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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信息学拓展了城乡规划学科的理论与技术边界，是当前学科在教学、研究和实践的

重要创新领域。如何将城市信息学与城乡规划进行深度融合，以推动学科进步与实践应用，已

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本文系统梳理了城市信息学在国内外的演变历程，重点阐释了城市感知、

城市大数据、城市分析和规划决策这四项核心内容。通过对国内外代表性高校的学位和课程体

系进行整理，进一步揭示了城市信息学对规划科研实践与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我们也发

现，我国的城市信息学实践与高校主导的教育科研之间存在一定的壁垒。研究提出两点启示，

希望能为我国城乡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一是城乡规划学应利用信息科学技术进

行创新并在学科交叉中获得新知；二是重视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凝练科学问题。

Abstract: Urban informatics, a pivotal and innovative field with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erves 
to broaden the theoretical and technological horizons across the domains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The profound integration of urban informatics with urban planning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endeavor, aiming to foster substantial disciplinary progress and enhance the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of urban planning endeavors. This scholarly paper undertak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urban informatic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with a 
primary emphasis on four fundamental areas: urban perception, urban big data, urban analytics, and 
planning decision-making. Through a rigorous collation of degree programs and curriculum frameworks 
from prominent universities worldwide, the study unveils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s of urban 
informatics on planning researc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educational paradigms. However,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s notable barriers that exist between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informatics in 
China and the predominantly educational-driven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in universities. In recognition 
of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offers two key insights to guid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es in China: Firstly, an emphasis on innov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urban planning processes; 
secondly, a heightened focus on distilling and addressing scientific challenges emerging from practical 
contexts to ensure the relevance and applicability of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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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化时代是技术发展的最新阶段，

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和云计

算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对未来智能

城市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1]。当前世界

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信息已

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信息

化也是驱动城市转型的重要力量。城市

中无人驾驶、网络通信设施、物联网等

一系列技术创新需要城乡规划的回应 [2]，

城市信息学由此逐渐进入了城乡规划学

科的视野。人们开始探索城市在信息时

代的特征与规划模式；同时，在城乡规

划学科的教育、科研及实践中创新融合

城市信息学成为一种需求和趋势。

“信息学”（又称“信息科学”）诞

生于早期情报收集、文献研究和知识传

播中 [3]。进入 20 世纪，随着电子通信技

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信息学逐渐演

绎出完善的理论框架和广泛的分支领域。

1950 年代，欧美相继提出 Informatics 这

一概念。1970 年代，结合计算机和网络

技术的信息学不断发展，信息学理论与

技术不断成熟，衍生出物理、社会、经济、

环境、生态等一系列分支，为“城市信

息学”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其中，人机

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泛

在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和城市

计算（urban computing）等分支成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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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信息学的演化前身。

城市规划师、管理者和相关学者也敏锐察觉到信息学

在城市中的巨大潜力。早在 1987 年，赫普沃思（Hepworth）

提出“信息城市”（the information city）和“城市信息学规

划”（urban informatics planning）[4]，关注到信息和通信技

术（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对

大都市区的发展研究和政策的影响。福思（Foth）在 2008
年指出导航、无线通信和移动应用的位置感知技术对城市

系统实时评估的作用，将城市信息学为“收集、分类、存储、

检索和传播与城市有关的特征或组成城市的记录性知识 /

见闻”以及“城市中的记录”，将城市信息学的关注范围扩

展到人、场所和技术 [5]。更多学者进一步意识到大数据对

城市信息学的推动作用，并由此拓宽了对城市的认知范围

和精度 [2]。随着城市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和数据类型的多样

化，越来越多的复杂系统和交叉学科问题被纳入城市信息

学范畴；城市信息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逐步完善，并在

城市的建设、规划和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逐渐发展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脱胎于城市研究和信息科学的交叉领域，城市信息学的

诞生和发展既是城市科学和信息科学研究的主动探索，也是

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技术的进化催生了大量城市相关

的应用场景，也促使城市相关工作者在技术实践中完成了从

使用者到开发者的角色转换。这使得城市信息学自始就具有

显著的技术和应用导向，致力于探索技术在城市中的应用场

景，并运用技术手段解决城市中的复杂问题。

作为新兴学科领域，城市信息学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三

个阶段：萌芽阶段（2010 年之前）、快速发展阶段（2010—
2017 年）和学科专业化阶段（2018 年至今）。在 2010 年之

前，城市信息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研究和实践活动往往限于

小范围的个人和团体中。2006 年在昆士兰科技大学（QUT: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成立的城市信息学研究

