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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规划师的个人修养01



PART  1 城市理想

2016年5月4日，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诞辰100周年



PART  1 何为城市理想？



PART  1

理想与谋生的冲突

个体认知与上位要求的冲突

规划师处于民众与公权力的夹缝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PART  1 寻找城市理想的历程

规划类

• 北京04总规

• 北京06控规

• 北京14总规

信息类

• 一张图

• 城市三维

• 空间库

• 知识管理

创新类

• 云平台

• 新媒体

• 大数据

• BCL



转型：实现理想的机遇02



PART  2

人口红利消失 存量规划收缩的城市

发展转型



PART  2

2015年

上海常住人口首次负增长

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陡降

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新解



PART  2

存量规划时代

增量规划时代

增

存

人＝成本

人＝客户

发展转型



PART  2 社会转型

• 从单位到社区

• 从大一统到亚文化与社群

• 从公司+雇员到平台+个人



PART  2 社会转型——行业变化

• 规划师自媒体：微博，微盟

• 规划自组织：BCL、一览众
山小、青年规划师联盟，场
所营造，古村之友，NGO，
规划微信群



PART  2 社会转型——技术变化

• 从垄断数据到开放数据

• 从IT到DT

• 从权力到权利



PART  2
2.4  竞争优势

BEIJING CITY LAB（BCL）是一个以城市研究为目的的虚拟研究社区

，社区是一个开放性的松散研究者集合体

社会转型——BCL简介

国内外多家院校的城市研究者

规划学会、多家设计院的规划师 地理学者、经济学人、建筑师

公共政策研究者



PART  2

• 规划业务转型
地在哪里？活儿在哪里？钱从哪儿来？

规划如何转型？

• 规划院管理转型
自组织鼓励还是限制？管理创新怎么搞？

• 规划师自我转型
毕业即失业？去学大数据？



PART  2

《规划的维度：毁灭你，与你无关》

规划转型之规划师转型

下得去
社区

玩得转
数据



下得去社区03



PART  3

集合的技术服务与交互式体验

互动与共享的多专业协同

规划师与政府、市场及社会的沟

通协作平台

数据平台

智慧平台 动力平台

云规划

大数据的获取挖掘
与城市研究

自下而上的社区治
理和规划实践

互动互享的规划
师自组织群体

微时代与云规划



PART  3

基于微时代与云规划的理念，建

立了包括线上的网站、微信公众

号、微博、APP，以及线下的展

览、竞赛、微实践等多元载体的

城市规划云平台。

CITYIF规划云平台



PART  3

积水地图，2015

自来水地图，2015

心情地图,2014

扎针地图,2014

自行车地图,2015

姨夫地图

众规地图



PART  3 线上服务
地铁出行成本在线查询系统,2014

全国PM2.5在线地图,2014

心情地图升级版，2015



PART  3

史家胡同 2015

长辛店 2015

白塔寺 2015

大栅栏 2015

东四 2016

回龙观 2016

社区营造



PART  3 菜市场



PART  3 诗意地骑与行



PART  3 国际设计周



PART  3 城市启蒙



玩得转数据04



PART  4 新数据环境

开放的不大数据

• POI
• OSM
• 房价

• IC卡
• 手机信令

• 互联网行为记录

半开放的大数据

• 微博
• 游记

• 百度热力图
• 街景

不开放的大数据

新数据环境



PART  4 新数据环境——POI数据



PART  4 新数据环境——百度热力图



PART  4 新数据环境——IC卡数据

北京地铁各站人流随时间变化



PART  4

北京地铁里的灰色人群

• 通过异常进出站数据，找出灰色人群进
出地铁的站点
• 找出灰色人群出行的时间和空间特征
• 根据特定指标识别出灰色人群的IC卡ID
• 跟踪灰色人群的IC卡数据可以验证对其

