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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间 +”为原点的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研究
□　史北祥，杨俊宴

[摘　要]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给城乡规划学科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城乡规划学科发展进入“空间+”阶
段的背景下，文章剖析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全尺度精准统一、全要素空间统筹和全过程动态管理的新特征，解析了“空间+”
发展的尺度维度、时间维度、知识维度和技术维度特征，研究了以“空间+”为核心的学科思维能力和技术能力发展的新方向；
提出了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应以“空间+”为核心，实现空间线与技术线和知识线的统一，并注重应对对象与目标上的物理空
间+数字空间、规划与设计上的全尺度+全过程、技术与方法上的数字化+智能化三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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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has brought abou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rban rural 
planning. As the discipline enters the space+ stag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ull scale accuracy and unification, all elements space 
integration, and whole process dynamic governance characters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It further studies the scale, tim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 dimensions of space+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orientation of the discipline in thinking 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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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监督实施”的职责 [2]，规划体制由此产生实质性的
转变。2019 年 5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顶层设计 [3]，使得国土
空间规划成为一个战略性、基础性、制度性的治理工具，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将主体功能区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
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以促进国家治

0引言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整合组建
自然资源部 [1]，明确由其行使“两统一”职责，即“统
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
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主体功能
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空间规划职能
也统一划归自然资源部，由其承担“建立空间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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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此目标下，通过这几年的研究与

实践，国土空间规划总体建立起“多规
合一”规划体系 [4]，形成了城乡空间与山、
水、林、田、湖、草、沙等要素资源的
统筹规划、布局与调配。对此，段进院
士认为从空间入手形成相应的战略指引
和管控要求是城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更
高要求 [5]。吴志强院士也强调规划学科的
核心理论应坚守空间化特征，城市规划
如果脱离了城市空间，就失去了职业基
础，城市规划学科也就难以立足 [6]。城
乡规划学科的知识体系在不断扩充，在
以工程学与建筑学为基础的知识体系上，
城乡规划学科不断融合地理学、经济学、
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环境工程学、
生态学等学科内容 [7]，而无论如何发展，
规划学科最大的意义始终是“空间”，
针对空间问题的系统思维方法是规划学
科的最大优势 [8]。因此，新时期城乡规
划学科应再次把注意力转回空间，在发
展中不断赋予空间新的内涵与新的价值，
使空间回归到更高层次的“空间 +”模式，
这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空间 +”
是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工作，围绕城乡
发展的空间本体展开多学科理论方法研
究，能够为城乡空间发展的规律、布局、
优化、管治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科学指导[9]。

从“城市规划”到“城乡规划”再
到“国土空间规划”( 图 1)，规划学科实

现了从单一城市维度到城乡一体化，再
到空间全域全要素统筹的提升，“空间”
内涵在不断深化与扩展。在未来国土空
间规划的发展进程中，规划学科将继续
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中多学科交互作
用平台的主干型学科 [10]，以“空间 +”
手段和方法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不断发展。

1国土空间规划的新特征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被概括
为“五级三类”，在“双评价”的基础上，
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划定“三区三线”，以
实现“两统一”的要求。这使得国土空间
规划出现了有别于传统规划的新特征。

1.1全尺度的精准统一
国土空间规划自上而下被划分为国

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五
级”，以对应我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与
传统规划自下而上进行空间规划，将城
市人口、用地等指标逐级上报审批不同，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各层级的指标
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统筹的。同时，
随着“三区三线”的划定，每一级别的
行政单位都会将指标落实到具体空间上，
并形成矢量数据，再合并到上一级“三
区三线”之中。总体上形成了自上而下
的指标控制与自下而上空间落位的匹配
与统一，这种统一是从国家宏观层面到

乡镇具体层面的全尺度的统一，也是空
间指标与边界的精准落位与统一。由此，
即可实现“一张图”的高精度空间基底，
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管理与监测提供保障。

在此过程中，空间尺度不同所带来
的数据统计上的巨大偏差是国土空间规
划工作的难点，这也是必须自下而上进
行空间落位和数据统计的原因。基于这
一尺度特征，实现全尺度的精准统一需
要经历自下而上的测量及数据统计汇总，
自上而下的指标分配，再自下而上的空
间落位和汇总的反复过程，以消除空间
尺度带来的数据统计误差。

