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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体安排

新城市科学
New City Science
清华大学通识教育科学课组（混合式教学）课程号：00000042

周次 时间 MOOC自学章节 线下教学内容 备注

W1 9月15日
第1讲：新城市科学概论（1）

（选学/不计成绩）
新城市科学课程导论

W2 9月22日
第2讲：新城市科学概论（2）

（选学/不计成绩）
新城市科学概论

针对现场教学
征求同学建议

W3 9月29日
第7讲：物联网
与穿戴式设备

现场教学
（胜因院） 

周四16:30-17:30
智慧化雨洪管理

W4 10月6日
第6讲：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线下无课

W5 10月13日
第3讲：地理数据分析、可视化

与商业智能
城市新数据分析及技术方法

报名W7/W11研讨
（每人一次）

W6 10月20日 线上无课
特邀报告

（同济叶宇/计算性城市设计）

W7 10月27日
第11讲：计算社会科学

新进展
研讨课：新的城市科学 需全体到场

W8 11月3日
第4讲：新城市科学支持下的社

区善治
新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研究

针对现场教学
征求同学建议

W9 11月10日
第8讲：从城市数据到智慧城市

（选学/不计成绩）

现场教学
（温榆河未来智谷）
周四13:00-18:00

未来城市空间

W10 11月17日
第9讲：美团智慧城市

的探索与实践（选学/不计成绩） 新城市空间研究
确认W14/W15

汇报名单

W11 11月24日
第5讲：数字孪生城市
（选学/不计成绩）

研讨课：新城市的科学 需全体到场

W12 12月1日
第12讲：数据增强设计与未来

城市空间
特邀报告

（腾讯王鹏/数字技术与未来城市）

W13 12月8日 第10讲：人本尺度城市形态 未来城市空间原型及设计

W14 12月15日 线上无课 大作业进展汇报
每位五分钟，介绍大作

业进展
需全体到场

W15 12月22日 线上无课 大作业进展汇报
每位五分钟，介绍大作

业进展
需全体到场

W16无课，W17周五前完成MOOC期末考试并提交大作业

主讲教师：龙瀛（建筑学院 ylong@tsinghua.edu.cn）
上课时间：默认周四第6大节19:20-20:55（如有不同，右表单独标出）

上课地点：法图B107
考核方式：考查（给ABC成绩）

课程学分：2学分

课程助教：赵慧敏、梁佳宁

教学形式：MOOC课程、课堂讲授、专题讲座、课堂研讨、现场教学等

教      材：《新城市科学》教案（出版中）

注：本课程采用MOOC混合式教学，部分周课前需学习MOOC对应章节。

课程简介：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颠覆性技术对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使

城市研究客体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以此为背景，新城市科学应运而生，也让传统的城

市科学焕发了新的生机。新城市科学既是新的“城市科学”，即利用新数据、新方

法和新技术研究城市，也是“新城市”的科学，即研究受到颠覆性技术影响的城市。

同时本课程也关注二者在未来城市实践中的应用。本课程综合运用线上课程、讲授、

讲座、研讨、现场教学等教学方法，介绍新城市科学的最新研究和实践进展。

成绩构成：

网上MOOC占30%（视频4%+作业14%+考试12%），大作业60%（个人研讨占

20%+大作业占40%），线下考勤10%（抽查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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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本课程为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课程成绩由线上MOOC成绩，
大作业与线下考勤组成，最终为等级制成绩。

课程成绩 = 

                      MOOC占30% (视频4%+作业14%+考试12%)
                       + 
                      大作业占60% (个人研讨占20%+大作业占40%)
                       + 
                      线下考勤占10% (抽查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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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一（方法）

未来城市

面向未来
的创造

新的
城市科学

研究城市的
新方法/新技

术

新城市
的科学

出现的新变
化/研究新对

象

研讨二（认识）

（实践）

A B

C

 课程核心逻辑

课程论文（大作业）补充说明

科技
革命

实
体
形
式

虚
拟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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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城市科学（A）

• 即：新的研究方法、技术、数据

• 新数据：街景图片、各类刷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微博数据、点评数据、摄像头数据等

• 新方法：主动感知、可穿戴式设备等
     （针对研究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和数据）

新城市的科学（B）

• 即：对比十年前的城市，新的城市有什么表征

• 物质层面：新要素、新设施、新材料

• 社会层面：新活动、新功能（如咖啡厅办公）、
   新行为（如网红打卡）

A

B城市空间
基于大数据的城

市认知

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城市实验

城市生活



研讨一（方法）

未来城市

面向未来
的创造

新的
城市科学

研究城市的
新方法/新技

术

新城市
的科学

出现的新变
化/研究新对

象

研讨二（认识）

（实践）

A B

C

 课程核心逻辑

课程论文（大作业）补充说明

 未来城市（C）实现的三个路径：
 空间干预、场所营造与数字创新

数字创新
（Digital Innovation）

技术层面

空间干预
（Spatial Intervention）

物理空间层面

场所营造
（Place Making）

社会层面

路
径
1：

以
实
体
形
式
植
入
空
间
中

路
径
2：

以
虚
拟
形
式
实
现
场
所
营
造

相互促进

城市
空间
智慧化

载
体
与
硬
件
支
持 供需匹配

路径3：
对物理空间的孪
生、再现，增强
虚拟空间感知

城市空间
基于大数据的城

市认知

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城市实验

城市生活

C

载
体
：
自
然
环
境
-建

成
环
境

载
体
：
社
会
环
境

安全舒适、高效节能、

弹性使用、智能监管、趣味活力 

载体：虚拟空间

科技
革命

实
体
形
式

虚
拟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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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论文（大作业）成果要求

• 建议在清华校园内选择一个熟悉的具体空间，包括居住（宿舍区域、食堂等）、学习办公（图书

馆、教学楼等）、休闲（操场、绿地、体育馆等）三类空间功能中任选其一。（如有特别熟悉的

城市空间也可在校外选址）

• 大作业中要包含以下三个部分，可以根据自己的选题有所侧重：

1. 提出利用新数据、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这一空间当下的思路；   ————   A 实验计划

2. 识别“新城市”的表征，并从批判性角度对其进行点评；       ————   B 观察报告

3. 对技术加持下的五年后的发展模式进行展望。                 ————   C 畅想方案

• 其他要求：

1. 需要具像化到一个具体的地点（对应一种主要功能）+三个方面的讨论

2. 全文3000-5000字，五分钟汇报

3. W17周五前将大作业电子版以及汇报PPT提交至网络学堂（2023年1月6日）

4. 尽早确定地点和功能，有助于课程研讨和大作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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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科学既是新的城市科学
，即利用新数据、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