识别的准确性
• 可以辅助北京城市管理部门，对地铁内

灰色人群进行有效管理

IC卡数据：北京灰色人群识别



PART  4 IC卡数据：北京灰色人群识别



PART  4

2014年与2015年地铁灰色人群数量比较

2015年
92人2014年：481人

8人相同

IC卡数据：北京灰色人群识别



PART  4

早出者→

晚归者→

长通勤→

总坐车→

• 将北京市区公交IC卡数据可

视化

• 定义四种极端出行行为

（早出者、晚归者、长通

勤和老坐车）标准

• 对四种极端出行者的分布

和通勤规律进行可视化

• 最终对其进行画像

IC卡数据：低收入人群识别



PART  4

定义四种极端出行行为标准

• 早出者：6:00之前乘坐公交

• 晚归者：22:00之后乘坐公交

• 长通勤：通勤时间超过1.5h

• 常坐车：每天乘车次数超过6次

全职工作者

家庭收入拥有汽车

普通人群

极端出行人群

租房者

服务业人员

本地户籍

全职工作者

私企员工

失业者
普通人群

早出者

晚归者

长通勤

常坐车

IC卡数据：低收入人群识别



PART  4 IC卡数据：北京通学出行分析



PART  4

线下居民调查与网络语料分析在社会感知方面的一致性

网络语料数据：社会感知可靠性验证

网络语料代表性意见（微博文本聚类） 反映问题

位于东四地铁站东南口边上的前炒面胡同多年被俊景苑小区里开车的居民霸占胡同道路，从胡同口开始到小区门口，一溜儿停
的都是他们小区的车（俨然成了他们的停车场）胡同本来就窄，这下更窄了，晾衣服扔垃圾的地方都没有，麻烦管理一下 停车管理问题

回复@北京12345:今晚烧烤，摆摊灯火辉煌，浓烟四起，别总嘴上执法，别治标不治本，禁止摆摊，不禁止烧烤，你拿什么
资本可怜别人，拿中国首都的空气吗？上次城管挨了俩嘴巴都能容忍，你们没好处谁信？@北京12345@天涯北京009@北京

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北京人捍卫北京城@廉政东城@解散城管@东四街道办事处

公共空间违章占用；公共
环境破坏；政府管理不力

发表了博文《东四N条胡同（五），永宁寺和新肃王府角楼遗存》东四头条至十四条胡同诺大片保留区没有一座寺庙山门遗存
，让我非常失望，好在东四十四条交汇的板桥胡同中，终于在一处废物堆中，找到网上介绍的一所寺庙东四N条胡同（五），

永宁寺和新肃王府角楼遗存
历史遗迹保存

东四十三条上了晚报，胡同里聚集了大量专干盖违建生意的无照小门脸儿，胡同里杂乱不堪早已失去了本来面貌，而这些小门
脸儿大都是湖北人开的，绵花胡同到罗儿胡同样也聚集了大量这样的小门脸儿，胡同也是被弄得又脏又乱，真应该也上上报纸

曝曝光

公共空间违章占用；外地
人口问题；政府管理不力

东四三条这种占道经营何时能解决。开车回家的时候都无法进入。老板的态度及其恶劣。清政府尽快解决@北京城管大队@人
民日报@北京消防@北京12345@北京电视台@北京东城消防@北京日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北京卫视@BTV特别关注@

东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东城食药@首都食药@首都工商@阳光胡同串子
公共空间违章占用

第六次，东四八条41号至石桥胡同北口，烧烤，摆摊，浓烟滚滚…！雨后的清新味去哪里了？我们秉公执法的公务员去哪了，
我们的空气去哪了，你们城管凭什么纵容，凭什么照顾商贩家庭纵容烧烤，拿什么理由为别人利益破坏空气@北京12345@北

京市东城@天涯北京009@北京人捍卫北京城@北京人发布@首都城管

公共环境破坏；政府管理
不力

北京老胡同九道湾位于东四十四条，那里没有商业店面的气息，纯处老味，相比有名的胡同，闲的脏乱差。那里有梁启超的故
居四合院，院里已盖的房子琳琅满目，看不出是四合院。院对面是梁的住所，但大门禁闭，都已住人，不让进（第八图）。老

外骑车也在逛胡同呢。..
公共环境破坏

@o斌仔o至于东四十条，想起来最可气，现在叫做东四的地方是个路口，原先路口四个方向各有一个牌楼，所以叫“东，四
牌楼”，其东北方向有十个胡同，都称为条，所以第十个胡同就叫“东，四牌楼，十条”，50年代牌楼全拆了，“东，四牌楼

