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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教学方向

• (新)城市科学
• 城市空间分析
• 城市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 城市模型
• 数据增强设计
• 智慧城市(空间)

专业履历

• 2022.01 至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研系列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2017.01 – 2021.12.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研系列准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2015.12 – 2016.12.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
• 2013.05 – 2014.04. 英国剑桥大学建筑系访问学者(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
• 2009.08 – 2015.12.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 2004.08 – 2009.07.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

教育经历

• 2008.09-2011.07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
• 2002.09-2004.07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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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09-2002.07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学士

课程教育

1. 2018秋、2019秋、2020秋、2021秋、2022秋. 新城市科学(00000042-90), 本科生全校
选修课, 2学分, 主讲

2. 2016 秋、2017 秋、2018秋、2019 秋、2020 秋、2021 秋、2022 秋.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
(70000662-0), 研究生, 2学分, 主讲

3. 2022春、2022秋. 智慧城市专业创新实践(01510583-90) , 本科生, 3分, 共同主讲

4. 2020 春、2021 春、2021 秋. 智慧城市专业创新实践(41510115-0), 本科生, 5学分, 共同
主讲

5. 2018 春、2019 春、2020 春、2021 春、2022 春、2023 春 . 设计专题三 (城市设计 (英
文))(80001063-0), EPMA研究生, 3学分, 共同主讲

6. 2016 夏、2017 夏、2018夏、2019 夏、2020 夏、2021 夏、2022 夏. 城乡社会综合调研
(40010032), 本科生, 2学分, 共同主讲

7. 2018春、2019春. 城市模型概论(00000031-90), 本科生, 1学分, 主讲

8. 2016春. 规划设计专题二(总体城市设计), 研究生, 3学分, 共同主讲

9. 2021秋、2022秋. 新城市科学, 新时代高校教师融合式教学进修项目, 主讲

10.2021 春、2021秋.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 清华继续教育学分课程(在线公开课 MOOC), 学堂
在线, 主讲

11.新城市科学(大规模在线公开课MOOC), 学堂在线, 主讲

12.大数据与城市规划(大规模在线公开课MOOC), 学堂在线, 主讲

13.New Science of Cities (大规模在线公开课MOOC), edX, 主讲

14.Big Data for Understanding Urbanizing China (大规模在线公开课MOOC), edX, 主讲

15.2022-2023. SRT项目: 清华大学智慧校园平台的初步搭建研究, 指导教师

16.2021-2022. SRT项目: 城市空间智慧化案例调查与总结, 指导教师

17.2018-2019. SRT项目: 基于 CityEngine的大尺度总体城市支持方法研究, 指导教师

18.2017-2018. SRT项目: 中国收缩城市规划实施评估与参与主体调查, 指导教师

19.2016-2017. SRT项目: 中国城市空间衰败现象的识别、评价与干预,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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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与竞赛

1. 2020/2021/2022,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建筑学专业硕士(未来人居设计)项目优秀大学
生夏令营, 10人/8人/7人, 指导教师

2. 2020. 清华大学大数据能力提升项目实践课程, 15人(共 3组), 指导教师

3. 2020. 大数据系统基础课, 10人(共 2组), 指导教师

4. 2019. 中国收缩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坊(2019鹤岗), 研究生, 87人, 策划者及指导教师

5. 2018. CAADRIA 2018 数据可视化工作坊, 140人, 授课老师

6. 2017、2018. 大数据支持空间规划与设计竞赛及工作坊, 研究生, 组委会共同主席及指导
教师

7. 2017. 第三届中国空间句法会议学生工作坊(深圳), 研究生, 24人, 授课及指导教师

8. 2017. 城市大数据工作坊, 研究生, 40人

9. 2019. “挑战杯”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指导教师

10.2017/2018/2019. “城垣杯·规划决策支持模型设计大赛”, 指导教师

11.2017. 艾景奖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 指导教师

12.2017. 义龙未来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指导教师

13.2016/2018/2019.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 指导教师

科研荣誉与获奖

1. 2022. “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 2021”(World's Top 2% Scientists), “年度科学影响力
排行榜”榜单(城市及区域规划领域全球排位 80名, 该领域中国大陆学者中排位第 1), 斯坦
福大学

2. 2022. 大城市通勤交通时空辨析与效能提升关键技术及应用,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5/15) ,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3. 2022. 棕地再生理论与关键技术及应用,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4/9),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4. 2022.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技术与管理机制研究和示范, 北京水利学会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10/15), 北京水利学会

5. 2022. 国土空间规划下的收缩城市研究创新团队, 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国土空间规划
行业, 首席专家), 自然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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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2. 人口收缩背景下鹤岗市城市空间问题分析及更新规划研究, 2020年度优秀城乡规划
设计(一等奖, 2/15), 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协会

7. 2021. “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 2020”(World’s Top 2% Scientists), “年度科学影响力排
行榜”榜单(城市及区域规划领域全球排位 84名, 该领域中国大陆学者中排位第 1), 斯坦福
大学

8. 2021. 国土空间规划决策支持平台建设与应用,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科技奖(三等, 12/15), 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

9. 2021. 资源枯竭型城市空间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 黑龙江省 2021 年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
等, 2/10), 黑龙江省工程咨询协会

10.2021. 建成环境与交通出行耦合机理及规划调控关键技术, 2021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一等,
2/15),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11.2021. Urban modeling for streets using vector cellular automata: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eijing, Best Research Presentation Award (Bronze Prize) (1/2),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Land Use Transport Modeling

12.2020. “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 2019”(World’s Top 2% Scientists), “年度科学影响力排
行榜”榜单(城市及区域规划领域全球排位 117名, 该领域中国大陆学者中排位第 3), 斯坦福
大学

13.2020. 人口收缩背景下鹤岗市城市空间问题分析及更新规划研究, 黑龙江省优秀城乡规划
设计 (一等, 2/15), 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协会

14.2020. 资源枯竭型城市空间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 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 1/1), 黑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5.2020. 青岛市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系列研究及导则, 2020年度青岛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一
等, 6/12), 青岛市城乡规划协会

16.2020. 青岛市公共空间特质评价, 2020 年度青岛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二等, 2/10), 青岛
市城乡规划协会

17.2020. 国家 “万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 中共中央组织部

18.2020. 全球前沿科技青年科学家, 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CPGIS))

19.2020. 阿里数字乡村 50人论坛首批成员, 阿里巴巴集团

20.2019. 基于多源新数据的城市绿地多尺度评价: 针对中国主要城市的探索, 《风景园林》优
秀论文奖(通讯作者), 风景园林杂志社

21.2019. 中国城市规划青年科技奖,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2.2019.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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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19. 首届 30位新生代数字经济人才 浙江省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中
心

24.2019. 京津冀地区城镇空间扩张模拟与分析, F5000/领跑 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
学术论文 (2/2) (通讯作者),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5.2019.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中国收缩城市正确规模模型, 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提名奖),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

26.2019. 高校 GIS新锐奖, 第七届高校 GIS论坛, 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7.2018. 北京城乡空间发展模型,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规划信息专项) (三等, 1/15), 中国
城市规划协会

28.2018. 大数据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规划信息专项) (二等,
3/15),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9.2018.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青年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30.2017. The “Young Researcher Award in GIScience”,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ommission for GIScience

