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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智能技术对城市生产生活及治

理的影响逐渐加深，促使城市经济、社

会、环境等要素加速流动与互动，人、

技术与空间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

复杂。新的背景下，城市规划需要从被

动顺应智能技术的冲击转向主动求变、

迎接智能技术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并探索

构建新的规划体系。通过对新时代下智

慧城市规划的内涵解读，明确智慧城市

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定位，并从技

术支撑层、规划方案层、实施运营层和

制度保障层四方面对智慧城市规划的编

制内容进行梳理，同时探讨了不同空间

尺度下智慧城市规划应该关注的重点内

容，以期为新时代的城市规划智慧化转

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 智慧城市规划；人地系统；智

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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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grated "Human-technology-space" Framework of Smart City Planning
ZHEN Feng, KONG Yu

Abstract: The impact of smart technology on urban production, life, and governance

has gradually deepened, accelerating the flow and interaction of urban economic,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other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technology,

and spac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In the new background, urban

planning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from a practice that passively submits to the

impact of smart technology to one that proactively welcomes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smart technology while continuously reinventing itself.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smart city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defines the positioning of

smart city planning in the national planning system, and proposes a technical

framework of smart city planning from four aspects: technical support, planning

scheme,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and system guarantee.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key aspects of smart city planning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mart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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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各类智能技术的融合与应用，城市中万事万物均可被

数字化并实现互联互通，城市发展加速进入“智能时代”。面对智能技术的影响，

2011年以来，国家就陆续推出不同批次的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在智慧城市评

价指标、建设标准，包括智慧园区、智慧社区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2014
年，国家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2017年，“智慧社会”被正式写进中共十九大会议报告，标志着国

家对新一轮信息革命的科学判断与战略部署。

智慧城市作为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能够支持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城市的高效与

智慧化治理（吴志强，等，2020），已经得到学界共识。而数字时代下未来空间向着数

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方向转变，从国家不同时间段的政策来看，城市规划需要在新的

时代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向智慧化的方向转变（吴志强，2020）。同时，从传统的城市

规划到当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全要素治理，规划也从单个部门的责任转变为需要多个

部门协同、协作的工作。基于国土资源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数据的智能采集、分析与实

时监测，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构建现代化空间治理体系等成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背景下

城市规划的诉求，促使规划的“智慧”转型成为当前规划学科创新发展的紧迫要务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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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与技术的发展阶段看，我们

正面临着新的规划奇点，从现代主义规

划向智慧城市规划的转变条件逐渐成熟

（刘泉，2019），智慧化作为新时代城乡

规划转型的重要趋势 （刘婷婷，等，

2019），城市规划如何编制也面临着新的

机遇与挑战（吴志强，2019）。智慧城市

规划作为当前学界探讨的重要转型方向，

近年来学者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智慧城

市的规划与智慧的城市规划两方面。第

一，在智慧城市的规划探索中，智慧城

市作为各类有感知和互联的建筑环境集

合，具有从城市运转模式中学习并自动

适应此类行为变化的组件，体现了城市

如何组织、设计与管理的理想愿景

（Kandt J，等，2021）。智慧城市的规划

作为城市规划演变中的一个独特规划范

式，通过数字空间创造为城市决策与治

理提供支持 （Komninos N，等，2019）。

对于智慧城市的规划一方面关注新技术

的支撑，像物联网集成与深度学习融合

提升大数据分析效率（Atitallah S B，等，

2020），融合建筑信息模型（BIM）与地

理信息系统（GIS）预测新兴城市公用基

础设施需求（Marzouk N，等，2020）等

技术研究。另一方面重视智慧城市的管

理与应用，涉及自然资源和能源、交通

和流动性、建筑、政府、经济和居民生

活等多个领域 （Neirotti P，等，2014），

涵盖老城智能化、科学园区发展、科技

城市、基于 ICT的城市智能功能等多种

场景（Batty M，等，2012）。当前智慧城

市研究已从技术经济驱动转变为更加以

人为本的方法，关注城市规划和治理问

题（Zhao F，等，2021），并产生了智慧

可持续城市和可持续智慧城市两个新兴

趋势 （Zheng C，等， 2020；席广亮，

等，2014；甄峰，等，2015）。综上，尽

管学者们注意到了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城

市规划联系紧密，但技术主导的特点还

是非常突出。第二，智慧的城市规划研

究兴盛于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推动智能技术赋

能城市规划研究与编制。大数据在城市

规划领域的应用掀开了城市规划研究与

编制的新时代（甄峰，等，2014），高精

度大数据的实时数据挖掘和模式检测为

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提供了支持（Kandt J，
等，2021；杨俊宴，等，2017），在城市