”便改为可笑的东四，“东，四牌楼，十条”改为“东四，十条”。
历史遗迹保存

﹫北京市东城@北京晨报@东四街道办事处@东四街社区这种事情越来越严重，能不能管一管？@Takahashi火星男如果可以
要不要组织一下反对这种行为，我相信有很多人想抵制这种行为//@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这里是东城区玉石胡同，请问私自占用
公共区域安装地锁这种事儿你们到底是管不管，不管的话给个准儿地儿说话，报房胡同整个都被这种垃圾玩意儿沾满了，这么

影响北京市容的东西你们也真看得下去？

公共空间违章占用；政府
管理不力

//@幽光明心://@赏花777:我建议清除【盲流】，查租房中介。物业地下。。看看东四。那一些条子胡同里的家政，都是盲
流开店，黑我们北京人，天价雇工，牛的向土匪，谁敢管一管。严查居委会。教押金1800元。不给退。这那里向北京。黑寡

妇开店。就能得逞。祸害北京人。

公房出租；外地人口问题
；政府管理不力



PART  4

反映问题 微博和游记反映次数 居民研讨会反映次数

停车管理问题 2 4

公共空间违章占用 5 6

公共环境破坏 3 2

政府管理不力 5 5

历史遗迹保存 2 2

外地人口问题 2 3

公房出租问题 1 7

住房条件不良 1 5

养老问题 0 3

总计 21 37

网络语料（新浪微博与蚂蜂窝景点短评）与线下居民调查反映问题对比

网络语料数据：社会感知可靠性验证



PART  4

回龙观地区不同功能地点微博情感变化曲线比较

社交媒体数据(感知)：情绪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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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社交媒体数据(感知)：城市语义

林萃路（生活居住）关键词云图回龙观站（地铁站）关键词词云图



PART  4 社交媒体数据(监测)：特定时间节点前后的舆情变化

宜昌BRT项目——开通前后情感对比曲线（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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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0.

0.25

0.5

0.75

1.

2012年4月之前 2012年10-12月 2013年7-9月 2014年4-6月 2015年1-3月 2015年10-12月

社交媒体数据(监测)：某景区游客情绪曲线

游客情绪——时间变化曲线



PART  4

0.

22.5

45.

67.5

90.

112.5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以季节为周期分析游客情绪

平均情感值 游记数量

社交媒体数据(监测)：某景区游客情绪曲线



PART  4

一个人

22%

小两口

9%

和朋友

52%

带小孩

4%

家族出

游

8%

其它

5%

社交媒体数据(监测)：某景区游客情绪与出行结构

游客出行结构 游客情绪与出行结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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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大数据与众规

大数据与城市研究

2013 2014 2015



城市象限——对转型的响应05



PART  5

01

02

03数据能干嘛？

数据在哪儿？

数据怎么用？

Where？

So what？

How？

行业痛点



PART  5 商业化思考

极高的技术门槛
和人员成本

极低的边际成本



PART  5

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城市实验室（BCL）

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城垣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城市象限