实验室（Urban Informatics Research Lab）是第一个明确旨在

城市信息学的研究团体，2009 年出版了第一本城市信息学

专著——《城市信息学研究手册》（Handbook of Research on 
Urban Informatics）[5]。这一阶段成果相对单调，并未形成统

一的语汇。2010 年之后，移动设备和传感器促进了大数据的

“爆炸式”发展，基于位置的数据和行为数据海量涌现，物

联网（IoT: Internet of Things）进一步沟通了城市中不同的系

统，城市信息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交通、城市设计到公

共健康等方面被广泛实践，全球范围内成立了大量的“城市

大数据”“城市分析”“城市信息”“城市计算和数据”等实

验室。这一阶段主题多元，方法日渐规范，并逐渐达成城市

信息学的共识。到 2018 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开设首

个城市和计算科学双学位，标志着城市信息学的专业化。此

后，城市信息学迈入成熟的发展阶段，通过系统教育不断输

出相关的专业人才，建立统一的语汇，完善学科的理论、方

法和应用体系（图 1）。

1  城市信息学理论演进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信息学由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和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两部分构成，

既包含数据、模型、计算、可视化、决策系统、优化等软件

部分，也包含储存和计算的硬件系统。

信息学与城市学科群（城市科学、城市规划、城市管

理等）有机结合后，部分学者认为城市信息学是“城市可见

基础设施与无形基础设施之间的无缝过渡”[5]，或是“大数

据”的延伸；另有部分学者认为该领域是“将信息技术应用

于城市地区”[6]。相较于城市科学、城市分析等类似领域，

图 1  城市信息学发展阶段

1950
Informatics

1970

1987 “ ”
“ ”

2006 QUT

2010
“

”

2009
——

 

2018 MIT

2010 2010—2017

“ ”
“ ”“ ”“

”

2018



3 2024 Vol.39, No.1国际城市规划

刘超  吴志强    城市信息学在规划科研实践与教育中的进展研究

史文中提出“城市信息学与其他学科方法的不同和互补之

处在于，计算是城市信息学的核心”[3]。现有的城市信息学

文献大多侧重阐述城市计算和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而探索、

描述、预测，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市现象。康托科斯塔

（Kontokosta）将城市信息学描述为通过城市传感、数据挖

掘、建模分析和可视化的数据科学框架对城市现象进行研究，

以便了解现象，同时推进计算科学方法并解决特定领域的城

市问题 [6]。国内学者提出“城市信息学是基于地球空间信息

学、信息科学和城市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是测绘与地理信

息科学的重要发展方向”[7]。总的来说，城市信息学内涵多元，

且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同样，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和方法论也呈现多

