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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DAD与智慧城市

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也为城市规划学科的

发展和理论手段的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DAD

（Data Augmented Design，数据增强设计）便

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城市规划定量研究

的方法论，强调在新的数据环境下，提高设计的

科学性，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结合不同

异构数据源的提取、分析以及预测，进行针对城

市规划设计各环节的数据支持，最终提高规划

方案的合理性、创新性以及弹性[1]。

本文从大数据、城市规划、智慧城市的发展

现状和问题入手，分析了三者的相互关系与结

合点，并重点探讨了DAD在其中的应用逻辑与

发展前景。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

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也强调，要“解决制

约城市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要

“创新规划理念，改进规划方法”。而城市规划研

究工作长久以来却一直倚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

量分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直

观、准确的数据支撑，所以规划理论和实际研究

一直难以被校验。

幸运的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大数据和物联

网发展，建设智慧城市”。这些都将推动数据资

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传输、处理变为可能，因而近年来大数据被炒得火热。数据提供了最多的可能和最大的价

值，着重获取数据，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智慧城市的建设将会提供系统全面的数据集合。只是面对巨量的新型数据，还

存在诸多误读与使用困难，亟需系统的理论指导与方法论支撑。DAD不失为一种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它强调数据对设计的驱

动性，通过定量分析和数据关系来设计、调整以及评价城市设计方案。大数据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智慧城市是面向未来

的技术创新，而DAD是基于理想的方法探索，当三者在城市遭遇，会发生什么情况，而规划师又该做些什么？存在即映射，感知

即参与、行为即决策。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makes it possible for data collection, transmission and processing.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big data”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Data provide us the most possibilities and values so that to retrieve data will be a significant direc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will provide us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data collections. However, as for the large 

volume of new data, we still have many misunderstandings and difficulties, which result in urgent need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methodology support. DAD can be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methodology, which emphasizes that data are the driver of design, to design, 

adjust and value urban design schemes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Big data represent a brand 

new thinking style, and smart city is a kin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future, while DAD is an exploration for methods based on ideals. 

When these three encounters, what will happen and what should we planners do? The existence is the mapping while the perception is the 

participation, and the behavior is the decision.

大数据 | 城市规划 | 智慧城市 | 定量研究 | 数据驱动

Big data | Urban planning | Smart city | Quantitative research | Data-driven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words



数据增强设计 | 53 

1    乱象：你研究的是大数据么？

“大数据”这一术语并非近几年才出现。

基于计算机、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以及传感技

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出现了“一切皆可数据化”

