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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简单描述你所认识到的

“正在发生中的城市变化”



53位同学观察到的正在发生中的城市变化



其中城市发展趋势的相关形容词



“九化”之外

[同城化 ]
“我是天津人，从读本科开始在北京生活，由于经常在天
津和北京之间往返，所以十分关注跨城出行和跨城通勤
。由于天津房价较低，适合居住，而北京工作机会更多
，所以选择在两城市之间跨城工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	高度集成化 ]
“智能化之下带来了电子产品高度功能集成，
全方位替代过去城市生活不同功能的物品。

如手机已经集通讯、娱乐、学习、工作于一身；

而人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都被集成到单一的应用中，

如支付宝。又如智能家居在当下都是全套服务，

集成于统一的控制台，与以往单件家居构成家居不同。”

[去现金化]
“ 震撼 直观的的感受是发生在中国城市的

“去现金化”。我们一步跨越了信用卡式的

支付方式，成为世界上 智能的支付国度。

这有利于提升效率、保障安全（小偷偷不到了）

、增加流动性促进消费。”

[轻资产化 ]
“轻资产化。互联化串联城市后，

让一切共享成为可能，

人们越来越放松对财产拥有的观点，

转而追求对物品的使用权；”



“九化”之外

[阶层化 ]
“空间上的阶层分化加剧，上层人群和底层人群
从出生、上学到工作都处在不同的空间内，
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交流。”

[庸俗化 ]
“城市的外表变化，像个城乡结合部的杀马特娃，
不分优劣地大量接受，又由于年富力强而全盘吸收，

爆炸头（习总所说“奇奇怪怪的建筑”）、腰身背后的爆款
挎包（跟风而为的新区建设）、背后纹着的“葬爱家族”的
“荣誉图案”（庸俗的城市空间面貌）等等是我所看到的中国
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经历而正在有意识摆脱的城乡之间相互

纠葛的发展阶段……城市的“外表”逐渐失控地像庸俗化的方向
愈演愈烈。”

[心理抑郁化 ]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类社会关注的更多的是办事的效率，
对人内心健康的关注没有跟上脚步。在朋友圈里攀比，在主
干路上并道，旅游需要炫耀，健身需要打卡，现在高楼大厦
和未来的云霄飞车都是“生产速度”的产物——从城市空间
到网络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身边事物的冰冷变得不开
心。



“九化”之外

[高度数字化]
“未来的城市是高度数字化的，所有的城市信息都
可以以数据的形式储存和传播”

“未来城市会越来越走向数字化，城市物联网化的
程度会越来越高，这势必对传统规划的城市街景
产生很大影响。”

And	so	on….

[极化 ]
“阶层的“极化”仍然是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甚至会愈
演愈烈。校友郝景芳名声在外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端“极化”的未来城市。虽然小
说中将这种“极化”表现得十分生硬和尴尬，但这种不
同阶层在工作和生活时间和空间上完全分隔的设想仍然
能使人警醒。

[层级化 ]
“层级化是城市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传统城市的转型，
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这必然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先实现转型升级的，肯定是能够首先获得政治、经济资
源青睐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以前 v.s.以后

“以前瞭解的城市中的變化是實體，現在的城市變化則是虛擬的。”

“以前新闻通过电视、广播以及报纸传播，特别是报纸这样的媒介，
即使每天更新，但时效性较差，而且无法获知阅读者的反馈。

现在新媒体发展背景下，传播实时而且能获得大量反馈。”

“以前的社交需要大家聚在一起交流，
现在的社交通过网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信息从语音转化成无声的文字。”

“以前的小店已经不见，
现在各种高楼大厦树立起来，各种工业园区，风景区增加啦！”



“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小结

综合53份答题，其中讨论 广泛也 深入的是 “技术层面”的变化，
普遍认为因技术发展或创新，进而快速带动城市的变化，答题内容与技

术相关的关键词，其中又以“交通”、“互联网”等技术 为大家所讨论。

(下表表列于53份答题中出现的十大与“技术”相关之关键词)

在我们的答卷之中，更有多位来自不同城市的同学，相对比自己的

家乡与首都京城，两地不同的发展速率、规模，抑或是城际之间的合作

、差距，提出了 直观、 深刻的体悟。

面对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多数同学对其提出较为乐观的观点，当

然也有同学指出了他们认为相对消极、担忧的层面，如：人际关系之间

的疏离、技术与机器的大量替代、社会之间的分歧与阶级化加剧…等，
提醒了我们在这波汹涌的时代大潮之中，我们还须时时警惕并修正、纠

偏，以确保城市其发展 核心的目的而非恣意而为。

42 24 17 16 12 12 12 10 9 9

交通 互联网 出行 手机 app 共享单车 传播 外卖 微信 高铁



[二 ]

说说你对"未来城市"的看法?



53位同学对未来城市的看法



未来城市…

“未来的城市真的很难想象。”

“未来城市是集数据自动获取、自动分析、
自动控制于一体的建筑物、工具、生态的组合。”

“未来城市会更注重满足居民高层次的需求，也会因此产生新
的产业和工作，大大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未来的城市会高度模块化。”

“未来城市的边界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未来城市是一个数字城市，一个量化城市。
得信息者得天下，城市生活的经济、社会、生态领域

都会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



未来城市…

“未来城市会将人们活动的主体转移到加强现实之中。
意即现实的尺度与物理隔离等概念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整个城市便像一个巨大的机器一样，
将血液输送到一个个超越空间的“神经元之中”。”

“未来城市给人们的不只是更多的便利，
也不只是更多的虚伪，

它应该给人更多的选择。”

“	“未来城市”的内核应当是因地制宜，
因为地理、历史和文化所铸就出的风土人情

不应是发展的阻力反而是发展的助力。”

“未来城市可以随着科技的发展更加抽象化，
城市空间的直观感受可能是无序的，

但城市的内部信息会变得更加有序，尤其是更加高效。”



未来城市…

“未來的城市也許不再提供就業機會，
而是機器為人們服務的中心。”

“未来城市，
那肯定是方便，快捷，更加符合人们需求的！”

“未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面积不断扩大，
当前的行政区划可能不再适用。

城市作为人类在一定区域内的聚集地，可能被重新定义。”

“未来城市的发展会伴随一批旧职业的消失
和一批新职业的诞生。”

““未来城市”一定是智慧的城市、便捷的城市、安全的城市，同
时也是生态宜居的城市。”



小结：所謂 “未來城市”

相较于 “正在发生中的城市变化”，我们把时间轴拉长来做讨论，发
现同学们对于所谓的 “未来城市”提出了更多元、更开放的想法；如:

立体化、地下化、模块化、抽象化 等概念，

都出现于各种层面的讨论之中，对于“未来城市”的描绘与想象相对正向
、积极与宏观。

实质空间上，城市将会越来越具弹性、韧性以面对人类社会与科技

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将能有更多的选择，以呼应不同群体之间的

个别需求；其中更多的同学提出未来城市的实质环境与 “自然环境”不再
对立，能够以更和谐的方式共存共荣。

而在社会空间的层面上，同学们普遍相信，随着科技进步与技术发

达，未来的城市可以更安全、更多元、更宜居、更以人为本。

总体而言，53份答卷皆对未来城市抱持乐观态度，期待在接下来的
课程中能持续为大家提供新数据之于城市规划的崭新视野，开展各位同

学对于未来城市的无限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