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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城市设计作为城市规划和建筑的交叉领域，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下的创新转

型仍处于理论建构和技术探索初期，在设计过程中主要面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困境。

对此，城市设计需分别通过范式转型和数智赋能来强化其认知深度和执行广度。针对价

值理性困境，城市设计需从整体性和价值性范式向交互性范式转型，该过程涉及机制重

构、价值重塑和空间重整等3个环节；针对工具理性困境，城市设计需从数据驱动走向

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智赋能模式，探索人工生命体、区块链、图像视频生成模型等跨领域

技术融合人工智能路径，为其范式转型提供技术驱动。此外，面向未来的城市设计应回

归技术初心，明确AI是辅助而非取代的角色定位，以期实现人居环境全生命周期管

理。

Abstract: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urban design, which bridges urb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is at an early stag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ex‐

ploration, advancing alongsid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From a design process perspective, the filed primarily faces the challenge of

reconciling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this context, it is neces‐

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gnitive depth and operational scope of urban design through

paradigm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value ratio‐

nality, urban design practice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from a holistic and value-

centered approach to an interactive one, achieved through reconstructing operational

mechanisms, reshaping value systems, and reorganizing spatial features. In term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t is crucial to transform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urban de‐

sign from a data-driven model to an AI-driven one through exploring pathways to in‐

corporate cross-domain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life forms, blockchain, and AI-

powered image and video generation models. In addition, future-oriented urban de‐

sign should uphold the purpos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hich should assume

auxiliary rather than dominant roles in addressing human needs, enabling effective

and full life-cycle manage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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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已逐渐渗透并深刻改变着人类

的社会生活，伴随其关键技术的突破，

以及新兴技术场景应用建设的加快，科

技赋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标志，AI
成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逐渐深度渗透并深刻重塑建筑和规划领

域的要素体系与运行机制[1]。
20世纪末AI进入城市设计学科领域

起，数字化和信息化已逐步成为城市设

计的发展支撑。以虚拟现实[2]、计算机视

觉[3]等为代表的AI技术为城市分析提供

高精度高产量的数据，以此为支撑通过

要素解译[4-7]、发展推演[8-12]、决策生

成[13-14]、实施评估[4,15-17]等功能驱动城市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预测和执行[18]，进一

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社会

公正[19-22]。既有研究[23-24]对利用AI技术挖

掘与推演城市人口与空间发展规律、预

测设施选址影响评估等方面的研究探讨

作出了有益尝试，普遍实现了更精准的

规律挖掘和更科学的系统构建，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城市数据分析、城市发展模

拟、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配置优化等城

市规划和设计关键需求。当前，新一代

AI对城市设计的驱动已初见端倪，但是

现有研究仍处于理论建构和技术探索初

期。以前瞻性的探索、系统化的设计为

目标，剖析城市设计现有困境，以AI新
技术破局，是当前城市设计创新发展的

必然趋势。

1 困境：城市设计发展进程中的

现实悖论

城市设计作为连接城市规划和建筑

的跨学科领域，具有创作驱动性、情智

合一性、人本导向性、空间具象性等特

征[25-26]。本节对AI影响下的城市设计发

展进程及其相应特征加以分析，总结新

一代AI驱动下城市设计各流程发展中的

现存悖论，以此提炼城市设计价值理性

和工具理性两个方面的现实困境。

1.1 AI影响下的城市设计发展

AI早在20世纪中叶已将闭源模型的

遗传算法[27]和微波集成优化设计[28]等研究

方法在生物学和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

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进入城市研究

领域且功能定位模糊，因此其在城市设

计领域具有理论发展和技术引入的滞后

性。城市设计在AI影响下分别经历了以

早期 AI为绘图工具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阶段、以

基于计算机发展的AI为城市动态建模工

具的参数化设计（parametric deisgn, PD）
阶段和以自动化AI辅助分析研判的算法

辅 助 设 计 （algorithms-aided design,
AAD）阶段，见图1和表1，AI辅助城市

设计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已初步形

图1 AI与城市设计的发展进程联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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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发展优势