的思维倾向。而每18个月翻1倍的全球数据量

膨胀式增长[2]，也令各种“数据分析”大行其

道，全球复杂网络权威巴拉巴西甚至以为，人类

93%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3]。大数据的确很火，

但现在五花八门的“大数据”应用概念，却有

很多是名不副实的。

大数据一直是相对概念，并未形成准确明

晰的定义。大多数定义都会强调数据量的超级

巨大以及数据分析的异常困难，比如徐宗本院

士将大数据定义为“不能够集中存储，并且难

以在可接受时间内分析处理，其中个体或部分

数据呈现低价值性而数据整体呈现高价值的海

量复杂数据集”[4]。 但这些都没有妨碍大数据

颠覆了工业界、学术界对传统数据的认知，并将

引发人类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5]。对未来

的不确定性是人类产生恐惧的根源之一，而大

数据似乎是照进恐惧黑暗的一束光明曙光。作

为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

之一，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将成

为一种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办法，给社会带来巨

大益处，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或根除疾病，推进良

好治理与促进经济发展。很多人都将大数据作

为进入某种新实证科学的法宝[2]。

事实上，大数据还未被证明可以明确某种

因果关系。足够多的数据，经常可以展现出某些

事物或行为之间的潜在联系，有时碰巧A还可以

视为B的先兆，但这与未卜先知是两码事。大数

据的价值密度很低，现有分析方法明显无法完

全胜任。在处理某些问题或孤立系统的分析中，

大数据应用已经开始闪光，但距离全面系统的

应用还差得很远。当然，这些都不应该成为停滞

不前的理由。托马斯•H•达文波特曾表示，任何

一个组织，如果早点着手大数据工作，都可以获

得明显的竞争优势[5]。

笔者相信，大数据作为术语的历史可能短

暂，但并不是新生或孤立的现象，而是人类长期

采集和使用数据的结果，只是一直受限于当时

的社会和技术条件。在久远的古代，人类便有收

集、整理、储存数据的习惯，而利用已有数据进

行分析决策也很普遍。比如兵书、谋略和中医，

这些数据的积累不是个体终其一生可以完成

的，而是整个社会的努力。又比如古代人类发现

的很多先兆性的自然规律，会不会下雨，何时播

种，种什么作物好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古代的

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代表一种全新

的思维方式，其应用需要借助新的方法论与分

析工具。很多人对大数据的认识还停留在海量

数据的概念，部分人甚至以为大数据就是数据

挖掘的别名，目前很多所谓的大数据应用，都无

法体现大数据的明显特征。相对于传统数据，大

数据更强调数据样本的全面性。不能只针对少

量样本进行数据分析，更应在纷繁复杂的数据

中关注事物的相关性。当数据量增加时，很多统

计上重要但虚假的关联会被发现并指向错误的

结论；而随着数据量的继续增长，这种虚假关联

的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6]。目前，很多被发掘的

数据并不是“原始”数据，着重获取数据，将是

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传

输、处理成为可能。一下子可以拥有如此庞大的

新数据，很多人都异常兴奋，但“拥有”不等于

“会用”，相关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研究明显滞后

了。要实现大数据战略，数据获取、分析和处理

等各个环节的理论与方式都有待提高。数据分

析的客观公正性，也很难鉴定和保持。不要把利

用大数据证明了显而易见的事情作为骄傲，这

只是启蒙式的探索。

2    机遇：适应新常态的规划变革

现代城市是个高度繁杂的开放型复杂巨

系统。理想的城市规划必须考虑到空间与社会

的共同作用，设计出实体与虚拟并存且遵从复

杂巨系统规律的方案。而现实中，城市系统往往

被割裂，引发各种矛盾与冲突[7]。同时，城市也是

个不断发育的生命体[8]，发育的过程和方向不

同，各类城市的凝聚和扩散作用也不同[9]。在变

化的洪流中，规划师与居民却仿佛身处没有交

集的两个平行平面上。一个希望通过自己的力

量，将城市变为理性选择、技术先进且社会开放

的“理论”蓝图；一个则通过自我实践造就出

城市中的种种无序、认识滞后或互动欠缺的状

况。利益博弈下产生的城市规划，一直难以兼

顾公平、效率和效益的平衡[10]。一些失效、滞后

的规划，导致城市朝着缺乏进取与特色的方向

发展。

反思规划，需要先理解城市的个性并与其

坦诚的对话交流，而大数据将会成为谋求并实

现规划变革的有利工具。但笔者认为，大数据只

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非问题的解决过程，解决

具体领域问题还得依靠该领域的专家，而非单

纯依靠大数据技术专家[11]。所以，需要借助DAD

（数据增强设计）这种理论框架与技术方法，帮

助规划设计人员更好地认识和使用大数据这一

工具。

DAD是面向未来的开放型理论框架。就像

凯文•林奇惯用5元素揭示城市空间本质，就像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擅于探讨非树型城市，

DAD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借助数据来增强人们

对实体城市的理解，试图建立联接现实城市与

虚拟世界的数据桥梁，关注人与空间的互动关

系，特别强调跨平台协作和全面实时评价，掀起

了一场前瞻性的规划认知革命。

不同于常规的建模和预演，DAD始终追

寻空间属性和社会效应的完美叠合。以往那种

单纯摆弄空间构成的设计手法俨然没有意义，

完整的结构应该包含但不限于社会、经济以及

环境。而对于规划长久以来的死穴——尺度性

问题，DAD也给出了告别千城一面的美丽图

景：Big is better，利用大量数据进行精确分析；

Small is big，通过小空间干预获得大收益；The 

small in the big，城市管理兼顾精细化与大尺度

效应[1]。不同于数字化或可视化，DAD进行了大

量目的性非常明确的初期探索，包括城镇建设

用地范围识别、城市地块增长模拟模型，各类人

群深度画像等，这些都与城市的发展以及规划

设计方法的改进息息相关。未来，DAD还将通

过更多的实践和总结、系统的推广与培训，不断

地完善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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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生：智慧城市的多线程探索

