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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未来城市场景特征与规划应对
□　李智轩，甄　峰，黄志强，张姗琪

[摘　要]在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居民活动及城市空间组织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城市规划关注的对象需要从单调的
静态空间转向复杂、动态的城市场景，从而对特定时空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要素配置做出引导。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指出了
未来城市场景数字化、智能化、人本化和场景化的 4 大发展趋势，并针对未来的社区生活、交通出行、消费休闲、工业生产
和生态游憩等场景应用展开想象式分析；其次，提出了面向场景的城市规划总体框架，并对场景感知、场景定制和场景调节 3
个主要流程进行深入解析，探讨了以数据为支撑的城市规划场景化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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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smar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eople’s activities and urban space organiz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focus of urban planning shifts from single static space to complex dynamic urban scenes, and human oriented urba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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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进入智慧时代，智能技术已经深入渗透到城市居
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经
济年均增速超过 16.6%，总规模已经达到全球第二。科
技变革不断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并在城市空间演
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
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和无人驾驶为代表的信息
技术引发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 [1]。例如，直播经济、即日配送等线上服务的拓展可
能直接导致众多实体消费空间衰败 [2]；无人驾驶技术可
能加速城市空间去中心化、分散化的组织布局 [3]；远程
通信技术可能削弱了居住、工作和休闲娱乐场所的界限，

促进物质空间功能混合等 [4]。
人们对未来城市的畅想始终离不开新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当前，已有大量研究对未来城市的发展进行
了探索，涉及低碳、宜居、韧性、智慧和共享等众多
主题，数字化、智能化被普遍认为是未来城市发展的
重要趋势 [5]。数字孪生、沉浸式现实 (XR) 和移动全息
图等前沿技术成为未来的城市场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 [6]。整体而言，理想中的未来城市不再被看作是
简单的空间集合，而是人、物、信息等要素在特定时
空下有机融合的动态场景集合 [7]。首先，未来城市的空
间复合化和柔性化程度将更高，特定场景中人的活动成
为定义空间功能的方式 [8]。虚拟活动使实体空间愈发破
碎，空间不再具有明确的功能限制，刚性的空间功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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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逐渐被动态的场景化引导所取代 [9]。
其次，未来城市虚实空间的融合与流动
性的加快使得空间的内涵愈发复杂，可
视化的多维场景取代了图纸化的空间环
境，成为表征城市的新方式。场景中集
成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要素，要素之间
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复杂系统的
城市场景，传统方法难以将其全面地展
现出来 [10]。最后，未来城市空间的包容
性将得到增强，各种人群之间、人与自
然之间有机共生的场景被赋予充分的人
文关怀，即在未来的城市场景中，不同
的使用者都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建成
环境及其他要素产生良性互动 [11]。

在这样的趋势下，未来的城市规划
应超越传统的空间范畴，指向城市中人
与空间耦合的多元场景，即更加关注特
定时空下以人为中心的各类要素的配置
与互动。而面对城市场景的复杂性及其
演变的不确定性，单纯依靠感性经验或
理性数据都难以指导未来城市的发展，
如何兼顾人本与科学成为未来的城市规
划实践面临的最大难题 [12-13]。一方面，
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的普及，
监测城市场景的运行变得更加简单，海
量的虚实数据可以随时被调用和分析，
为规划提供了新的支撑，数据驱动的智
慧城市规划成为必然趋势 [14-15]。另一方
面，“唯数据”“唯技术”的思潮也受
到众多学者的批判 [16]。尽管城市规划的
依据与方法越来越丰富，但如何有效利
用这些依据与方法，使其服务于城市实
际场景中人的需求，是仍需持续探索的
课题 [17-18]。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对未来城市中可
能出现的场景提出了大量猜想，但整体而
言，未来的城市场景发展、变化特征以及
城市规划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仍不明晰。基
于此，本文首先分析未来的城市场景变化
趋势，对城市常见的场景应用进行展望，
进一步分析未来的城市场景特征。其次，
提出面向场景的城市规划应对框架，并重
点从场景感知、场景定制和场景调节 3 个

方面阐述规划调研分析、模拟决策和实施
监管等全流程的规划路径。本文希望通过
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前瞻性思考，从场景化
的角度探索规划如何适应城市发展的复杂
性与不确定性，从而为现阶段的规划编制
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1 未来的城市场景变化趋势和应用

