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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龙濂 ： 从城市大数据到新城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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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２ ０ １ ８年 １ １ 月 １ ４ 日 ，

Ｂ

ＡＣ 建筑创作
”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采访了该校特别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龙Ｉ 话题涉及尨瀛从事规划大截据研究的个人经历 、 目前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

以及未来獅酔的发展 。

ＡＣ ：８ＥＳ如傅在自Ｂ的学３３和工作＆班中接ＨＳ ＩＭ市规划 ＆ 大数

鼷领域？ 出子《样的考虑 ， ｆｌ揮７在商校进抒大敝麵与Ｍ市相关的研究

工作？

？■ ： 我的本科和硕士就读于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 ２００４

年硕士毕业后进入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 ， ２００ ８ 年起用三年

时间读完了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在职博士 。 我是从硕士阶段开始接

触数据和 Ｇ Ｉ Ｓ 相关的霣化硏究课题 ， 当 时的课题是
“

図域水污染控制系

统规划支持模型研究
”

，
主要是开发了

一

个简单的规划支持系统来支持污

水处理厂的布局规划 ＾２０ ０２ 年可用数据相当 有限 ， 仅有最基本的 Ｇ ＩＳ

数据和统计数据供硏究者使用 ， 只能采取
“

小数据 ＋ 大模型
”

的方式
，

即把有限的数据用力地用系统和模型来折腾 ， 以实现科研价值 。 ２０１０年 ，

一

个偶然的工作机会 ， 我接触到了北京市公交
一卡通数据 。 以

一千万持

卡人的出行数据为基础
，
我和合作者 ２０１ ２年在 《地理学报 》上发表了 《利

用公交卡刷卡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 》
一

文 ， 是国内
一

项

较早开展的城市大数据实证硏究工作 ，
也开启了我的城市大数据研究之

路。 ２０１３ 年 ， 由我创办的研究平台北京城市实验室 （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Ｃ ｉ ｔ

ｙ
Ｌａｂ

，

ＢＣ Ｌ ） 成立 ， 这是国 内首个开放的量化城市研究网络 ， 展示 、 共享跨学

科的霣化城市研究资源和成果 。 ２０１ ５年底我受邀加盟清华大学 ， 研究方

向进
一

步拓展 ， 只要是和城市空间相关的研究 ，
都是我感兴趣的话题 。

总体上我个人研究从环境跨到了规划 ， 从系统和模型开发跨到了量

化城市研究与数据增强设计
ｍ

（ Ｄａ ｔａＡｕ
ｇ
ｍｅｎ ｔｅｄ Ｄｅｓ ｉ

ｇ
ｎ 、 ＤＡＤ ） 。 目

前我们更侧重人本尺度城市形态领域的硏究 ， 致力于回答什么是好的空

间 ， 如何塑造好的空间 ， 进而发展相应的城市科学 。

ＡＣ ： 清介绍下您目黼的研死９队《工作主羅内《 。 ＿ｆｌ］发＿嫌的研

究讎■澳及大敝鑭的在不Ｎ？ １Ｒ下的成用 ， 并不＿寿子蠤个细分领Ｍ ，

想在进揮研究嫌■的Ｈ的际准和９轘Ｓ扦么？

＃瀛 ： 龙瀛实验室目前有 １ ５人左右 ， 团队成员包括博士后 、 博士生 、

硕士生
、
硏究助理和客座学生 。 我们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

，
蕴

含很多规律等待我们去挖掘 。 实验室的工作目标是通过深度挖掘数据 ，

与同行共享数据 ， 揭示城市的规律 ， 提升建成钚境质置。 这里用四个层

面的特点
，

概括我们对城市大数据以及相应城市与规划研究的思考和价

值观 。

囂视教胄

早期的规划支持系统难以真正支持规划 。 ２０ １ ３年之前的规划支持系

统以 工具驱动支持规划
”

为理念
，
系统的技术门槛比较高

，
给没有接

触过相关知识的规划人员带来了较高的学习成本 ， 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

并不理想 。这种状况一方面与职业教育阶段缺失相关课程有关 ； 另
一

方面 ，

早期规划辅助工具的设计也不够完善
，
对规划师的开放程度有限 。 ２０ １４

年之后
，
规划支持系统的设计原则逐渐由

“

工具驱动转向数据支持
”

， 或

者说
“

由工具辅助转向数据增强
”

，
量化分析以辅助者的身份出现 ， 成为

了现有规划方法的支持和补充 。 这样一来
，
数据辅助规划设计 （ 数据增

强设计 ）的接受度提高了不少 ， 近几年规划师和规划专业学生也有意愿投

入时间精力去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 。 作为清华的教学团队 ， 我们非常重

视在教育层面上推动
“

大数据支持城市规划
”