借助以 CAD等计算机绘图软件为代表的AI传达设计方案[29]，主要
使用勘测调研、问卷调查等田野调查法获取城市空间数据

通过AI提供的描述城市情境的参数化工具和可将参数化工具与城
市社会经济数据进行空间融合的设计平台，构建城市多元性能的量
化指标体系，建立短期时间演变下的城市立体模型，使构想经济效
益达成最优解的空间方案成为可能

利用自动化AI，突破CAD等绘图软件和BIM等 3D建模软件的局限
性，学习城市系统要素特征的能力，结合专家决策预测城市系统发
展、提出风险防控决策和监督系统运转[31]

具备海量高维度多源数据集成能力、自训练和自适应潜力、科学性
和可解释性

城市设计发展问题

设计数据精度较低，设计要素单一，设计空间大多仅停留在人视角下
建筑和场地空间的功能和美学层面，设计工作单向传导，繁重低效，
且存在与城市规划、城市治理逻辑分离

由于计算、存储能力限制，基于计算机发展的AI离识别与获取高精
度、高产量、高质量数据尚有一段距离，此外城市动态模型建设成本
极高，在城市设计中的普及性和实施性不强，相当一部分城市设计仍
以质性研究为决策依据[30]

由于AI尚未形成基于城市规划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城市空
间认知，其设计决策输出质量不高，且设计师需在该过程中投入大量
时间成本，因此城市多方利益主体对其智能决策模型的实施性仍保
持观望态度[32]

表1 AI影响下的城市设计发展
Tab.1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desig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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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33-35]，其综合性、实践性、创新性、

科学性随着相关领域研究和实践的跟进

不断提升。近几年来，城市生态系统发

展形态和政策背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使城市设计任务日益复杂，但城市研究

工作仍存在设计环节不连贯不接洽、智

力密集且成本高昂等问题[32]，规划和设

计工作输出端的革新、规划设计与空间

治理的联动与互馈成为城市设计发展的

迫切要求。以 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

Stable Diffusion等图像生成模型为代表的

新一代AI虽仍处于技术研发初期，但已

以其海量高维度多源数据集成能力、自

训练和自适应潜力、科学性和可解释性

预示了AI驱动设计（artificial intelligenc
e-generated design, AIGD）的前景[36]。以

AI驱动城市研究，响应了新一代技术浪

潮，聚焦了建筑与规划学科创新转型发

展所需。

当前，虽然AI作为辅助城市设计发

展的关键技术已得到普遍重视，但关于

其新一代发展对城市空间及其要素运作

系统的革新、对城市规划尤其是城市设

计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影响，仍有现实问

题悬而未决。

1.2 城市设计的现实困境

城市设计的典型过程可以总结为设

计问题的提出—设计方案的开发—设计

方案的评价—设计方案的决策—设计问

题的解决[25]等几个环节。AI驱动下数据

源的多样化和人机集成平台的智能化发

展，弥补了既有工具在城市设计决策及

创造方面的短板，城市设计的各阶段可

借助相关技术工具有效处理、分析、模

拟、呈现城市设计数据模型，提高设计

效率、解决设计问题、提升设计品质。

未来新一代的AI必然引起城市设计的全

过程转型[26]，这一论点在研究中已经达

成共识[15,23,37-38]。当前，城市设计的现实

困境（图2），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在设计问题提出及设计方案的

开发环节，存在AI模型认知体系不完善

和城市空间多视角多维度发展之间的悖

论。AI模型认知体系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两个层面。其一，当前设计模型侧重于

对城市空间经济竞争力的优化，关于历

史文脉、设计美学等非数据传感器所能

捕捉的城市非物质空间信息层面的探讨

较为匮乏。对此，有研究开发了将定量

指标和定性指标糅合的技术方法，但该

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仅可以用于单

元素设计，尚未应用于复杂城市场景，

多尺度三维设计的相关研究较为有限。

其二，AI技术更新发展具有跨学科特征，

且城市设计涉及多方利益，这都对AIGD
的知识图谱和集成模型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如何界定人机关系和学科发展定位，