城市，也是新城市的科学，即研

究受到颠覆性技术影响的城市。本课程

也关注其在未来城市中的应用。



1
新的城市科学

New Science fo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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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龙瀛,张恩嘉.科技革命促进城市研究与实践的三个路径：城市实验室、新城市与未来城市[J].世界建筑,2021(03):62-6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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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大数据与开放数据的城市认知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自然实验

新的城市科学：城市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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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物质空间 城市社会空间

城市
开发

土地利
用与
功能

城市
形态

空间
品质

高分遥感、街景图片、
数字地图数据

社交
网络

城市
活动与
活力

轨迹
与
联系

舆情
与
点评

社交媒体数据、通信数据、GPS数据、
刷卡数据

地理
科学

社会学土木、
工程

城市规划
城市设计
城市研究

经济学

公共
管理

心理学

交通
工程

环境

城市信息空间

海量互联网应用产生的
数据

云计算/数据分析平台及
工具

通信
工程

计算机
科学

联结共生、数据互补

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以城市作为实验室的城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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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不同类型城市空间大数据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一览

1. 龙瀛. 颠覆性技术驱动下的未来人居——来自新城市科学和未来城市等视角[J].建筑学报,2020(Z1):34-40.

随着万物互联和5G时代的到来，建成环境领域将迎来空间分辨率更为细致的、来自物联网和穿戴式设备等产生的“超级”
大数据，这种数据有望超越建筑内外、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界限，让我们看到人本尺度更为客观的空间规律，支持建成
环境的研究、设计、运行监测和评估。



数据来源 网站/机构 数据类型 网址

政府

国家数据 国家各类统计数据及可视化 http://data.stats.gov.cn

北京市政务数据资
源网

北京市各类政务数据 http://www.bjdata.gov.cn

上海市政府数据服
务网

上海市各类政务数据 http://data.sh.gov.cn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

深圳市各类政务数据 https://opendata.sz.gov.cn

开放组织

World Bank Open 
Data

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教
育、医疗等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

联合国综合数据库 世界各地的综合信息和数据 http://data.un.org

国际国币基金组织 各类经济数据 http://www.imf.org
Creative 

Commons
知识共享

https://creativecommons.o
rg

Open Access 
Library

开放的期刊文章、技术报告、
学位论文

http://www.oalib.com

OpenStreet Map 众包数据源，提供街道信息
http://www.openstreetmap.

org

SVG-EPS地图 矢量地图数据
http://bbglab.irbbarcelona.

org/svgmap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GaWC) Research 
Network

众包数据源自行车数据
http://www.lboro.ac.uk/ga

wc/group.html

Sightsmap 众包数据源拍照地址信息
http://www.sightsmap.co

m
Google Earth 

Engine
处理卫星图像和其他地球观测

数据云端运算
https://earthengine.google.

com

城市数据派
城市数据与智慧城市知识分享

社区
https://www.udparty.com

中国爬萌 以众包方式共享微博数据
http://www.cnpameng.co

m
中国国家调查数据

库
社会调查数据 http://cnsda.ruc.edu.cn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
数据中心

资源、环境与人地关系、社会
经济的数据资源

http://www.geodata.cn

数据来源 网站/机构 数据类型 网址

企业

百度 百度指数、百度迁移、POI数据

百度指数 
http://index.baidu.com              

百度迁移 
http://renqi.baidu.com/qianxie

arth                                    
百度开放平台 

http://lbsyun.baidu.com
百度慧眼

http://huiyan.baidu.com
谷歌 地图数据、POI数据 https://www.google.com

MapABC、MapBar 地理信息 http://www.mapbar.com

房天下、安居客 房产存量、交易、租赁等信息
房天下 www.fang.com

安居客 www.anjuke.com
大众点评 与服务业相关的数据信息 http://www.dianping.com

CEIC全球数据库 包含128个国家的经济信息 http://www.ceicdata.com

数据堂
提供科研数据服务于高校、科研

机构、研发企业
http://www.datatang.com

阿里研究中心
电子商务生态、产业升级、宏观

经济
https://www.aliyun.com

淘宝、阿里巴巴、京东 物流数据、消费信息

淘宝 
https://www.taobao.com/

阿里巴巴 
https://www.1688.com/                
京东 https://www.jd.com/

社交数据
微博、微信、知乎、抖

音等

与社会活动相关的位置信息、人
脉信息、热点信息、生活习惯信

息
—

智慧设施

固定式传感器：距离传
感器、光传感器、温度
传感器、烟雾传感器等

主要监测物理环境包括地表设施
及地下设施情况

—

可穿戴设备：眼动仪、
智能手环、智能手表、
智能眼镜、智能耳机、

智能服装等

主要监测人体活动及身体健康情
况

—

备注：部分内容参考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众号《城市规划的大数据时代（上）》

新数据：不同来源数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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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支持

公共交通智能卡记录所包含的个人及出行信息

基于公交刷卡数据识别的北京通勤出行（左：极端出行时间的通勤出行；右：TAZ尺度的通勤链接）

在一辆公交车上的乘客相遇网络（a）及个体一周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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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市人群类型解释

手机信令数据是手机用户与发射基站或者微站之间的通

信数据，产生于手机的位置移动、打电话、发短信、规

律性位置请求等。这些数据字段中始终带有时间和位

置，还有话单数据，体现用户之间的电话和短信联系等

信息。

手机信令数据提取人群的年龄、消费状态、移动路径等信息，对

小区内的人群属性及其生活空间进行了更细粒度、多维度的刻画。

1. 徐婉庭,张希煜,龙瀛.基于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的城市居住空间选择行为初探——以北京五环内小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10):48-56.

六类人群对应五类小区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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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利用遥感数据开展城市研究与规划支持

1.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22-urban-design-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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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利用夜光遥感数据识别全球收缩城市

1. Zhai W, Jiang Z, Meng X, et al. Satellite monitoring of shrinking cities on the globe and containment solutions[J]. iScience, 2022: 104411.