1.1未来的城市场景变化趋势
首先，未来的城市场景将呈现精细

的数字化趋势。在各类传感器和移动终
端等城市感知设备的支撑下，人对城市
中要素的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其位置信
息、运行状态和活动规律都变得更加透
明 [19]。在此基础上，城市场景可以充分
可视化与量化，从而为定量分析和预测
城市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具体而言，未
来的城市场景将从有限的数字化向无限
的数字化转变。场景中的要素将不再局
限于预先设计好的有限要素，而是不断
纳入智能技术，从场景中主动感知、发
掘的新要素，并以数据的形式记录和分
析，以丰富城市感知数据库，最大限度
地测度并模拟真实的城市场景。此外，
未来的城市场景还将从局部的数字化向
整体关联的数字化转变。在城市复杂系
统中，除了特定时空、特定要素的静态
数字化，城市时空截面之间、各类要素
之间的联系流和结构关系也将以数字形
式呈现。

其次，在数字化的基础上，未来的
城市场景将愈发智能化，即未来的城市
场景不仅是实体要素的组合，还是各类
虚实要素超时空耦合形成的多维整体。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入应用，虚实活
动已经从简单的替代、补充、中立等二
元线性关系拓展到了更加系统复合的相
互关系。未来虚实活动之间的关系将会
更加密不可分，二者的边界也将不断模
糊乃至最终难以明确区分 [9]。城市中的
各种实体装置通过互联网与自动化设备
等的互联互通，实现统一联动的服务和

管理，城市将进入真正的“万物互联”
时代。这意味着城市中各个场景之间存
在互动关系，能够形成动态的数字反馈。
人将作为虚实空间交互的纽带，通过虚
拟技术对实体要素进行解析和控制，满
足自身生产生活的需求，并将自身的使
用感受、行为习惯反馈到智能终端。

再次，未来的城市场景更注重人本
化的需求响应。未来的城市场景不是新
技术的大量堆砌，物质空间和设施将从
主体变成附属品，即更关注要素与空间
的协调共生，尤其是人的需求以及人与
空间的互动关系 [20]。一方面，空间环境
对人的需求的服务将更加精准。通过监
测人对空间和设施的使用情况以及使用
过程中的心理感受等，可以更加精准地
观察人的活动规律以及人对环境的满意
度，从而针对人的需求和习惯进行空间
环境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城市场景
的社会属性将得到重塑，各类人群活动
之间的互斥性将大幅度降低，并能够以
虚拟或实体的交互方式实现良性互动。
不同群体使用空间的权力都将得到充分
保障，空间环境可以同时满足不同群体
的需求，空间的社会权力结构趋向扁平
化和融合化。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被缩小，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残疾人、
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而言，智能技术
是助力而非新的负担。

最后，未来的城市场景将得到充分
的可视化。一方面，借助 VR( 虚拟现实 )、
AR( 增强现实 ) 等新技术，智能化场景可
以相对全面、直接地展示给城市居民，
即人在城市中既可以看到实体的空间环
境，也可以看到依附于实体的属性、状
态等虚拟信息。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孪
生等技术，城市场景可以被建模重现，
静态和动态、虚拟和实体的要素都可以
即时反馈在建筑—区域—城市多级信息模
型 (BIM、DIM、CIM) 中并应用于场景展示、
分析与模拟中。通过数字模型，人们不
仅可以观察到空间建设情况，还可以观
测空间使用强度与使用方式；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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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企业选址情况，还可以跟踪企业交
易情况和资金流动；不仅可以了解公共
服务设施分布情况，还可以观察其服务
的人群类型和来源范围。对于管理者而
言，可视化的城市场景便于分析城市运
行规律，为规划决策和应急预警等城市
管理内容提供依据；对于城市居民而言，
可视化的场景可以为个体的行为决策提
供更加理性的支撑。

1.2未来的城市场景应用
在未来的城市场景数字化、智能化、

人本化、可视化的发展趋势下，生产、
生活、生态等方面的应用也将出现新的
变化。本文尝试从社区生活、交通出行、
消费休闲、工业生产和生态休憩 5 个方
面分别描述未来的城市场景应用（图 1）。