31.2017. 存量、增量之辩下的城镇用地开发与模拟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成都市第十三次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三等, 2/2), 成都市人民政府

32.2017. 武汉市中心体系规划研究, 湖北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城市规划) (表扬奖), 湖北省
城市规划协会

33.2017. 大数据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二等, 3/15), 北京城
市规划学会

34.2016. 数据增强设计: 新数据环境下的规划设计回应与改变, 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
奖 (佳作, 1/2),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

35.2016. 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 首届最具影响力中国地理期刊优
秀论文 (1/3), 中国地理学会

36.2016. 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 F5000/领跑者 5000——中国精品
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 (1/3),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37.2016. 城乡规划云平台探索与实践,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二等, 4/15), 中国城市规划
协会

38.2016. 城乡规划决策支持平台, 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 (一等, 8/15),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39.2016. 基于气象条件的北京市域空间布局研究, 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三等, 5/7), 华
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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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15. 城乡规划云平台探索与实践, 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二等, 4/15), 北京城市规
划学会

41.2015. 大模型: 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三等, 1/4), 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

42.2015. 城乡规划云平台探索与实践, 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 (三等, 4/15),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协会

43.2014. 规划支持系统框架体系及典型应用研究,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三等, 2/10), 北京市人
民政府

44.2014. 规划支持系统框架体系及典型应用研究,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三等, 2/10), 中
国城市规划协会

45.2013. 规划支持系统框架体系及典型应用研究, 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一等, 2/10),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

46.2013. 规划支持系统框架体系及典型应用研究, 北京市规划委系统优秀调研成果 (二等, 排
名第 2)

47.2012. 佛山市水环境保护修复与建设集成研究, 广东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 (一等, 10/16),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48.2012. 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北京段),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二等, 10/10), 中国城市规
划协会

49.2011. 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北京段), 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一等, 4/15), 北京城市规
划学会

50.2011. 北京市规划审批数据统计分析研究, 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二等, 10/10), 北京
城市规划学会

51.2010. 高校 GIS新秀, 2010全国高校 GIS论坛, 高等院校地理信息系统 (GIS)论坛组委会

52.2010. 北京城市发展模型, 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三等, 1/4),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
委员会

53.2010. 北京城市发展模型,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优秀规划研究奖 (二等, 排名第 1)

54.2010. 城市规划空间形态模拟及政策建议——规划设计院综合数据库建设与管理研究, 海
峡两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论坛年会优秀论文奖 (一等, 排名第 1)

55.2010. 城市形态与通勤交通能耗的关系识别,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专题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
奖 (一等, 排名第 1)

56.2009. 北京市限建区规划, 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金奖, 5/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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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009. 北京市限建区规划,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一等, 5/15),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58.2009. 北京市山区协调发展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二等,
7/14),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59.2009. 综合约束 CA城市模型: 规划控制约束及城市增长模拟, 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
文奖 (三等, 1/5),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

60.2009. 城市规划空间形态情景分析, 全国博士生论坛(建筑学)优秀论文奖(排名第 1)

61.2008. 北京市节约用水规划研究(2006-2020年),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三等, 4/8), 北京市人
民政府

62.2007. 北京市节约用水规划研究(2006-2020年), 北京市第十三届优秀工程设计 (一等, 4/8)

63.2007. 北京市节约用水规划研究(2006-2020年), 北京水务科学技术奖 (三等, 4/8). 北京水
利学会

64.2007. 北京市限建区规划, 北京市第十三届优秀工程设计 (二等, 5/8)

65.2006.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先进职工

66.2005.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优秀新进大学生

67.2004. 清华大学优秀硕士毕业生

教学获奖

1. 2022. 教改项目: 《新城市科学》多平台知识共建共享新教学模式探索

2. 2022. “面向沿边地区人居环境改善的城乡规划大数据理论与方法课程虚拟教研室”, 第二批
虚拟教研室(带头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3. 2022. 《新城市科学》课程, 第二批清华大学优质通识课程建设计划(主讲教师), 清华大学

4. 2021. 教改项目: 《新城市科学》教学资源完善与教材编写

5. 2020.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MOOC课程, 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6. 2020. 《城市规划大数据理论与方法》教材, 第八届高校 GIS论坛优秀教学成果奖, 国家地
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 2020.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MOOC课程, 清华大学在线开放课程优秀慕课奖(首届)(1/10),
清华大学

8. 2019.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MOOC课程, 入选学习强国及其每日慕课(两次), 中共中央宣
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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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9. 《城市规划大数据理论与方法》教材, 国家住建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及高校城乡规划专业推荐教材

10.2019. 基于MOOC 的《大数据与城市规划》混合式教学实践, 中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教育
年会教研论文(排名第 1)

11.2019. 基于小型标准化商业空间活力分析的收缩城市研究, 第三十七届 “挑战杯”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三等), 优秀指导教师, 清华大学教务处、清华大学科研院

12.2018. 教改项目: 探索新城市科学前沿的跨学科教学研究

13.2018. MOOC教育践行者, 学堂在线

14.2018. 基于数据增强设计方法论的教学实践, 中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教育年会优秀教研论
文(排名第 1),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15.2017. 教改项目: 基于问题导向和发表目标的城市大数据教学研究, 研究生

16.2017. 第七届艾景奖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 年度最佳指导教师

17.2017. 基于问题导向和成果产出的城市大数据教学研究, 中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教育年会
优秀教研论文(排名第 1),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指导学生获奖

1. 2022. 清华大学 SRT计划优秀项目奖( 一等奖)(吴其正、胡鸿熙、黄超逸、张嘉宸、刘峰吕、
贾洪婷、白颖豪), 指导教师

2. 2022.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张恩嘉、李伟健), 指导教师

3. 2022. 清华大学校设二等奖学金(侯静轩、王新宇), 指导教师

4. 2022. 清华之友-城房二等奖学金(梁佳宁), 指导教师

5. 2022. 2022级清华大学“未来学者奖学金”(马悦), 指导教师

6. 2021. 何以为邻？——社会网络视角下清河街道社区生活共同体尺度研究, 2021城市可持
续调研报告国际竞赛(金奖) (刘泓显、杨鑫、周楚昱、李佳彤), 指导教师

7. 2021. 酒香不怕巷子深——北京市五道口片区深巷网红空间分布模式与形成机制, 2021 城
市可持续调研报告国际竞赛(提名奖) (张鹤鸣、郑舒文、张一、姚雨昕), 指导教师

8. 2021. 城市危流——设施与行为视角下北京市海淀区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调查(提名奖) (林俊
彤、李云婷、周哲信、黄俊卿), 指导教师

9. 2021. 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陈婧佳), 指导教师

10.2020. 千摊万市春满园——杭州夜市多元化生存状态调查, 城市可持续调研报告国际竞赛
(提名奖) (谢金丰、张晨玥、涂文颖、吴昌琦),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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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0. 新生活, 新垃圾, 新问题——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新对策初探, 城市可持续调研报告国
际竞赛(提名奖) (宿佳境、尹昕、安珺、李沅儒), 指导教师