样化。在早期萌芽阶段，城市信息学的突破主要是技术主

导的，即新的信息学技术引发城市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相

关工具得到发展，但理论相对欠缺；在快速发展阶段，信

息学理论引领城市信息学快速发展，工具体系也逐步得到

完善；到学科专业化阶段，城市科学理论与信息学交叉支撑，

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与城市规划的结合应用更

加成熟完善。

将城市信息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或科研领域，是基于学

科发展的必要性和社会与人的需求导向性。其必要性在于，

信息科学与城市研究交叉支撑产生新的内在理论体系、方法

论和学科范式，同时外在的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和著作出版、

大学学系等也不断兴盛，出现了大量具有学科创新特征的专

门研究者。其需求导向性在于，社会不断地快速发展变化，

城市频频出现新的复杂问题，急需新技术来帮助研究者洞察

新现象，解读复杂机制，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这

些新的复杂问题包括：城市复杂多维的要素和对象，更为模

糊和普遍的相互关系，非线性的广义因果推论以及动态整体

的系统思想。这无疑需要改变传统城市研究独立分析要素、

明确对象关系、线性因果律和还原思想的倾向，推动了城市

研究观念转变，打破了基于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禁锢，向

基于控制论、系统论的辩证有机自然观发展，同时混沌、耗

散、协同等理论的发展也使得自组织的、自调节的演化自然

观逐步建立完善，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2  城市信息学激发城市规划潜能

城市信息学的诞生和发展极大地激发了城市规划的能

量，使得城市规划在研究尺度、精度和客体方面均有很大进

展。尺度方面，传统的案例和抽样研究拓展至全样本大尺度；

精度方面，物理空间和社会行为的分辨率大幅提高。这使得

大尺度、高精度的城市研究和决策成为可能，城市规划能更

高效地关注城市中个体的活动，同时兼容全球视野。客体范

畴更加丰富，传统的城市规划对象多聚焦在土地使用、经济、

交通、生态、空间形态等物质环境，城市信息学则将对象扩

展到人、社会、行为、健康、虚拟空间等。与此同时，城市

规划的主体也发生变化，体现在多元性、广泛性和代表性等

方面：多元性体现在除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界，计算科学、物

理学、生物学等专家学者也参与到城市规划决策中；广泛性

体现为出现更加高效便捷的公众参与方式，城市中个体的声

音被听到；代表性表现为城市信息学能更快地发现热点问题，

捕捉关键民意，监测薄弱环节，使得核心决策者的认识、情

感和价值判断更具代表性。

随之带来的是认知记录、研究分析和参与组织等方式的

改变：认知记录方式更高效，科学仪器的发展提高了对城市

不同要素的认知记录效率；研究分析方式更创新，计算技术

的革新促进了对发展规律、归因探索更创新的分析研究；参

与组织方式更智能，网络技术的升级推动了更广泛的参与和

更智能的组织形式。这种从理论基础到方法论的影响是深刻

且全面的。对信息学界，城市信息学是典型的成功应用；对

城市规划界，城市信息学极大地提高其科学性，丰富学科理

论，扩大研究主体和客体范畴，革新规划设计和治理的方式

和决策过程：“规建管服”链条的融合是趋势，通过城市信

息学，城市规划的动态性终成现实；同时，城市信息学帮助

城市规划学科本身打破对复杂城市问题透彻认识的屏障，从

而更好地感知城市运行，更有效地理解和分析城市运行规律

和需求，促进城市更宜居、更公平、更高效、更可持续、更

智能地发展。

3  城市信息学核心方向

不同科研团体对城市信息学给出了多样的分类和解释。

从参与的主体和要素出发，昆士兰科技大学城市信息学实验

室等指出城市信息学旨在探索人、地点和技术相互交织的城

市环境中的现象和挑战，关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服务如何影

响并塑造城市基础设施、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 [8] ；从涉及的

理论与方法出发，国际城市信息学学会（ISUI: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Urban Informatics）等提出城市信息学涵盖了城市

科学、关键支持技术以及在城市设计、规划、交通等领域的

应用 [3]。总结上述概念并结合中国的发展特征，从城市研究

的视角，结合实践和应用，城市信息学可定义为：利用复

合方式全面感知城市，收集和处理数据信息，并利用数据

信息对特定目标展开研究与实践 [9]。因此，城市信息学主要

内容可以分为城市感知（urban sensing）、城市大数据（urban 

big data）、城市分析（urban analytics）和实践应用（含规划

决策）四个方面（图 2）。其中，城市感知是基石和首要环节，

城市大数据是中心和关键支撑，城市分析是核心和应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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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规划决策等应用是重要的实践部分。这四方面相互支撑、

