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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ource Data Planning Application Platform Based on Data Fusion and 
Planning Scenarios

徐  猛    XU Meng

在以人为本的规划编制导向下，传统的规划研究方法偏重对空间安排的关注，其背后对人需求的思考依靠传统数据资源

难以满足研究需要。大数据时代，众多新兴数据资源从各种维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了诠释，为规划师的方案思考提供了

全新的视角空间和量化依据。基于对多源数据的充分理解和规划业务需求的系统梳理，从场景应用出发，提出数据融合技

术体系，应用大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开发信息化产品，探索多源数据在规划编制中的普适应用和产业化发展道路。

In the people-oriented planning guidanc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planning research place a heavy emphasis on spatial arrangements.

Behind the planning research is the thinking of people's demands,which are diffi cult to be met through traditional data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many emerging data sources interpret human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from various dimensions,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quantitative basis for planners. Based o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multi-source data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planning business needs, starting from the scene application, data fusion technology system has been proposed a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sol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multi-source data in plann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have also been explored.

0　引言

城市规划的经济本质之一是城市空间资源

的配置机制。而主导城市规划编制的主体将由

城市发展需求导向的雅尔塔三元精英结构（政

府、企业、专业人员）走向人机交互与协同，体

现全体成员诉求的全民参与（每个成员的主动

愿景表达甚至每次出行产生的单体数据都将以

整体数据诉求的形式深刻影响城市规划）。就此

意义而言，“规划+大数据”更有机会表达全民

对于稀缺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集体意愿。

基于数据融合和规划场景设定建设多源数据
规划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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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2035总体规划编制及其落地为契

机，为配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

简称“上规院”）“规划+大数据”战略，上海数

城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自主开发了多源数据规划

应用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尝试提供法定

规划编制中传统“官方数据+社会大数据”的

应用端接口，探索数据在规划设计中的应用，并

在杨浦滨江城市设计、长宁区慢行系统规划和

虹桥开发区整体城市更新研究等项目实践中获

得规划师和评审专家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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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求分析

1.1   业务需求调研

平台开发的目标用户群体是一线规划业务

工作者，故开发团队立足规划业务编制需求，通

过走访座谈、项目合作等方式获取大量规划业

务数据需求意向，包括使用场景、数据意义、使

用数据目的、数据表现形式、模型公式、规划结

论等。

通过系统梳理众多规划师的数据应用诉

求，将其总结为3个要求：

（1）数据存储，对上规院多方获取的数据

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展示、存储，以规划语义进行

数据表达比单纯的数据罗列更能实现规划价值。

（2）数据管理，针对不同维度的数据进行

更科学的管理和维护更新。不同维度包括空间

尺度（颗粒度）和时间维度。

（3）模型算法，规划模型方法论的标准化。

多年的规划实践和项目积累可以为模型方法

进行沉淀和总结，并在规划编制中普适推广和

演替更新。形成规划编制项目质量可控、横向可

比、标准可依。

规划项目中的数据支撑服务如果通过产品

的形式提供，则该数据产品应具有普适性、开放

性、系统性的特征，才能基本涵盖广泛的规划应

用场景和推广价值。

1.2   类比产品研究

重庆市规划院下辖重庆城市大数据实验

室，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建立了重庆人口特征数

据库和“时空人”观测平台[1]，为该院的规划

业务编制提供了新颖的数据研究窗口和量化

手段，获得良好的业务反馈。基于此，该数据实

验室从基础数据仓库建立、专项应用研究、规

划体系应用到科普教育，形成了完整的业务体

系链条。

北京市规划院与其他企事业单位合作成立

的北京城市实验室（BCL）[2-4]是国内较早进行

大数据规划行业应用研究的专门机构，其专业

成果丰富，社会影响广泛。

日本GSI公司专业从事商业地理选址咨询

服务[5]。基于其强大的Market Analyzer产品，可

以为商业客户提供完整的选址建议报告服务。

其分析模型的精细定量化、数据更新高效是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通过业务需求调研和类比产品研究，结合

自身的资源条件，确立了产品开发的基本方向

和实现目的。

2　总体设计

2.1   平台目标

为法定规划编制提供量化解决方案。依据

规划编制对大数据的客观需求，对多源数据进

行规划语义的整合、重塑、可视化和交互操作设

计，实现数据分析的产品化、标准化，构建规划

师可以高效便捷使用的规划设计应用平台。

2.2   指导准则

（1）链接功能，多源数据规划应用平台旨

在链接规划师和大数据。

（2）人机共生共进，平台“替代”规划师

完成可数据化、标准化的重复性工作，释放主创

人员的生产力（时间），推动规划师转型升级编

制更具创意的方案。

（3）应用界面友好，打破专业壁垒，降低数

据应用的技术准入门槛，使得每位规划师只需

上传项目规划范围，即可开始“规划+大数据”