韧性（王波，等，2020）、公共空间活力

（罗桑扎西，等，2019）、居民职住分析

（王德，等，2020；顾家焕，等，2020）、
国土空间评价（秦萧，等，2019）等方

面均有着相关应用。与智能技术相关的

研究方法探索，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对于

空间的测度与形态优化调整 （杨俊宴，

等，2021；史北祥，等，2021；杨俊宴，

等，2019），辅助规划方案的生成与制定

（杨天人，等，2021）。在智慧赋能的城

市规划编制方法方面，智慧国土空间规

划思路与编制框架 （甄峰，等，2019；
孔宇，等，2019）、数据增强的空间设计

与活动规划方法（龙瀛，等，2019；张

恩嘉，等，2020；张晓春，等，2021）、

大数据支持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席广

亮，等，2015）以及赋能城市治理的智

能模型搭建 （吴志强，等，2021） 等，

为新数字时空生态下的可感知、能学习、

善治理的智慧的城市规划提供支持（庄

少勤，等，2020）。
总体而言，当前对智慧城市规划的

研究存在两个流派，一个是技术，尤其

是信息化技术导向的智慧城市的规划，

侧重 ICT硬件（5G、物联网等基础设施）

和软件设施（各类软件及应用）。由于主

要研究人员来自 IT技术或者计算机等工

程技术领域，强调技术驱动的智能化，

但却忽视了以大数据等智能技术驱动下

的城市资源配置、功能提升、空间优化

为核心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诉求。

将智慧城市简单理解为“信息化平台”，

暴露出对智慧城市的规划内涵理解不足、

缺乏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等问题（黄沣

爵，等，2020；汪光焘，等，2020）。另

一派则是基于智慧的城市规划编制，强

调将智能技术赋能应用于城市规划编制

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主要是城市规划领

域研究人员或者规划师进行的“规划技

术创新”的探索。正因为如此，不同学

科基础、不同技术方法支持下的两大智

慧城市规划路径，相互间缺乏互动与沟

通，造成了在智慧城市建设与实施方面

的割裂，也影响到城市空间布局优化与

城市智慧化发展。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

城市中人、技术、空间要素之间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复杂的关系与相

互作用和耦合机制是当下以至未来很长

时间里城市发展将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为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需求，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需要

超越信息化技术应用及部门利益去考虑

未来的智慧城市规划整体架构。因此，

本文通过对智慧城市规划的内涵与定位

的解读，明确智慧城市规划编制的重点

内容，以期为城市规划的智慧化转型提

供新思路。

1 智慧城市规划的内涵与定位

智慧城市规划从出现，就被打上了

信息化烙印，更多地偏重于智能技术的

应用，包括信息平台及各类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等。尽管学者做了很多研究，但

目前的研究在智慧城市规划内涵、定位

与编制内容等方面还存在差异性。然而，

规划是对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仅

是信息化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

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智慧城市规划应

该超越技术应用，在适应未来城市发展

角度被赋予更多的内涵。

1.1 智慧城市规划的内涵

从城市规划的发展阶段看，经历了

从最开始关注空间本身到逐渐重视人在

空间中发展的变化，人地关系逐渐成为

当前城市规划关注的重点（王利伟，等，

2014；曹康，等，2019；曹小曙，2019；
赵赫，等，2020；王佳文，等，2020），

促进人地关系和谐是解决城市问题的关

键（俞孔坚，等，2005）。在不同的城市

发展阶段，人地协调的内容存在一定差

异，传统城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主要由

社会、经济、生态、土地、技术与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以及治理等要素系统构

成。但在当下乃至未来5到10年的时间，

我们需要考虑智能技术进步对人地关系

重构的影响。在智能技术的支撑下，各

种要素“流”改变了城市中“人与人”

“地与地”“人与地”之间的互动耦合关

系，从而重塑了信息时代的“人地关系”