促进、反哺、约束，协同构建城市信息学的集合。

3.1  城市感知
城市感知指用一系列手段获取城市中物质环境和人类活

动的信息 [10]，并进行识别、收集和分类，是城市信息学的基

石和首要环节。其中，感知的城市对象包括但不局限于城市

的土地覆盖、土地使用、建筑、道路、植被、车辆和人的活

动等，为后续城市数据体系建立和分析提供多时空、多维度、

多属性的信息。针对不同的对象特质和使用目的，感知的角

度、设备和平台也不同，形成了包罗万象的技术体系。面向

城市物质环境，传统的光学摄像机和全景摄像机、综合孔径

雷达（SA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和干涉合成孔径雷达

（InSAR: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激光雷达

（LiDAR）、探地雷达（GPR: Ground-Penetrating Radar）等已

广泛应用于全球城市，开发出地形测绘、建筑物和植被分类、

3D 地图、地下设施成像等众多实践场景。近年来快速兴起

的物联网将多种设备联结到集合的网络，使得感知更全面、

更综合。面向城市中的人类活动，手机轨迹记录、社交媒体

监测和可穿戴移动设备等技术让实时动态感知成为可能。伴

随着技术迭代和算法升级，城市感知的时空分辨率愈发精细，

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进一步提升了数据识别、收集和分

类的效率，并不断加深输出和决策的智能。

3.2  城市大数据
城市大数据泛指城市大数据、数据库以及实现数据管理

分析的软件和硬件设施，是城市信息学的中心和关键支撑。

大规模并行处理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云计算等技术快速

发展，为处理城市中海量、多样、复杂的大数据提供了可能，

并逐步构建起复合多元的城市大数据生态系统，联动设备

端、网络端、数据端、决策端和应用端 [2-3]。城市环境的日

趋复杂使得数据更加多源异构，数据可以来自政府、企业、

公共和个人，包含文本、影像、声音、网页等多种结构化、

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类型，对数据的存储、处理、访问和

安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建筑信息模型（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地理信息系统（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城市信息模型（CIM: City Information 

Model）等数字模型技术相继发展，应对多源数据和不同问

题场景。在完善的城市大数据基础上，城市发展决策、问

题挖掘、精细管理和服务优化的能力均得到了提升，为全

面实时掌控城市发展变化，分析预测未来趋势提供了有力

支持。

3.3  城市分析
城市分析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多种技术和算法解决城市问

题，辅助城市规划、治理和服务，是对数据的挖掘、计算和

分析 [11]，是城市信息学的核心和应用基础。为实现理解数据、

解读规律、帮助决策和增强应用的多目标，城市分析通常包

含数据挖掘、分析、建模和模拟等多维度内容。针对不同类

型的数据，传统统计方法、时空分布分析、空间模型和网络

分析等被运用到多种问题和场景中。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机器学习模型，特别是深度学习，极大提高了模型的复杂度

和分析能力，适用的数据和对象也更加多元。城市分析和城

市大数据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数据量和数

据类型的增多带动分析方法的更新，而计算和分析技术的升

级也产生新的数据需求。更多城市工作者和学者认识到城市

分析的重要意义，并在城市规划、治理和服务的各环节予以

实践。可以预见，城市分析的算法将更智能化和人性化，分

析的决策能力、适应能力和互动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3.4  规划决策等应用
在规划这一应用导向的学科领域，规划决策等应用是城

市信息学的重要部分。城市信息学提供了强大的可视化工具，

图表影像等静态和动态的可视化表达方式能够快速展示城市

数据和分析结果，将复杂的数据和算法转译成生动的图面表

达，从而辅助规划决策。城市信息学提供了多维度的数据和

模型，数据分析的结果大量应用于降低城市风险，促进城市

韧性和可持续发展，在诸如犯罪和安全、健康、污染、能源

与碳排放等方面拥有广阔的讨论场景。城市信息学提供了多

样的模拟和决策算法，更多 AI 决策和智能算法介入城市治图 2  城市信息学四个核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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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同时，大量前沿应用出现在移动和行为分析方面。未来，