12.2020. “圈” 里 “圈” 外——当代老年人生活圈的差异化特征研究, 城市可持续调研报告国际
竞赛(提名奖) (刘郭越、韩雨、张耀元), 指导教师

13.2020. 停亭 “难” 立——北京老旧小区机械式停车改造困境研究, 城市可持续调研报告国际
竞赛(提名奖) (孙叶、张雪婷、陈伯安), 指导教师

14.2020. 清华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陈婧佳), 指导教师

15.2020. 网络理论视角下万物互联的城市机遇与挑战, 《中国建筑教育》清润奖大学生论文竞
赛(二等)(张恩嘉、侯静轩), 指导教师

16.2020. “科技创新, 星火燎原” 清华大学学生创新人才(严澜), 指导教师

17.2020. 北京市心肌梗死患者历史与当下医疗可达性评价模型, 第四届“城垣杯·规划决策支
持模型设计大赛”(三等) (苏昱玮、张雨洋), 指导教师

18.2019. 清华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张恩嘉), 指导教师

19.2019. “教育部 2019年度港澳台侨学生奖学金” 研究生特等奖(徐婉庭), 指导教师

20.2019. 清华-青岛数据科学研究院“RONG”奖学金(二等) (徐婉庭), 指导教师

21.2019. “胡” 里胡停——北京市东城区胡同停车治理调查,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城乡
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作业评优(佳作) (刘锦轩、欧俊杰、王祎、朱婧文), 第三指导教师

22.2019.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失序: 识别、测度与影响评价, 第三届“城垣杯·规划决策支持模
型设计大赛”(特等) (陈婧佳、徐婉庭、张昭希), 指导教师

23.2019. 基于延时摄影与深度学习的人群时空行为研究模型, 第三届 “城垣杯·规划决策支持
模型设计大赛”(一等) (张恩嘉、侯静轩、雷链), 指导教师

24.2019. 减量规划·森林鹤岗, 中国收缩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坊(2019鹤岗) (二等) (张恩嘉、陈
婧佳、雷链、张书杰、侯静轩), 指导教师

25.2018. 永不落幕的展览,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浦东新区地块(一等) (陈婧佳、姜之点、罗卉
卉、冉紫愚、王宇慧、吴雅馨、张东宇、朱仕达), 指导教师

26.2018. 自愈城市,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浦东新区地块(二等) (张昭希、张恩嘉、张耘逸、侯
静轩、谢菡亭、徐婉庭、周宏宇、赵健婷、姜之点), 指导教师

27.2018. 迁居·择居·好居——北京朱房城中村流动人口居住流动调查,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
划学科城乡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评优(佳作) (夏雨珂、黄冰冰、王笑晨、刘赟), 第三指导
教师

28.2018. “老楼装新梯” 破题之后——北京毛纺北小区加装电梯后评估,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
划学科城乡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评优(佳作) (陈思羽、周雅青、姚孟辰), 第二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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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18. Smart “O”——海岛自然&科技体验区设计, 第二届大数据支持空间规划与设计竞赛工
作坊(一等) (张昭希、谢菡亭、唐子一、苏昱玮、姜之点), 指导教师

30.2018. 中国城市空间衰败现象的识别、评价与干预, 第二届大数据支持空间规划与设计竞赛
(二等) (陈婧佳、谢菡亭、李静涵、甘草), 指导教师

31.2018. 中国城市空间衰败现象的识别、评价与干预, AEDAS设计竞赛奖学金 (陈婧佳), 指
导教师

32.2018. 中国城市空间衰败现象的识别、评价与干预, 清华大学大学生学术研究推进计划 (陈
婧佳), 指导教师

33.2018. 基于大规模出行数据的我国城市功能地域界定, 第二届“城垣杯·规划决策支持模型
设计大赛” (一等) (徐婉庭、李双金、马爽), 指导教师

34.2018. 智能创作, 第八届两岸清华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 (李娟), 指导教师

35.2017. 第七届艾景奖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赛(提名奖), 第三指导教师

36.2017. 数联影动 幸福番禺,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慢行交通设计奖 (苏天宇、周宏宇、裴昱、
严文欣、李诗卉、张阳、李晶、卢笛), 指导教师

37.2017. 基于传感设备和在线平台的自反馈式城市设计——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为例, 首届
SPSD青年论坛“智慧社区形态与设计大赛”(特等) (曹哲静、刘钊启、刘希宇、陈金留、姜
冬睿), 指导教师

38.2017. 街道空间品质的测度模型, 首届“城垣杯·规划决策支持模型设计大赛”(一等) (唐婧
娴), 指导教师

39.2017.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性系统设计为例, 清华
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暨第七届两岸清华研究生学术论坛最佳口头报告 (曹哲静), 指导教师

40.2017.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性系统设计为例, 第六
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分论坛宣读 (曹哲静), 指导教师

41.2017. 寓创于居——北京市 H 小区租住创业调研报告,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城乡社
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评优(三等) (郑伊辰、陈婧佳、张东宇、牟书奇), 第一指导教师

42.2017. 精英须问“出”“处”——北京水磨社区底层精英跃迁与城中村空间互动模式研究, 全国
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城乡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评优(佳作) (李和欣、孟祥懿、邓立蔚、
侯哲), 指导教师

43.2017. “� ” 母婴室——北京二环内购物中心母婴室调研,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城
乡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评优(佳作) (李静涵、马晗熙、朱仕达、吴金峰), 第三指导教师

44.2017. The Next Form of Human Settlement, 义龙未来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优秀 18/1688),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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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16. 沿街而商——东四历史街区街道界面与商业化发展调研,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
城乡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评优(佳作) (李诗卉、杨卓、梁潇、郑琳奕), 第一指导教师

46.2016. 比邻而医？——北京市清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规划建设、运营与使用情况转型研
究,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城乡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评优(佳作) (严文欣、井琳、姚
久鹏、欧阳惠雨), 第二指导教师

47.2016. 琴与人的故事——北京东高村镇提琴生产基地调研报告,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
城乡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评优(佳作) (张阳、陶佳琪、刘瞻远), 第三指导教师

48.2016. Remove & Reborn拆除与再生: 北京太阳宫菜市场拆除影响追踪调查, 全国高等学校
城乡规划学科城乡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评优(佳作) (刘恒宇、卢笛、李静雯), 第三指导教
师

49.2016. “数联衡复 优活代谢” 衡复地区数据增强设计,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衡复风貌区项目
专业组(二等) (曹哲静、刘钊启、刘希宇、陈金留、李诗卉, 姜冬睿、郑琳奕、刘超、唐婧
娴、许留记), 第一指导教师

50.2015. LCF-PSS: An integrated planning support system for achieving a low carbon form
in cities, Beyond the Frontiers, 最佳学生奖项 50/1600 (张永平), 指导教师

主持项目

主持多项科研和规划项目,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 1项、
国际合作项目 22 项以及国家部委课题 16 项。下面如无特别说明, 均为项目负责人或共同项目
负责人身份

1. 2022-2023. 公共卫生与健学科交叉科研项目｜城乡建成环境健康体系：基础理论、数据平
台及能力建设｜健康城市环境品质关键要素及大数据研究(100万)

2. 2022-2022. 中国建筑科技集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资助｜西宁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
市空间问题识别专题研究与城市更新管理办法专题研究(60万元)