（席广亮，等，2016；甄峰，等，2019；
马恩朴，等，2020）。人类活动的时空灵

活性、移动性持续变化，出现流动的时

空观和区位（甄峰，等，2015；席广亮，

2021），人本化、生态宜居等“人”的需

求日益增强，而国土空间效率、要素流

动、空间协调等“地”的内涵变化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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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现。

智慧城市规划的对象不再是静态、

僵化的城市空间，而是具有高度流动性、

智能化和共享化的多元城市空间。在生

态文明建设新时代，不仅要重视智能技

术的创新应用，更需要考虑通过各类要

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智慧发展能力。

通过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及综合应用，

来促进人地关系协调，以及流动空间与

物质空间的协同发展 （甄峰，等 ，

2019）。要理解智慧城市规划，首先需要

我们充分理解智能技术应用对传统城市

发展中人地系统地域结构与作用机制的

影响；其次，立足于城市居民需求，从

人地和谐的视角，考虑智能技术作用下

城市人地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运行状态与

耦合关系，同时强调智能技术集成应用

对人类活动方式、地理环境的影响。

智能技术作为城市人地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将重塑社会经济活动、公共

服务等子系统，改变各类要素流动的结

构和范式，并在人地系统要素交互与调

控等方面产生影响，但是我们也需要跳

出“技术决定论”的思维定式，基于

“人—技术—空间”相互增益的研究思

维，将城市视为一个智能有机体，综合

分析技术要素（网络信息技术、交通技

术）、活动系统（居民活动、企业活动、

公共服务）、物质环境系统（场所空间）

等要素系统在不同尺度空间上的耦合关

系，分析多元要素的相互作用模式与互

动机制，探索发现多元化的空间形式并

构建智慧人地系统（图1）。
智慧城市规划的逻辑本身应是动态

变化的，顺应不同社会发展背景与需求，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下，智慧城市规

划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手段和发展目标

都会有所不同。当下乃至未来 5到 10年
的智慧城市规划的逻辑应基于人、技术、

空间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通过建

立基于人、技术与城市发展的因果关联，

形成城市智慧发展动力与战略重点。其

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合理进行资源配置与

空间组织，另一方面则能够引导居民行

为活动，优化人地关系。同时，智慧城

市规划不是单一的信息化主导的智慧城

市的规划，也不是简单的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赋能下的智慧的城市规划，

而是需要将两者融合，既具有智慧的城

市规划中新技术、新方法等内容，也具

有智慧城市的规划中在目标制定等方面

的内涵，为高效配置资源、组织空间、

提高城市运转效率、提升城市品质提供

支撑（图2）。

1.2 智慧城市规划的定位

智慧不是信息化，不止于技术的应

用，而是能力的建设，并受特定时空或

环境的约束，在当下阶段，践行“生态

文明、以人为本”就是最大的智慧。对

于智慧城市规划，并非只有信息化驱动，

智慧城市规划也不是冰冷的技术应用与

没有“人情味”的管控，而是充满温度

的人本、技术、空间三轮驱动，既包含

发展规划的相关内容，也是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的有机组成。因此，智慧城市规

划是一项综合性规划，应作为国家规划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纯强调

信息化的部门专项规划。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智慧城市

规划是优化城市各类资源包括空间资源

的重要工具，促进城市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也是

实现“多规融合”的重要途径。智慧城

市规划不仅是智慧的城市规划或者智慧

城市的规划，智慧城市规划应在国家发

展规划为统领、空间规划为基础的规划

体系下，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解

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为目标，形成

“智慧的城市规划+智慧城市的规划”双

轨联动的智慧城市规划体系。总体思路

上，以智慧的城市规划为支撑将智慧理

念融入其中，落实空间布局，以智慧城

市的规划进行目标深化、功能提升与空

间优化。通过与现有空间及部门规划的

内容衔接，深化规划理念，补强数据结

构，最终实现城市虚实有机融合，协调

人地关系，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改

善城市空间品质（图 3）。与传统规划相

比，智慧城市规划更侧重在城市规划的

功能定位、空间结构、用地布局等方案

的基础上，利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

术去促使城市发展目标及空间规划方案

的落实。因此，智慧城市规划在目标、

规划期限上，应更加侧重与城市近期规

划之间的衔接与落实。

2 “人—技术—空间”一体的智

慧城市规划框架

智能技术深刻影响着城市运行的逻

辑，带来城市空间功能和结构的变化，

并对居民活动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智

能技术影响下各类要素流动更加复杂

图1 智慧人地系统概念图
Fig. 1 Conceptual diagram of the smart human-

earth system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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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智慧城市规划概念图
Fig. 2 Conceptual diagram of smart city planning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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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ls M，1997；李玮峰，等，2020），
对城市的空间组织与资源配置提出要求。