城市信息应用的范围和程度将进一步扩大，影响并塑造更多

城市场景和系统。

4  城市信息学在规划科研与实践中的进展

4.1  国内外研究机构
国际上，与城市信息学有关的研究中心大多依托高等院

校，主要分布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如 MIT 媒体实验

室（The MIT Media Lab）、可感城市实验室（MIT Senseable 

City Lab）、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进步中心（CUSP: Center 

for Urban Science and Progress）、昆士兰科技大学城市信息

学研究实验室（Urban Informatics Research Lab）、新加坡国

立大学城市分析实验室（Urban Analytics Lab）等，并且主

要以城市数据可介入的城市问题为研究对象。就架构而言，

国际研究中心以跨专业合作、校企合作为主要工作方式，组

成人员大多为校内教师，将实践项目、研究主题与教学有

机结合。

国内城市信息学相关的研究中心方兴未艾。较有代表性

的团体多依托高校和科研平台，如清华大学、同济大学、香

港大学、深圳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一般依托于地理信息

系统、城市规划、计算机信息与科学专业。与国外研究中心

与项目相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信息分析与我国现状较

为贴切，科学性、指导性较强，与国际情况相同之处在于都

对城乡规划学科起到了较好的互通互动、相互支撑作用。

4.2  四个主要方向在规划科研与实践中的进展
城市感知是规划的重要数据来源，用于辅助规划监测和

决策的过程 [12]。在城市规划领域，城市感知研究大量聚焦于

监测城市发展和环境影响，其中生态指标如归一化差异植被

指数（NDVI: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个别

斑块或离散分类等常出现在文献搜索中 [13-14] ；城市热岛是另

一大热点话题，研究者多关注城市热岛效应对城市发展的影

响，关注城市中气候变化趋势 [15]，然而对于土地使用、公共

信息和规划议程方面挖掘较少。但随着无人机和城市无限传

感器网络的建立 [16]，更低成本和更高分辨率的数据能帮助人

们更精细地捕捉城市中的时空变化。认识到复杂系统变化，

将进一步扩大对社会经济—建成环境—技术综合体系的考

量，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监测，而是对城市建立全面

的感知体系，向综合感知方向发展。同时，数据来源更为多

样，分辨率提高，研究方向和方法体系更加跨学科，在生态

和环境监测的基础上纳入更多对社会和行为的感知，且由影

响分析扩展到决策规划议程上，进一步促进透明治理和权利

共享。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在离散分析、地理对象分析等传

统方法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机器学习等前沿方法将愈发普遍，

数据融合方法重要程度不断提升，以结合不同的传感器时空

范围，兼容多源数据 [17]。

随着城市感知技术的发展，城市大数据也更为多样，传

感器系统数据、用户生成内容、行政数据、私营部门交易数

据以及混合数据源（包括链接数据和合成数据等）成为大数

据重要来源 [18]。新形式、大体量的数据将颠覆对经典城市问

题的思考，也将拓宽城市研究范围，使得复杂系统研究成为

可能。借助新形式的数据，研究者得以重新思考经典城市问

题，实现小样本静态数据向多源时空数据、单一尺度向全域

尺度、“物质空间”向“社会经济空间”的升级转变。传统

研究多基于人口普查、土地测绘等静态数据，而新兴大数据

使得模型和研究模式发生改变，比如用 GPS 数据估计人流量，

用社交媒体数据衡量劳动力市场，用行政数据研究产业发展

等 [19-22]，极大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同时，多维度

城市模型的建立，有效地将过去难以量化的问题数据化和指

标化 [23]，诸如居民时空行为研究、城市交通网络研究、城市

功能分区研究、区域联系和城市等级研究、城市生态环境治

理研究、城市开发边界、生态红线划定研究等领域的科研实

践迅速兴起并取得丰硕成果 [24-27]。未来，更高性能的计算资

源在处理实时动态数据和多源异构数据方面拥有更大优势，

可结合数据驱动和理论探索帮助城市规划师发现更多有趣的

城市议题，捕捉多维度动态数据。然而，数据也带来了更多

关于安全和隐私的思考，因社会或个人原因被数字时代抛弃

的“数字难民”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因此，

亟须建立对数据所有权、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护的完善体系，

实现数据公平共享。

城市分析的核心是数据的融合、挖掘和分析，主要任

务是发现城市问题，理解各种城市现象本质，预测城市未

来，优化决策和规划政策 [28]。基于上述任务，城市分析的科

研实践覆盖多个领域，在智能交通、环境保护、能源和碳排

放、经济和社会安全、健康和公平、气候景观等方向均有广

泛的科研实践 [29]。通过对城市复杂系统的研究，城市分析能

快速发现和评估城市问题，比如发现路网缺陷、城市不合理

分区，对城市噪声进行评估，分析城市健康隐患，识别情感 

地图等 [30-33]；在历史数据和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预测城市未来，

比如预测交通状况、空气质量、房价，计算碳排放等 [34-37] ；

同时，城市分析能模拟城市在不同情景下的发展，比如模拟

车辆行驶、能源消耗、景区人流等 [38-40] ；进一步地，城市分

析可揭示因果关系和机制，并通过动态规划等算法辅助决策，

比如计算车辆的最佳行驶路线、最佳能耗方案、无人驾驶方

案、最优出行路线等 [41-44]。城市分析在城市规划各方面的广

泛科研实践不仅提高了研究者对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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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介入优化决策阶段，而技术的升级正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动