1.2全要素的空间统筹
“多规合一”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

心任务之一，即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
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以解决“多
规冲突”的问题 [2]。以往各个规划都从
自身的目标与系统完整性出发，对各类
资源和要素进行安排，致使各规划在空
间上产生矛盾或冲突，形成了相互制衡、
抵消、甚至违背的结果，进而导致规划
成果无法有效指导城市的建设发展。在
国土空间规划引领的“多规合一”目标
下，需要将山、水、林、田、湖、草、
沙等要素进行统筹规划与治理，以实现
全要素的有序共生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而全要素统筹的基础就是空间，从现状

图 1  规划学科发展与“空间”内涵提升 图 2  “空间 +”规划体系框架的四维度

a) 城的发展 b) 城乡一体化  c) 全域全要素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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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规划中以“空间 +”为原点，形成
空间与时间发展的一致性。

(2) 知识维度和技术维度是“空间 +”
的支撑维度。国土空间规划的新发展诉
求与新特征使得规划学科的边界不断扩
展、内容不断充实，同时也出现了一定
的发展瓶颈。在知识维度上，新的规划
体系需要在原有规划体系的基础上考虑
新的发展背景与需求，并充分结合我国
本土实践特征进行研究与创新，要突破
原有囿于城乡规划本体的学科知识体系，
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容纳新的学科和专
业，建立新的学科知识体系。而规划学
科也正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建设，在解决
不同阶段的关键问题中，不断扩展、提升、
发展自身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人们深刻认识规划
问题和创新性地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法，而这也是规划学科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之一。21 世纪以来，数字化技
术成为城乡规划学科的重要支撑，从规
划的现状调查、分析研究、规划方案直
至规划成果的表达，均有大量数字化技
术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城乡规划学科的
研究可以同时考虑更多的空间尺度、更为
全面的影响要素，也可以进行更加便捷与
可视化的制作和表达，这为国土空间规划
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能。

这四个维度持续地扩展并丰富着“空
间 +”的内涵，也持续激发规划学科的活
力。在规划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详细规
划、城市设计、总体规划、战略规划、
概念规划、区域规划、城市更新、防灾
规划等规划类型不断地出现，在应对国
家现实需求的基础上，也从尺度、时间、
知识和技术四个维度丰富和拓展着规划
学科的内涵与边界，使得规划学科得以
保持持续的活力与发展的动力。相应的，
规划学科的建设与人才培养方式也需要
进行针对性调整，而规划学科所经历的
“空间化”到“去空间化”再到“空间 +” 
的发展过程 [9]，又不断提醒着人们，无论

2城乡规划学科培养的新目标

2.1以“空间+”为原点的框架
“空间 +”作为规划体系发展的主

体对象，在全尺度、全要素、全过程的
发展诉求下，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
化等技术发展的支撑下，延伸出了新的
内涵，形成了不同维度的交互支撑体系，
整体上可以概括为尺度维度、时间维度、
知识维度和技术维度四个维度 ( 图 2)。
“空间 +”既是尺度维度与时间维度发展
变化的核心，也是技术维度与知识维度
不断扩展的核心，而技术维度与知识维
度的扩展又为“空间 +”的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支撑。

(1) 尺度维度和时间维度是“空间 +”
的发展维度。在发展维度上，一方面需
要解决空间尺度之间信息无损传递的问
题，使得不同尺度能够形成整体，另一
方面需要解决在“三区三线”等底线思
维的管控下，城乡空间的发展问题。传
统城乡规划根据需要解决问题的颗粒度
不同以及问题的空间尺度范围，将规划
分为不同的类别。微观尺度通常对应人
体尺度，即人通过自身视觉、听觉、触
觉等可感知的空间尺度范畴。这一尺度
最大的特征是精准，所需要解决的是要
素的空间精准落位与空间品质的优化问
题，对国土空间规划而言，微观尺度直
接决定了要素的数量、边界与构成关系。
中观尺度可以对应城乡尺度，其最大的
特征是系统性，是在城乡相对完整的地
域空间下，梳理人工要素与自然要素系
统，形成和谐有序的“三生”空间关系，
中观尺度决定了要素的体系与关系。宏
观尺度可以对应区域地理空间尺度，在
这一尺度下，格局是关键，需要建立基
于区域地形地貌的整体生态格局，盘整
土地资源与各类要素，并协调大型基础
设施的布局，可以说宏观尺度决定了要
素的总量与格局。这些不同空间尺度的
要素与不同尺度的发展诉求，需要在国