通过可用数据的多源异构、多层次AI辅
助平台的搭建以及行业复合知识的整合，

构建不同算法与生成机制集成的AIGD机

制成为重要问题。

（2）在设计方案的评价与决策环节，

存在AI决策的二元逻辑性和城市设计内

容的多元复杂性之间的悖论。AI技术相

关研究方法大多仍处于概念或实验验证

阶段，且侧重于设计模型和平台智能性

的提升，而AI的智能水平与其设计决策

能力并不等同。智能水平主要表现为计

算和决策速度、多线程处理问题能力，

而由于城市的多维性、工程性和社会性，

城市设计需要对复杂设计场景进行多目

标评估，需要提升AI科学研究和设计创

作的衔接度及强化AI技术的泛化能力。

此外，现今AI的决策系统运作逻辑不同

于城市利益主体思维，其空间解译结果

与现实城市之间存在认知差异，其决策

具有二元逻辑性，往往非黑即白，易导

致缺乏伦理考虑、空间不正义[39]甚至脱

离实际的情况出现。

总体看来，从AI技术发展、城市系

统和城市设计逻辑的特征出发，面向新

一代AI的城市设计，本质需解决两方面

的困境：

（1）价值理性困境。AI自身发展强

势，但与城市设计机制难以完美契合，

城市设计存在认知局限和决策局限，本

质是城市设计涉及的多方主体在AI运作

过程中权责尚未明确。这一问题将决定

AIGD的发展生态，即AI技术与设计师

工作、城市设计工具、城市治理工作的

融合程度，最终表现为城市设计决策的

有效性和执行力度。价值理性层面的城

市设计需通过从新一代AI应用特征提炼

城市设计范式新特征和转型要求来实现。

（2）工具理性困境。AI的跨学科发

展倾向、城市的社会性内涵和地域性差

异对空间个性化设计提出技术要求，现

阶段 AI难以构建城市全线数字智能模

型，所生成的城市设计方案的实用价值

有限。这一问题将抑制AIGD的市场和公

共参与，使AI行业应用规模受限，最终

影响AIGD的发展动力，对其理性的实现

产生负影响。工具理性层面的城市设计

需通过厘清从数据驱动到AI驱动的数智

赋能逻辑来实现。

2 范式转型：从单一设计到混合

设计

在新一代AI进程中实现价值理性层

面的城市设计，首先需解译该时期的城

市设计范式转型方向。城市设计的范式

演进根据人机关系特征可以概括为“整

体性范式—价值性范式—交互性范式”，

即从未受AI影响、仅由人脑参与的主观

城市设计范式，到现今以参数化模型和

算法为辅助注重计算机决策的客观城市

设计范式，再到未来人机互动的混合式

城市设计范式的一系列进程。范式转型

过程涉及城市设计的机制重构、价值重

塑和空间重整。

2.1 传导机制重构

PD和AAD时期，计算机强大的数据

存储与计算能力引起业界关注，城市设

计具有显著的数据支持特征，其传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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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市设计的现实困境
Fig.2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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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现为“计算机—空间—人”的单向