应用体验。

2.3   功能定位

（1）智能平台：多源大数据的融合、展示和

知识挖掘。

（2）解决方案：规划决策模型开发、呈现、

交互使用。

（3）功能模块：科研课题研究方法沉淀、总

结和持续更新、使用。

2.4   工作路径

第一阶段：平台为人服务。

目前已完成平台1.0版本垂直创新，由零到

一实现职住模块功能；正在启动平台2.0版本水

平创新，由一生二以致多模块。

模板设计：覆盖宏观、中观、微观各类专项

的应用场景，提供可供选择、参数化的单元画像

功能群。平台依靠模块数量的积累，单向为规划

业务人员提供数据服务，并成为上规院科研转

化为规划生产力的平台。

第二阶段: 人在平台的互联网化、数据化。

由规划师和数据工程师共同主导进行更多

模块构建、更多模型完善、更多数据融合、更多

功能延伸，使平台不断更新迭代，实现功能模块

与业务应用的良性互动、提升和演进。

这一阶段规划师已经自动黏连平台，通过

平台不断获得整个规划行业内新思维、新技术、

新方法来解决规划问题，同时，他（她）的创新

案例被数据化、模块化地反馈到平台，实现单体

设计师的IP化。

第三阶段：人机合一，协同进化。

平台的最终愿景是使具备专业训练背景的

规划师能熟练驾驭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平台，包

括数据抓取、清洗分类、模型运算、评估判断，并

生成具有设计师个体价值偏好的方案，如影随

形，人机合一。与此同时，平台借由互联网化的

个体设计师的创新集合，演进为呈现多元价值

观的AlphaGo智慧子系统。

3　数据融合技术体系

从职住关系命题到多源数据的融合需要经

历“命题解读”、“量化维度分解”、“详细指标体

系建立”、“基础数据支撑”4大过程。这一体系既

不是绝对的自上而下理论拆解，也不是简单的自

下而上数据拼装，而需要各个过程不断地融合贯

通，最终才形成完整的数据融合技术体系。

图1　职住关系数据融合技术体系结构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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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职住关系命题与量化维度分解