空间分布到规划空间配置，所有的要素
必须落实到空间上，并在具体空间上进
行规划才能实现真正的资源统筹。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全要素即“空
间 +”多源数据，是由“空间”向“空间 +”
发展的基础之一。实现全要素空间统筹
的首要问题是全要素的精准识别与相关
多源数据的空间集成，这其中会涉及许
多基础问题，包括测绘方式不一致造成
的数据差异，以及不同数据量纲集成的
问题等，都需要统一的空间数据平台来
进行集成与统筹。

1.3全过程的动态管理
国土空间规划将形成全国“一张图”

的成果，形成包括土地现状调查、“三
区三线”划定、城市建设活动 ( 包括新城、
新区建设与旧城更新等 ) 全过程的精确空
间数据库。这一数据库要求全尺度、全
要素、全过程的高精度矢量数据形式，
如此也就形成了国土空间全生命周期
的数据形式。通过这种数据形式可实现
土地的监测与管理，保障国土空间规划
成果的实施，确保城市建设活动不突破
“三区三线”的控制与保护范围。而与
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国土空间规划管理
是一种全过程的管理，也是一种动态的
管理，可以通过卫星、无人机等多种监
测方式实时校核土地状态，甚至是自动
地监测与智能地校核，这将大大提升生
态和耕地资源的保护力度，保障生态文
明、“双碳”目标、粮食安全等战略的
实施。

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严格的发展规
模限制，对于城市建设发展而言，规划
的完成只是起点，规划的实施保障是规
划成果的重要延续，是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建立与目标实现的基础。在此过程中
将会涉及到监测反馈机制、天空地一体
化监测方法等管理与技术问题，也需要
统一的空间数据平台进行不断地统计、
监测与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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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需求如何变化，规划学科始终应
该围绕学科最本质的特征，即以“空间 +”
为核心进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2.2规划学科需要培养的“空间+”
新能力

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分
尺度、分专项、分类型的规划体系，使
得规划学科形成了要素对象与时空关系
的统一，与之相对应的是规划学科应以
“空间 +”为核心培育新能力，而知识与
能力是规划学科人才的基本素养 [11]。根
据学科发展趋势与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特
征来看，规划学科需要建设和培养的是
能够应对跨尺度规划、全要素统筹、全
过程协同的规划能力，这些能力可以分
为思维能力和技术能力两个方面 ( 图 3)。

(1)“空间 +”思维能力的提升与转
变是规划学科应对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的

首要目标。首先，需要打破的是城乡规
划学科固有的空间尺度、规划设计内容
和规划教学体系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以
规划设计内容为核心，建构跨尺度的思
维方式。以城市设计为例，从几栋建筑、
一个街区的尺度，到功能片区、新区新
城的片区尺度，再到城市尺度的总体城
市设计，进而到地理空间尺度的区域设
计 [12]，虽然不同尺度规划设计的重点有
所区别，但是整体的对于规划设计内容
的认知和理解等是一脉相承的，均是要
用城市设计的基本理论、思维和价值取
向使各类要素组织有序、系统协调，以
达到以人为本的空间品质提升的目标。
而无论是小尺度的设计还是大尺度的设
计，都需要有更全面的视野，在小尺度
设计中考虑更大尺度的系统问题，在大
尺度设计中，考虑小尺度人性空间的打
造。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规划专

业内涵的拓展与变革，跨尺度的转换思
维能力也是规划学科应对并适应国土空
间规划发展的必然要求，跨尺度的思维
成为规划设计中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
同时，在“多规合一”的发展趋势下，
将会有更多学科、更多专业、更多内容
参与或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
划将面对各类规划的衔接、校核与调整
问题。因此，规划学科应坚持以“空间 +”
为核心，运用相关工具，整合各类要素，
在“空间 +”中实现跨专业的融合。

(2)“空间 +”技术能力将是实现并
支持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的基础。如在应
对跨尺度问题方面，传统的图纸表达方
式是难以精准地传导与表现的，这就需
要有新技术体系的支撑。根据国土空间
规划发展趋势，可将其新技术归纳为大
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两类。大数据
技术可以实现要素的精准识别，并能对
要素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判，
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的必要保障。此外，
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实现跨尺度的衔接，
保证不同尺度下要素数据的一致性与准
确性。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又使得多
元要素及其复杂关系的协调处理成为可
能，人工智能技术也是未来解决复杂的
“空间 +”问题、提升空间品质的主要方
向及途径。国土空间规划庞大的信息数
据量，只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才能实现
快速准确地处理，而国土空间规划的全
过程动态管理更需要人工智能技术辅助，
以实现基于“三区三线”的国土空间动
态监测与管控。

