不确定性和特异性；

时间挖掘 --高度动态是当下城市的特征，也是未来城市问题关注的重点。

城市的演化性

城市的规律性

城市的不确定性

?

--周期 --

--趋势 --

--波动 --

 时间是不断延展的，趋势在更大的时间尺度

上，也可表现为周期性特征；

 对城市规律的理解需要综合考虑三个时间尺

度上的规律和特点。

秒，分，时，天，周，月，季，年，……



实践应用

未知探索

思考与展望

 基于大数据的监测评估对城市的管理和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智慧分析是相关工作的核心，该项技术应用范围广、适用场景多；

 现有的成熟应用仍然有限，更多技术和实践有待探索；

 随着行业应用的深入，相关需求将持续增长，并在解决城市复杂问

题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大数据在规划行业的应用需要多行业合作：

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智慧分析问题识别解决方案发展引导工具打造

数据运营商 行业专家+
数据分析师

行业专家+
软件工程师

-- 成效积极，需求增长，加强探索，多方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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