PART  5

IC卡数据处理
时空行为分析
社会感知分析
……

技术

平台数据

咨询
规划设计
政府决策
旅游规划
地产咨询

智慧城市项目
规划设计项目
地产项目
交通项目

高校科研项目
规划设计项目
政府数据平台

业务领域



PART  5

时空行为数据

HTML

社会感知数据

人迹地图平台的数据资源



PART  5

全国范围的数十亿台智能终端的
LBS定位数据

全国行政区划，用地，路网

位置微博和微博语义、游记、贴吧等

部分省市的手机信令

IC卡刷卡等其他数据

POI，房价，点评等

人迹地图平台的数据资源



实现城市理想的法宝06



PART  6 实现城市理想的三大法宝

体征指标
Sign Indexes

诊断平台
Diagnose Platforms

治疗方案
Treatment Paradigms



PART  6

1、体征指标——指标体系

实现城市理想的三大法宝



PART  6

时间
Time

空间
Space

行为
Behavior

人群画像
User Model

标签化 Tags

城市画像
Urban Model

指标化 Indexes

利器1——指标体系
Tool One – Index System



PART  6

诊断城市体征
Diagnose Urban Signs

区分城市空间
Distinct Urban Space

利器1——指标体系
Tool One – Index System



PART  6

生活圈指标

活力指标

公服指标
人流指标

职住通勤指标

城 市
City

行为属性

身份属性

设备属性

位置属性

人 群
People

人口属性

利器1——指标体系
Tool One – Index System



PART  6

职住指标
Job-Housing 

Index 

活力指标
Vitality Index 

用地指标
Land Use Index 

房价指标
Housing Price 

Index 

公服指标
Public Service 

Index

舆情指标
Public 

Sentiment Index

锚点分析
Anchor Analysis 

生活圈
Living Circles

流动监测
Dynamic 

Monitoring 

街道指标
Street index 

单元画像
Unit Index

人流分析
People Flow 

Analysis

街道画像
Street Portrait 

……

……

……

利器1——指标体系
Tool One – Index System



PART  6

流动监测-人流分析 瞬时人流数量 瞬时人流 定位请求数量 定位请求密度 外来访客数量
外来访客密度 进站人数 出站人数 进站人流去向 出站人流来源

锚点分析-生活圈 居民就业地人数 居民休闲地人数 居民度假地人数
就业者居住地人数 就业者休闲地人数 就业者度假地人数

单元画像-职住指标 居住人口数量 就业岗位数量 通勤人口数量 非通勤人口数量
通勤距离均值 通勤距离中值 通勤距离离散度 通勤时长均值 通勤时长中值
通勤时长离散度 内部通勤比例 内向通勤比例 外向通勤比例

单元画像-活力指标内部休闲比例 内向休闲比例 外向休闲比例 职住比 老龄度
二居度 涉外度 宅度 活力度 休闲度 飞人度 差旅度 晚归度 加班度 性别比
单元画像-舆情指标 舆情热度 情绪值

单元画像-用地指标 主导功能 功能密度 功能混合度 道路交叉口数量 道路交叉口密度
单元画像-房价指标 房价均价 房价中值 房价离散度 房租均价 房租中值 房租离散度

单元画像-公服指标 设施数量 设施密度 设施面积 设施建筑面积 人均消费均价 人均消费中值 人均
消费离散度 设施评价总分 设施评价环境分 设施评价口味分 设施评价服务分 ……

街道画像-街道指标 可步行性 整合度 连接值 控制值 深度值 集成度 智能值

利器1——指标体系
Tool One –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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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诊断平台——人迹地图

实现城市理想的三大法宝



PART  6

回龙观地区人口结构

望京地区人口结构

人迹地图——人流分析
People Flow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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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站人流变化
望京站人流变化

人迹地图——人流分析
People Flow Analysis



PART  6 人迹地图——人群分析
Group Analysis

日语语系人口分布

韩语语系人口分布

功能二：
人群分析可描绘每个城市市民的人群异质性，通过地图

将不同人群居住分布、就业分布和典型工作日、典型休

息日的空间活动特征进行可视化呈现。



PART  6 人迹地图——人群分析
Group Analysis

北京市公务员人口分布 北京市研发设计人员分布



PART  6 人迹地图——锚点分析
Anchor Analysis

功能三：
锚点分析按照生活圈规划理论，可以显示特定单元内的人的职-住、住-闲、住-假等
联系特征，并通过这些锚点刻画出中国每个居住区居民的生活圈，以及每个单元内的
人口特征（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职业结构等）



PART  6 人迹地图——锚点分析
Anchor Analysis



PART  6 人迹地图——锚点分析
Anchor Analysis



PART  6 人迹地图——单元画像
Unit Indexes

功能四：
单元画像可以显示每个单元的特征（包含人口特征、地块属性，该单元内
人群的情绪特征）。立体反映该单元的各个维度属性。



PART  6 人迹地图——城市光谱
Urban Spectrum

功能五：
城市光谱可描绘城市不同区域的空间异质性，根据空间的景观、地物等数据以及人在空间单元
里的时空行为数据，从人口密度、通勤、活动、土地使用、景观、产业等指标对城市空间进行
画像和可视化表达。



PART  6 人迹地图
Human Activity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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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治疗方案——数据增强设计手册

实现城市理想的三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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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前期分析 方案设计 评估运营

工具索引

现状分析

指标选择

目标量化

情景模拟

比对择优

跟踪监测

效果评估

运营更新

利器3——数据增强设计手册
Tool Three -- Data Augmented Design Guide



PART  6 利器3——数据增强设计手册
Tool Three -- Data Augmented Design Guide



实现城市理想的实践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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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回龙观，
为何身体被掏空？