3. 2022-20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2178044)｜城市收缩背景下城市空置的智能测度、
机理认知与规划设计响应研究(58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2022-2023.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全生命期品质管理联
合研究中心｜城市空间评价与更新发展整合优化方法研究——以郯城县为例(20万元)

5. 2022-2022.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资助｜三联人文榜咨询服务(15万元)

6. 2022-2022.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资助｜C4H 减盐干预项目数据挖掘
(5.615万元)

7. 2022-2022.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资助｜WeCityX未来城市访谈项目(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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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2至今.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资助｜平顶山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平顶山中
心城区城市空间问题专题研究(9.9万元)

9. 2021-2023. 麻省理工全球种子基金资助 (MISTI Global Seed Funds)｜Ridesharing and
Urban Vibrancy: The Value of Flexible Ride Service in Consumer Cities(26950 USD)(国际
合作)

10.2021-2021. 美团资助｜北京市大型综合商场商业辐射力研究(26万元)

11.2021-2021.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资助｜WeCityX科技规划研究计划(30万元)

12.2021-2021. 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资助｜黑河市国土空间规划未来城市专题
(50万元)

13.2021-2023. 清华大学－丰田研究中心｜（丰田联合研究基金项目）未来社会广义人居环境
研究：场所营造及评估关键技术研发、决策优化与场景应用(150万元)

14.2021-2022.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全生命期品质管理联
合研究中心｜城市空间使用评价与优化研究(15万元)

15.2021-20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073635)(参与人)｜建成环境与冠心病发病及预
后关系的队列研究(55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6.2021-2022. 能源基金会 (Energy Foundation)｜ Scenario Analysis for China’s Future
Population Structure(32.3万元)(国际合作)

17.2021-2021. 中国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美团)｜中国主要城市商圈识别、评估与发展规律
研究(28万元)

18.2020-2020.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资助｜与阿里巴巴本地生活、中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合 作 ｜ A Research to Assess if Current Sodium Reduction
Communications Strategies Will Lead to Healthier Behavior Change(25.8万元)(国际合作)

19.2020-2023.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60万元)(国家部委)

20.2020-2021.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国土资源部)｜人口收缩时空变化及其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20万元)

21.2020-2021. 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基于当下和未来城市居住
空间精细化识别的城市空间模拟(15万元)(国家部委,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2.2020-202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资助｜泛智慧城市技术在未来中国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分析项
目(51.5万元)

23.2020-2020.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资助｜清华×腾讯WeSpace未来城市空间(2020)学术
支持计划奖金(13万元)

24.2020-2021. 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资助｜资源枯竭型城市空间分析技术、方法
及应用研究(30万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9C%9F%E8%B5%84%E6%BA%90%E9%83%A8/227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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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20-202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助｜苏州市姑苏区分区规划暨城市更新规划——基
于街景图片的公共空间设计质量及失序水平专题研究(30万元)

26.2020-2020.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资助(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Walkability for
Main Chinese Cities 2021(14000USD)(国际合作)

27.2020-2021. 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北京地区人群急性心肌梗死发病和死亡的时空分布特
征及其与医疗设施可达性关系的研究(7万元)

28.2020-2020. 美团资助｜商圈商业生态指数体系系列研究(40万元)

29.2019-2020.能源基金会资助 (Energy Foundation) ｜Population Scenario Analysis for
China(70.7万元)(国际合作)

30.2019-2021. 北京市科技专项项目｜2019年度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交叉学科合作课题｜医
疗设施可达性的城市空间规划与急性心肌梗死发病和死亡关系的研究(12.5万元)(国家部委)

31.2019-2019. 世界资源研究所资助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The TOD Assessment
System Study(7万元)(国际合作)

32.2019-2019.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资助｜基于大数据的北京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
方法与重点指标实践研究(50万元)(国家部委)

33.2019-20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71834005)(子课题负责人)｜我国小城镇的转型发
展与治理研究(23.5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4.2019-2020.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剑桥大学—清华大学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UCAM-
Tsinghu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Fund)｜Research on Urban Public Space Improvement
Supported by Future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Contexts(未来新
兴科技支持下的城市空间提升研究)(12万元)(国际合作)

35.2019-2019. 百度、世界卫生组织(WHO)资助｜基于百度大数据的城市烟草与健康研究(国
际合作)

36.2019-2019. 美团资助｜智慧商圈商业生态指数体系构(20万元)

37.2018-2021. 北京大学(深圳)未来城市实验室铁汉科研开放课题基金｜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失
序的识别、评价与干预—以北京为例(15万元)

38.2018-2020. 惠康信托基金会资助 (Wellcome Trust)｜Pathways to Equitable Healthy
Cities(London Hub for Urban Health)(271425英镑)(国际合作)

39.2018-2019. 麻省理工全球种子资金资助(MISTI Global Seed Funds )｜Shrinking Cities in
the US and China: A Transnational Comparison(30000 USD)(国际合作)

40.2018-2019.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 新南威尔士大学—清华大学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UNSW-Tsinghu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Fund) ｜ Knowledge Exchange on Data
Augmented Design for Sustainable Cities(15万元)(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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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18-2018. 日立(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资助｜智慧城市基础调查和变化驱动分析研究报
告(30万元)(国际合作)

42.2018-2018. 抖音｜基于抖音数据的北京城市空间活力研究报告

43.2018-2018.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西城分局资助｜西城区城市体检关键技术研
究与实践(112万元)(国家部委)

44.2018-2018.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项目(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Chinese Cities’
Walkability(18000USD)(国际合作)

45.2018-2018. 咕咚｜基于咕咚 App的中国城市体力活动报告

46.2018-2018.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助｜新一轮合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修编(50万元)

47.2018-20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778319)｜中国收缩城市的精细化识别、空间表
征与规划机制研究(62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8.2017-2020.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北京城市副中心高品质水生态建设综合示范”项目｜面向径
流减控与污染削减的海绵设施空间优化技术研究(288万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49.2017-2018. 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 (Global Challenges Research Fund)｜ Equitable
Acces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2319 GBP)(国际合作)

50.2017-2018. 世界银行项目 (World Bank)｜Mid-term Review for China’s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lan(2014-2020):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Aspect(7.35万元)(国际合作)

51.2017-2018. 摩拜｜摩拜骑行指数

52.2017-2017. 滴滴出行资助｜利用滴滴出行数据透视中国城市空间发展(15万元)

53.2017-2017.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助｜雄安新区标准工作营

54.2017-2018.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助｜青岛市公共空间特质评价(35万元)

55.2017-2017. 华夏幸福资助｜北京城市地图(产业版)(140万元)

56.2017-2017.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资助｜荣成城市总体规划大数据专题研究(20万元)

57.2017-2017.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资助｜《遵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40
年)》—遵义中心城区公共空间品质与活力提升研究(30万元)

58.2016-2017.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资助｜北京智慧城市实施建议专题研究之新数
据支撑下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评测及可视化研究(4.8万元)(国家部委, 发改委)

59.2016-2016. 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资助｜基于开放数据的武汉市中心体
系研究(10万元)(国家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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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016-2017.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项目(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Chinese Cities’
Walkability(5000 USD)(国际合作)

61.2016-2017.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北京城市实验室(BCL)平台建设(25万元)

62.2016-2016. 西安市城市规划信息中心资助｜西安市居住项目城市活力及库存研究(15万元)