3城乡规划学科建设的新方向

城乡规划学科的建设应立足我国实
践，以解决我国实际问题为导向 [9]，针
对国土空间新特征和规划学科新目标，
考虑科技发展带来的技术迭代与生活方
式的转变，加强相关学科知识的融合和
集成 [11]。

图 3  空间能力培养体系

图 4  城乡规划学科“空间 +”建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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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空间 +”城乡规划学科建设
框架构建

“空间 +”是城乡规划学科建设的
核心，也是实现多学科专业融合的保障。
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空间 +”的内容
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打通尺度之间的衔
接与传递的基础上，应以尺度为载体，
构建“空间 +”框架 ( 图 4)。

(1) 街区尺度可以以人的感知为核心
进行规划与设计，因此核心的技术和关
联的学科专业也需更偏向于强化人对空
间的感知。在技术上，借助穿戴式设备
的空间感知技术以及对空间进行虚拟现
实模拟的 VR 技术等是关键。同时，景观、
建筑、物理环境等学科知识的融合，将
为空间品质的优化和提升提供必要的知
识与方法支撑。如近年提出的城市人因
工程学 [13] 就体现了技术突破与多学科交
叉所带来的“空间 +”的内涵扩展。

(2) 片区尺度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才
能进行研究与规划设计，如 GIS、城市
大数据等可以用来研究片区的人群活动
(LBS 数据 )、业态布局 (POI 数据 )、情绪
地图 ( 语义数据 )、景观风貌 ( 街景数据 )
等。这些技术方法使人们能够更为深入
与全面地理解片区尺度的空间规律与特
征。从片区尺度开始，城市就展现出较
为完整的系统性要素，包括产业、生态
安全、市政设施、道路交通等，这些要
素的相关学科加入，才能使片区尺度的
规划更加系统完善。

(3)城市尺度更加注重系统的完整性，
需要更加审慎地把握要素间的作用关系。
这一尺度可以借助数字沙盘技术，通过
模型或倾斜摄影来模拟城市整体的空间
要素。同时，由于数据量巨大，需要信
息学科的介入，采用一些智能分析技术
来快速精准地处理数据。在城市尺度的
规划中，土地资源盘整、文化特色挖掘
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是“三区
三线”划定的主要依据。

(4) 区域尺度不同要素之间，以及城

与城、乡与乡之间的空间关系是核心内
容。基于此，相关学科更多的是从宏观
的经济、地理、人口专业出发对区域进
行结构与体系的研判，相关的技术方法
也多是基于数据的分析、建模及预测。

需要说明的是，各个尺度对应的技
术和学科并不是仅针对该尺度，而是指
其在该尺度更具代表性。这一框架反映
的是学科建设与培养的思路，需要基于
“空间 +”的新能力进行学科融合，形成
以尺度线为核心、统筹知识线与技术线
的“三线并行”的框架，以推动国土空
间规划发展下的城乡规划学科建设。

3.2规划学科建设的新趋势
在上述框架下，城乡规划学科的建

设应依托新技术的发展，强化以下三个
方面的内容。
3.2.1对象与目标上的物理空间+数字
空间

城乡物理空间 + 数字空间内容涉及
城乡基础地理、土地使用、公共设施、
基础设施、安全设施等静态数据，也涉
及人口流动、交通流动、物流运输等动
态数据。遥感技术及各类传感器技术的
发展为海量城乡数据的获取创造了可能，
也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分析提
供了保障。结合物理空间 + 数字空间数
据，针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现实问题，建
立端到端的深度学习方法，直接利用城
乡数据进行训练，实现数据驱动的城乡
规划学科发展。

在数字的赛博空间之中，城市将具
有更为全面的属性，人们对城市的感知
方式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典型的如对城
市动态性的认识，可以借助数字空间模
拟与重建城乡人群的迁移流动行为，进
而解析其中的规律特征，构建不同尺度
空间的“动态结构”。进一步将这些规
律特征反馈给国土空间规划后，可以对
城乡空间规划的决策起到良好的支撑作
用。此外，由于数字途径下人们认识城

