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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nnual top ten keywords for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e at the 18th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orum in 2021, this

practice has become a hallmark of the Forum.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ci‐

pline forms its independent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primary pur‐

pose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orum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s to iden‐

tify and highlight the most cutting-edge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Building on the

groundwork laid by the previous two forums, the 20th Forum has released ten key‐

words that represent focal point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e for the

period of 2023-2024. These ten key words, along with the nine associated subfields

of planning, include AI empowerment (smart planning),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knowledge expansi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urban fi‐

nance), multi-purpose facilities for both normal periods and disasters, and spatial

planning, refinement, optim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urban resilience), aging and

all-age friendliness (urban inclusiveness), planner career development (the planning

profession), preservation system (heritage preservation), factor flow (urban-rural inte‐

gration), and metropolitan region (collaborative planning).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body of knowledge;

cutting-edge hotspots; keywords

城乡规划学科发展2023—2024年度十大关键词，在遴选过程中强调将世界眼光落

在中国大地上，通过对国内外顶尖期刊过去一年研究热点的每月持续追踪，《城市规划

学刊》编辑部团队从18本国内外顶级规划类学术期刊中遴选了2362篇中英文文章、364
个中英文关键词，将关键词聚类提炼出30个热点方向，并经由编委、顾问编委和海外

编委等共96名权威专家教授对规划思想、实践和教育等研究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与提名，

最终按得票率高低排序形成了2023—2024年度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十大关键词。

1 关键词1——智慧规划：AI赋能（得票率85.37%）

人工智能（AI）及数字技术在城乡规划学科的赋能获得本年度近百位学科专家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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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自2021年第18届中国城市规划

学科发展论坛起，发布城乡规划学科年

度十大关键词已经形成学科发展论坛的

特色品牌。城乡规划学科本身构成了一

个独立且专业的知识体系，城乡规划学

科发展论坛的宗旨在于汇集和突出该学

科知识体系中最新兴、最具前瞻性的发

展焦点。第 20届论坛在前两届的基础上

进一步聚焦和凝练，确定了 2023-2024
年度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十大关键词：

智慧规划：AI赋能；学科发展：体系架

构与知识拓展；城市财务：城市更新可

持续；城市韧性：平灾结合；空间规划、

细化、优化、科学化；城市包容：老龄

化与全龄友好；规划行业：规划师职业

发展；历史遗产：保护体系；城乡融合：

要素流动；协同规划：都市圈。

关键词 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知识体

系；前沿热点；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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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认可，成为投票率最高的关键研究方向。此现象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全球对人工智能的广泛关注，AI技术在学术、教育和

科技领域的普遍应用已经映射到城乡规划学科之中，对于AI赋
能的需求已经成为学科共识。

城乡规划作为一门致力于为人类应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空间

中所面临的超级复杂关联问题提供未来有序解决方案的学科，

要求从业者具备高度的智能技术使用能力[1]。
本研究团队综合追踪了 624项AI在规划领域的应用工具

(AIGP)，并从中精选出了189项对专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工

智能工具，其中ChatGPT被评为最杰出的30项工具之一。在这

一过程中，规划师不应仅仅是工具的使用者，而应成为AI工具

学习的对象，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决策模式为AI学习提供了宝贵

的参考。AI的学习路径从最初的个体学习逐渐转变为群体和社

会现象的学习[2-3]。

2 关键词 2——学科发展：体系架构与知识拓展 （得票率

78.05%）

在整个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市规划作为一个具有最长

历史积淀和最完备知识体系的学科，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石。

以德国为例，其完善的规划体系“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由城乡

空间向其他空间领域扩散，城乡规划学对于观察、编制、讨论

和管理方法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要求原有的城乡规划知识体系

进行大规模重构，规划专业正面临着四大挑战和四大创新领域。

这四大挑战包括：从传统的城乡规划转变为更为综合的国

土空间规划、步入城镇化的成熟阶段、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

是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四大创新

领域分别是：规划教育的世界观创新、知识体系的革新、教育

方法的更新以及教育对象的多元化[4-5]。
创新的规划学科知识体系应该拓展知识的外延，尤其是在

三大内核、六大外延以及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上。这三大内核

分别是规划知识、空间知识和自然知识，而六大外延则涵盖了

社会组织、经济运行、历史文化、数字智能、工程技术和治理

知识。整个知识体系的主线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包括生存、生

产和扩张的动态过程[6]。从城乡规划扩展到国家空间规划学科，

需要的是全面而深入的知识架构，是城市规划学科的学者可以

大有作为的时期。

3 关键词3——城市财务：城市更新可持续（得票率75.61%）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持续性的城市财务管理不仅充当了