立足于智能技术的影响，通过对智慧城

市规划的编制内容梳理，探索引导城市

空间要素组织与配置、优化城市空间功

能的规划思路，并考虑构建一个基于人、

技术与空间一体的智慧城市规划新框架。

2.1 技术框架

从智慧城市规划的定位来看，其既

包含了智慧的城市规划中对新技术、新

方法、新理念与制度创新的内容，也包

含了智慧城市的规划中目标定位、设施

布局、场景营建、行动计划制定与项目

运营等方面的内容。基于此，本文从技

术支撑层、规划方案层、实施运营层和

制度保障层四部分构建智慧城市规划编

制的技术框架（图 4），加强与当前规划

体系中近期规划的内容衔接，丰富和补

充国土空间规划。

2.1.1 技术支撑层

数据层是智慧城市规划编制的重要

基础。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感知、解译、

汇交与居民活动和城市空间要素有关的

各类数据提供了支持，借助于传感器、

智能终端等感知设备，对多源感知数据

进行采集，同时集成各类自然资源、基

础地理信息、居民行为活动等时空间异

构数据，形成人地关系基础数据库（甄

峰，等，2019），并保障基础数据在信息

平台上的互联互通，实现数据的共建共

享和协同支持，作为建模评价分析的

基础。

方法层主要包括分析人、技术与空

间相互耦合关系的各类模型。基于城市

信息模型和数字孪生城市等技术，整合

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交通运输、产

业发展、社会资源、地理环境等要素有

关的方法与技术应用模型，通过信息化

建设为智慧城市规划业务开展提供数据

指标、特征现象分析等技术支撑，评估

城市运行存在问题，识别城市发展诉求。

应用层主要包括业务应用、服务应

用与公共应用三部分。其中：业务应用

主要服务于智慧城市规划编制中数据层

与方法层的搭建，为数据层与方法层的

建设提供保障；服务应用与公共应用则

需结合规划方案，明确智能技术融入城

市空间的相关路径。服务应用重在为居

民提供便捷的智慧化服务，优化居民行

为活动，改善居民活动与城市空间耦合

关系，而公共应用重在通过智能技术植

入实体空间，增强空间智慧化能力，实

现空间智能。

2.1.2 规划方案层

现状分析部分，不再简单地停留在

空间问题的识别上，而是注重“人—技

术—空间”三者相互耦合作用下的城市

问题与需求的挖掘。第一，智能技术影

响下的居民活动空间的组织与设计诉求

发生了转变，对居民的行为活动与空间

的耦合互动关系的解读，有助于发现居

民的空间需求，明确城市空间与智慧化

应用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二，依托技术

应用资源库中合适的模型，结合城市体

图3 智慧城市规划定位
Fig. 3 Orientation of smart city planning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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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智慧城市规划技术框架
Fig. 4 The technical framework of smart city planning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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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内容，对城市运营效率、产业发展、