市空间的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片段
式、场景式、碎片化的认知方式也对城
市标志空间、名片场景等的塑造起到了
多元的引导与促进作用。这些都要求人
们重新审视“虚”( 数字 )、“实”( 物理 )
空间交互作用下的规划问题，在思维方
式、规划设计技术方法、成果表现途径
等方面进行探索。
3.2.2规划与设计上的全尺度+全过程

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面临着不同空间尺度与时间过程的统一，
使得城乡规划学科呈现全尺度与全过程
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其中，全尺度是有
所侧重的尺度，使得宏观的定位更加精
准，微观的营建更加精细。而在国土空
间规划的底线管控原则下，规划设计完
成后仍然有大量的管理、监测、评价等
工作内容，形成“规—建—管”全生命周
期的规划体系。这就需要在规划设计的
教学中进行相应的延展，在全尺度的框
架下向“规—建—管”的全过程延伸。

城乡是个复杂的巨系统，随着数字
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城乡系统也将越来
越开放、越来越庞大，规划所面临的问
题也会愈发复杂。这就需要在国土空间
规划发展的框架下，建立涵盖全尺度空
间的规划支持系统框架体系。通过人工
智能的介入，搭建复杂系统交互作用下
的规划辅助决策模型与系统，以帮助规
划设计人员解决超过人脑感知、理解与
运算能力的规划研判问题，包括对城乡
空间基础问题的分析与评估 ( 区位分析、
产业分析、生态分析等 ) 和城乡空间复杂
问题 ( 经济发展、空间发展等 ) 的技术支
撑等。
3.2.3技术与方法上的数字化+智能化

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的不
断发展下，城乡规划的理念、方法和技
术也有了全新的发展。大数据及智能技
术正在深刻改变城乡规划学科的专业认
识、作业程序和实操方法。城乡规划学
科可以更加精确地整合和更高效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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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 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 )。无
论是新城建设还是城市更新，发展和应
用城市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均能更好
地协调城市系统的运行，发掘土地更大
的空间潜力，促进地面、地上及地下空
间的综合开发利用，应对资源与环境等方
面的发展转型与监测管控。

通过对当代城乡规划方法 (2000 年
以后 ) 的整理及类别演进研究发现，当代
城乡规划技术方法在城乡空间的认知手
段和分析技术方面有了极大的进步。计
算机技术及信息革命给城乡规划带来了
一场“风暴”，在这场“风暴”中，孕
育出了大量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当代
城乡规划技术方法。使得规划师能够通
过海量的数据更加直观、高效地感知、
分析和设计不同尺度的城乡空间及其环
境，并能够探究和发现空间背后隐藏的
规律，从而更好地支撑城乡规划全过程，
更加高效地对城乡空间展开规划设计。
在未来的学科建设发展中，应重点关注
人工智能类技术、系统平台类技术、虚
拟现实类技术、绿色低碳类技术、行为
活动类技术、图像识别类技术、人机交
互类技术等技术方向。

4结语

国土空间规划是城乡规划学科发展
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面
临一系列的挑战，但同时这也是城镇化
下半场学科发展的时代机遇。城乡规划
学科的知识体系、技术体系、教学体系、
工作方法、能力结构等都在主动或被动
地发生着改变。国土空间规划形成了全
尺度、全要素、全过程的新特点，不断
丰富并拓展着空间的内涵，形成以“空
间 +”为原点的新的发展阶段。城乡规划
学科应当以“空间 +”为核心，统筹空间
与时间维度，整合知识与技术维度，培
养与国土空间规划特征相适应的思维能
力和技术能力。由此，应以“空间 +”为

核心，构建尺度线、技术线与知识线，
并根据各个尺度特征，集成相应的技术
方法，融合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知识，形
成“三线并立”的学科建设框架，更好
地推动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和国土空间规
划的深化发展。

受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从国土空
间规划的角度去探讨城乡规划学科可能
的发展方向与方式，而城乡规划学科具
有丰富的内涵，根据规划内容的不同，
可细分为诸多专业和方向。国土空间规
划作为一个新兴的规划业务场景，其与
整个规划学科的关系、与城市设计为代
表的非法定规划的关系，其中单一城镇
“三区三线”划定与区域重大设施用地
指标的调配与协同关系、城市的底线管
控思维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都对
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和城乡规划学科的
建设有较大的影响，需要诸多学者在理
论研究与实践中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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