63.2015-2018. 旭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旭辉当代置业有限公司资助｜可持续住区
联合研究中心(20万元)

64.2015-20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51408039)｜基于 SCD 大数据的公交通勤时空特
征及城市规划响应(25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5.2015-201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计划财务与外事司资助｜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建设重要指标统
计研究(15万元)(国家部委)

66.2015-2016.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资助｜成都城市空间开发和街道城市活力定
量研究(25万元)

67.2015-2016. 能源与环境策略公司项目 (Energy Innovation)｜The Impact of Urban Form
and Transportation on Economic Vita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9万元)(国际合作)

68.2015-2015. 世界资源研究所项目 (World Resource Institute)｜Research Service for
Aqueduct China(2000 USD)(国际合作)

69.2015-2015. 世界资源研究所项目 (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Aqueduct-China and
China’s Water-Energy Nexus Projects(12000 USD)(国际合作)

70.2015-2017.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暨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SZ201510038021)｜京
津冀多中心城市网络的发育与功能优化研究(15万元), 核心成员(国家部委)

71.2014-2015. 北大-林肯中心研究基金｜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商业中心的重塑(6万元)(国际合
作)

72.2014-2015.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助｜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研究(100万元)

73.2013-2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交流基金(51211067)｜中俄城市空间发展模型学术交流
项目(10万元), 核心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

74.2012-2013. 北大-林肯中心研究基金｜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7
万元)(国际合作)

75.2012-2014.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重点项目资助｜北京城乡空间发展模型(微观尺度)(80 万
元)(国家部委)

76.2012-2013.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评价、预测和实现途径:来自城市扩展的视角(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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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011-2014.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项目(2011CB952001)｜近三百年来中国土地
利用变化的时空演变特征(100万元), 核心成员(国家部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78.2011-2012.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京津冀空间发展模型(2万元)(国家部委)

79.2011-20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078213)｜面向空间规划的微观模拟研究(40万元)(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80.2011-2012.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规划支持系统框架体系及典型应用研究(60 万元)(国
家部委)

81.2011-2015.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北京市规划审批数据统计分析研究(200万元)(国家部
委)

82.2011-2011. 清华大学博士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面向空间规划的微观模拟关键技术研究(3
万元)

83.2010-2011.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基于公交 IC卡数据的规划支持模型研究(2万元)(国家
部委)

84.2009-2011.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北京低碳城市发展纲要, 核心成员(国家部委)

85.2009-2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大城市地区基于空间绩效视角的可持续形态研究
(40万元), 核心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6.2009-2010.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核心成员(国家部委)

87.2007-2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数字城市规划的空间信息技术集成应用模式研究
(28万元), 核心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8.2007-2008.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北京城市发展模型研究(15万元)(国家部委)

89.2007-2008.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规划支持系统框架体系研究(40万元)(国家部委)

90.2006-2010.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6BAJ14B08)｜基于 3S和 4D的城市规划
设计集成技术研究, 核心成员(国家部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91.2006-2007.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北京市山区协调发展总体规划, , 核心成员(国家部委)

92.2006-2008.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北京市限建区规划, , 核心成员(国家部委)

93.2005-2015.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亦庄新城空间理性增长研究(国家部委)

94.2004-2005.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资助｜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 核心成员(国家部
委)

参加展览

1. 收缩城市：现状与低碳再生的机遇,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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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国际设计周城市设计系列展览, 2022.

3. 我们的城市, 群岛 BOOKS空间开幕展, 2020.

4.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广和南里公共空间改造项目, 2020.

5. 数字自我、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2019.

专业组织及活动

1. 国际会议组织 : Science of Cities Knowledge Council(2022, member of the WorldCities
Summit Science of Cities Knowledge Council), CUPUM(2011, PC and session chair),
SPSD(2011, Organizing Committee), SPSD(2013, Organizing Committee), Member of
Program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Management(CUPUM)(Boston, 2015, Member of Program Committee), SPSD(2015, P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ocation-Based Social Media Data and Tracking
Data(Washington DC, 2017), Conference on Complex Systems(Cancun, 2017, PC)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a Planning(IACP) Conference(Harbin, 2017) , ICA
Commission on Geospatial Analysis and Modeling(2017, PC) , CUPUM(2019, Organizing
Committee), SPSD(2019, PC), ILUTM-5(Haikou, 2019, Organizing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ocation-Based Big Data(Tokyo, 2019, PC), Science
Committee Member of CIPA 2021Symposium(Session Chair)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21/2019/2017/2015, Member of
Scientific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eospatial Approaches to
Combating COVID-19(2021, Organizing Committee)

2. 国内会议组织: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2022 年会暨第三届‘城市文化
感知与计算’学术研讨会”(2022, 组委会成员);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年会(2019-2020, 组委会共同主席); 第十六次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 “时空行为调查的新
设备与新方法” 分论坛(2020, 召集人); 收缩城市学术研讨会(2016-2020, 组委会共同主席),
数据增强设计学术研讨会(2015-2020, 组委会共同主席), 数慧规划信息化实务论坛分论坛
(2017 图片城市主义分论坛, 召集人; 2018 健康城市与体力活动分论坛, 召集人；2019 国
土空间规划技术方法分论坛, 召集人), 北京城市实验室年会(2014-2020, 组委会共同主席),
第四届综合土地利用交通模型国际研讨会(2018, 科学委员会成员), 第九届空间综合人文学
与社会科学国际论坛(2018, 科学委员会成员), 北京大学“黉门对话” 时空大数据和未来城市
(2018, 科学委员会成员), 香山科学会议第 628 次学术讨论会(2018, 特邀专家), 时空间行
为与城市社会规划研究学术研讨会(2018/2019, 组委会成员)

3. 2022至今. Scientific Data, 编委

4. 2022至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Smart and Sustainable Cities, 编委

5. 2022至今. Sustainability,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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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2至今. Urban Informatics, 编委

7. 2021至今. 未来城市设计与运营, 编委

8. 2021至今. Transactions in Urban Dat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创刊主编

9. 2021至今. 天津市智慧城市规划企业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成员

10.2021至今. CIPA2021研讨会科学委员会, 成员

11.2021至今. 福建工程学院, 客座教授

12.2021至今. 金泽大学, 客座教授

13.2021至今. SRC城市街景设计研究中心智慧城市科技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

14.2021至今. Urban Science, 编委

15.2021至今. 长三角人居环境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16.2020至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科研办公室, 主任

17.2020至今. 清华大学图书馆教师顾问

18.2019至今. 清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19.2019至今. 清华大学未来人居设计全日制建筑学专业学位硕士培养项目指导委员会委员

20.2019至今. 清华大学 iCenter教学智慧城市联合主任

21.2019至今.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编委

22.2019至今. 住建部智慧城市专业委员会, 委员

23.2019至今.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4.2019至今. 中国建筑学会计算性设计学术委员会, 理事

25.2019.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创新创业辅修专业(智慧城市方向), 联合主任

26.2019至今. 住建部智慧城市专业委员会, 成员

27.2019至今. 国家发改委清华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特聘专家

28.2019. 国际合作推进, 利玛窦网络计划清华大学负责人

29.2019.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规划志愿者

30.2019-2020. 北京市海淀区责任规划师高校合伙人

31.2019至今. 格勒诺布尔大学阿尔卑斯大学, 博士学位审查人

32.2019至今. 国家文物局专家库, 专家

33.2019. 第六次国家技术预测工作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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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18至今.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健康城市专委会, 委员