职住关系是城市规划的经典命题，诞生于

1933年的《城市规划大纲》（后来被称作《雅典

宪章》）指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解决居住、工

作、游憩与交通4大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该大

纲针对就业存在的问题建议有计划地确定工业

与居住的关系。

关于职住关系的研究，以“职住平衡”为

切入点开展得最为丰富，特别是在过去二三十

年里，以数据科学为背景，经历了从“交通出行

调查”到“大数据”的过程，职住平衡的量化

分析得以体现。而随着大数据的不断出现，关于

职住关系的量化指标也越来越多，不单单局限

于“职住平衡”指数。典型研究如张天然[6]在研

究上海市域职住空间时，利用了手机信令数据

和交通调查数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相结合的

方法，分析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

作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包括王德[7]、钮心

毅[8]、高硕[9]等都基于大数据开展了职住关系的

量化分析研究，其核心定量化指标包括居住地、

就业地、居住的就业地、岗位的居住地、通勤圈、

最大通勤、最小通勤等。

另一方面，职住关系分析在城市规划中的

支撑作用又日益迫切。结合作者所在单位业务，

发现各类型项目在开展前期现状分析与评估时，

往往需要研究与职住相关的内容，却又不局限于

上述研究学者所列举的核心指标[10-11]，往往还包

括居住人口规模、年龄、教育特征，就业与岗位的

教育特征，职住空间的用地结构，通勤交通的作

用，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水平等。

为此，我们结合已有学术研究及规划设计

需求提出，职住关系应包含8个维度的数据内

容，分别为：人口、就业、岗位、用地、公服、交通、

通勤和休闲（图1）。

3.2   基础数据支撑

为破解8大维度的量化难题，本次研究所

使用的数据来源广泛，不仅包括上海城乡发

展战略数据平台（SDD）所涉及的规划传统

数据，还包括市层面主流空间大数据。这些数

据来源广泛，空间尺度不一、数据时效性各不

相同，为了研究的严谨性，我们尽可能将数据

落于微观精细尺度，数据采集年份尽可能新，

年份差距缩到最小。相关数据内容介绍如表1

所示。

3.3   详细指标体系建立

针对职住关系所涉8大维度以及数据基础，

我们设立了81项指标。根据指标对职住关系支

撑的重要程度，我们将指标区分为核心指标和

数据
体系

数据分类 主要内容 应用方向
最细空间

尺度

最新
数据
年份

SDD

人口数据

人口规模、年
龄结构、教育
程度、外来人

口特征

主要应用在分区域、分街道
的居住人口空间增长态势分
析方面，如对核心区和拓展

区的人口集聚态势分析

普查
小区

2015

岗位数据 就业岗位类型
主要分析各岗位的空间分布
情况，用于识别就业空间

普查
小区

2013

用地
二调土地利用
变更现状、土
地使用现状

主要应用现状各类建设用
地、建筑量分析，从用地及
建筑量角度辅助识别职住

关系

地块 2015

建筑
国有土地建筑
量、地形图建

筑数据

普查小区、
地块

2016

公服
文化、教育、
体育、卫生、

养老

主要用于分析各类公服设施
空间分布，用于辅助评判职

住关系
点 2015

大数
据

手机信令
居职分布、24

小时动态人
口、通勤OD

主要应用在职住关系分析方
面，识别就业地和居住地以

及主要通勤特征

蜂窝
格网

2015

人口迁徙
数据

区域人口迁徙
主要识别跨省出行行为，辅

助判别各区职住关系
区县 2016

POI 各类业态数据
主要用于分析各类商业业态
空间分布，用于辅助评判职

住关系
点 2017

交通卡刷
卡数据

地铁站点上
下客流量、
地铁站点间

出行OD、通
勤OD、通勤

时间

主要用于分析轨交交通方式
的通勤出行特征

点 2015

地铁运营
数据

地铁站点、地
铁线路、地铁
运营时刻信息

主要用于辅助分析轨交交通
方式的通勤出行特征

点、线 2015

慢行出行
数据

慢行出行
OD、摩拜单
车空间分布

主要用于分析慢行交通方式
的出行特征

点 2017

房价数据
写字楼租金水
平、居住小区
二手住宅均价

主要用于分析商业业态房价
特征，用于辅助评判职住

关系
点 2017

表1  基础数据库及详细内容介绍[12]

资料来源：上海城乡发展战略数据平台（S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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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标。其中的核心指标包括：常住人口数

量、人口密度、就业数量、就业密度、岗位数量、

岗位密度、轨道交通站点进出站流量、轨道交通

站点通勤OD及时间、居民的工作地分布、岗位

的居住地分布、职住比、居民的通勤距离和时

间、岗位的通勤距离和时间等；其余指标为一般

指标（图2）。

4　大数据解决方案

IBM[13]对大数据进行系统研究后，总结有

4个典型特征（4V）。第一，体量大（Volume）。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爆发性增长，存储