实现城市理想的实践
Case



PART  7 回龙观功能提升——数据增强规划设计流程
Data Augmented Planning and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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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认知
Perceptions of Citizens

职住分析
Job-Housing 
Relationships

就业结构
Employment Structure

公共服务品质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空间特征
Space Features

分析角度 Angles of Analysis

家住回龙观，为何被掏空？
Living in Huilongguan, Why Exhausted Eve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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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4000+

健康关注度

涉外度

旅游度

29% 41%

2.2% 5.9%

18% 22%

9.4% 15%

回龙观功能提升——市民认知
Perceptions of Citizens

市民认知：回龙观
Huilongguan

望京
Wa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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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工作日早晚高峰

地铁回龙观站和望京站进出站人数对比

回龙观功能提升——市民认知
Perceptions of Citizens

市民认知：早出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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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居民就业地分布 望京居民就业地分布

回龙观功能提升——职住分析
Job-Housing Relationships



PART  7

回龙观 望京

内部通勤比

回龙观功能提升——职住分析
Job-Housing Relationships

23.7%9.2%

职住比
0.940.62

10.9 KM > 10.6 KM >8.6 KM平均通勤距离

离散程度 14420.97 13273.69



PART  7 回龙观功能提升——职住分析
Job-Housing Relationships

商业 文化教育

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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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工业研发
绿色产业

商业类
平均值

商务
文化
体育

综合商业
医疗
娱乐

通勤较远的从业类型

回龙观功能提升——职住分析
Job-Housing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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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改善职住

解决办法：解放太太

回龙观功能提升——问题剖析
Problem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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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及上地软件园区域道路拥堵情况

回龙观功能提升——通勤分析
Commuting Analysis



PART  7 回龙观功能提升——通勤分析
Commuting Analysis

相关微博关键词回龙观地区通勤心情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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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自行车高速路近期计划

回龙观功能提升——通勤分析
Commut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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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通勤出行不畅

解决办法：优化出行方式
——高速自行车道

回龙观功能提升——问题剖析
Problem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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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地区 望京地区

外溢 内部

回龙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品质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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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地区 望京地区

59%
69% 65%

46%

67% 68% 65%

41%
31% 35%

54%

33% 32% 35%

悠乐汇 新一城 新世界 旺角 凯德 华彩 方恒

外来访客占比 内部居民占比

61%

34%
44%

39%

66%
56%

北店时代 龙旗广场 同城街华联

外来访客占比 内部居民占比

回龙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品质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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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5 0.5 0.75 1. 1.25

餐饮类评分

餐饮类人均

餐饮类密度

回龙观
业态多样性和评分

望京业态多样性和评分

回龙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品质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st Food Korean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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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辣道鱼火锅
呷哺呷哺
好伦哥比萨
吉野家
麦当劳
正一味
米线
麻辣烫
黄焖鸡米饭
麻辣香锅
手工水饺

美蚌鱼头
外婆家
院落创意菜
麻辣诱惑
将太无二
便宜坊
云海肴
金鼎轩
无敌家拉面
苗乡楼
GODIVA

宝岛眼镜
雅戈尔
杰克琼斯
JNBY
哥弟

GAP
Crocs
Hotwind
Folli Folli
Mo&Co
Tommy Hilfiger
H&M
ECCO

餐饮：潮流连锁 购物品牌：潮牌 体验：家居、玩具城、冰场

回龙观主要商业中心 VS 五彩城

回龙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品质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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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公共服务品质低

解决办法： 增加商业供给、提升商业品质；

吸引潮流连锁、特色餐饮；

增加体验性业态：如亲子空间、

精品家居、溜冰场等

回龙观功能提升——问题剖析
Problem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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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南部

回龙观功能提升——空间特征
Space Features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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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14.99%

72.75%

85.56% 85.01%

27.25%

0%

20%

40%

60%

80%

100%

120%

同成街华联（13号线北） 北店时代广场（13号线北） 龙旗广场（13号线南）

来自13号线南部 来自13号线北部

14% 15%

73%

86% 85%

27%

0%

25%

50%

75%

100%

125%

同成街华联（13号线北） 北店时代广场（13号线北） 龙旗广场（13号线南）

来自13号线南部 来自13号线北部

居住人口——北60%：南40%

回龙观功能提升——空间特征
Spac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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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

