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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智慧城市已经是人类社会对城市发展的普遍期待。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土地利用与土地规划密切相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依据。在这一点上，笔者对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以及

智慧城市的建设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并对其进行了讨论，为构建中国新型城市提供了一些借鉴。.

Abstract: In today’s rapidly chan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smart cities 
have become a common expectation of human society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land use and land 
planning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are the prerequisite and basis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conducted a deep analysis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and discussed 
them,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new type of c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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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即“以人为本，协调发展，高效节能”。以不同的方式，分

门别类地推动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将物联网感知设施、通

信系统等，与公共基础设施一起，进行一体化的规划和建设，

推动市政公用设施、建筑等的物联网应用和智能化改造。在

此基础上，完善城市信息模拟平台与应用管理服务平台，建

立成熟数据资源体系，推动城市数据大脑建设。

2 智慧城市的概念
智慧城市的理念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信息城市”，

历经 20 世纪 90 年代的“智慧城市”和“数字城市”，2000

年以后逐渐演变成“智慧城市”。2009 年，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率先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并将其推广到了世界

各地。如今，欧洲、北美已经有上百个国家公布了智慧城市

的计划，其中 IBM（IBM）就已经投资了两千五百多个。另外，

一些技术企业如微软、思科、西门子、日立、松下，还有一

些企业如埃森哲、奥雅纳，都在大力推动着这个计划的实施。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兴起，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ICT）

中出现了大数据概念。与传统数据区别很大，它的数据量已

经从太字节（TB，240）级上升到拍字节（PB，250）级，

甚至是泽字节（ZB，270）级。

3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具体目标
新时期实现空间规划与治理的五个“一”目标。

3.1 空间资源一本账
在统一用地分类、坐标体系和数据规范的基础上，对全

域内的国土资源进行全面的数字化，掌握区域内土地资源的

数量、质量、类型和变化规律，构建区域内土地资源的“一

本账”。

3.2 空间规划一张图
按照“生态优先、战略引领、多规合一、全域管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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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各种空间性规划进行整合和调整，最终将空间范围、

土地用途、管控要求统一的空间规划一张图进行整合。

3.3 编管协同一张表
构建与管理事权相对应的规划编制内容与目标指标体

系，并与政府部门的职能调整和业务审批流程再造相结合，

最终达到“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编管协同一

张表。

3.4 空间管控一平台
将国土空间与自然资源全域、全要素的数字化管控作为

关键，构建出协同编制、在线审批、精准监管、全程留痕的

信息平台，从而达到对空间规划全业务流程的闭环管理目的。

3.5 空间治理一张网
基于信息化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多源的空间信息数据，

对国土空间进行全方位的认知与监控，建立统一的规则与部

门联动的协作工作机制，推动了空间管理的智能化与协作 [1]。

4 智慧城市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的挑战与机遇
4.1 挑战

①数据采集和共享难题：智慧城市的建立，离不开海量

的数据支撑，如人口统计数据，交通流量数据，环境监测数

据等。但是，由于中国现有的资料采集方式具有多样化、分

散化等特点，且所采集到的资料在品质、时间等方面也各不

相同。另外，在数据分享过程中，还会遇到诸如私人信息、

企业秘密等相关的隐私问题，因此在数据分享与隐私保护的

关系上，有必要进行权衡。

②规划与技术融合难题。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多个领域和

专业，包括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环境规划。同时，随着科

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也应运而

生。但目前，规划与科技的结合仍面临较大困难，规划者对

信息技术的了解与运用仍有欠缺，技术工作者对规划的认知

与要求也较低，亟需开展多领域的协同与沟通。

4.2 机遇
①数据驱动的规划决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智

慧城市中的广泛运用，提高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与仿真，可以帮助规划师更好地把握