领域的发展 ， 投入很多时

间精力推出优质教育资源 。 如我们 ２０１８ 年秋季起推出 《大数据与城市规

划 》 Ｍ００Ｃ 课程 ，
在

“

学堂在线
”

这样的网络平台上共享视频课件 ， 并

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研究生课程同步构建
一套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系

统 ； 同时我们组织编写的教材 《城市规划大数据理论与方法 》 也完成了

第二版校对 ， 即将出版发行 。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让规划专业学生接触数

据思维 ， 让数据收集 、 处理 、 分析技能成为他们的直接经验 。 在不久的

１数据增强 与七位合作者共同提出的ＭｉＳＷ方法论 ， 目的是 境下的诸多 果 ， 反ｍ向未来的Ｗｉｍ十 。 种
１
０＾＊１５分＾）？１的ｍｍｔｉ

■

方法 ， 析 、

建模 、 预测等手段 ， 为规划■的全过程離调研 、 分析 、 方案设计＇别介 、 追鱗支持工具 ， 以数据实证提高谢十的科学性 ， 并激发細册人员的艦力 。



１９

将来
，

规划行业就会拥有
一

支具备数据思维的专业人员队伍 ， 前期的教

育工作意义深远 。

开放和分享

“

大数据与城市空 间
”

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学科领域 ，

互联网注重分享的特点决定了这
一

领域的硏究成果只有通过分享才会更

加有价值 。 分享数据 、 分享经验 、 传播知识是我们基本的工作态度 。

为了能贯彻这样的理念 ， 龙瀛实验室的硏究成果 、 课程资料和数据

资源很大
一

部分都在北京城市实验室的 网络平台上与使用者共享 。 在此

平台上 ， 我们坚持每周更新 ， 内容涵盖了 团队的相关研究工作 、 学术活

动信息 、 城市空间数据以及各种 免费学习资源 ，

通过北京城市实验室系

统性地归纳 、 整合资源 ， 以期促成
一

个活跃的学术交流平台 ，

让我们能

触及更 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

一起投入到大数据与城市空间 的讨论当中 、

激荡更精采的学术火花 。

除此之外 ， 我们在校内的课程设计上也同样强调了开放和分享 的概

念 ， 在课堂讲授之余额外整理了拓展学习内容 ， 包含相关学术报告 、 期

刊文章 、 软件工具包等 ， 同时在课余时间 设置了不同主题的课外沙龙 ，

邀请不 同领域的知 名学者分别围绕
“

数据抓取
”

、

“

空间句法
”

、

“

城市感

知计算方法
”

以及
“

城市规划设计公众参与
”

等多种 多样主题进行分享 。

通过提供多元的学习材料和交流机会 ， 鼓励同学自 发式地学习 ， 从而达

到开拓眼界 、 激发学习兴趣 、 优化教学效果的目 的 。

研究方向的选择

城市空间是规划设计 、 建筑设计 、 景观设计关注的对象 ， 也是我们

的立足之本 。 实验室的研究项目数量庞大
，

但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

城市

空间量化研究与规划设计响应研究 。 城市空 间量化的 目标是理解城市现

状 ， 总结出适用于城市空 间的普适性规律 ，

而规划设计响应的目标是改

善人居环境或自然环境 ，

提升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

在城市空间量化的研究中 ， 团队的关注点有两个 ，

一

是关注全国尺

度的城市系统 ，

而不是持续关注某
一

个地区 。 我们的很多研究都是全国

性的
， 有些研究甚至已经涉及全球的城市数据 ，

目标就是发现适用于不

同城市的普适性规律 。 第二个关注点是人本尺度的城市形态 ，
也就是介

于传统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之间的城市设计尺度 ， 或者说街道 、 公共空间

尺度的城市形态 。 只有在研究尺度上深入到
“

人
”

的层面 ， 才能够在规

划上做到以人为 本 。 我们研究街道的空 间状态 ，

开敞程度 、 铺装 、 街道

家具 、 绿化 、 建筑界面等复杂的因素 ， 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的步行

体验和空间活力 ， 在人本尺度上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空间规律 ， 也可

以对过去研究中提出的相关结论进行验证
，

突破之前研究的局限性
。

坨瀛的研究关注的三个尺度上的城市问 题 ，

基于不同的分析尺度 ， 团队的研究成果涉及城市系统和 城市产业的不同 层面 ，

如全国功能性城市地域识别
，

地块尺度的城市扩张横拟 、 北京居住选择行为 研究 、 基于大数据的北

京资产价值与土地 生命周期 研究等 。 图 片来源 ： 龙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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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与大数据理论与方法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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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致力于定置城市研究的学术网络 ， 专注于

