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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科学研究的守望者

——北京城市实验室简介

龙　瀛　刘行健　茅明睿　李　栋　王江浩

北京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BCL）成立于2013年10

月，是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龙瀛博士发起的网络型实

验室，以中国首都北京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中国城市的科

学研究。BCL专注于运用跨学科方法量化城市发展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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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所需要的方法学基础。该实验室融合了规划师、建筑师、地

理学者、经济学者及政策研究者。目前，BCL团队成员包括：

1位管理主任（managing director）、4位分工明确的执行主

任（associate directors）、10位在全球范围内召集的荣誉会

员（honorable directors，由业界资深学人组成）、22位研

究员（research fellows）及26位青年学生会员（junior and 

student members）。多元化的研究团队使得实验室拥有独特

而强大的研究实力。

BCL拥有独立的信息发布网站http://longy.jimdo.com/，创立

一个月以来，累计发布约20篇工作论文、16项针对北京或全中

国的基础性研究公开数据集（多为首发）。与此同时，还开通了

独立的新浪微博账号（@北京城市实验室）发布BCL相关研究信

息及动态，并创办了微刊《大数据与小规划》（网址为：http://

kan.weibo.com/kan/3489162372327223），目前，网站单独

IP访问量已超过3000。

BCL是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城市定量研究网络，提供多种传播定量

城市研究信息的渠道，通过邀请学者发布其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等形式阐释其对城市研究的最新见解，通过数据分享行

为为科研群体提供开放的城市定量研究数据，BCL是相关领域研

究员和学生成员的优质交流平台。

在城市研究信息交流共享的基础上，BCL也积极促进成员间通过

多种形式实现科研合作。首先是核心成员间的学术合作，比如

有关全国地块的项目（http://arxiv.org/abs/1311.6165）就是

多个核心成员合作的结果，这次合作在数据共享、思路交流、

结果讨论和可视化表达等不同研究阶段全面体现了网络式合作的

价值。其次是研究员与青年学生的合作，如BCL核心成员向青年

学生会员发出关于参加制定中国城市边界的邮件，得到了积极反

馈。再次，BCL通过BCL网站、微博和微刊等渠道实现与外部研

究者的交流，让广大学者能够更多地受益于BCL分享的工作论文

和基础数据，也进而推进整个研究社区的壮大。

BCL当前的研究重点为北京，但未来研究对象将不局限于北京，

会逐步纳入其他城市的研究成果，如目前开展的基于OSM和POI

数据进行的中国城市地块（parcel）研究就是一项全国尺度的

工作。BCL名称中的“北京”一如当年 “北京宪章”（Beijing 

Charter，1999）中的“北京”，只显明其发起之地。

就具体的研究方向而言，BCL研究的并不是规划信息化，也不是

规划新技术的应用，而属于城市定量研究的范畴（quantitative 

urban studies）。BCL通过定量研究的手段开展城市空间分析、

统计、模拟和预测，藉此更客观地认识城市的现状和未来，并推

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BCL的研究成果不仅可运用在规划的制订

和评估中，同样也能应用于城市政策的制订等其他领域。

BCL作为一个诞生仅仅两个月的城市实验室，其未来发展潜力是

巨大的。正如BCL微博所述，“我们以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实验室

作为发展目标”，BCL将与已有的城市实验室的巨人们（如MIT 

Senseable Laboratory、UCL CASA、Singapore-ETH Future 

Cities Laboratory）一道前行，压力和动力都显而易见。BCL与

其他实验室的区别是BCL并不依附于某个特定实体机构，虽然在

资源支持上没有优势，但开放自由的特点正是吸引大量研究者和

青年学生持续关注及参与的原因所在，这种research 2.0的模式
将推动BCL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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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业务有所增长，这得益于很多购物中心都感受到网络购物带来的巨大压力，希望以更好的餐饮设施吸

引顾客对实体店的光顾。与此同时，新的社会趋势和用户喜好却带来了另一些相关业务，网络购物和配

送就使得仓储和物流设施的规划咨询工作大增。

超过75%的受访咨询公司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内得到了更高的利润回报，仅有20%的公司利润有所下