未来的发展态势与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未来的规划提供依

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数据”的城市空间布局优化

方法，以解决空间布局优化中存在的问题。

②智慧交通和智慧能源的整合。在智慧城市中，运输与

能源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建立智慧交通体系，对路网进

行最优布局，可以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城市交通效

率。对智能能量体系进行合理的设计与优化，既可以提高能

量利用率，又可以降低碳排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在“智

慧城市”的环境中，土地利用既存在一定的问题，又存在很

大的机会。在此基础上，突破信息采集与共享困难、推进规

划与技术融合、强化利益协调与社会参与等关键技术，为中

国在智慧城市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有力支撑。

5 智慧城市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的对策和建议
5.1 完善制度建设

强化制度的构建，健全地方性的法律、规章，推进国土

空间规划和智慧城市建设的规范化管理。构建大数据技术应

用的长效机制，持续地满足现实的需要，提高自身的标准，

强化各个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始终遵循环保的原则，提高

能量和资源的转化效率，提高空间管理的质量。透过策略之

执行与成效之剖析，建构公众评估系统，以回馈于日后的运

用，以提升建构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有关部门可以构建国

土空间规划和智慧城市建设机制，从技术保障到人力资源管

理，提高工作的协调性，对土地资源展开科学有效的管理。

完善了原来的制度体系，提高了规划建设机制的执行效果，

把握了规划导向，对工作权责有了明确的认识，避免了工作

开展出现交叉现象，造成工作失误，影响了决策实施过程，

难以深入掌握地理信息，在项目建设中起到制约作用。政府

部门要构建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及地方性法规，对国土空间规

划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进行引导，让相关企业以强制力对

自身建设方式进行约束，防止不良现象的出现，并为其提供

相关的执行保障，强化资金支持，可以将互联网技术与网络

监管结合起来，从而增强建设的科学性。要突破信息壁垒，

提高管理分制效能，构建一个综合评价体系，将每个部门的

工作人员都细化到每个部门，确保工作效率，要端正工作态

度，不定期地对有关部门的领导进行检查，以防止资产的损

失，同时要将资金的流动情况把握好，同时还要强化金融机

构的参与，确保投资的方向是正确的 [2]。

5.2 智慧城市政务建设
在构建智慧政务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各

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其主导作用，使其达到最优的治理与运

作水平。具体地说，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一个综合管

理平台，从而实现对各部门数据信息的全方位整合，强化对

计算机存储资源的集成，最终构建出一个统一的云管理平

台。尽管云系统实体分布于不同的地理位置，但其内部的逻

辑关系及界面的数据规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能够为政府的

日常行政工作提供便利。在开展智慧政务的建设过程中，要

将系统化的管理理念深入贯彻下去，以城市政务资源的共享

为出发点，实现对城市各管理部门的高效整合，构建一个综

合性的城市运营政务平台，全面掌握城市的运行状况，提高

对城市发展趋势的预测和预警能力。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

大数据、现代通信、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潜力，实现对

城市空间信息的系统性控制，提升城市空间信息的安全性。

具体地说，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一个智慧安保系统，

对城市展开全局化的监管。通过安装红外交通监控、环境监

控和社区监控，可自动提取翻墙、奔跑等行为，如图 1 所示，

为城市提供了一种三维立体化的安全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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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动提取翻墙、奔跑等行为

5.3 智慧城市民生建设
民生智慧化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

的是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有效、方便的城市服务。首先，要

强化智慧城市的基本民生设施，包括智慧医疗、智慧卫生、

智慧便民服务、智慧绿地、智慧社会服务和智慧城市管理等。

通过与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相结合，

全面收集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信息，并在城市现有空间

规划布局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和升级，以保证

城市的基本民生运行系统能够满足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需

要。除此之外，城市管理职能部门需要立足于基层，利用大

数据技术手段，对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进行深入的了解，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城市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提

供基本的民生保障，其整体框架如图 2 所示，在实施智慧生

活的过程中，要着重抓好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和智慧交通 [3]。

5.4 智慧管理
通过智慧城市，可以实现城市的智慧管理以及服务。在

城市运行中，存在着大量的数据，传统的手工采集方式存在

着大量的误差和低效问题，难以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而运

用大数据技术，就可以对大量的信息进行采集，而且还可以

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地分析和管理，从而及时、准确、全面

地掌握城市的运作状况。此外，智慧管理可以获取各种类型

的信息，既有城市的，也有生产、生活的。当前，国土空间

规划部门与其他部门共同构建了一个数据集成管理与互联

共享的大数据平台，为国土空间规划分析提供了一个实时、

动态的基础数据源。而智能化的治理，则可以为城市的有序

运行与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可以大大地减少其

行政成本。

5.5 智慧生活
“智慧城市”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人们能够过上高质

量的生活，一个没有“城市病”的绿色家园。为此，智慧生

活是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五大主题之一。运用大数据技

术，可以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及时的分析和处理，从而为居

民的生活带来便利。比如，居民可以通过使用导航系统为出

行规划最方便平稳的路线，也可以利用大数据选择最佳观景

路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智能生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

类的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质量，智慧生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

发展的一种必然。

图 2 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

6 结语
总而言之，国土空间规划和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信息技术

的支持，将大数据技术与数据资源相融合，从而提高建设规

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推动其可持续发展。要想让大数据技

术在国土空间规划和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真正意义上起到重

要的影响，就必须深度地发掘数据资源，将其进行整合，并

建立相应的战略与长效机制，提高其管理水平，强化对技术

人员的训练，对大数据技术的性能进行创新，从而促进这些

战略的切实实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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