(1) 社区生活场景。居民未来的生活
圈将依赖虚实双重服务供给，传统的商
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将被重塑，形成
线上与线下服务结合的社区中心，保障
居民的生活需求。例如，在生活购物方面，
通过分析居民购买需求，可以将常见商
品预先配送到居住小区内的无人超市，
形成新型社区零售供给模式；在就医方
面，将居民健康数据定期上传至健康监
测平台，对健康数据的异常波动进行预
警，在对居民健康数据进行自动化分析

后由医生进行远程诊断，如此，居民可
以实现小病居家就医，大病及时就诊，
大幅度减少医疗资源浪费。此外，邻里
间的社会交往方式也将改变，实体社区
和网络社区将交叉重叠，邻里关系将同
时受到地理空间距离和网络社交距离的
影响。

(2) 交通出行场景。信息通信技术将
渗透到居民未来出行的全过程中，辅助
居民做出出行决策。出行前，居民可以
借助智能终端掌握实时交通态势，动态
地选择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
等，从而避开交通拥堵路段或者选择环
境更加优美舒适的线路。出行中，借助
智慧多式联运，可以实现不同出行方式
的快速转换，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
之间，城内与城际交通之间能够有效衔
接，大大提高了出行效率。同时，出行
时间也可以被高效利用，即居民在出行
过程中可以完成办公、娱乐等多种活动。
在供给端，通过对出行大数据的分析，
车辆调度将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如出租
车无须通过不断移动完成随机接单，而
是可以根据出行系统推荐提前定向寻找
客户。

(3) 消费休闲场景。首先，未来城市
的消费休闲场景是服务于全类型人群的
综合场景，即各类人群可以在同一时空

内享受各种服务。通过 VR 技术，家长在
逛街购物的同时可以随时关注儿童的游
乐行为，也可以在陪伴、等待儿童的过
程中选购商品，实现多种活动的超时空
耦合。其次，未来的消费休闲场景还应
是沉浸体验式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商品
的虚拟标签追踪功能再现商品生产运输
的全流程，分析筛选商品的各种属性信
息，或者通过虚拟设备进行模拟试用，
获得沉浸式的消费购物体验。人们也可
以通过偏好设置获取所需商品的分布以
及相似商品的引导信息，在获得线下购
物体验感的同时增强选择的针对性，减
少非自愿的精力消耗。

(4) 工业生产场景。未来城市工业生
产场景是兼具多空间层次的韧性场景，
从企业、园区和城市 3 个维度保障生产
安全。在企业层面，通过各类传感器对
企业生产设备进行实时监测，直接显示
生产安全水平，对安全隐患做出及时预
警和排查。对进入生产区域的人员进行
身份识别和安全生产识别，监督违规操
作。在园区层面，对园区内部不同企业
之间的基础设施、生产环节可能产生的
冲突进行跟踪和协调规划，避免企业各
自为政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同时，通
过智能风险分析计算园区安全容量，实
现园区空间布局和承载力的合理分配。
在城市层面，通过传感器和网络舆情监
测等对园区周边环境污染情况进行实时
监控，通过事故模拟，划定不同级别安
全事故的影响范围，填补城市级别的应
急救援空白。

(5) 生态休憩场景。在未来生态休憩
场景中，人与自然实现了良性互动和有
机融合，生态环境被实时感知，生态价
值可以被精准测算，城市开发建设产生
的生态影响也可以被量化模拟。利用遥
感等监测手段，管理部门可以对保护与
开发之间的冲突预警做出及时响应，从
而为城市空间建设管控提供便利。同时，
可以对生态保护区域进行实时动态管理，
在向居民开放优质生态空间的同时即时

图 1  未来的城市场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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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环境承载力，模拟预测可能超出承
载力的区域并加以控制，防止人类活动
干扰给自然环境带来永久性破坏，保障
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 面向场景的城市规划应对