运用跨学科方法 置化城市发展动态 ，

为更好的 城

市规划与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

最终建立起可持续

城市发展所黑要的方法学基础 。 经过五年的发展 ，

实验室逐渐成为 广大海内外学者了解中 国城市研

究的门户 和平台 ， 目前有核心团队 ８ 人
， 骨干研

究员 ３４ 人 ，

青年学生会员 ４３ 人
，

关注者超 过

２ ００ ００

在总结出城市设计的规律之后 ， 我们就能基于掌握的数据 ， 说明什

么样的空间 是好的 ， 怎样塑造好的空 间 ， 杷经过验证的规律用于面向未

来的创造 ，
这就是数据增强设计 。 对于不同的城市 ，

可以通过数据比对 ，

实施成本最低 、 效果最好的空间优化策略 。 比如提高容积率和进行城市

功能混合开发两种策略 ，

一

个改变的是城市形态 ，

一

个改变的是城市功

能组织方式 ， 如果功能组织比城市形态重要得多 ， 那城市建成区就有大

量的可改造空间 ， 在城市形态不变的前提下 ， 调整城市功能就可以达到

城市更新的 目的 。

探索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
“

新城市科学
”

今天的城市和人的生活方式 ，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飞速变化 。 比如

传统的汽车工业 ， 就受到了电动汽车 、 无人驾驶技术和机器人算法的挑战 。

在未来
，

交通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 而非机械的出行行为 。 很多传统领

域也正在面临类似的 状况 ， 新技术其实正在对城市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

回顾历史 ， 每一次工业革命对世界的影响 ， 在变革的当时都被严重低估 ，

往往越是置身于潮流之中 ，
越是不容易感知到剧变 。

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 ，

要充分认识到新数据 、 新技术

对城市和城市规划的影响 ， 我相信很多 已有的城市理论已经不适用于解

释我们 当下的城市 。 我认为一个全新的 、 不依赖于现有建成环境学科框

架的新学科正在形成 ， 我把它称之为
“

新城市科学
”

。

“

新的城市科学
”

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 ，

融合 了城市规划 、 人工智能 、 互联 网 、 公众健

康等诸多领域 ， 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学科 。 简单来说
，

就是利用新数据 、

新方法和新技术 ，
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

一系列颠覆性技术作用下的

变化中的新城市 。

在 目前的研究工作中 ， 我的 团队对新数据 、 新方法和新技术保持高

度嗅 觉 ， 将
一

切能回答城市空间特別是公共空间硏究问题的方法和技术

都纳入研究范畴 ， 运用空间句 法 、 数据挖掘 、 深度学习等方法
，

借助穿

戴式设备 、 传感设备 、 物 联网等新技术
，

来研究受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刻

影响的新城市 ， 为
“

新城市科学
”

的建立做出努力 。

ＡＣ ： 您如何看待城市大数据以及相应的城市规划研究的未来

龙瀛 ： 我们团队 目前非常看重和看好与两方的合作 ， 分别是互联网和

公共健康领域 ， 我们坚信这些是面向未来的学科 。 身处计算机帝国和互联

网时代 ， 计算机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 提高社会和城市的运行效率 ；
医

疗机构则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命质量 ，

这两个学科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核心组成部分 。 我们团队已经和国 内的多个互联网公司 （ 如百度 、 腾讯 、

阿里巴巴 、 滴滴 、 摩拜和咕咚等 ） 和公共健康相关机构 （ 如北京市心肺血

管疾病研究所 、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等 ） 展开合作
， 研究已有的病例

和城市的关系 ，

评估医疗政策对城市和人的影响 。

我认为规划领域是
“

新城市科学
”

的一个组成部分 ， 要做具有前瞻

性的研究 ，

就要跳出传统的专业领域 。 龙瀛实验室目前只有三分之
一

的

硏究是与规划设计相关 的
，

另外的部分我相信是可以在未来十年之内崭

露头角的新领域 ， 有望对城市产生切实的影响 。

作为研究者
，

我们的立足点一方面是为更多硏究者发掘新的研究领

域 ， 引领研究工作的方向 。比如之前对公交卡的研究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

目前我们试图将更多硏究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人本尺度的城市空间 、 精细

的城市管理 、 科学的规划设计上来 ，

这是城乡规划与设计学科的核心之
一

。

另一方面我们会坚持做自 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

比如数据增强设计就是

这样
一

个方向 ， 我们相信这项工作会更为长远地影响整个规划行业的

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