随着大数据的逐步开放、移动智能设备的

普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大量新型技

术应用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但这些技术应用

在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时，仍然不

尽如人意[12]。就像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

的死与生》中指出的：“只有在所有人都参与

建设的前提下，城市才能为所有人提供一些东

西。”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能变成简单的技术

堆砌，而应转向如何让市民充分参与到其所在

城市的改善之中，激活城市的禀赋和活力[13]。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这些年取得了积极进

展，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碎片化建设和缺

乏顶层设计等问题，部分城市更是出现了盲目

建设的苗头。究其原因，很多城市把智慧城市当

成简单的信息化建设，并未将其建设与城市发

展阶段、城市问题应对以及城市规划管理等有

机结合，导致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实际发展的

脱节。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

按照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关于促进智慧城市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里要求的那样，运用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

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智慧城市的终极

目标应该是建设人们心中的那个城市，让居民

生活得更好，应该更加注重推进我国城镇化向

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宜

居化、基础设施智能化的发展[13]。

一方面，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更加系统完

善的顶层设计，必须与城市的发展理念和规划

目标紧密结合。国外的智慧城市建设大多注重

长效，并融入到城市发展理念之中，一般不会冒

进建设，比如日本计划用30年打造的柏之叶智

慧城市。柏之叶的建设初衷是着眼于全球下一

步发展的环境、人口和社会问题，提出打造世界

未来城市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从“环境共生

城市”、“健康长寿城市”、“新产业创建城市”3

方面着手，力争实现安心、安全、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目标。

另一方面，智慧城市的发展将产生更加系

统、全面、高质的大数据，有利于规划编制和城

市研究工作的开展。工信部发布的2015年通信

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智慧城市的硬件建设呈

现跨越式发展，万物互联之势逐渐形成[14]。在万

物互联的时代，不止是手机，可穿戴设备甚至越

来越多的东西都将连接到互联网，全人类的群

体行为都可以映射为不断产生的超级大数据。

大数据的数量与内容仍将继续呈几何数量增

长，实现对真实世界的虚拟再现、实时映射[15]。

借助这些数据，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城市，更加

科学地编制规划，方便地检验规划实施效果。规

划设计理论或方法面临演进，而DAD便是一种

积极的有益尝试。

4    结合：DAD与智慧城市的未来

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探索“互联网+”，赛

迪方略的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信息消费试点、宽带中国试点等智慧城

市建设的试点城市已达500多个。在推动城市发

展、改善人们生活方面，智慧城市与城市规划具

有一致性。而DAD对智慧城市的关注程度还不

够，需要加强研究，探索推动两者的结合发展并

形成良好互动，实现通过探究更精确的真实来

指导未来的再创造。

规划需要精准数据，更需要大数据，大数据

可以映射和还原城市这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而

精准数据明显难以胜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

城市可以产生覆盖面更广、质量更优的大数据。

如果定位于未来而不是现在，大数据的全样本

和精细化将很可能成为标配。DAD目前的理论

方法虽然也强调提高规划方案的弹性，但其实

后视镜中的观察诚然有助于应急反馈，但是绝

对无法实现较为远见的预测。DAD需要进一步

探索增加可以动态调整的参数机制，主动链接

甚至优化支撑智慧城市的各个系统。这样，未来