力，人工智能的发展降低了复杂动态城市过程研究的门槛。

随着人们对更高算力的追求，诸如量子计算的革命式发展，

识别复杂非线性关系，解读因果和机制，追踪动态实时变化，

优化动态规划和决策将成为城市分析的新趋势。

城市信息学支撑规划决策中，一方面实现了四维时空间

上的动态规划与管控效果可视化，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和

大模型提升了复杂规划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例如：当

前国土空间规划正在建设的实施监测网络（CSPON）大量

融入城市信息学要素，以求打通规划编制和实施环节，有

效支撑全生命周期的规划决策。其中的城市决策模型体系

涵盖土地、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社会、经济等复杂系

统子模型与指标矩阵。在工程实践中，城市信息学直接应

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全

生命周期中，优化了城市的管理和服务 [45]。在 21 世纪初期，

欧美各国和日韩新加坡等国家相继展开城市信息模型发展

计划，我国也推动多批智慧城市试点，杭州、上海等地建

立“城市大脑”，提高了城市运营治理和服务水平，取得显

著成果 [46]。国外主要是企业和科技机构主导，针对单一或

个别项目展开，没有整体规划，而我国是在政府领导支持下，

展开总体全面的智慧城市布局，全方位实施智慧城市项目。

城市信息模型（CIM）是以 BIM、GIS 和 IoT 等为基础的三

维数字空间城市信息有机综合体，整合数据、方法和多种

功能，为多尺度和场景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应

用提供信息支持，帮助城市“规建管服”向信息化、智能化、

精细化和动态化方向发展 [47]。完善的 CIM 将成为智慧城市

建设的基础和核心。

基于上述对研究机构和科研实践的分析，可知城市信息

学发展迅速，并且具有多样化的形式与内涵。学科之间的交

互带来了对城乡规划学的新理解、新视角、新分析方法，使

得城乡规划对城市问题的理解更为透彻，拓宽了对城市多要

素系统认知的视角，丰富了基于多种数据和场景的分析方法，

对学科理论的多样化和实践的多元化发展有着直接的指导

意义。

5  城市信息学在国内外教育中的进展

国际上城市信息学的研究和实践始于英美，研究内容广

泛且融合交叉。一方面表现为研究与分析文献丰富，基础扎

实；另一方面表现为开放性、共享性高，从业者甚至普通居

民可以利用大量开源数据对城市进行可视化感知与设计。这

些成就有赖于教育、科研和实践的联合推动，综合提升了规

划者的数据收集、处理、分析等技能，对我国城乡规划学科

的教育体系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5.1  国内外计算机与规划交叉专业与学位项目的兴起
表 1 总结了国际上有代表性的院校开设的相关学位、辅

修双学位、证书证明和研究方向等。在国外，麻省理工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率先发起与城市信息

学有关的项目；在中国，香港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近年开设

城市分析与城市信息学硕士学位，同济大学和深圳大学也设

置了相关科研方向与博士点。这些项目一方面开设了专业

化、跨学科的学位培养；另一方面课程内容丰富，架构合理

有效，能够指导学生较为有效地探讨和应对新技术革命下的

城市变革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将城市规划与公共政策、数据

分析、机器学习、传感网技术等对现实有极强指导意义的领

域整合。这种学科思维与方法的结合使得数据成为一种思维，

而非简单的工具，也提供了解决互联网时代城市发展问题的 

新视角。

5.2  国际代表课程体现学科前沿方向
国际院校的城市信息学相关课程相较于学位项目有着

更加多元、灵活的特点，呈现出与传统规划方法互补的现

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伦敦

大学学院均推出了必修、选修相结合的城市信息学课程，内

容涵盖原理介绍、软件使用、创新应用等方面，形成了较

为丰富的城市信息学课程体系；在以 Coursera、edX 为代表

的国际网课平台上也有大量相关的免费课程。其中，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罗·沃德尔（Paul Waddell）教授主持

