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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数据量极大增加、数据思维日益成为社会趋势 

• 超30亿人、约170亿设备联网在线 

• 人类从直立行走到2003年所创造的数据量，总计5艾字节* 

• 到2007年，短短几年数据量已超过了300艾字节 

• 到2015年，全球网络数据流量接连翻番，数据量达到966艾字节 

• 到2025年，全球数据总量将增长至170,000艾字节 

• …… 

 
 

* 1艾字节（exabyte）相当于10亿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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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数据量的预测 



数据思维，体现为对数据应用的工作流程（ workflow ） 

1. 感知：数据的清洗收集，对现实了解得更精细 

2. 测度：数据的分析评价，对状况判断得更合理 

3. 挖掘：数据的综合解读，对原因理解得更深入 



数据感知：对现实的精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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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感知：对现实的精细了解 



数据感知：对现实的精细了解 



数据感知：对现实的精细了解 

收入构成 学历构成 

职业构成 年龄构成 



数据评价：对状况的合理判断 

自行车骑行轨迹热点时空分析 
Spatial-temporal path 

街景图像计算机视觉分析 
Image segmentation 



数据评价：对状况的合理判断 

慢行供给良好地段 

道路事故多发地段 



数据评价：对状况的合理判断 



数据评价：对状况的合理判断 

某时段骑行热度空间分布 某道路骑行热度时间曲线 



数据挖掘：对原因的深入理解 

随机森林模型计算所示，影响骑行轨

迹分布权重较大的因素主要包括： 

1）道路长度 

2）功能兴趣点POI 总数 

3）道路适宜度水平 

4）公交车站300 米覆盖路段长度 

……等 



设计思维，体现为解决问题的创造性、实践性策略 

1. 以人为本：同理用户感触、贴近用户需求 

2. 模糊推进：在知识和能力的边界上保留足够弹性、充分尝试 

3. 原型迭代：由粗略简易的原型开始设计，快速持续地进行修正 

Design Thinking is a method for practical, creative resolution of problems. It is a 
form of solution-based thinking with the intent of producing a constructive 
future result. 
 



设计逻辑与策略 

上海衡复设计竞赛 

现状分析 



设计逻辑与策略 

公共开放空间网络体系规划示意图 

上海衡复设计竞赛 

对开放空间的设计 



设计逻辑与策略 

慢行系统网络体系规划示意图 

上海衡复设计竞赛 

对慢行空间的设计 



设计逻辑与策略 

商业业态网络体系调整规划示意图 

上海衡复设计竞赛 

对商业空间的设计 



设计逻辑与策略 

街道智能化设施布局示意图 

上海衡复设计竞赛 

对信息空间的设计（智慧设施） 



设计逻辑与策略 

基于大数据的成都某商业楼宇业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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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态：地块不建筑 

2. 活力：小型商户（大众点评） 

3. 设计策略：类型划分 

城市形态、城市设计与 
城市活力 



核心指标： 

地块、容积率、密度、楼高、通达性、功能混合度 

城市形态、城市设计与 
城市活力 



城市形态、城市设计与 
城市活力 

形态 活力 



城市形态、城市设计与 
城市活力 



数据思维 + 设计思维 

CPS： Cyber-Physical Systems 

CPSS： 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 

PSS： Physical-Social Systems 

从二元世界到三元世界 



数据思维 vs. 设计思维 

收敛思考 vs. 发散思考 

• 数据思维侧重收敛式的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丌断聚

焦以期寻找最终结果，重点关注寻找“正确”的那个答案 

• 设计思维侧重发散式的思考（divergent thinking），确保有足

够多的可行选项，重点关注在核心主题下提供足够多元、独特、

差异性的创想 



数据思维 vs. 设计思维 

科学家 vs. 设计师：对待“时间/timing”的差异 

• 科学家：以当下（present）为基础，操作物理世界 

• 设计师：以想象的未来（an imagined future）为基础，通过表

述具体路径来使其转化为可行的当下，进而考虑操作手段 

-- John Chris Jones, Design Method, 1992 



数据思维 + 设计思维 

1. 感知分析 

2. 测度评估 

3. 挖掘解读 

1. 以人为本 

2. 模糊推进 

3. 原型迭代 

数据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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