结构，此时的设计师被动接纳和完善AI
提供的城市数据分析、监管和预测模型。

这虽然一方面加快了实现城市空间认知

从定性表述转换为涵盖历史与多尺度演

变和可动态更新的定量信息，但另一方

面也导致了设计成果倾向于将城市多方

利益简单地视为经济竞争力，将城市空

间视为缺乏人文关怀、完全量化的物理

空间，将规划设计视为对城市数据系统

故障的维护。

随着AI技术革新，城市设计为了确

认其可控性，将逐渐重视AI系统的运作

逻辑语义、具体的空间锚点与城市设计

师的协作落实等问题，基于以往机制的

优劣提出“人—AI—空间”互馈的三元

结构机制，见图3。
设计师就其职能上从绘图师和策划

师更新为设计经验与逻辑层面的专家和

设计方案的创造者，需要为AI提供设计

经验，并及时核实和优化 AI的设计认

知、模型运作和方案落实；主管部门主

要确定AIGD的准则规范和价值导向，并

主持定期的城市设计模型与成果的监督

与评估；公众对AI和以此为驱动的城市

设计成果的认知更新、需求表达与监督

建议则通过AI模型传导和反馈。新一代

AI将所获取的城市设计逻辑框架和设计

方案通过特定参数进行解译，并生成相

应的理想城市设计效果模型作为设计方

案预反馈参考。城市空间作为AI自训练

与自适应发展模型的现实参考，实现空

间认知体系向纵横结合、主客结合方向

更新，空间设计体系向设计感与科学性

结合、功能性与人文性结合方向深化。

这种三元结构打破了当前设计师被

动式设计的僵局，并指出AI本质上由城

市和人塑造，使得AIGD具有内部强关联

性和发展性。城市作为塑造社会动态的

复合体，并非被动接受AIGD，而是通过

城市设计下的环境行为实现物质空间重

塑，其空间要素和数据为AI提供原材料

和动力，并影响AI的本质[40]。

2.2 人本价值重塑

人是城市和AI的核心结构要素和驱

动要素，也是城市设计问题定义的出发

点和感知对象。AI所辅助的设计、建造

和监督都需要人完成，该过程对设计问

题的解决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群。PD
侧重使用数据量化公共利益，将多方利

益主体视为理想经济人；AAD进一步考

虑了人本理念，将人定位为自然人。面

向新一代AI，城市设计基于人脑与计算

机的工作特征和社会与个体发展需求，

更需厘清人机关系，重塑设计价值观。

从人脑和计算机的设计决策能力来

看，人脑兼具算力有限性和情智合一性，

AI虽因其相对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在

城市感知力、学习效率以及知识搭接能

力层面具有一定优势，但缺乏城市设计

认知基础和创造能力[41]。新一代AI可捕

捉高精度多维度的城市空间数据和人群

感知信息，是人深度挖掘城市运作规律

和设计需求的物质外延，是人所主导的

城市设计的生产力之一。此时的人从自

然环境中的定位而言，更重视人的社会

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空间接洽；从社会环

境中的定位而言，更明确城市设计分工

中各方的权责及其监管。新一代AI促进

生态人和自然人在城市设计中实现融合，

见图4。

2.3 设计空间重整

由于城市设计是对空间秩序的创造，

新一代AI赋能范式最终也将表现为城市

设计空间重整，这一过程在宏观、中观

和微观层面皆有体现，见图5。

2.3.1 宏观：软硬结合的城市设计发展

系统

宏观层面，AIGD可实现软硬层面联

动的空间发展模式，即兼顾硬性层面的

物质空间建设和软性层面的人文内涵建

设。城市空间的硬性设计主要以空间功

能更新和基础设施系统正常服务为目标，

维护城市基本生产生活等活动的进行，

提升城市空间韧性。软性设计则侧重对

城市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肌理特色的

延续与凸显，使城市空间留有成长印记，

体现公众对城市历史的参与，增加城市

的人文价值和归属感。

2.3.2 中观：城市有机集群的智能组织

系统

中观层面，由新一代AI赋能的城市

设计空间将具有复杂有机集群智能逻辑。

以往AI促使城市设计理性发展，方便城

市运营与管理，但也压抑了城市各类功

能集群的空间潜力[42-43]；而新一代AI可
构建现实尺度的虚拟城市空间，根据城

市活动计算城市多种要素可能组成的有

机集群组合，模拟集群的组织模式，总

结城市活动自组织过程中的空间设计需

求，并通过AI监督落实运行情况，以集

群为单位营造城市空间活力与功能韧性，

实现城市向智能化与有机化发展。

图3 AIGD的传导机制重构逻辑
Fig.3 The rational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conduction mechanism of AI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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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AIGD的人本价值重塑逻辑
Fig.4 The rationale for redefining the humanistic values of AI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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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微观：环境与行为动态平衡发展