单位从过去的GB到TB，直至PB、EB。迫切

需要智能的算法、强大的数据处理平台和新

的数据处理技术来统计、分析、预测和实时处

理大规模的数据。第二，种类多（Variety）。广

泛的数据来源，决定了大数据形式的多样性。

大数据大体可分为3类，一是结构化数据，如

财务系统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医疗系统

数据等，其特点是数据间因果关系强；二是非

结构化的数据，如视频、图片、音频等，其特点

是数据间没有因果关系；三是半结构化数据，

如HTML文档、邮件、网页等，其特点是数据间

的因果关系弱。第三，价值密度低（Value）。

有价值的数据所占比例很小。相比于传统的

小数据，大数据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从大量

不相关的各种类型的数据中，挖掘出对未来

趋势与模式预测分析有价值的数据，通过机

器学习方法、人工智能方法或数据挖掘方法

深度分析，发现新规律和新知识，并运用于农

业、金融、医疗等各个领域，从而达到改善社

会治理、提高生产效率、推进科学研究的效

果。第四，变化快（Velocity）。大数据的交换

和传播是通过互联网、云计算等方式实现的，

远比传统媒介的信息交换和传播速度快捷。

大数据与海量数据的重要区别，除了大数据

的数据规模更大以外，大数据对处理数据的

响应速度有更严格的要求。实时分析而非批

量分析，数据输入、处理与丢弃立刻见效，几

乎无延迟。数据的增长速度和处理速度是大

数据高速性的重要体现。

多源平台是一个在线、实时操作、实时展

现结果的信息化产品，涉及的数据种类繁多、

交互操作丰富、空间计算海量，导致传统的关

系数据库难以有效存储、管理平台数据资源

（图3-图4）。基于此，对经典空间数据能力的改

造在于3个方面：海量空间数据分布式存储、空

间数据处理分布式计算改造、空间分析分布式

计算改造。

平台建设中，采用国内领先的SuperMap大

数据解决方案（图5），通过Spark+hadoop的分

布式存储、计算环境，能快速、高效地管理数据、

海量计算和图形渲染展示。

5　功能实现

基于前期详细的需求分析和数据整理工

作，在多源平台一期，成功实现以下主要功能。

5.1   平台环境构建

多源平台的功能是基于模块化封装的各

个规划应用子系统实现的。构建开放的平台环

境为后期的扩展、更新提供了稳定的运行环境

（图6）。

通过OA系统统一的用户管理接口，可以直

接使用多源平台。同时，在后台为用户设置不同

的权限等级，既实现数据功能的共享，也对敏感

数据进行安全管理。日志收集管理可以分析用

户常用的指标功能，为平台功能优化和结构调

整提供依据。

图2　职住关系指标体系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分布式计算对GIS性能提升（叠加分析）[14] 
资料来源：超图集团，当GIS拥抱大数据。

图4　分布式计算对GIS性能提升（属性更新）[14] 

资料来源：超图集团，当GIS拥抱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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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职住关系模块

由平台主页进入职住关系模块，基于用户

的传统认知习惯布局其操作界面，左侧为8个维

度81项指标的数据目录树，界面主体是数据展

示的可视化窗口（地图窗口），右侧为图表展示

活动按键。地图窗口上方为常用工具按钮和数

据筛选框。基本地图要素包括图例、比例尺、鹰

眼等可以收放。界面右上角为单元画像功能，上

传规划边界可以一键生成职住关系数据报告。

各项功能展示见图7-图10。

5.3   用户手册和案例库

用户手册封装成电子书，与指标使用过的

项目库链接在一起，既提供数据的详细说明和

算法公式，又将应用过的项目场景以示范案例

的形式进行直观展示。同时，把案例中的原数据

以地图服务的形式发布，供参考学习者直接查

询、研究（图11）。

6　展望和思考

6.1   平台催生规划服务系统解决方案成果新

        样式

未来政府委办局招标采购的可能是集成设

计、管理与基于互联网沟通反馈的专业系统解

决方案。如上规院的街道设计系统解决方案，除

图5　大数据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0　单元画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1　用户手册和案例库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6　多源数据规划应用平台主页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7　职住关系模块数据图表界面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8　职住关系模块公服设施数据界面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9　职住关系模块通勤关系展示界面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了提供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标准规范，规划方

案，还有方案实施评估和监测管理软件，公众参

与数据反馈接口等一揽子解决方案集合包，并

以数据化模块软件样式作为成果交付。

6.2   平台赋能规划师成为跨界复合型人才

在重复性的脑力劳动、数据收集与清洗处

理等日渐被平台替代后，规划师与机器之间良

好的沟通互动能力将如同CAD、PS一样成为

新一代规划师的技能标配。更重要的是，规划师

需要聚焦那些无法被平台模型算法所替代的部

分，例如规划项目策划与运营管理能力、与各方

利益代表有效的沟通能力（特别是公众沟通表

达能力）、设计的创新创意能力等，这些差异化

方面技能将会成为规划师安身立命的新核心竞

争力，抑或直接成为能够驾驭人工智能的规划

数据工程师。我们预测未来设计行业的数据工

程师人员比例将会大幅上升，甚至可能出现设

计师与工程师比例倒挂的极端个案。到那时，这

些具备人机合一的跨界规划师最有机会成为新

生代规划行业的领军人才。

6.3   平台接入上海智慧城市总系统, 成为其

        重要的子系统运营

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其中重要的特征

之一即信息的互联互通，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

的信息系统内容主体是实体空间的功能安排，

也是承载智慧城市其他功能的基础。

上海智慧城市总系统涵盖城市功能的方方

面面，由于管理和使用权属界定明晰，必然是弱

整合性的开放平台。各子系统在稳定运行自身

功能的同时，通过数据接口等形式实现信息共

享、知识分发和管理协同。

多源平台与生俱来的数据属性、互联网属

性让它和建筑行业的BIM平台一样更容易融入

未来整个城市的“智慧系统”，而上海的空间资

源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平台作为一个子系统角

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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