35.2018至今. 数字福建空间规划大数据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委员

36.2018至今. 世界银行专家

37.2018至今. 城市发展研究, 编委

38.2018. MISTI GLOBAL SEED FUNDS(MIT), 评审专家

39.2018. UNEP联合国环境署报告, 审稿专家

40.2018. 金经昌学科优秀论文, 评委

41.2018. 中国城乡规划高等教育大赛, 评委

42.2017.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SSCI 领域内 top/Q1), 编委

43.2017至今. 上海城市规划, 编委

44.2017至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材和地学部青年和面上基金, 函评专家

45.2017-2019. 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城垣杯规划决策支持模型设计大赛”, 评委

46.2016至今.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47.2016至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审稿人

48.2016 至今. 空间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清华大
学), 副主任

49.2016至今.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数据增强设计研究室, 主任

50.2016至今. 同济大学特聘研究员

51.2016至今. 中国大数据产业观察网智库/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智库, 专家

52.2016至今.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 首席科学
家

53.2015至今. UNSW、香港城市大学、日内瓦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首都
师范大学等, 硕士博士生研究生校外导师

54.2015至今.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 首席科学家

55.2015至今. 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暨未来城市联合实验室, 客座研究员

56.2015. 西安市城市规划局, 规划专家

57.2014至今. 南京大学自然资源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

58.2014. 第五次国家技术预测工作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 专家

59.2014至今. 国际城市规划,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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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013至今. 北京城市实验室, 创建人及执行主任

61.2013至今. 北京城科会城镇化与区域发展战略学术委员会, 委员

62.2013 至今 . Managing Editor,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RSPSD, a SCOPUS and Emerging SCI journal)

63.2013至今.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PSD)

64.2010至今. 中国规划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 会员

出版著作

1. 龙瀛.(2021). 城市模型原理与应用.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 Long Y, Zhang E.(2021). Data Augmented Design: Embracing New Data for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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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Human-scale urban form, Approaching the Human City(organized by University of
Stanford), Beijing, 2016.

166. Beijing City Lab and its effort on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pollution,
SPSD Youth Forum, Fuzhou, China, 2016.

167. Redefining Chinese City System with emerging new data,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2016

168. Beijing City Lab: An Emerging Data Science Initiative in China. Expert Group Meeting:
Consultations on the HIII Regional Report for the ESCAP Region,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Centre in Bangkok, Thailand, 2016.

169. 从城市扩张到城市收缩: 历史、趋势与启示,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厦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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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人本尺度城市形态测度、效应评估及规划设计响应,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2016.

171. 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大规模测度——来自大数据的视角, 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 2016.

172. 人本尺度城市形态: 城市研究的新思路.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青年菁英论坛, 中国科学院大
学, 北京, 2016.

173. 大数据助力绿色城市空间评价. 绿色城镇化发展与制度创新国际研讨会. 西安, 2016.

174. 图片城市主义: 人的尺度人居环境研究新思路.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发布会暨人居
环境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2016.

175. 密云属于北京么?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系统. 第二届城市经济学研讨会. 北京, 2016.

176. 街道活力测度、影响因素及设计支持. 从研究到设计——聚焦高密度城市的建成环境国际
学术论坛, 深圳大学, 深圳, 2016.

177. 中国 PM2.5的人口暴露评估: 基于精细单元的空间分析,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北京, 2016.

178. 人本尺度城市形态: 测度、效应评估及规划设计响应, 湖南大学, 长沙, 2016.

179. 人本尺度城市形态: 测度、效应评估及规划设计响应, 东南大学, 南京, 2016.

180. 人本尺度城市形态: 测度、效应评估及规划设计响应, 清华大学景观学系 LA Friday, 北京,
2016.

181. 图片城市主义——人本尺度城市形态研究的新思路, 国匠城, 2016.

182. 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 2016 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城市的增长与收缩自由论坛, 沈阳,
2016.

183. 街道城市主义: 大数据与开放数据支持下的城市研究新思路, 中国建筑设计院城镇规划设
计研究院, 北京, 2016.

184. 城市空间品质的测度、变化评价与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大规模多时相街景图片的分析, 成
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成都, 2016.

185. 城市空间品质的测度、变化评价与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大规模多时相街景图片的分析, 清
华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2016.

186. 微观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量化研究, 清华大学, 北京, 2016.

187. 微观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量化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 成都, 2016.

188. 微观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量化研究,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武汉, 2016.

189. 数据增强设计: 新数据环境下的规划设计回应与改变, 武汉大学, 武汉, 2016.

190. 大数据方法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环保部绿色城镇化项目启动会, 2016.

191. 微观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量化研究, 数据观思享会, 北京,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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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微观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量化研究,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 重庆, 2016.

193. 微观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量化研究,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北京, 2016.

194. 中国收缩城市及其研究进展, 西南民族大学, 成都, 2016.

195. 北京城乡空间发展的 BUDEM2模型等, 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 北京, 2016.

196. 街道城市主义: 大数据与开放数据支持下的城市研究新思路, 浙江大学/浙江省城乡规划设
计研究院, 杭州, 2016.

197. 街道城市主义: 大数据与开放数据支持下的城市研究新思路, 南京大学规划学院/规划院,
南京, 2016.

198. 利用开放数据重新定义中国的城市系统, COS统计沙龙, 北京, 2016.

199. Creating Cities for Everyone with Data Innovation and Participatory Design, Asia-
Pacific Urban Youth Assembly at the 6th Asia-Pacific Urban Forum(APUFY), UN Habitat,
Jakarta, 2015.

200. Redefining Chinese City System with Open Data, Pulse Lab Jakarta, Jakarta, 2015.
201. Redefining Chinese City System with Open Data,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中心,

北京, 2015.

202. Redefining Chinese City System with Open Data,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 北京, 2015.

203.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ransit behaviors in Beijing,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Smart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SPSD pre-workshop), Fuzhou, 2015.

204. Simulating urban expansion at the parcel level for all Chinese cities, 2015 SURE
Symposium of China Urban Ecology Center, Society for Urban Ecology(SURE), Beijing,
2015.

205. Profiling Extreme Transit Behaviors in Beijing using Bus/metro Smartcard Records and
Household Travel Survey,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2015.

206. Profiling Extreme Transit Behaviors in Beijing using Bus/metro Smartcard Records and
Household Travel Survey,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高层论坛, 北京, 2015.

207. Early Birds, Night Owls, and Tireless/Recurring Itinerant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Extreme Transit Behaviors in Beijing, China, 北京交通大学-辛辛那提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韧性城市研讨会,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2015.

208. 数据、城市与人文关怀,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 上海, 2015.

209. 街道城市主义: 研究框架及初步案例, 城市空间与城市活力论坛, 同济大学, 上海, 2015.

210. 新数据环境下定量城市研究的四个变革,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2015.

211. 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规划实施评价,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大数据自由论坛, 贵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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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数据增强设计: 新数据环境下的规划设计回应与改变,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2015.

213. 大数据时代定量城市研究的四个变革,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2015.