借助夜光遥感影像，基于重新定义的自然城市边界识别了

1992-2000、2000-2012与2013–2018年和预测了

2018–2050年收缩城市的时空演变过程，并针对收缩城市未

来趋势，提出了可行性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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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城市主义高度认可基于体现客观世界和

主观认知的大规模图片进行量化城市研究，

认为图片是一种在短期的未来将得到高度重

视的城市数据源，是对已有多源城市数据的

重要补充

新数据：利用街景图片数据开展城市研究与规划支持



22

新数据：利用滴滴出行数据重新定义中国城市系统

1. Long Y. Redefining Chinese city system with emerging new data[J]. Applied geography, 2016, 75: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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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基于百度慧眼数据的中国鬼城识别与评价

1. Jin X, Long Y, Sun W, et al. Evaluating cities' vitality and identifying ghost cities in China with emerging geographical data[J]. Cities, 2017, 63: 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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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基于摩拜骑行数据的摩拜骑行指数构建

1. Long Y, Zhao J. What makes a city bikeable? a study of intercity and intracity patterns of bicycle ridership using mobike big data records[J]. Built Environment, 2020, 46(1): 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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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基于美团数据的中国主要城市商圈识别、评估与发展规律研究

饿了么（https://www.ele.me）则主要侧重餐饮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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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

新方法 对应数据类型

GIS空间分析 新数据
（大数据+开放数据）数据可视化

网络舆情分析 微博、大众点评等
社交网站数据

互联网调研 在线问卷

远程视觉感知平台

（街景/遥感/自行拍摄）图片

建成环境虚拟审计平台

人工智能视觉分析工具 （Microsoft API、
TensorFlow、SegNet）

机器学习

三维建模工具
（Agisoft photoscan）



ArcGIS能够对基础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并叠加其他影响因素来对研究内容进行量化。它的应用范围包括栅格数据分析、
矢量数据分析（基于空间位置的查询、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邻近分析、泰森多边形、空间统计等）、三维分析和网络
分析。

新方法：GIS空间分析  ArcGIS/QGIS



Tableau

Tableau是用来做数据的管理和数据可视化的工具， 用户可以创建和分发交互式和可共享的仪表板，以图形和图表的形式
描绘数据的趋势、变化和密度。

新方法：数据可视化  Tableau



用户可以将数据上传至GeoHey平台进行可视化，它支持普通地图、三维地图、多种图表可视化，更有16种风格底图满足
愈加美观的地图可视化需求。同时支持可视化结果的二维码和链接的一键分享。
GeoHey中的BCL研究结果可视化主页：https://geohey.com/gallery/bcl

新方法：数据可视化  GeoHey



自然语言分析可以对各类社交网络中的评论语句进行采集、汇总、分析，识别其中的关键信息，并将其对应到城市空间中。

地点类关键词

地点签到情况

新方法：自然语言分析 LDA主题模型 / BERT预训练语言模型



甄选建筑或城市规划专业背景的审计员对图片内容进行不同指标的打分（人工审计），从而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多维度评估。
—— 大数据有的时候是大规模人力的数据分析

31

新方法：建成环境虚拟审计平台 / 在线系统性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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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深度学习  Faster R-CNN  /  SSD

目标检测算法 (Object Detection)识别出街景中的检测目标，如车辆、行人、交通信号灯、围挡、树木等。

算法结构

Faster R-CNN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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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城市空地修正前后对比

新方法：基于遥感图像和深度学习方法识别城市空地

根据谷歌高清遥感影像，通过：

（1）整理数据：整理现有研究关于西宁市的空地识别结果，以及现有三调数据；

（2）机器学习：将现有数据作为输入数据，对计算机模型进行训练，并识别结果；

（3）人工修正：将计算机识别的结果结合遥感图像进行人工修正。

样例范围边界

训练集 测试集

DeepLab v3模型

样例范围空地识别结果

研究范围遥感图像 研究范围空地识别结果

训练 测试

输入 输出并人工修正

相关研究识别结果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 模
型
训
练

模
型
预
测

DeepLab v3模型的扩充识别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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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移动感知自采集数据，通过：

(1)确定商铺空置视觉评判标准
以商铺所有权定义的商铺（Segment）
为分析单元；

（2）识别商铺营业状态；

（3）识别商铺业态；

（4）多尺度的商铺空置率计算。

新方法：基于自采集街景和深度学习方法识别商铺空置

1. Li Y, Long Y. Inferring storefront vacancy using mobile sensing images and computer vision approach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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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术  功能

  眼动仪 记录人在处理视觉信息时的眼动轨迹特征

  无人机 城市图像采集

  Wi-Fi探针 行人活动探测

  行车记录仪 低成本采集街景

  City Grid集成传感器 人流车流探测/城市环境监测

  城市象限传感器盒子 城市环境监测

  基于树莓派的智慧路缘石 与各类传感器相连接，打造小型智慧设施

  可穿戴式设备 个人活动记录/城市环境监测

  打猎相机 / 延时摄影设备 行人活动探测

  手持式检测仪 （PM2.5检测仪、噪音仪、
气味检测仪等）

城市环境监测

  各类App和小程序 地点标注和评论、AI图像识别计算照片内容、计算步行可达性等

新技术：新型数据采集设备——大数据研究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未来属于物联网与穿戴式设备



手持 安装在自行车上

挂在包上 安装在巡逻车上 挂在灯杆上

36

新技术：主动城市感知

主动城市感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综合方法，用于大规模、低成本地获取信息并揭示人类尺度的环境特征，它建立

在以需求为导向和基于传感器的数据收集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以更好地了解城市研究、规划中的建成、自然和

社会环境 ，设计和管理。

PM 2.5 甲醛 摄像头

PM 10 TVOC（总挥
发性有机化合
物）

气味

温度 二氧化碳 噪声

潮湿度 烟雾



商业街景过时，开发低成本、大规模的移动感知数据自采集模式

37

新技术：利用行车记录仪自行采集街景——以西宁为例

设备：自雇车辆，
车窗固定1个GoPro，朝向街道

路径规划：中国邮路算法
3人6天完成西宁市1,446km道路采集

街景图片获取：每隔2s（<25m）获取一
个街景点，共获取115,680个街景点

主次干道

城中村



可穿戴式设备

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因
其可以利用人机交互记录佩戴
者的身体状态（如心率）和使
用情况（如步数，GPS定位）
，被越来越多的用于人本尺度
的研究中。

38

新技术：可穿戴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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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利用可穿戴式设备研究个体行为与建成环境的关系

1. 张昭希,龙瀛.穿戴式相机在研究个体行为与建成环境关系中的应用[J].景观设计学,2019,7(02):22-37.