用地布局、空间结构与基础设施等方面

进行评估，分析当前城市空间运行存在

的问题。最后，评估城市当前的智慧化

发展水平，对智能技术与城市发展之间

的关系进行判断，明确城市智慧化的发

展阶段，为智慧城市规划的战略目标制

定提供支持。

方案设计部分，在现状分析基础上，

明确智慧城市规划的总体目标与定位，

并结合各类场景模拟开展空间方案的设

计，提出对应的规划策略。空间方案要

从地理空间要素优化配置的角度，进行

各类空间要素的合理布局，通过推动智

慧基础设施的整合，在优化基础设施布

局网络的基础上，协同信息基础设施和

城市交通、给水、电力以及商业、医疗、

文化娱乐、人防等设施之间的关系，明

确各类要素的空间组织方式，形成合理

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区，提升城市

土地利用效率和空间品质。

除具体的空间方案外，还需要明确

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规划中的应用重点，

充分考虑城市的特点，有选择性地尝试

用智能技术方法解决城市发展存在的问

题，保证智能技术应用与城市发展阶段、

规模等级、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协调，并

形成智能技术应用的规划策略。例如，

产业与经济发展方面，可以通过搭建企

业服务管理平台，为城市产业与经济发

展战略、组织模式及空间布局优化提供

科学依据；居民服务方面，基于位置信

息服务功能，进行城市交通、商业、物

流等公共设施的整合，打造面向城市居

民及企业的智慧服务决策系统，为城市

居民提供更加便捷易用的各类生活服务。

2.1.3 实施运营层

规划实施运营方面，在具体项目设

计中，要重视与国土空间规划中近期发

展规划内容的衔接，并根据城市不同时

期、不同阶段的智慧化发展应用需求，

制定智慧城市规划行动计划，从项目设

计、项目建设、项目运营与项目推广四

方面有序引导相关项目的开展与实施。

另外，智慧城市规划的实施运营不只是

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需要反馈给技术

支撑层，在其应用层中明确项目的属性

与类型，为具体的项目选择提供支持。

在具体项目制定中，合理选择项目运营

模式，明确项目运营主体，制定项目运

营策略，积极筹措运行维护资金，结合

项目引进清单有序推进项目招标，严格

把控项目建设，保证城市智慧化的实现。

2.1.4 制度保障层

智慧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离不开

制度保障。在部门协作机制方面，智慧

城市规划应超越部门利益，协调部门间

数据与信息，实现部门资源的互联互通，

促进知识与技能在不同部门间的共享与

流动。人才队伍保障方面，应搭建多学

科、多技术的人才队伍，通过规划师再

培训，不断吸收新理念与新技术方法，

形成具有持续学习能力的人才组织。另

外，还需充分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

公众的力量，整合各方资源，探索多元

主体的合作模式，保障城市智慧化发展

的优先性、先进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龙瀛，等，2020）。最后，应制定相应

的智慧城市规划编制的指南与导则，明

确规划编制原则、基本方法、标准、与

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等内容，保障智慧

城市规划与现有国家规划体系的有效衔

接，对智慧城市规划从编制到实施等不

同阶段的内容进行引导与规范。

2.2 规划体系

智慧人地系统中不同要素之间、各

类子系统之间在不同尺度中的相互作用

机制、水平与关注重点各不相同，对应

到智慧城市规划编制中，需要搭建智慧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考虑不同尺度智能

技术作用下人地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运行

状态与耦合关系，明确智能技术集成应

用对人类活动方式、地理环境的影响，

才能更好地为不同尺度下的智慧城市规

划编制中问题发现、目标制定与场景设

计提供支撑，引导不同尺度的空间智能

化发展，转变传统粗放式空间规划模式，

使空间能学习善思考。

2.2.1 智慧家庭（市民）规划

对家庭（市民）尺度的关注，是引

导居民行为模式与城市空间协同发展，

实现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规划的关键

（柴彦威，等，2014）。智慧家庭（市民）

规划关注个人属性与家庭结构、个体活

动与行为习惯、消费偏好与环境认知等

要素对城市空间的影响，重点分析

“人—人关系”“人—空间关系”“人—技

术关系”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形成的耦合

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机理，引导与优化

个体与家庭尺度的行为活动，增强居民

的时空间活动满意度。另外，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也为智慧家庭（市民）规划

的开展提供支持，参与式感知与计算

（张姗琪，等， 2020） 和沉浸式规划

（Baran P K，等，2018）等方法的出现与

应用，不仅可以通过各类传感设备获取

高精度的居民活动数据，同时借助虚拟

现实技术搭建的虚拟环境可以实现对居

民行为活动感知、空间体验等内容的

分析。

2.2.2 智慧功能区规划

智慧功能区主要包括智慧社区、智

慧园区、智慧商圈等城市重要功能区或

空间单元，具有居住、产业、交通、休

闲等城市功能。规划重点关注功能空间

分布与规模、功能结构与组合关系等，

以及相互之间的信息、人口、资本、能

源等要素的流动，探究功能区内部的人