的空间媒介

新一代AI辅助下的城市设计在微观

层面将侧重于探讨城市有机集群的具体

运作模式，即场所与行为的逻辑与交互

影响模式，以此为基础实现环境与行为

发展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城市低绿化

率、高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单一城市

肌理、城市尺度与城市时空活动不协调

等空间特征易引起城市人群的消极情绪，

降低城市活动效率；另一方面，人群消

极行为发生率的增长会反过来降低城市

空间的使用效率，阻碍城市生产高效性、

设施共享性、公共空间开放性。新一代

AI可提炼人群行为与城市环境的时空特

异性规律，辅助设计师实现符合人本理

念的空间精细化设计。

此外，城市设计的垂直管理系统可

维持设计空间从宏观到微观的有机秩序，

动态量化各层级作用并监测其落实程度。

总体看来，新一代AI以其海量的数

据存储和综合性强的解译能力推动其在

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融合与延伸，

并进行可视化一体化和真实化呈现，从

而强化城市设计认知与执行的深度和

广度。

3 数智赋能：从数据驱动到 AI

驱动

从 CAD、PD跃升至 AAD、AIGD，

其范式转型都经由技术驱动。前者更多

表现为以数据驱动强化城市空间分析和

动态监测能力。随着更智能的人机集成

平台不断涌现更新，城市设计也开始进

行AI驱动下的技术探索，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

首先，围绕实体映射，探索城市智

能模型的发展，为城市特征的映射提供

了新可能。如以虚拟现实、机器学习等

关键技术为核心的“城市孪生”，可通过

跟踪识别动态数据来获取真实空间数据，

在物理城市和数字城市之间建立实时连

接和动态反馈。

其次，围绕推演预测，探索智能推

演技术，为城市多维信息的推演博弈和

动态优化提供了分析途径。随着AI技术

进一步强化城市智能模型的推演和预测

能力，已有较多研究关注人口规模、土

地增长、交通流量等方面的预测[19,21-22,44]。
再次，围绕精准设计，探索各类深

度学习与机器学习算法支持下的生成式

设计，为复杂建成环境下的设计落地提

供了技术支持。先后有研究以AI驱动展

开空间交互设计和设计决策等方面的研

究，通过空间可视化模型的生成和设计

来搭建互动式设计平台，助推精准设计。

目前，虽然设计领域仍以数据、算

法驱动为主，但医学、生物学和数学领

域领先探索新一代AI[45]，提出跨学科技

术与AI技术融合的技术路径，为城市设

计真正实现AI驱动、破解工具理性困境

提供一定技术参考，主要包含以下 3类
路径。

3.1 AI+人工生命体

当前的 AI技术仍局限于对图像识

别、语音识别和对话响应等单领域的智

能化操作[46-47]。对此，新一代AI以实现

自我理解、自我控制、自我意识和自我

激励等全脑功能合作为目标，基于人工

生命 （artificial life, AL） 和AI技术发展

脑智能 （brain intelligence, BI） 学习模

型，不仅使用神经网络结构和参数优化

机制[48]，还参考基因调控网络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GRN） 和进化反应网

络 （evolutionary reaction network,
ERN） [49]等基因模型弥补深度学习无法

同时运作多任务的自训练模型和无法实

现学习成果跨学科跨领域的自适应等不

足，使AI在无监督环境也可以自主高效

运作。此外，脑智能还可实现类似人脑

所具有的将不显著相关的要素建立关联

的功能[50]。脑智能学习模型研究目前仅

停留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理论层面，

但其逻辑框架对城市设计实现AI和设计

师的信息互馈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3.2 AI+区块链

AI技术固然为城市设计提供多元高

精度的城市数据，但尚未形成基于城市

建设经验的数据清洗、筛选、精准解译

和资产保护的能力[51]，这一方面增加了

设计师的数据分析成本和方案落实成本，

另一方面对城市发展、国土空间乃至国