利用穿戴式相机采集图片数据, 并采用人工识别、调用计算

机视觉分析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利用Matlab进行色彩

识别三种方式识别图片信息。随后, 针对个体行为特征、时

间分配、路径转移、场所事件等方面展开分析。



人工审计

运用人工审计的方式识别图片信息，主要是
指通过对图片特征进行归纳和判断，确定每
张图片发生的地点、时间和事件。

人工审计高度依赖于志愿者的记忆，它的高
可信度使其可以对其他两种自动化方法进行
验证。 但是人工审计通常会花费大量时间。

Matlab图像识别

绿色比例：0.4828
蓝色比例：0.3152

绿色比例：0.1964
蓝色比例：0.2525

Matlab的图像识别功能主要被应用于识
别图片中蓝色（代表天空）及绿色（代
表植物），根据二者颜色在图片中的比
例推断图片是否拍摄于室外环境。

Matlab分析提供了一种处理海量图像的
方法，但其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拍摄角度。

 微软API识别

通过编写Python语言代码调用微软计算机视
觉API，对图片中各类要素，如树、水、铺地
（环境类），电脑、手机、笔（物品类），
小孩（人物类）等进行了自动化的识别，并
基于识别结果定义的“标签”（Tag）展开
进一步的统计分析与可视化。

API识别可以提高效率，并为提升了对特定标
签进行识别的准确性。

40

新技术：利用可穿戴式设备研究个体行为与建成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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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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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定位系统可以记录人们在建筑空间中的时空位置，描绘人的行为轨迹。在人流量监测的基础上，Wi-Fi监测设备还可

以根据信号值强弱绘制人流热点/热区图。设备信号范围通常直径为25m。

新技术：利用Wi-Fi探针技术进行小区公共空间的海绵设施活力监控



新技术：打猎相机

42

打猎相机利用红外感应器触发拍照，当有热源的物体（动物、人等）进入红外监控相机的红外感应区域时，通过透镜及传

感探头，红外监控相机的感应模块会让相机启动完成抓拍，快速将移动的物体感应拍照及录制视频。



新技术：基于打猎相机评价公共空间的驻留行为

43



新技术：基于打猎相机评价公共空间的驻留行为

44



45

新技术：基于饿了么外卖APP的减盐实验项目

以饿了么APP 为实验平台，在沈阳、北京、西安、杭州、长沙、成都、广州等10个城市2400+餐厅，采用随机对照
试验方法，观察不同的减盐干预措施对消费者外卖少盐选择的影响效果。



2
新城市的科学

Science for New Cities

46



新城市

47

 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1. 龙瀛,张恩嘉.科技革命促进城市研究与实践的三个路径：城市实验室、新城市与未来城市[J].世界建筑,2021(03):62-6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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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AI是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
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将带来

全行业的颠覆性创新。

大数据
大数据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具
有大量、高速、多样、低价值密度

和真实性特点。

云计算
云计算为大数据分析提供资源弹性
。支持城市空间、资源的分析与运

维。

移动互联网
移动和互联网融合的产物，继承了移
动随时随地随身和互联网分享、开放

、互动的优势。

传感网与物联网
穿戴式设备等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
与互联网一同构成物联网。支持对于
城市空间、资源的实时监测调度。

数字孪生

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在虚拟空间
中完成映射，实现现实物理系统向赛博

空间数字化模型的反馈。

泛现实技术

VR是下一代的计算与沟通平台，
AR利用虚拟世界增强现实世界，

MR结合VR与AR的优势。

机器人与自动化

协助或取代人类进行工作、服务，
辅助城市智能、高效、无人自动化
运转。

区块链

数据溯源、公开透明、辅助高效管
理组织，奠定资源数据信任的基础

。

自动驾驶

采用先进的通信、计算机、网络和
控制技术，对车辆实现实时、连续

控制。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出现一系列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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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在不同层级作用于城市空间

高铁、磁悬浮等交通运输技
术提速发展

高铁、航空等城际交通运输区  

域

城   

市

等级结构
规模
联系

办公

交通

居住

过 

去 

与 

近 

未 

来 

不 

同 

层 

级 

的 

技 

术 

发 

展

移动支付

智能家居机器人

基础性技术
细分技术/应用场景

提升传统空间利用效率 融合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 提高城市发展运行韧性

更加弹性可变的
高速无线连接

分布式技术

智能绿色建筑 智能家居中枢系统

SaaS工业机器人

数字孪生

MaaS

智能道路

智能导航/标识

物流机器人

智能传感&监控技术进步 全域感知网

人工智能

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

传感网物联网

机器人自动化

区块链

车载传感网

在线服务

城市大数据平台

总体

城轨交通

装配式

光伏发电

屋顶绿化

边缘计算

卫星导航定位

电子政务

IaaS

自助服务机器
人

城市中台

智慧风控

云计算负载均衡

网络安全

新能源

充电道路

道路智能监测

穿戴式设备

3D打印

城市信息模型

共享居住

共享交通

社区大数据中心

休闲 AI推荐算法

泛现实技术

智能建造 线上直播

智能模块化空间 智慧运维电子商务

智能家具 环境监测能源管理

ETC

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

居家医疗 大数据行程追踪

无人驾驶

智能化市政设施

城市服务机器人

过去10年已产生/相对成熟的技术

未来10年发展/成熟的技术

• 不同层级城市空间与技术间的关系

大数据

……

元宇宙

全息
投影AI办公

无人物流
运输道路

无人机
配送

声光电

人机交互

社交媒体

智能终端生态

室内健身设施

远程协作办公

线上会议

车路协同

VR、AR、MR

市政在线服务



个体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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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形式数字化：个体被数字化，行为由线下转至线上，并呈现在线、即时等特点
在线活动方式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活动形式的数字化程度逐年提升，含盖了从信息获取、娱乐、购物、办公、交通等。

• 时空灵活性提升：个体时间使用碎片化，日常活动日益丰富并摆脱与特定场所的简单线性关系
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跨越时空限制，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移动设备的出现打破了物理边界的桎梏。人们日常活动不再受传统时空距离的约束，以灵
活安排活动时间的方式换取活动空间上的弹性和高时效性。

• 数字自我的形式丰富：科技发展为人们认识自我、数字化日常生活提供了工具支持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3/content_5584518.htm
2. Thulin E, Vilhelmson B. Bringing the background to the fore: time-ge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mobile ICTs in everyday life[M]//Time Geography in the Global Context. Routledge, 2018: 96-112.
3. London; Routledge. 2018
4. 北京城市实验室. Digital Self. https://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42-digital-self/

穿戴式设备实验，面对面的社交活动、室内室外空间的使用3

《第47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
2020年12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9.89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我国手机
网民规模达9.86亿
，网民使用手机的
比例达99.7%1。

活动形式数字化的多任务、平行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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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Mitchell (1999) Kevin Kelly (2016) Michael Batty (2018) 