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引擎，而且成为确保城市可持续性的核心

支撑。这种财务管理的目标超越了单纯的物理空间转变，旨在

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共生，实现城市的经济可持续。

城市财务议题在城市更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联合

国人居署确定的今年世界人居日主题是“韧性城市经济，城市

推动经济增长和复苏（Resilient urban economies, Cities as drivers
of growth and recovery）”。联合国世界城市日主题是“Financing
a sustainable urban future for all”，应该翻译为“财政支撑着所有

人可持续的城市未来”，但是却被译成“汇聚资源，共建可持续

的城市未来”，不知道是哪位脑子里缺少现代要素，看到 financ⁃
ing就不知所措，一定要避开“财政”二字。岂知城市治理中财

政概念和财政可持续是区分中国传统城市和现代城市的分水岭。

只有中国城市直面财政问题的时候，中国城市才真正进入了现

代城市。

分析各城市的土地财政数据可见，2022年地市级GDP增长

速度普遍放缓，多数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这

一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表明了管理者、学者、从业者等对城

市财务健康与可持续性的深刻关切[7-8]。
与新城建设相比，城市更新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新城

建设往往在尚无居民居住的区域进行，而老城区的更新则涉及

大量原住民。资本的介入和管理在老城区显得尤为复杂[9]。因

此，作为规划师，更应深入了解并有效传达城市更新项目背后

的深层次故事，这不仅关乎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涉及社会结构、

经济活动和文化认同的综合考量。这样的深入理解和有效沟通

是实现真正负责任和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关键。

4 关键词4——城市韧性：平灾结合（得票率73.1%）

城市韧性定义为城市面对各类冲击和挑战时的综合应对和

恢复能力。这不仅包括对干扰、冲击或不确定性因素的抵抗、

吸收、适应和恢复能力，还强调危机中的学习、适应及自我组

织能力。城市韧性的发展需经历五个关键转变：从单一到整合、

从短期到长期、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适应、从静态到动态、从刚

性到柔性[10-11]。此外，城市韧性的建设应基于人民的利益，同时

关注文化韧性、技术韧性和管理韧性的同步发展。

城市韧性的能力可分为四类，从无法抵抗冲击到具有持续

学习和治理能力的智慧：

（1）第一类：城市在遭遇冲击时无法存活，即遭受一次冲

击就可能导致整个城市的毁灭；

（2）第二类：城市在冲击过后能逐渐恢复社会运行，但由

于缺乏学习能力，灾害仍有可能再次发生；

（3）第三类：城市在完成灾后复原后进行反思，应急响应

越来越有效；

（4）第四类：城市具备持续的反思、学习、总结和提炼治

理能力，是智慧和聪明的，也是最理想的。

城市的韧性安全系统不仅代表了城市科学的最新发展前沿，

也反映了现代城市建设面临的多元化挑战所需的新型应对策略。

特别值得关注的策略是：如何综合运用新兴技术进行灾害风险

的测量、分析、管理和应急响应；如何实现对各种环境变量和

突发事件的精准预警。这些做法是构建一个安全、有韧性的共

享家园的关键，目前已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重点领域。通过这

些先进方法和策略，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城市在面对自然和

人为挑战时的适应能力和恢复力，从而确保城市生态系统的长

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5 关键词 5——空间规划：细化、优化、科学化 （得票率

65.85%）

自2015年《城市规划学刊》发表首篇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

文章以来，至今已累计发表120篇相关论文。对这些论文的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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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反映出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解日益精细、优化和科学化。