防安全具有一定威胁性。公共卫生和通

信领域为建设非结构化的安全数据管理

模式，提出通过将区块链与 AI技术结

合，利用区块链的高精度和去中心化的

数据存储与加密功能，提升AI数据存储

的可复制性、可关联性、高度安全性和

基于数据特征自主生成数据清洗和使用

能力[52-54]，实现多个城市空间乃至区域

空间数据的高质量获取与资产控制。这

一技术当前仅用于医疗和金融等类型数

据的AI存储与统计，但一定程度上具有

提升城市空间数据高效提取、调用与保

护效率的潜力。

3.3 AI+图像视频生成模型

关于城市设计概念与方案的表达，

图5 AIGD的设计空间重整逻辑
Fig.5 The rationale for reorganizing design spaces of AI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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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生图模型DALL-E[55-56]和文生视频模型

Sora[57]解决GAN算法训练模型易发生故

障的问题[58]，通过对文本和图像进行多

模态训练和适应，驱动城市设计意象构

建、真实物理世界复现和设计方案模拟。

这些图像和视频生成模型本质是通过对

空间多模态碎片化知识结构的整理，模

拟扩展物理空间的物质运行规则，丰富

人脑思维和视域，一方面为城市设计领

域提供复杂语境的多样化诠释，使设计

师角色从数据的被动承接者转变为设计

方案的主动生产者，另一方面使城市设

计对象从空间意象升级为复杂场景环境

的区域和城市空间，从而优化区域生产

生活活动的有机秩序。

4 结语与展望：面向未来的城市

设计

城市设计在AI驱动的价值理性和工

具理性的现实困境上具有范式转型和数

智赋能的机遇和必要性。总体来看，新

一代AI驱动下实现城市设计破局，将从

AI本质上回归技术初心，从AI伦理安全

上明确其辅助而非取代的角色定位，从

而实现人居环境全生命周期管理。

4.1 本质：回归技术初心

无论AI技术如何跃升，其在城市设

计的应用过程中始终要以城市设计初衷

为指引。AIGD可通过以下措施强调人与

城市空间的互利共生：①以强化AI多模

态自训练能力和城市设计师自主性为目

标构建AI价值逻辑和技术框架；②基于

城市设计经验、城市空间现状问题和城

市与人群的发展需求，提取城市空间数

据，提炼城市设计目标；③通过对设计

师所定制的城市设计方案的模拟，预判

城市空间风险和优化要点；④基于公共

参与表达的空间感知和城市设计师的建

设经验，优化城市设计方案与实践。

4.2 伦理：辅助而非取代

AI的发展原理是进一步提升自训练

模型的多场景适应性、增加数据存储与

计算能力，强化模型的自我控制与自我

监督能力，但无法也不应该取代设计师

的角色。城市设计方案因人的发展而更

新，因城市环境与人群行为的关联而深

化，而 AI由于不属于城市空间利益主

体，无法直接感知城市设计的空间效果，

无法自主更新空间认知与技术，因此只

能辅助设计师发散和收束设计思维。设

计师即使有AI和大容量的数据支撑，也

不可过度依赖数据分析和生成式设计，

而应基于智能化工具更高效提炼城市设

计经验，创造具有前瞻性的设计构思，

实现人民赋能和科技赋能在城市设计层

面的融合。

4.3 贡献：人居环境全生命周期管理

新一代AI可简化城市设计领域的运

作框架，并提升设计空间要素的可预测

性和可控性，如：采用可模拟时空穿梭

的数字孪生模型，实现对人居环境特异

性现象的筛选和对比分析；利用AI定制

城市设计方案，提升设计决策的科学性

和多元性；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构建城市

空间的多样化自学习框架，提升AI的泛

化能力和设计方案的实施性；应用众脑

共治技术，通过多生命体共生理念动态

监管城市设计方案的实施情况等等。城

市设计的运作机制和空间数据模型以新

一代AI为平台将完成信息接洽和发展融

合，最终实现对人居环境全生命周期的

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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