的硕士课程“城市信息学与可视化”（Urban Informatics and 

Visualization）较有代表性。该课程时长 16 周，目标是为未

来的城市规划者提供定量解决问题的技术技能工具包，不但

讲授 Python 等编程语言的使用方法，还教学生分析城市数

据，进行空间分析。课程中还包含工作坊（workshop），结

合课程小组作业辅助推进。这对我国开展类似课程有三点启

示：（1）课程名称与内容体现城市信息学特点，课程名称大

多包含大数据、信息学、可视化、智慧等关键词，这也体现

于课程内容中；（2）教学生掌握信息学相关工具与技术，包

括 GIS、Tableau、D3、Java、R 语言等；（3）同时关注空间

问题和信息技术，如空间分析、机器学习、智慧城市、数字

孪生等。

5.3  国内代表性课程日渐丰富
国内的城市信息化课程最初并不依托城乡规划专业开

设，而是以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在计算机与信

息化专业内设置。这些课程与城市研究相关，但主要基于信

息思维和数据思维，并没有系统覆盖城市系统或城市规划内

容。随着城乡规划专业对信息学的接纳和应用，规划学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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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信息学相关的学位和项目整理

学位类型 学位或项目名称 院校名称（国别）

硕士学位

空间数据科学与可视化

Spatial data science and visualization

伦敦大学学院（英）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城市信息化

Urban informatics

东北大学（美）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城市空间分析

Urban spatial analytics 宾夕法尼亚大学（美）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城市与区域规划：智慧城市

City regional planning: smart cities

数据科学（应用城市分析）

Data science (applied urban analytics)

曼彻斯特大学（英）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城市分析

Urban analytics

格拉斯哥大学（英）

University of Glasgow

城市分析与可视化

Urban analytics and visualisation

华威大学（英）

University of Warwick

城市规划（主修城市分析）

Urban planning (urban analytics concentration)

哥伦比亚大学（美）

Columbia University

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理学

Master of science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佐治亚理工学院（美）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城市分析

Master of science in urban analytics

香港大学（中）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数据科学

Master of science in data science

香港城市大学（中）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城市信息学和智慧城市

Master of science in urban informatics and smart cities

香港理工大学（中）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城市规划（城市分析）

Urban planning (Urban analytics) 纽约大学（美）

New York University应用城市科学与信息学

Master of science in applied urban science & informatics

学士学位

城市科学 / 规划与计算机学联合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urban science and planning with computer science 麻省理工学院（美）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城市科学与计算机科学规划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urban science and planning with computer science

双学位或辅修

统计学与数据科学（本科）

Minor in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麻省理工学院（美）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研究生）

Micro masters program in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信息可视化（本科）

Information and visualization

数字人文科学（本科）

Digital humaniti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数据科学（本科）

Minor in data science

香港城市大学（中）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项目证书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

Big data for understanding urbanizing China
清华大学（中）

项目方向
城乡可持续发展与智能规划

Urban and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lligent planning
同济大学（中）

博士学位
城市空间信息工程

Doctor of urban spatial informatics
深圳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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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主导城市信息化类课程。表 2 列举了 4 所国内代表性高

校的课程主题，大部分是在近 5 年内开设的。这些课程在形

式和内容上基本与国际顶尖院校看齐，但就软件技术的教授

而言，与国际一流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以清华大学、同济大

学为代表的建成环境专业类课程系列中，基于城市大数据整

体的认知、挖掘、科学分析方法，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城市信

息学介绍类课程，并且融入了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与

城市更新等我国特色应用。

6  总结与展望

6.1  城市信息学的热点集中于全球大都市
根据本文整理的城市信息学的研究、实践和组织进行空

间分析，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城市信息学研究的热点地区基

本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与城市，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

国家、日本、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的大城市，澳大利亚等地

有少数研究热点。从数量上看，美国的研究热点地区占大多

数，体现了其在城市信息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我国，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在北京和长三角、大湾区等地区。

6.2  加强城市信息学研究与实践
目前我国在城市信息学方面的研究正在起步，一方面，

国内的研究主要由少数高校以及研究中心牵头，整体产出

有限；另一方面，研究成果难以运用于实践，与智慧城市

的实施建设存在鸿沟。许多城市在大数据与信息系统建设

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但大众参与少，城市研究拓展性差，

创新效益并不明显 [47]。因此国内规划学科与教育体系一方

面要加强城市信息学方面的产学研结合，促进形成良性循

环；另一方面需重视实践牵引研究的导向性，促进学科的

创新发展。

6.3  城市信息学不只是规划的工具和手段
尽管城市信息学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应用倾向，但它不