• Dematerialization 
• Demobilization
• Mass customization 
• Intelligent operation  
• Soft transformation 

• Becoming; Cognifying; 
• Flowing; Screening; Accessing; 

Sharing; Filtering; Remixing; 
Interacting; Tracking; 
Questioning; Beginning 

• Zipf’s law
• Paradox of the modern metropolis
• Standard Model 
• The transport restriction principle 

proposed by H. G. Wells
• the 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

相关学者关于ICT影响下新城市空间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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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ity

The City 
of Bits

Digital 
city

Sentient 
city

Creative 
city

Ubiquitous 
city 

Knowledge 
city 

Second 
action space 

1987
Hepworth 

Autonomously 
mobile city 

Digitized 
city

2000
Ishida 

1995
Mitchell 

研究人员引入了各种新术语来描述ICT影响下的新城市，包括“信息城市”“比特之城”“数字城市”“感知城市”

“创意城市”“无处不在的城市”“知识城市”“智慧城市”“第二行动空间”“自主移动城市”“数字化城市”

“共享城市” ，以及“平台城市化” 。

Smart 
city 

2007
Crang and 

Graham

Sharing 
city

Platform 
urbanism

2009
Evans 

2009
Shin

2011
Sarimin and 
Yigitcanlar 

2013
Zygiaris

2014
Kellerman and 

Kellerman

2018
Kelleman

2020
Kelerman

2018
Salvia and 

Morello

2020
Sadowski

研究人员引入了各种新术语来描述ICT影响下的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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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了城市空间的高效灵活利用，催生了共享居住、共享办公、共享出行等为代表的共享经济。

• 在服务层面上，信息通信技术的驱动下，城市服务即时化、线上化、无人化的特征愈发凸显，在家即可满足居民购物

、办公、教育、医疗、休闲、服务等多种需求。这些新技术催生的新时空行为模式也与未来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场

景紧密相关。

线下空间+AR/VR/直播

共享住宅 远程办公 共享出行 居家服务

ICT重塑城市空间的一系列新现象：共享、线上、无人化



• 信息通信技术的渗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影响了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和不同的城市功

能场景。

• 居住、工作、交通和休闲等功能空间蓬勃发

展的各种新现象如图所示。

• 对城市空间表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新的现象

，如共享住宅、灵活办公、共享车辆等。

城市不同功能空间新现象概述

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探究信息通信技术对新城市空间的影响



• 互联网的使用导致了住宅开发的分散，极大地提高了居民从市中心迁移到郊区的倾向。

• 与办公楼一样，城市设施、公交车站、交通导向发展和数字服务也对重新定义工作场所位置至关重要。

• 然而，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集中效应的存在。例如，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活动往往集中在城市中心，这促进了

信息和通信技术集群的形成，如旧金山的硅谷和悉尼的澳大利亚产业园。

三个城市中每个数据集的聚类值 旧金山的硅谷 悉尼的澳大利亚产业园

1. Vallicelli M. Smart cities and digital workplace culture in the global European context: Amsterdam, London and Paris[J].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8, 12: 25-34.
2. Kenney M. Understanding Silicon Valley: The anatomy of an entrepreneurial region[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Phillimore J. Beyond the linear view of innovation in science park evaluation An analysis of Western Australian Technology Park[J]. Technovation, 1999, 19(11): 673-680.

城市空间结构：集中与分散并存



共享住宅主要有两种形式：共享住房和共享房间

• 新空间表征：
Airbnb更倾向于位于人才集聚和创意丰富的地区，以及靠近市中心、大学、旅游区和公交车站的地区；但与酒店等其他类似场所相比，其
房源的地理分布较为分散；在更精细的空间尺度上，Airbnb也聚集在办公和教育区域周围。

• 正负外部效应：
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增加旅游区客房收入；振兴当地经济；为学生和新移民等低收入人群提供选择。
降低居民的负担能力；加快城市的中产阶级化；增加居民的流离失所率；破坏租赁市场；模糊居住区和旅游区之间的传统界限；甚至忽视
或违反当地法规。

燕京里：混合生活、工作、文化和
吃喝玩乐的小社区

共享客厅共享厨房/餐厅 共享房间

160㎡错层设计3男4女合租，
卫生间男女分用1

共享住宅

北京Stey共享公寓，每人租住单间，
外出时，私人空间可由商家重新出租

共享房屋

多个人（没有社交关系）共享一间卧室共用区域（例如厨房，浴室，客厅和
洗衣房）则与租户共享

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669920195292260&wfr=spider&for=pc

居住：共享住宅



灵活工作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创意产业集群，远程办公，共享办公。
第一类是基于第四产业的工作场所，如创新产业集群等。第二类和第三类与灵活的工作模式有关，包括远程工作和共享工作空间。

• 新空间表征：
分布于较中心的地理位置；位置受交通枢纽、城市设施和新数字服务影响；聚集在混合用途和高密度地区的大型创意公司周围；靠近大学
和研究机构；位于咖啡馆、酒吧、体育和公园设施附近；与传统办公空间和共享居住共存。

• 正负外部效应：
远程办公减少了出行时间、交通拥堵和出行成本；减少了办公空间、相关成本和能源；更新了低效城市空间，以高效利用建筑空间。
破坏土地和空间利用；加剧城市蔓延；加剧城市不公平性。

居家办公 第三空间办公共享/联合办公传统办公

工作：灵活的工作模式



新交通模式主要有四种形式：共享车辆、共享乘车服务、自动驾驶以及导航信息服务。

• 新空间表征：
共享车辆的使用与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停车空间息息相关；导航信息服务等技术加剧了居住空间的分散，促进人们居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
   

• 正负外部效应：
共享汽车可以部分解决城市碳排放、交通拥堵和汽车保有量不可持续增长；共享停车是城市地区停车管理的有效手段；共享自行车是公共交通
连接的重要补充。自动驾驶可能有助于解决交通事故、交通拥堵和城市空间利用效率低下等城市问题。
自动驾驶可能会对交通产生负面的影响，如刺激出行需求和增加城市蔓延等。

网约车 共享电动车 共享停车 无人物流运输车最后一公里物流

交通：移动即服务（MaaS）



基于ICT平台的服务主要体现为两种新形式：远程服务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
前者如在线购物、在线旅游预订和在线政务等。后者指的是以家庭为核心服务地点的服务，表现为食品配送、上门服务等。