2.1总体框架
未来城市将呈现出新的场景特征，

并对城市规划提出新的要求。首先，未
来的城市规划需要直面规划的复杂性。
未来的城市规划的对象是虚实耦合的多
维复杂系统，不仅需要考虑有形的物质
空间和要素，还要注重对虚拟要素及各
种流的引导。这就要求规划从业人员摒
弃个人经验主义，在实践中注重规划的
科学支撑，利用大数据场景化地全面感
知城市。其次，未来的城市规划应更加
重视规划的协调性。城市各个场景之间、
场景中各要素之间都可以相互影响，城
市规划需通过互联互通的数据分析城市
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城市复
杂系统展开干预。此外，在人本化的要
求下，城市规划还需要协调多主体的共
同参与模式，利用可视化技术为各主体
之间的沟通合作提供服务。最后，未来
的城市规划应进一步增强规划的前瞻性。
城市场景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中，城市规
划不应再用单一的静态蓝图约束未来的
发展，而应为未来城市模拟出多种发展
情景，并结合人本需求进行决策选择，
同时利用 BIM、DIM、CIM 等数字平台进
行动态规划调整。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构建了面向场
景的城市规划框架 ( 图 2)。首先，未来的
城市规划应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和城市感
知数据将城市中的要素进行数字化记录，
建立统一的城市数据库。其中，地理信
息数据构成了城市的数字化基底，是构
建城市场景的基础，具体包括遥感影像
数据、大地测量数据、用地管理数据和
基础设施数据等。城市感知数据既包括
被动式采集的要素数据，也包括公众主

动提供的数据，两类数据的叠加与融合，
为城市规划了解和分析城市发展现状提
供了有效支撑。其次，海量的城市数据
被接入数字孪生平台，通过对数据进行
汇总、整理、分析与展示，梳理出系统
完整的城市场景库。再次，依托数字孪
生平台将城市场景渗透到城市规划的全
流程中。其中，场景感知服务于规划调
研和现状分析，通过对多源数据的动态
提取和协同分析，实现联动的场景展示，
更加清晰地刻画城市运行状态；场景定
制用于对未来规划场景的模拟和比选，
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吸纳多主体参与规划，
实现智慧规划方案决策；场景调节则用
于规划后期的实施监管和反馈调节过程，
通过对规划实施后场景变化的分析，完
成规划的效益评估和落实监管，并通过
主动学习进一步收集相关数据，对规划
进行整体调节，形成正反馈调节机制。
最后，将场景化方案应用到城市各个生
产生活的实际场景中，为居民营造不同
的场景体验。

2.2基于场景感知的规划调研与分析
场景感知是未来城市规划的基础支

撑，其服务于规划的调研与分析。传统
的城市规划现状分析主要依赖于政府部
门提供的基础统计和空间数据，以及十

分有限的实地调研数据，难以对城市发
展的模式和规律进行全面系统的认知。
未来的城市规划调研分析建立在底层数
据和数字孪生平台的基础上，借助现代
化数据治理体系，利用多源动态数据完
成对场景的感知和再现，并将场景作为
规划编制的基础。首先，未来的城市规
划要基于多主体、多层次、多部门数据
的联动共享，系统分析各种城市要素之
间的关联，而非针对交通、生态和公共
服务等单一部门或要素展开部署。因此，
城市多场景之间的数据应实现互联互通，
政府、市场、公众等不同主体，以及政
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应统筹协调，从
制度层面构建数据建库、数据生产和数
据调用等统一管理的体系，明确数据权
属，打破“数据孤岛”“条块分割”的
局面，以最大化地发挥数据的价值。其次，
未来的城市规划需要利用各种数据再现
和扩展城市场景，实现场景之间的联动，
从而增强对城市发展现状的掌控。场景
中既有静态的实体空间要素，也有虚拟
空间和虚实交互的要素，以及动态的流
动要素。通过梳理城市场景中多要素监
测数据，可以再现要素在不同时空截面
中的活动状态、联系网络、流动来源与
趋势等，从而相对准确地总结出要素运
行规律，科学合理地对未来场景的各种