滑。收入最高的前十大咨询公司在今年共计利润2.83亿英镑，超过上一年度十大公司的2.57亿英镑。超

过76%的受访公司预测他们明年的利润仍将上涨。

（供稿：周祎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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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铁路公交的挑战

墨尔本是各类宜居城市排名中的佼佼者。不过与其它榜上有名的宜居城市相比，墨尔本在铁路公共交通

规划、基建和长期策略方面都处于下风。尽管其它城市的铁路公交系统也并不完美，它们至少都有最现

代化的设施和经营理念，而墨尔本的铁路网络基本上还是沿用上世纪40年代的构架。这个在当年极有远

见和高质量的公交网络现在已被过度使用，亟待升级和扩建。作者从墨尔本铁路公交网络的使用现状出

发，通过各类数据分析来揭示不足之处和未来铁路网络的需求。

首先是分析乘客流量数据，找出流量较大的站点作为今后重点投资和改进的首选。除了市中心的多个站

点毫无悬念的出现外，一些并不起眼的二三线车站也因为较大的客流量被选出。接下来是对选出的车站

在过去几年的乘客增长趋势作出分析：一些车站可能是因为翻新的缘故有较高的客流量，另一些可能是

客流量受到所在区域人口、工作增长的强劲拉动。最后一项分析是找出在下班“晚高峰”期间拥有大量

返程客流的站点。尽管市中心的站点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仍有一些处于市中心之外的站点脱颖而

出。这些站点所在区域提供的工作与市中心的写字楼工作性质完全不同。

与此同时，一项平行的分析是找出铁路系统中的关键换乘节点，因为这些换乘站意味着特殊的内部空间

设计和设施配备，它们可以帮助铁路系统从传统的线性运输转变为更合理的网络运输。

通过以上分析得到了整个铁路公交网络中使用量最大、最重要的站点以及它们面对的问题。将这些问题

与墨尔本所提出的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作比较可以发现，尽管规划或可持续发展计划都有具体的实施

方案，它们与实际问题所指的方向并不一致。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澳洲或北美的传统“蔓延型”城市

来说，一个更理想的未来应从对铁路或地铁站点客流量的仔细研究开始，这也包括对客流量背后所隐含

的城市用地规划、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城市经济基础进行研究。

（供稿：周祎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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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创造儿童的活动场所

在日本，由于女性就业增加、经济低迷等原因，双职工家庭的比例日渐增高。对于有子女的双职工家庭

来说，很期待有能让人放心地寄托儿童的保育园、学龄儿童教育、儿童馆等场所。小学生放学后在这类

保育场所度过的时间，大概是按照报到、作业指导、吃零食、自由时间、回家的流程。这些时间加起

来，一年中比在学校度过的时间竟然还要多460小时。如何能让孩子充实而安心地度过这段时间，是个

重要的课题。另一方面，没有空额、必须排队等位进入保育设施的还有40万人。在量、质两方面都还有

很多课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2011年12月政府又废止了儿童馆补助金。本特辑对这样的状况下儿童保

育的现状和课题进行探讨。

目前，1970～1980年间整修的儿童馆多数都面临改修的必要。但是，由于每天都要使用，改修施工很

难推进。在废止了补助金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保育设施的存续方式和形态，有关部门还在进行研讨。应

对方案之一，是把一部分学生数量减少的小学转作儿童保育使用。虽然双职工家庭增加、相应地等位儿

童数量也增加了，但是儿童的总数还是因少子化的倾向而减少了，因此这个方案是把限制条件加以反向

利用。儿童馆既不是学校，也不是自家，而是带有“第三场所”的色彩。在很多案例中，对那些在学校

面临问题、或者家庭内部有矛盾的孩子来说，这里反而成了最让人安心的场所。

在杉并区，由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学生不法行为等问题频发，“适合中学生的场所创造”成为重

要议题。为此，设立了吸收中学生参加的委员会，对应该设置什么样的设施进行了探讨。一个倾向是施

工竣工后，向中学生自主管理和运营的方向转移。通过从职员管理向学生自主管理的变化，让设施的利

用效率得以增加。

学校是教师督促学生学习的场所，学生主要站在接收方的立场。作为“第三场所”的儿童馆，希望能够

成为既能让孩子们安心、又能发挥他们自主性的场所。

（供稿：北山めぐみ，翻译：张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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