的智慧城市将会变得愈加智能。

目前，大数据获取和处理难度还很大，需

要借助人工智能这个好帮手。数据的爆炸极大

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正在通过不断

观测数据、学习数据，变得越来越聪明，开始学

会理解世界和发现规律。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可

以辅助城市管理者或者规划师去认识城市和规

划城市。而在未来，新型安全能源供应方式的实

现，全球无线宽带连接服务的构建，以及脑电波

传播技术和人机交互模式的突破将会使之变得

更加紧密[16]。计算机或许不再是独立人类之外

的“其他东西”，借助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将可

以实现极小延迟的实时反馈，人类的感知能力

也将极大提升，居民的感知即成为他们参与城

市建设管理的重要一环[17]。

很快，现有规划设计的编制和评估模式将

会改变，体现在数据采样方式、样本可信度、规

划内容细化、实施评价模拟，满足社会需求和

实时公众参与等6大方面，这也是DAD的精神

所在[1]。人不仅是大数据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还

是生产者和参与者，不再需要被投票或用脚投

票[17]。在大数据时代初期，通过数据分析处理，

大数据可以作为规划决策的辅助工具。如果步

子迈得更大一些，未来DAD要解决的问题可能

不止于规划建设本身，而是如何帮助城市实现

畅快的自动运行。摩尔定律正在推动梦想照进

现实世界，智慧城市的未来将是一个全新的理

想社会，数字不再是简单的现实映射，大数据也

不再是辅助的规划决策手段，借助万物互联，居

民将会直接地参与城市运营，居民的行为即为

规划决策的一部分[17]。而那个控制和调节这一

切的中枢“钥匙”，或许就是升级版的DAD。

笔者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与DAD为代表的

新型规划设计可以形成闭环，并在不同阶段相

互融合促进。比如在前期阶段，智慧城市建设需

要统筹谋划，可以将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内容

与规划设计的问题研判、目标定位等相结合，利

用新技术来解决城市面临的重点问题，将智慧

城市建设的系统设计、模式选取与城市规划的

战略和路径深度结合，甚至可以把智慧城市作

为重要章节纳入规划。另一方面，智慧城市的系

统架构也必须有利于大数据的收集、利用与安

全，保证这部分城市公共数据可以很便利地成

为优化规划编制和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资

源。这样在智慧城市建设完成之后，在保障城市

顺畅运行的同时，也可以产生重要的反馈数据，

用于规划设计的监测、评估和动态调整。而借助

各阶段规划或者建设的效果反馈，也可以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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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DAD等规划设计方法的理论体系或技术流

程等，使两者的结合更加顺畅。同时，智慧城市

与规划设计的脱节也暴露出一些规划设计的问

题，比如过于强调理论性与整体，对单个系统或

个体特性关注不足；比如规划过于强调刚性，弹

性调整又往往过于主观，缺乏可验证性的依据。

DAD正是朝着这种改进的方向发展，而智慧城

市建设将提供第三只眼，形成对规划建设实施

中各种问题的及时反馈，实现具有动态调整可

能的规划弹性。

在未来，可能也就几十年后，在人工智能的

辅助下，现有的规划编制和实施可能实现自动

化，而规划师或许会真正地变身为城市发展的

引航者、协调者和维护者。数据增强设计引领、

智慧城市支撑、人工智能辅助的超级DAD，将帮

助未来城市实现自我运转与实时调控。所有人

的行为与现实事物都将虚拟再现于城市中枢，

存在即映射、感知即参与、行为即决策，城市将

实现动态的更新与维护。

5    结语

DAD强调的是数据对设计的驱动性。在实

践维度，强调建立基于城市实体认知和其复杂

效应之间的数据关系，并运用这种数据关系来

设计、调整以及评价城市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法

将与如何用数据理解城市实体密不可分[1]。前

30年规划铺设了多么宏伟的城市骨架，现在就

需要完成多么巨量的改造和提升。快速建造起

来的城市，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着太多太

多的资源需要改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共同

观念，来筑就面向未来的创新系统。借助新技

术，规划师将重新认识城市，了解市民的真实

需求，实现规划的科学性。不在乎用户体验的

规划产品，不值得拥有市场，而强加的保护，

只会使自己变得愈加脆弱。不允许别人横加

指责规划的实效性，那规划行业自身就要先

建立起强大可控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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