• 新空间表征：
线下进行的活动受在线信息的影响，如Yelp/点评上的评论影响，或在线进行但依赖于线下行为的活动，如抖音上分享视频。

• 正负外部效应：
在线医疗保健社区促进医疗服务；在线支付系统和在线政府服务为居民带来便利，缓解交通问题，改善城市管理，增加偏远公寓的吸引力。
远程服务促进了在线经济的繁荣，这给零售经济和线下购物中心带来了新的挑战；送货骑手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道路安全相关的社会问题也
会存在负外部效应。

1. 北京城市实验室. TOP100建筑事务所数字化转型案例整理

线下空间+数字化互动设施

互动式泡泡
/UNSENSE

互动设施
/DreamDeck

数字水榭
/Carlo Ratti Associati

互动式泡泡/UNSENSE 互动设施/DreamDeck数字水榭/Carlo Ratti Associati 灯光水景互动/DreamDeck 重力喷泉互动/DreamDeck

休闲：线上线下融合的娱乐和服务



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功能空间影响的定量总结

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概述

• 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体现为

集中与分散趋势并存；

• 对城市空间表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新的现象

，如共享住宅等，他们具有特定的位置偏
好；

• 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功能空间的影响具有

双重效应（17%），正外部效应（45%
）和负外部效应（38%）。

总的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可
以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和城市功能空间的重
组产生积极影响，尽管有一些负面效应。

展望未来，可以促进精细尺度城市空间表征的
实证研究， 综合研究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空
间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3
基于新城市科学创造未来城市
Inventing Future Cities on the Ground of New Cit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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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城市 

62

 虚拟形式：万物互联、数字孪生

 实体形式：植入物理空间

1. 龙瀛,张恩嘉.科技革命促进城市研究与实践的三个路径：城市实验室、新城市与未来城市[J].世界建筑,2021(03):62-6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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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J. Mitchell Michael Batty
《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 《创造未来城市》 ……

未来是创造的，不是预测的

城市：复杂性系统

未来城市的五原则

齐
普
夫
定
律

现
代
大
都
市
的
悖
论

高
频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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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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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随着技术从互联网至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发展，对城市改变新现象的思考也逐渐渗透至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Manuel Castells

“流动空间”理论

场所空间

Kevin Kelly
《必然》

形成   知化    流动  

屏读   使用    共享

过滤   重混    互动

追踪   提问    开始

未来的12种关键趋势

建筑的数字化 虚实社区的互动流动空间场所空间

网络社会

2005年 2016年 2019年1989年

基于观察现象外推的城市生活与空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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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驱动下未来城市空间的主要趋势判断

形式不再必须
追随功能 

以人为核心的
功能与服务聚集 

空间信息功能被
互联网替代，场
景体验价值提升 

空间的
数字化运营 

数字创新
增强空间设计 

2 3 4 5 6

城市生活随着互联网的影响变
得更加自由，城市空间形式与
功能的联系开始减弱。同样形
式的空间所承载的活动具有更
大的弹性。即使空间不发生变
化，其所承载的功能可以随时
改变。形式不再追随功能。

随着线上办公、学习、娱乐
等方式不断丰富和成熟，即
使出行的成本降低，人们出
行的意愿仍有所下降。个体
周边功能的重要性提升，以
人为核心的功能与服务聚集
现象将更加显著。

以往为了人们更容易获取信
息而产生的出行成本及对空
间资源的需求将被大幅度降
低。城市空间会更加强调其
作为活动容器的作用，并提
供与众不同的、难以复制和
被互联网替代的、具有本地
独特吸引力的空间体验。

城市在移动互联网的影响
下，呈现出运营化的特征。
空间也许不会改变，但空间
使用的组织方式将发生改变。
数字化的运营将进一步提升
空间的使用效率，例如共享
化、定制推荐等。

空间具有滞后效应及使用弹
性。即使不改变空间的形
式，仍然可以承载新的活动
方式。但不可避免的，更符
合人需求的新的空间设计形
式也将出现。数字化空间的
设计将体现出实体空间与虚
拟空间融合的特征。

灵活自由 在场经济 节能高效 虚实融合邻近分布

• 城市的“信息功能”被互联网信息所替代，以空间搜索为核心的行为选择被个体定制化算法改变
• 不依赖于实体空间的“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以及由生产端到消费者的分级物流产业的成熟推动更灵活的生产生活方式
• 以空间为核心的功能布局及结构向以人为核心的方向发展（功能的具身性）

城市内与城市间
不同功能空间
线上与线下
边界溶解

1

随着交通方式的发展，城市内
与城市间的差异缩减，边界溶
解。随着碎片化时间和线上办
公与生活的流行，不同活动所
对应的空间边界模糊。此外，
线上线下活动的边界也随着互
联网、物联网的深入应用而消
融，线上线下进一步融合。

边界模糊



• 个体需求和服务变革：居家享受“在线、即时”服务上门，在家即可满足购物、工作、学习、医疗等多种需求

• 居住地为中心、线上线下融合：人的活动在信息技术支撑下超越空间尺度约束，形成融合线下步行可达和线上服务便捷到家
的社区生活圈1，线下条件仍一定程度上影响线上服务供给2

• 分布式、微中心的生活服务单元：快节奏生活方式等影响下，出现更小型和多元的生活服务单元形态

居住：混合·共享·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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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牛强,易帅,顾重泰,朱玉蓉,王盼.面向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服务设施配套新理念新方法--以武汉市为例.城市规划学刊,2019(06):81-86 
2. 牛强,朱玉蓉,王盼,顾重泰,易帅.社区生活圈线上化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初探——以武汉市典型社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1,28(05):111-118
3. 北京城市实验室. 黑河国土空间规划未来城市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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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线上线下融合生活圈 社区综合服务单元示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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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趋于线上化与智能化转型：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驱动下更加高效、灵活的办公形态1

• 多种办公模式并存：传统办公、居家办公、共享/联合办公、第三空间办公等模式的灵活选择，象征着从“以办公室为中
心”逐渐向“以个人为中心”，工作以人为本的转变2

• 空间扁平化分布：远程办公促进了办公空间从城市中心迁移至郊区，在城市中分布趋向于扁平化、更加围绕居住地布置3

• 新创新产业空间集聚：创新要素将重塑和优化片区空间结构，创新产业空间趋向集聚，并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结合分
布4

办公：灵活·共享·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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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腾讯研究院. https://mp.weixin.qq.com/s/vk1D9efAho397k1XEJKh2A
2. 36氪.https://mp.weixin.qq.com/s/cZ0LYR3Xc-LmDejygVAZBg
3. Helminen V , Ristimki M .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muting distance, frequency and telework in Finland[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07, 15(5):331-342
4. 袁晓辉.《面向未来的创新空间研究》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XZz4rnMs0M1Tacp4BT-bzw

全息投影VR、AR、MR办公技术

①1人在线讨论 ② 2人交流 ③ 多人会议

灵活
隔断

移动式
会议亭

灵活隔断

数字游民



1. 徐晓峰,马丁.无人驾驶技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初探——基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探索性方案[J].上海城市规划,2021(03):142-148.
2. Abduljabbar R L, Liyanage S, Dia H. The role of micro-mobility in shaping sustainable citi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21, 92: 102734.