214. 利用北京公共交通刷卡数据的若干定量城市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学院, 2015.

215. 收缩城市在中国, 果说沙龙, 北京, 2015.

216. 中国收缩城市及其研究框架, 清华同衡学术周, 2015.

217. 收缩城市在中国:来自”大”数据的探测, 深圳国土和规划研究中心, 深圳, 2015.

218. 中国收缩城市及其研究框架, 厦门大学, 2015.

219. 数据增强设计:大数据驱动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 大数据与未来人居研讨会, 清华大学, 北
京, 2015.

220. 城市扩张与人口收缩对多规合一的启示, 城市边界、多规合一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
上海, 2015.

221. 收缩城市在中国:来自大数据的探测,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中心规划院, 北京, 2015.

222. 利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的定量城市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安, 2015.

223. 大数据时代定量城市研究的四个变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安, 2015.

224. 开展定量城市研究,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数慧公司年会, 上海, 2015.

225. 大数据空间分析技术: 人口密度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发展分析,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北京, 2015.

226. 龙瀛团队经验交流, 大数据与时空行为规划研讨会暨第十次空间行为与规划研讨会, 上海,
2015.

227. 利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进行定量城市研究的最新进展, 移动互联网城市交通新模式, 深圳,
2015.

228. 大数据时代定量城市研究的四个变革,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 2014.

229. 公共交通刷卡大数据最新研究进展, 2014城市国际化论坛, 北京, 2014.

230.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城镇化研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郑州, 2014.

231. 大数据时代定量城市研究的四点变革, 清华大学, 北京, 2014.

232. 大数据时代定量城市研究的四点变革, 陕西省规划院, 北京, 2014.

233. 大数据时代定量城市研究的四点变革, 复旦大学, 上海 2014.

234. 利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进行定量城市研究的最新进展,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 2014.

235. 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局部收缩现象,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 2014.

236. 中国 PM2.5的人口暴露评估:基于精细单元的空间分析,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14.



62

237.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系统微观模拟,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院, 上海, 2014.

238. 当前定量城市研究的四个变革, 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同济大学, 2014.

239. 基于人口密度与空气质量的京津冀区域研究,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天津, 2014.

240. 京津冀区域研究:人口密度与和空气质量.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 北京, 2014.

241. 大数据与城市研究变革,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 北京, 2014.

242. 中国 PM2.5的人口暴露评估,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 2014.

243. 北京城市实验室及北京城市发展模型,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首尔大学, 北京, 2014.

244. 利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分析城市职住关系及通勤出行特征, 厦门大学, 厦门, 2014.

245.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研究变革,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2014.

246.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研究变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2014.

247. 大模型:全国范围微观尺度城市研究的若干案例, 北京大学, 北京, 2014.

248. 大模型, 能源基金会, 北京, 2014.

249.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arcels(AICP) with OpenStreetMap
and Points of Interest”, “Combining Smart Card Data, Household Travel Survey and
Land Use Pattern for Identifying Housing-Jobs Relationships in Beijing(in English)”, and
“Urban Microsimulation for Beijing(in English)”. Invited by the Martin Center for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K, 2013.

250. 基于大数据的规划支持决策技术方法探讨.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大数据自由论坛, 青岛,
2013.

251. 北京城市模型:宏观、中观和微观, 清华大学, 北京, 2013.

252. 城市微观模拟, 浙江大学, 杭州, 2013.

253. 规划支持系统讲座, 浙江大学, 杭州, 2012.

254. 在云上. ERSI用户大会, 北京, 2011.

255. “An Urban Containment Planning Support System for Beijing”. Invited by Kanazawa
University, Japan, 2011.

256. 城市微观模拟: 数据和建模,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2010.

257. 规划支持系统,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2008.

258. 规划支持系统理论及其应用,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2007.

学生/团队成员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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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文竹（博士后）.技术驱动下未来城市空间规划响应研究——以黑河国土空间规划未来城
市专题为例.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第二届国土空间规划青年论坛.北京/线上. 2022.12

2. 李文竹（博士后）.新兴技术作用下未来城市空间的碳减排效益. 2022 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
之旅开幕暨城市设计高峰论坛. 2022.12

3. 李文竹（博士后）.未来城市空间·WeSpace2.0. 2022 第十六届规划和自然资源信息化实务
论坛. 2022.07

4. 马悦(博士生). 解码高活力城市空间：基于国际系统性综述和本士实证研究的证据, 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2022年会暨第三届”城市文化感知与计算”学术研讨
会-”城市大数据各方向综述”专题论坛, 线上, 2022.09

5. 王新宇(博士生). 中国未来高精度人口空间分布预测一一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探索, 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2022年会暨第三届”城市文化感知与计算”学术研讨
会-”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支持”专题论坛, 线上, 2022.09

6. 张恩嘉(博士生). 向内扩张：数字时代餐饮业的”酒香不怕巷子深”,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
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2022年会暨第三届”城市文化感知与计算”学术研讨会-”基于大数据的
城市规划支持”专题论坛, 线上, 2022.09

7. 李彦(博士后). Inferring storefront vacancy using self-collected street view imagery and
computer vision,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2022年会暨第三届”城市文
化感知与计算”学术研讨会-”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支持”专题论坛, 线上, 2022.09

8. 李伟健(硕士生). 智慧城市公共空间全球实践案例库, “未来城市：实践探索在路上”专题会
议, 线上, 2022.07

9. 李文竹(博士后). 未来城市空间 WeSpace2.0, “未来城市：实践探索在路上”专题会议, 北
京/线上, 2022.07

10.赵慧敏(博士生). Assessing Physical Disorder Evolution of Streets, Technology, Cities and
Vibranc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Cities, Beijing/Online, 2022.01

11.张恩嘉(博士生). Exploring Human-Cycling-City Relationships Using Massive Online
Sharing Bike Records, Technology, Cities and Vibranc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Cities, Beijing/Online, 2022.01

12.侯静轩(博士生). 基于WiFi探针数据的空间句法线段与视域模型的步行数据模型机制分析,
广州, 2021.04

13.李彦(博士后). Measuring human-scale environments through a large-scale, low-cost
urban sensing approach,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Management(CUPUM), Online, 2021.06

14.陈龙(博士后). Urban modeling for streets using vector cellular automata: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eijing,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Land Use
Transport Modeling, Xi’an, 2021.06

15.张恩嘉(博士生). Spatial analyses for cities reshaped by ICTs: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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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Management(CUPUM), Online, 2021.06

16.张恩嘉(博士生). Revealing the spatial preferences embedded in online activities: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Management(CUPUM), Online, 2021.06

17.张恩嘉(博士生). WeSpace学术支持计划——研究视角下的未来城市, 2021第十五届规划和
自然资源信息化实务论坛, 上海, 2021.06

18.李伟健(硕士生). 未来城市:智慧化公共空间设计, 2021第十五届规划和自然资源信息化实务
论坛”未来城市: 空间原型与实践探索”专题会场, 上海, 2021.06

19.苏昱玮(客座博士生). Measuring health care accessibility using taxi GPS traces: A case
study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ases in Beijing,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Health, Online, 2021.07

20.王新宇(博士生). 中国未来城市人口分布情景分析,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
员会 2021年会暨”智慧城市协同治理”学术研讨会研究生论坛, 沈阳, 2021.08