地系统耦合和功能区之间时空交互的影

响机理。例如，在智慧社区规划编制中，

需要重点关注社区功能、社区活动、社

区服务、交通与建成环境、治理模式以

及智慧社区系统建设等要素，分析社区

内部居民各类活动与物质环境匹配程度

与时空耦合关系，以及对智慧社区生活

圈构建的促进作用，为以居民为中心的

智慧社区生活圈的设施配置与空间优化

建设提供支持。而在智慧园区规划中则

需以治理和服务需求为导向，从园区规

划、建设、管理和服务全过程对园区智

慧化建设进行考虑，并对园区内民生、

环保、公共安全、园区服务、工商业活

动等的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2.2.3 智慧城市规划

智慧城市规划要合理确定城市智慧

化发展的目标，明确城市智慧化发展定

位，协调各类空间要素的组织与布局，

引导城市要素的流动，促进智能技术的

应用与空间智能化、居民生产生活两者

间的协同，优化“人—技术—空间”三

者的耦合关系。规划内容中需要重点关

注社会经济、人口结构、空间布局与用

地形态、基础设施与服务质量、道路交

通系统支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治理

结构等要素，明确城市内部人地系统时

空耦合的影响机理及动力变化，支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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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高效公共服务、城市空间布局优化、

城市经济高效运行、精细化的城市管理、

宜居生活环境、城市安全保障等方面的

智慧城市建设。

2.2.4 智慧城市群规划

智慧城市群规划是以实现区域整体

的智慧化为目标，强调区域中各城市间

人口、经济、技术等要素的相互联系，

依托智慧化与信息化建设打破地理空间

隔离，打造具有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的可

持续发展的城市群，实现区域协同，推

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从规划内容看，智

慧城市群规划一方面要重视分析不同城

市各自的智慧化发展水平，挖掘城市的

发展问题与诉求，另一方面需要分析区

域内各城市的等级与节点作用、跨城市

的信息、人员、货物、资本、技术以及

能源资源要素流动，并考虑远程连接与

信息交互、全球化与本地化互动的影响

作用，明确各城市在区域中的定位与发

展目标，制定合理的智慧城市群规划方

案与策略。

最后，依托于智慧城市规划，也需

要加强规划的横向传导与对接，开展相

关智慧专项规划的编制，如智慧产业规

划、智慧市政规划、智慧交通规划等。

智慧专项规划可由相应部门组织编制，

编制内容除与智慧城市规划具体方案与

规划策略对接外，还需要结合城市相关

专项领域的特点与发展诉求，依据实际

情况进一步提升智慧城市规划的编制

深度。

3 讨论

新时代生态文明背景下，智能技术

影响下的人地关系正向着智慧人地关系

转变，城市规划也面临着在智慧社会下

如何更科学地编制规划的挑战。本文通

过对智慧人地关系的解读，探索性提出

了“人—技术—空间”一体的智慧城市

规划框架，希望能够在应对当前复杂环

境及不确定性条件、提升空间治理能力

和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前提下，

对未来城市规划研究与编制进行前瞻性

思考与布局。需要强调的是，智慧城市

规划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智能技术本身，

也不是智能技术在城市规划编制中的简

单应用，而是要理解智能技术与城市空

间和人类活动相互耦合作用的基础上，

分析智能技术对城市中各类要素的组织、

配置、分布等的影响，以及如何借助智

能技术来实现空间的智能化，最终形成

智慧的空间治理模式，不断促进“人—

技术—空间”三者之间的有机协调。

智慧城市规划应是国家规划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发展规划的相关内

容，也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有机组成。

因此，智慧城市规划是一项综合性规划，

是实现自然资源、社会人文、智能技术、

空间一体化的框架，是一个不断完善和

进步的过程。尽管本文提出了“人—技

术—空间”一体的智慧城市框架，但对

于智慧城市规划的理解应该是一个动态

化过程，需要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中

去不断完善。就当前智慧城市规划所处

的阶段看，在当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下，国土空间规划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

变革需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从方法

与内容上加强对于智能技术的应用与理

解，改变传统的静态蓝图式规划模式，

转向关注要素间流动联系的智慧动态规

划。另外，要重视新时代智慧城市规划

编制的人才培养，包括本科与研究生教

学阶段中新技术与新方法的教学指导、

规划师再培训等，打造一支具备学科知

识、掌握新技术应用的规划人才队伍。

最后，在数字政府建设及数字治理驱动

下，发挥城市数据信息平台的作用，创

新多部门协同机制，突破协作瓶颈，实

现多领域知识共享，促进知识在不同部

门与组织间的流动，搭建多主体共同参

与的高效沟通渠道，以更好地服务于空

间规划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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