• 模块化小街区组织：未来的城市空间将分解为更均质的微小单元和标准模块，模块之间将由扁平化的无人驾驶道路系
统连接1

• 移动及服务与出行算法化：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助力交通出行
• 共享出行：结合共享出行方式，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等微出行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并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2

• 交通功能复合：无人驾驶车辆成为空间的延伸，单一维度的交通空间拓展为零售、医疗、办公多功能智能移动空间
• 智能化运营管理：交通标识系统智能化，出现智慧路缘、停车诱导系统、智能泊车、智能导航、智能地锁等数字化设

施，交通管理实现全域感知、实时监测、及时预警、智能管理

交通：扁平·共享·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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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波信号协调系统
/SWARCO

智能引导
/ Gensler

智能跑道
/ DreamDeck

智能引导人车流，适应潮汐变化2 动态安全的路缘

共享出行类型
智能地面红绿灯
/ Büro North

无人驾驶与传统驾驶的过渡期

过渡时期“双棋盘”路网



• 线上休闲娱乐：云旅游、云展览、云演唱会、
360°“自由视角”运动赛事等在线休闲娱乐方
式使个体休闲娱乐方式日趋丰富，人们追求出
游的品质和新奇的感官体验1-3

• 空间体验化：数字设施的叠加使公共空间能够
为人们提供个性化互动体验，提升公共空间吸
引力。未来线下空间+互动设施、 “线下空间
+直播”“线下空间+AR/VR”模式成为公共空
间发展趋势

休闲-娱乐：体验·虚拟·数字

68

1. https://new.qq.com/omn/20210212/20210212A0328P00.html
2. https://new.qq.com/omn/20220527/20220527A094J200.html
3. https://tv.cctv.com/cctv5/
4. decouvrirensemble.com
5. archdaily.com
6. https://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45-digital-twin-of-beijing/

通过北京五环内线上线下空间发展匹配度的研究发现，线下空间的功能、地标性等特征，对线上点赞和打卡行为
都产生一定影响，线下空间的一个打卡视频平均得到线上8000多次的互动（彰显了线上线下的悬殊关系）3。

网红旅游地 La Muralla Roja1 网红打卡地 红砖博物馆2



• 移动支付：人脸识别支付、指纹支付等移动支付手段普及，诸如比特币等基于区块链的支付方式不再依赖第三中心方

• 分级诊疗体系及流程优化：形成“综合及专科医院医疗—社区医疗—居家医疗—移动医疗”的分级诊疗空间体系， 社
区级别医疗服务增多1

• 空间规模与选址：集中化大型教育空间减少，出现碎片化学习中心，教育空间选址更加接近居住地2

公共服务设施 :线上·分级·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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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的主要应用情况4

1.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3128/national-health-service-nhs-uk/#topicHeader__wrapper
2. https://mp.weixin.qq.com/s/RtdVs2_BBcAbzLq-1THRzg
3. 腾讯研究院. 《补充案例素材》
4. Li W, Long Y. Smart technologies for fighting against pandemics: Observation from China during COVID-19 [J]. Transactions in Urban Dat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粤省事”为城市个体提供掌上民生服务3



• 数字化新基础配套设施的普及：多种类型的机器人构建便捷可达的服务圈，增补信息数字化城市市政设施，可进一步
测试和探索，具体服务包括引导接待，互动展示，玻璃清洁，特殊帮助等

• 数字设施的基础设施化：城市市政设施运营标准化、规范化，产生城市运营商新物种

市政基础设施：智能·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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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数字基建、传统基建三者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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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新基础配套设施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传统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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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生产要素为核心的数字基建



科技发展对未来城市空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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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发展对未来城市空间的正外部性  科技发展对未来城市空间的负外部性

提升传统空间利用效率

拓展新的虚拟空间场景

融合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

提高城市发展运行的韧性

加剧社会隔离及居住隔离

增加空间不平等现象

产生算法驱动的空间危机

加速实体空间剩余与城市收缩

利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
和集成作用，提高传统空间利用效率。

数字生活的极大丰富让既有活动实现数字化，同时也将孕育新的活动类
型及其形式和场景。

平台运营、人机互动、数字孪生等技术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融合，线
上线下互动的形式更加丰富。

空间的不灵活在灵活自由的数字空间的影响下，其韧性得到极大提升，
面对各类灾害和危机的能力提升。

互联网推动社群建设，不同群体间的隔离更加严重，从而进一步加剧居住隔
离。

全球数字化进程中，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将增加空间不平等现象。短
期内区域间与城市群内非均衡状态或更加明显，城市间差距或面临扩大化趋势。

依赖于算法的资源分配、流动和空间运营也将受制于算法，存在过度依赖甚
至被算法束缚的可能性以及数据隐私危机。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加速产业生产转型，部分传统实体空间功能瓦解，空
间出现剩余或凋敝，城市局部收缩或整体收缩加速。

减少能源消耗与碳排放

线上活动减少不必要的出行，节能自动的交通工具减少能源消耗与碳排
放，智能运营管理实时监测并调节能耗，以信息联动换取能量节约。

依赖于算法推荐的空间使用与个人活动也将受限于算法，个性化的选择与偏
好逐渐消失。

导致人在空间中的活动与选择的个性消除与偏好丧失



WeSpace 2.0·未来城市空间 2.0
（中文完整版逾200页）

未来城市空间 背景与核心

未来城市空间 技术驱动

未来城市空间 发展趋势

未来城市空间 创造实践

未来城市空间 总结与展望

1 

2 

3 

4 

5 

详见：

https://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48-wespace-future-city-space/

未来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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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实验室 BCL

报告链接



空间干预、场所营造与数字创新（Spat ia l 

Intervention, Place Making and Digital 

Innovation, SIPMDI）是指通过利用各种智慧

化手段及智能设施，结合传统的空间干预和场

所营造设计手法，将城市空间打造为智慧城市

的空间投影和载体，以更好地满足当下人们的

活动需求，并达到自适应和节能的功能，提升

空间的使用及管理效率，提高空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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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干预、场所营造与数字创新