图 2  面向场景的城市规划总体框架

城市场景应用

场景感知

规划调研 场景模拟

数字孪生平台

城市感知数据 地理信息数据

传感设备数据 遥感影像数据移动终端数据 大地测量数据

网络发布数据 用地管理数据活动记录数据 基础设施数据

实施监管现状分析 智慧决策 反馈调节

场景定制 场景调节

多
源
感
知

动
态
提
取

数
据
互
联

方
案
比
选

主
体
协
同

效
益
评
估

主
动
学
习

场
景
联
动

动
态
生
成

沉
浸
参
与

落
实
监
管

整
体
调
节



82

的决策沟通、引导机制，搭建了人与技
术连接的桥梁，将规划的科学性、政策
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但需要明确的是，
即使技术成为推动城市变革的工具和动
力，其目标始终是辅助人的参与和决策，
而无意于取代规划师的经验判断，对海
量感知数据的合理筛选、对不同场景方
案的选择决策等，都依赖规划师丰富的
从业经验与敏锐的数据观察力。同时，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化水平等都是制约大多数地区城市
规划智慧化的重要因素，如何在不同的
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利用有限资源最
大限度地实现对城市场景的剖析和引导
仍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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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进行拓展。

2.3基于场景定制的规划模拟与决策
场景定制是未来城市规划的核心环

节，主要分为场景模拟和智慧决策两个
部分。传统的城市规划方案的生成和决
策多依赖于政府及规划师个人的经验判
断，这使得规划往往具有明显的个人色
彩，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方案的针对性
与科学性不足。未来的城市规划需要依
据城市要素及其空间发展规律，对比其
他相似地区的发展历程，并结合不同的
发展引导策略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模拟出多组未来可能出现的城市场景。
整个过程既有数据的科学支撑，也有以
人为本的决策引导。在此基础上，多主
体借助可视化、沉浸式的虚拟场景，对
生成的未来场景进行比选，共同参与规
划的智慧决策过程。对于决策者而言，
虚拟场景可以更加科学、直观地模拟不
同政策环境、投资力度和引导决策下的
城市发展情况，从而辅助决策者权衡发
展代价与收益，并进一步制定清晰的发
展思路。对于公众而言，虚拟场景可以
向各类人群开放，使人们体验规划中不
同空间全时段的场景，最大限度地兼顾
多元群体利益。同时，公众对规划方案
的观点、情感反馈等也将更加准确、全
面地传递给决策者，这些反馈可以作为
规划的评估和调整依据，倒逼新的规划
方案生成。对于规划师而言，虚拟场景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规划依据与手段，如
沉浸式规划、游戏式规划等新理念和新
方法让规划不再仅停留在用地指标、技
术图纸的展示上，而是可以结合各种虚
拟技术进行规划方案的直观展示，有助
于将专业知识和方案形象化、直观化地
进行传播，在政府、居民之间形成更加
便捷的沟通机制 [21-23]。

2.4基于场景调节的规划监管与反馈
在规划实施阶段，通过场景调节可

以监测规划方案的落实情况与实施效益，

并依据结果进行动态反馈。传统规划有
明确的周期，在实践过程中难以灵活地
进行调整，因此常常面临被随意突破的
窘境。同时，调整后的方案往往只能顾
及局部要素的改变，而非面向复杂场景
的整体最优解，很容易导致规划师最初
的设想被完全打破。未来的城市规划需
要改革静态的规划编制体系，依据发展
态势不断模拟新的城市场景，进而调整
对城市发展的引导策略。在实际发展过
程中，城市将面临各类突发事件，这些
事件在数字化后都可以被及时地纳入场
景生成模型中。此外，动态生成的场景
是在原有系统中进行渐进式迭代后产生
的，其仍然以互联互通的感知数据为基
础，其保障了规划的完整性。在规划实
施后，政府可以进一步收集公众数据，
分析要素活动在规划实施前后的转变，
将这些变化实时反馈到场景生成模型中，
不断丰富场景生成的现实依据。在此基
础上，规划师对规划方案实施效益进行
定期评估，对超出预期的要素活动提出
预警，保证规划方案有序落实。这种主
动学习的方式还可以被用于分析规划实
施结果与预期效果的差异，将“场景残差”
不断纳入模型中，在丰富规划数据库的
同时形成模型效能的正反馈提升，提高
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

3 结语 

本文在分析未来城市场景数字化、
智能化、人本化、可视化的发展趋势的
基础上，对多个场景应用展开想象式探
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面向场景的城
市规划总体框架。整体上看，人们期待
的未来城市应是科技变革赋能和人本价
值再塑共同作用的结果 [24]。一方面，在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影响下，城
市的智慧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另一方
面，人文精神将渗透到城市场景的塑造
理念中，成为城市规划的驱动核。城市
场景依靠其科学的感知和模拟以及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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