1.8281.816

现状 方案

增加南北通道，打通断头
路、改善步行可达性

北部 南部

解决办法：
空间句法、Agent-based
Model模拟方案效果

铁路——南北空间割裂

回龙观功能提升——问题剖析
Problem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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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太太

绿色出行

回收外溢客流

提升商业品质

打通南北屏障

3
解
决
方
案

回龙观功能提升——解决方案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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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休闲活动熵
Entertainment Entropy of Residents

内部通勤比
Ratio of Internal Commute

平均通勤距离
Average Commute Distance

语义情绪
Sentiment of Languages

商业对外辐射度
Degree of Business Radiation 

业态多样性
Business Diversity

内部休闲比
Ratio of Internal Entertainment

4 评估监测
4 Evaluaing and Monitoring

通勤时间
Commute Time

回龙观功能提升——评估监测
Evaluaing and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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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栅栏人本观测平台

实现城市理想的实践



PART  7 老城的“生”与“死”



PART  7 同样的“身份”，不同的命运

前门地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北京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划定了25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中
包括位于前门大街西侧的大栅栏和琉璃厂以及东侧的草厂和鲜鱼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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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厂：
夕兴隆街？
西兴隆街

2013年

2016年

大栅栏人本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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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厂：
夕兴隆街？
西兴隆街

大栅栏人本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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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鱼市，
也没有生活的，
鲜鱼口

从推土机开进这
里的那天起，这
个社区就已经死
亡了

大栅栏人本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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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且的生活
唯一的业态

大栅栏人本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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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栅栏地区：一个极具多样性的城市观察样本
元 素 特 征 内 容 交 互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历史性、文化性 建筑风貌
名人故居

人与历史文化

特色商业创意产业
商业性、展示性

时尚性（设计性）
、艺术性

琉璃厂东街
大栅栏商业街
杨梅竹斜街

访客与商户
商户之间
访客之间

传统胡同生活 生活性、传统性 杨梅竹斜街
大栅栏西街

居民之间

重要展览活动 文艺性、传播性 北京国际设计周 访客与活动

大栅栏人本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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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空间内人的活动进行观测和量化？

基于量化的观测结果如何为大栅栏治理而服务？

如何将这种方法推广和应用到城市的各类街区？

1

2

3

大栅栏人本观测



发起机构： 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技术支持： TalkingData，亿阳信通，浙江巨磁，EcoCounter

人本街道实验室
People's Street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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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探针；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感计数器；磁感应线圈

LSL◊ ”œ µÕ ≥4° ¢…ª̇ ÓŒƒª ØΩ ÷œ Ô¬ –̋ –PPU¥ Û æ̋ ›≤ …º Ø” Î∑ ÷Œˆ

传感器布设

大栅栏人本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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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迹 ┘ 

从数字技术视角，通过传感器、
互联网数据平台以及数据科学技
术方法，提供低成本、高效率、
可持续的街区监测与服务。

——大栅栏街区人本观测平台

大栅栏人本观测



PART  7 大栅栏人本观测平台



PART  7

北京坊本市来访者居住地分布

大栅栏人本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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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周”期间杨梅竹斜街行人、自行车和机动车流量对比

大栅栏人本观测



PART  7 大栅栏人本观测







PART  7 北京副中心总体规划与智慧城市专题
Beijing Sub-Center Master Plan and Smart City Subject



PART  7

A0 – 趋势外推 A1 –中心区严控+通州和
北三县政策扶持

A2 –中心区严控+通州和北三县
政策扶持+交通可达性改善

北京副中心总体规划与智慧城市专题
Beijing Sub-Center Master Plan and Smart City Subject



PART  7 上海衡复地区街道设计
Shanghai Hengfu Area Stree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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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绿道局部

深圳龙华绿道用户分析
Analysis on Users of ShenZhen Longhua Gree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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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
传统

总结



PART  8 总结

以数据感知分析为桥梁，

“下社区”去实现城市理想



PART  8 欢迎关注

点击图片可以注册试用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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