21.侯静轩(博士生). 应用固定摄像机和深度学习的人本尺度公共空间中人群行为时空特征分析,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2021年会暨”智慧城市协同治理”学术研讨会,
沈阳, 2021.08

22.张雨洋(博士后). Neighborhood risk factors & bicycle safety, Pathways Consortium
meeting: Housing & Neighborhood, Online, 2021.09

23.李文越(博士后). 利用穿戴相机认识屏幕使用行为, 2021年中国行为地理学术年会暨第十七
次空间行为与规划学术研讨会, 武汉/线上, 2021.11

24.苏昱玮(客座博士生).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北京市急性心肌梗死就医可达性研究, 2021年中
国自然资源学会国土空间规划年会研究生创新论坛, 线上, 2021.12

25.李伟健(硕士生). 智慧化公共空间设计案例借鉴方法及其应用, 数字智能与空间认知——
2021计算性设计学术论坛暨中国建筑学会计算性设计学术委员会年会, 线上, 2021.12

26.张恩嘉(博士生). 未来设计的新范式: 数字创新的实现路径, 数字智能与空间认知——2021
计算性设计学术论坛暨中国建筑学会计算性设计学术委员会年会, 线上, 2021.12

27.张雨洋(博士后). 基于长期病人队列数据的空间失序对心梗复发的影响识别, “构建大健康体
系的城市环境” 国际研讨会, 线上, 2021.12

28.李伟健(硕士生). How smart technologies help China combat COVID-19 and improve city
resilience, VersusVirus Hackathons, Switzerland/在线, 2020.04.

29.张恩嘉(博士生). 未来城市: 空间干预、场所营造与数字创新, 第十四届规划和自然资源信
息化实务论坛, 上海, 2020.06.

30.李伟健(硕士生). 未来城市空间与韧性城市, ULI韧性城市系列论坛, 北京, 2020.08.

31.侯静轩(博士生). 基于步行流量研究的空间句法拓扑模型与视域模型作用机制分析, 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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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2020年会, 暨”数据驱动与智慧治理”学术研讨会研究
生论坛, 在线, 2020.10.

32.李文越(博士后). 建成环境暴露测度的方法演进:从基于静态地理单元到基于动态时空行为,
第十六次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暨”数字化与精细化治理”学术研讨会”时空行为调查的新设
备与新方法”分论坛, 厦门,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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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薇 访问学者 2021.10-2022.06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李文竹 博士后 2021.10-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梁佳宁 硕士生 2021.09-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谭起云 研究助理 2021.06-2022.06 未知 未知

赵英睿 实习生 2020.12-2021.05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
校

蔡欣君 实习生 2020.10-2021.07 云南艺术学院 云南艺术学院

宫媛 访问学者 2020.10-2021.06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李彦 博士后 2020.10-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孙娜 访问学者 2020.10-2021.06 长春师范大学 长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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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慧敏 博士生 2020.10-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李伟健 硕士生 2020.09-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李文越 博士后 2020.09-2022.09 清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

乔宇 硕士生 2020.09-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王新宇 博士生 2020.09-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胡郁 实习生 2020.08-至今 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

魏越 实习生 2020.07-2021.02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陈梦凡 实习生 2020.07-2020.09 伦敦艺术大学 伦敦艺术大学

张万蓉
苗

实习生 2020.07-2020.09 密歇根大学 密歇根大学

李瓅得 实习生 2020.06-2020.09 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

石佳鑫 实习生 2020.05-2020.08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周婷 研究助理 2019.10-2020.06 清华大学 荷兰屯特大学

侯静轩 博士生 2019.09-2023.01 清华大学

贾紫牧 博士后 2019.09-2020.08 清华大学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张雨洋 博士后 2019.09-2022.07 清华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佟琛 实习生 2019.09-2020.01 乌特勒支大学 乌特勒支大学

刘宁睿 硕士生 2019.08-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孟祥凤 博士后 2019.08-2022.01 清华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宋月雅 实习生 2019.08-2019.1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严庭雯 实习生 2019.07-2020.02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姚怡冰 研究助理 2019.07-2020.01 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李思秦 实习生 2019.07-2019.11 南京大学 埃因霍温理工大学

马珏 实习生 2019.07-2019.10 日本千叶大学 日本千叶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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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乐 实习生 2019.07-2019.09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
究所

晋茜 实习生 2019.07-2019.09 太原理工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杜娟 实习生 2019.07-2019.08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

Hamam
a
Badiaa

实习生 2019.06-2020.08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侯懿 实习生 2019.06-2019.10 美团点评北京总部 北京大学

米名璇 实习生 2019.06-2019.08 四川大学 天津大学

张晓雯 实习生 2019.06-2019.08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赵玲玉 实习生 2019.06-2019.08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闫文博 实习生 2019.05-2019.09 山东交通学院 悉尼大学

周鼎 实习生 2019.05-2019.08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郝思嘉 实习生 2019.04-2020.07 清华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夏彬鑫 实习生 2019.01-2019.01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何亚坤 博士后 2018.11-2020.11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
所

常静之 实习生 2018.11-2019.06 北京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陈龙 博士后 2018.10-2021.06 清华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吕国玮 研究助理 2018.10-2019.04 阿姆斯特丹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陈婧佳 硕士生 2018.09-2021.06 清华大学 美团

张书杰 硕士生 2018.09-2023.01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雷链 实习生 2018.09-2019.07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唐紫霄 实习生 2018.09-2018.12 北京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rts and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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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议威 硕士生 2018.08-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徐怡怡 实习生 2018.08-2019.09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陈纯 实习生 2018.08-2019.02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张昭希 研究助理 2018.07-2019.07 清华大学 Aarhus University

黄嘉萱 实习生 2018.07-2019.02 同济大学 UT Austin

陈荧莹 实习生 2018.07-2018.09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唐子一 实习生 2018.07-2018.08 宾夕法尼亚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谢菡亭 实习生 2018.06-2018.0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ECOM

李莉 研究助理 2018.05-2019.03 清华大学 金吉列留学

姜之点 实习生 2018.05-2018.09 南京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

Vivek
Kumar 实习生 2018.05-2018.07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张恩嘉 博士生 2017.10-至今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赵健婷 研究助理 2017.10-2018.09 清华大学 香港大学

苏昱玮 实习生 2017.09-至今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徐婉庭 硕士生 2017.09-2020.05 清华大学
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 Deloitte Taiwan

李双金 实习生 2017.07-2019.0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广岛大学

李派 研究助理 2017.06-2021.08 清华大学
中关村创业大街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任天夷 实习生 2017.06-2017.08 宾夕法尼亚大学 Critigen

马爽 博士后 2017.05-2019.03 清华大学 东京大学

李佳佳 研究助理 2016.08-2018.03 福建师范大学 挪威科技大学

董瑞瑞 实习生 2016.06-2016.08 武汉大学 DLR-Remote Sensing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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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更新, 最新简历详见: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longy
清华大学学者库: http://thurid.lib.tsinghua.edu.cn/scholar/654095
ResearchGate: 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Ying_Long
Google Scholar: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4KAatI4AAAAJ

许留记 研究助理 2016.01-2017.07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周垠 访问学者 2015.12-2018.12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4KAatI4AAA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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