在空间规划实践中，精致的设计、系统化的优化和科学方法共

同塑造了城市的未来[12-13]。
现代国家空间规划的“数智化”转型，包含目标愿景、路

径选择、发展动力、精准评估、迭代优化等五大关键要素：规

划的灵魂在于其目标愿景定位的精准性，借助空间发展历史的

机器学习，可以为国土空间及其上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系统提

供多元化的目标选择方案；数智赋能空间规划的路径选择通过

人工智能提供多模式的预测方案，帮助决策者和规划师预见未

来趋势并确定发展路径；在发展动力方面，利用智能资源配置

解决区域内部资源分布不均，激发城镇群整体潜力；在精准评

估方面，新技术对规划实施后的国土空间综合效益进行详细评

估，以每块地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为依据；任何规划都需

持续优化和自我提升，强调了在规划实施的各个阶段进行的评

估和调整的重要性。这些要素共同助力于实现空间规划的细化、

优化和科学化，确保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实现[14]。

6 关键词 6——城市包容：老龄化与全龄友好 （得票率

63.41%）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城市应成为各年龄层次的舒适

居所。这要求我们不仅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安全的居住环境和

丰富的社区活动，还需为年轻人和儿童创造充满活力的空间。

城市规划应重视跨代交流，通过公共空间设计、社区服务和技

术应用等手段，促进不同年龄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共同打造包

容的城市环境。

在满足老年人和儿童等特定群体需求的同时，应用如人工

智能等技术手段优化城市设计，提供智能化服务和产品。此外，

创建可阅读的建筑空间、可亲近的滨水空间、可漫步的街道空

间和可休憩的绿化空间，对于构建全龄友好型城市环境至关重

要。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包容性，也提高了城市生活

的整体质量，共同促成一个和谐、可持续的城市环境，使其成

为全年龄段居民的理想家园。

本来这个词可以是“全龄友好”，包含了今天的热词“儿童

友好”和“适老化改建”，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包容不仅是年龄上

的，也包含了对年轻移民的创新创业和事业发展的支撑和对失

败的包容，因此这次选择的词汇中选择了“老龄化与全龄友

好”，希望以后可以逐年持续推出“XX与全龄友好”等一系列

的讨论。

7 关键词7——规划行业：规划师职业发展（得票率56.10%）

我们过去一直关心的是城市，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关注规划

师的职业发展。规划师在新的时期面临史无前例的压力，许多

规划师是被城市建设的浪潮裹挟进规划专业，其收入、社会认

同甚至在家庭中的自豪感都是城镇化的高潮托举起来的，而这

种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的物质发展来到了一个转折期，

过去的创造新城、创造新社区、建造新房屋的主要任务，将会

被替换成一系列的新任务。规划师必须规划自己，设计师必须

设计自己。

本年度我们欢迎更多的规划师，尤其是来自一线的规划师

一起来讨论和交流规划师职业明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思

想方法的转变、劳动技能的更新、服务对象的多元、新增知识

的拓展等都可以成为时代留痕的文章。

8 关键词8——历史遗产：保护体系（得票率56.10%）

历史遗产的保护被认为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一个关键

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历史遗产保

护的元素融入显得尤为重要。在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面对两种极端思维模式：一种是彻底拆除，另一种则

是刻板保留。这两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对城市复兴和历史文化保

护均会产生不利影响。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拥有独特的基因和细胞。城市基因，

作为区分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根本特征，包括自然元素（如

河流、海风等）、历史上重要的标志性人造物体，以及承载基础

设施的空间肌理（如广场街道等）。这些元素构成了城市的身份

和特色，是不可随意改变的。相对地，城市的细胞，即那些需

要随时间更新的部分，如建筑结构和社区组织，是保持城市活

力和发展所必需的[15-16]。如果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错误地将这些

可更新的细胞视为不可变的基因，将阻碍新兴生命和创新网络

的引入，最终导致城市生命力的丧失。因此，辨识哪些是城市

不可动摇的基因，哪些是可更新的细胞，成为规划者面临的重

要任务。只有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才能确保城市的持续生

命力[17-18]。

9 关键词9——城乡融合：要素流动（得票率56.10%）

2022年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 9.2亿人，占

65.2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为4.9亿人，占34.8%，中华民族

主体2/3的居民生活在城市，已到达一个关键点。

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要解决城乡之间的“人、

地、钱”问题，需要加快破除制度性障碍，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用，创设良好的制度条件[19-20]。这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

场，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和平等交换，以及分类推进要素配

置市场化改革，再通过合理流动促进城乡经济循环，进而推动

农业农村发展融入国民经济循环体系[21]。
一直认为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是从乡到城，今天第一次

有了从城到乡的可能，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定是城乡的双

向流动。这个时代一定会从现在开始，有人去做新农民，有人

去做新市民，越来越多地在城乡之间发生，也会成为规划讨论

的重要议题。“新农民”会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10 关键词10——协同规划：都市圈（得票率48.78%）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国际间的城市扩张现象

已逐渐突破各自的行政边界。这一现象导致城市间的社会经济

联系日益紧密，进而催生了都市圈、都市群以及大都市区连绵

带的形成。

在这一背景下，传统以行政区划界限为基础的空间治理模

式已不足以有效支持这些复杂的都市圈结构的未来发展[22]。因

此，迫切需要对都市群现象及其运作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充分

挖掘和利用都市圈内部的积极互动力量。探索跨政府及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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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间的协同治理模式，成为实现都市圈内部各实体互利共生

和协同发展的关键途径[23]。
2023—2024年度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十大关键词，不仅见

证了城乡规划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持续创新，而且反映出了这一

学科在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时的前瞻性思考。期望在未来，这

些关键词将引导和激励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推动学科

的边界拓展和知识深化。此外，这些研究方向将对城乡可持续

发展产生长远影响，为实现更加和谐、包容和智能的城乡空间

提供科学指导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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