仅仅是规划师和研究学者的工具和手段，还代表着城市智

慧发展、城市研究演进和城乡规划学科的新方向与新领域。

在科研实践中，城市信息学为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和

方法，拓宽了研究方向，提高了研究方法的效率和科学性，

使得研究结论更加丰富多元。建立在大量多源数据的基础

上，研究者可以运用新的方法对传统的城市问题进行新思

考，解答以往的难题，提高研究的效率，使得研究结论更

加科学、精准；同时，丰富的数据和智能化的工具让研究

者解锁更多新的城市领域和场景，让多尺度、大范围、长

时间和动态的研究成为可能，学科壁垒被逐步打破，跨学

科的讨论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主流，激发城市规划对全

球化、全人类、人文性、社会性和未来性问题进行更深层

次的思考，拓展了理论对动态、复杂、多维的探索。同样，

研究到实践的距离被缩短，技术加速了对应用场景的开发。

在城市的“规建管服”各方面，均有城市信息学理论和技

术的广泛实践，它创造性地帮助规划者和管理者发现城市

问题，分析现象原因，发掘事物本质，预测推演城市未来，

并助力智能化决策管理。在此基础上，智慧城市得以快速

发展，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取得优异成果，使得城

市步入真正的智能化时代。

6.4  对城市信息学教育发展的需求
科研实践的突破和贡献促进了城市信息学的学科建设和

教育完善。在规划教育中，更多高校和机构意识到信息学的

重要性，开设相关课程，成立相关实验室，并建立专业学位，

培养专业人才，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信息学体系化、专业化、

多样化发展。

笔者对 35 名城市规划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进行了城市

信息学相关的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城市信息化与可视

化方面展现出了较强的兴趣，并且普遍认为其对于专业学习

有益，是未来学科发展的导向之一。96.88% 的学生迫切需

要了解数据处理分析方法，90% 学生希望了解国内外规划技

术前沿。但大部分学生仅停留于少量了解、对数字孪生概念

并无认知的阶段，并且缺乏除 SPSS、GIS 外的高级数据分析

能力，整体认知水平较低，基础较薄弱。对于造成这种情况

的原因，过半的学生认为是数理统计和编程语言学习困难，

缺乏相应的学习资源。因此，加强城市信息化教育对于规划

学科的发展和学生成长至关重要。

根据资料整理，国内规划相关的教育学科体系尚未对

城市信息学给予足够重视。尽管目前增设城市信息类课程，

但大多为选修课形式，更缺乏相关的教育项目认证或学位。

表 2  城市信息学相关课程整理

课程名称 院校机构 主要教授工具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GIS、SPSS、极海等可视

化工具、Python新城市科学

城市信息学 *

空间三维建模与仿真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

GIS 开发、SuperMap、ENVI

数据科学与数据挖掘导论

城市大数据分析方法与案例

数据可视化

城市数据可视化与计算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

Tableau、Space Syntax、

GIS、Python、sDNA城市几何学 *

城市设计分析技术

可持续智能城镇化

注：* 表示这门课程使用英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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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国内城市信息学的发展土壤不足，社会发展对于城市

信息学的运用还不够深入和广泛，例如公共信息数据库的

建设基本不对外开放，也影响了城市信息学的传播与运用。

未来可以借鉴国际办学形式，以多学科合作的形式开设相

关项目与课程，培养学生的数据采集、集成、分析和智能

决策技能。

信息化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改变着社会

组织体系，信息化技术和手段也能够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

水平 [48-50]。城市信息学是城市研究中较新的发展方向，也

是国际上专业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当今的信息技术革

命浪潮下，城市与社会的各方面都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面

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城乡规划专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时技术发展的势头也亟须推动城市信息学的研究、应用

和人才培养，以应对这一时代变革。尽管我国的城市信息

学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在当前“十四五”对数字城市和新

基建高要求的背景下，可以预见将来对于城市信息学人才

将有大量需求，因此我国城乡规划学科也应与时俱进，借

鉴国际经验，探索适应我国实践的模式，完善我国规划

领域与学科的建设，为未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更多 

人才。

注：本文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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