针对街道、广场、街巷节点等人工硬质界面，可对其边界及引导系统进行智慧化处理，实现界面的“软化”，机

动车、非机动车、步行的空间范围自适应调整。

UmbrelliumSWARCOSidewalk Toronto

“动态路缘（Dynamic Curb）”通过照明路面区分
乘客上下车范围，也可在低流量期间轻松转换为行人
空间。

“绿波（Green Wave）”设计，在信号协调系统的
支撑下，通过绿色路面灯显示，帮助骑行人更安全地
保持速度和更持久地骑行。 

“足迹能量（Footstep Energy）”设计，利用专利
地板技术将动能从足迹转换为电源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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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室外公共空间的智慧化



设施类型 传统的城市家具 智慧城市家具

信息设施 指路标志、电话亭、邮箱 智能路标、智能机器人、电子公告栏

公共健康设施 公共卫生间、垃圾箱、饮水器 公共卫生间、智能垃圾桶、智能饮水装置

照明设施 路灯 智能路灯、交互照明设施

安全设施 摄像头、栏杆 监控摄像头、智能报警桩、智能栏杆

交通设施 巴士站点、车棚 动态路缘、智能停车、路面交通信号灯

公共休闲设施 坐具、桌子、游乐器械、售货亭 智能桌椅、互动娱乐设施、共享休闲空间装置

艺术景观设施 雕塑、艺术小品 智能构筑物、艺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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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家具的智慧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针对基本需求的设施进行多功能、智慧化的改造，二是根据已经发生变

化的需求进行新设施新功能的补充，三是创造引导新活动的设施，提升空间趣味性及活力。

应用场景：城市家具的智慧化



除了以上三种基于空间干预的数字创新手段以外，一些虚拟的手段也可以用于增强场所营造，引导人群与空间的互

动。这些手法包括基于AR（Augmented Reality）、VR（Virtual Reality）的混合实境，二维、三维投影设备，以

及各类手机应用等。

任天堂等公司 甲板科技公司 Umbrellium 

“Marling”项目通过器官音频系统和高规格激光机丰
富夜间活动，为户外活动提供媒体支持。

“互动投影——涟漪”，通过给社区定制互动主题，
利用激光雷达进行互动投影，增强场地参与性和互动
性。

Pokemon Go游戏，通过AR技术把虚拟和现实结合在
一起，一上线便引起全世界的户外热潮，极大提高人们
的户外活动兴趣。

1. https://www.umbrellium.com .https://mp.weixin.qq.com/s/UFMUuo6FrvKNKodpbzKiuw.  https://www.pokemon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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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场所营造的智慧化



将现实空间场景构建到虚拟空间中，实现远程的空间场景体验和互动。纯数字创新的手段通过将城市、建筑、景观

的研究、设计和空间展示成果与互联网技术和娱乐进行充分融合，可以将建成环境专业的影响力拓展到文旅和游戏

行业，并且让人们能够在线上活动中也能体验到城市空间与传统建筑的魅力。

三维云展览：多种多样的三维虚拟展厅的成为新的
场景展览方式，这种摆脱了时空限制的展览方式使
人们能够更沉浸于展览本身。

云游鲁迅纪念馆：将现实全景照片与新媒体互
动结合在一起，加上语音导览，使人们可以远
程参观鲁迅纪念馆。

湖南湘西芙蓉镇腾讯游戏——是历史建筑设计在新媒体领域的
互动尝试和传播实践，为建筑学院的师生将“纸上建筑”转变
为实景建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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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基于现实的虚拟场景构建



未来城市（空间）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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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

设计公司 开发商

科技公司

碧桂园、万科、恒大、融创、
龙湖、金科……

苏宁、丰田、
东风日产、奔驰……

腾讯、阿里、百度、
华为、中兴……

移动、联通、电信、
华夏幸福……

运营商

BIG、Gensler、SOM、
Sasaki、AECOM、中规院……

合作

把控合作 合作

把控

合作 合作

把控 把控

合作 合作

上下游

把控

公众

组织运营空间零售

地块开发空间设计

技术输出

调度管理

设
 计

 力
 量

技
 术

 力
 量

参与未来城市建设/设计的几股主要力量

参与反馈

高校、公众等
其他社会群体

政府

由单纯的设计

至超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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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walk
 Toronto 

腾讯江门人才岛智慧城市 

万科
天空之城 

Woven City 苏宁未来城 

Kashiwa-no-ha 
Smart City 

上海张江
AI智慧岛 

NEOM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 

三江汇·杭州‘
未来城市’

2016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2020

基于物联网架
构的孪生城市

科技引导
智慧生活

基于ICT的
城市运营管理

设计及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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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波信号协调系统/ SWARCO智能引导/ Gensler

智能跑道/ DreamDeck

智能地面红绿灯/ Büro North

行人优先的引导信号

智能中台基于数据监测、分析进行统一调度，为步行和骑行
提供信号优先权，如智能跑道、地面红绿灯、绿波信号。

共享工位预约

为分部出差员工提供可预
约的共享工位，方便出差
员工的短期工作。

空间弹性使用

借助一些设施如自由隔断
屏风、伸缩墙面等，隔离
出一些临时用的空间，满
足不同的使用需求。

数字化展示墙面

用于分隔不同功能空间的
隔墙上设置数字化展示墙
面，便于产品和工作进展
的展示和交流。

共享工位

装配式讨论工作空间

阅览室:：借助自由隔
断屏风

会议室：借助伸
缩墙面

试验空间：借助自由
隔断屏风

数字化展示墙
面

数字化展示墙面

装配式讨论工
作空间

共享工位

传统办公工位

打造弹性多元的交流讨论空间

近期开展的实践：腾讯企鹅岛科技图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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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记录第六篇】针对大数据、城市科学与未来城市的新50条松散思考

【浮生记录第五篇】针对大数据、城市科学与未来城市的新50条松散思考

【浮生记录第四篇】针对大数据与未来城市的新50条松散思考

【浮生记录第三篇】针对大数据与未来城市新50条思考

【浮生记录续篇】针对大数据与未来城市的另外50条松散思考

【浮生记录】针对大数据与未来城市的50条松散思考

文章链接

BCL 北京城市实验室公众
号

反思与批判：浮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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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答疑

• 课程教师：龙  瀛 ylong@tsinghua.edu.cn

• 课程助教：
    赵慧敏 zhaohm21@mails.tsinghua.edu.cn
    梁佳宁 liangjn21@mails.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