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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的出现为人们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时也在城乡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大数据分析具有

高效性、及时性、精准性，能很好地提高规划的效率与准确性，促进城乡规划的发展。本文从大数据技

术在城乡规划的应用前景出发，分析城乡规划技术发展过程以及城乡规划在数据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并基于大数据分析法通过爬虫软件技术对长沙市小区的房价信息进行收集，在Arcgis展示其空间分布信

息，结果表明长沙市房价存在地区性差异，空间结构呈环状分布且多中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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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big data has provided a lot of convenience for people's life, and has also been 
widely used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Big data analysis is efficient, timely and accurate, which 
can we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plann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tar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urban and ru-
ral plan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 the data era.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is method, it collects housing price information of residential districts in 
Changsha City through crawler software technology, and displays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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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n Arcg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housing price of Changsha 
City. The spatial structure is annular and multi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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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是市民工作、生活、娱乐的地域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

城市数量逐年提升，但伴随着城市数量的增长，我国当前城市的整体质量并不高，存在诸多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如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不全、城市智能化水平不高、城市治理不强等等。面对当前我国城

市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方法和举措，以新的视角切入。其中，重视城市信息化建设

是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大数据承担着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主体作用。大数据(big data, 
mega 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

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1]。目前，大数据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对我国城乡规划进程起了很大的帮

助，也在城乡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植秋滢等[2]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与 POI 数据识别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刘周敏[3]等利用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以 96 个国家级体育特色小镇为样本，进

一步探究影响体育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的因素；邹涵[4]等利用大数据对网络游词进行分析挖掘游客旅游意

象，据此对旅游空间可达性进行分析评价。这些大数据运用都给城乡规划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与机遇。 

2. 大数据技术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前景 

当前，很多先进技术与软件都基于大数据技术发展迅速，大数据技术给予科学技术发展空间[5]。大

数据技术中云数据处理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为城乡规划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设计模式[6]。大数据技术

作为新技术给传统的规划模式带来了挑战，如果能很好地运用将其转化为一种机遇，有助于对城乡空间

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 
大数据技术能解决城乡规划中面临的许多棘手的问题、细节的问题。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技

术高效收集大量资料，为接下来的规划提供基础数据。在对城市进行规划布局时，能利用大数据分析现

有的情况或预测未来的情形，以便因地制宜对城市空间进行规划设计。大数据技术为城乡规划提供了一

定的技术支持，也为城市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 

3. 城乡规划技术的发展过程及数据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1. 城乡规划技术的发展过程 

早期的现状图与规划图主要是通过规划师手绘反复修改完成，现在慢慢发展为 CAD、湘源、PS、天

正制图，这些软件大大提高画图的效率与精度。随着地理学科不断壮大并与规划学科的快速融合，Arcgis
开始在规划学科慢慢运用起来，Arcgis 与 CAD 有相似之处更有复杂之处，Arcgis 的数据项更大，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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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更多，且属性库结构较复杂。由于 Arcgis 的多样性与网络化，在城乡规划方向得到了较广泛的运用。 

3.2. 城乡规划数据化的机遇 

大数据以精准收集各类数据、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提高灵活性、更好地创新等优势，很大程度

代替了手工传统低效率的数据收集工作。大数据还能通过对数据进行储存、整理、分析，对数据进行动

态管理，提高工作的效率。这是数据处理方法的重大突破，改变了之前费力的手工处理模式还为规划数

据的处理提高了精度[7]。 

3.3. 城乡规划数据化的挑战 

3.3.1. 数据化平台建设的挑战 
为能使大数据更好地运用于城乡规划学，需要打造一个收集、存储、分析、预测和创新的大数据平

台[8]。要注重数据化平台的建设，加强平台的稳定性与安全性[9]。城乡规划大数据平台建设可以拉近市

民与规划的距离，让市民拥有更多的参与感，个人价值得到认可，一起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但由于数

据的杂乱与平台的复杂性，平台的维护需要大力气，有一定难度，并且平台的安全保密性存在一定的难

度，也带来一定的风险与挑战。 

3.3.2. 政府方面的挑战 
城乡规划与建设的工作开展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大数据的运用使得城乡规划学及平台变得逐渐开

放，这给政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数据的公开会让工作变得更加透明开放，可能会使政府在城乡规划决

策制定与实施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 

3.3.3. 个人方面的挑战 
城乡规划数据化对个人还有一重要挑战，就是隐私保护问题。采集大数据的同时涉及各方各面的数

据，其中包含个人隐私数据，这对个人的隐私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也对数据化工作的建设带来了一

定的压力。 

4. 城乡规划中大数据的具体应用 

4.1. 建立大数据分析中心 

在城乡规划学科和大数据技术都迅速发展的同时，可以合理把两者结合起来，在城乡规划发展的过

程中，提高智慧城市的建设，提高规划信息化的水平，应当建立大数据研究分析中心[10]。大数据研究分

析中心，用大数据技术获取一些前沿、关键信息，可进行建模分析，加强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样

既可以加快城乡规划行业各类信息的快速、准确获取，也加快了工作人员对数据的处理时间，更促进了

政府、企业各部门之间形成友好的合作关系[11]。通过大数据平台的反馈，人们也能很好的了解工作的进

度与信息，提高了人们的公众参与性。 

4.2. 大数据解决交通问题 

城市中车辆的拥有量越来越多，交通拥堵愈发严重，不少城市还实行限制开车出行等方式，城市中

传统的交通规划和管理系统已难以满足需求，利用大数据可以优化交通管理的效率与模式[12]。 
可通过在城市中分散设置传感器、摄像头等，得到城市交通的相关数据。大数据能将城市运行系统

中各类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交通管理者利用这些数据形成的各类表格、趋势图等结合实际情况，对交

通的实时状态进行评估、预判，对现场进行监管、决策指导，满足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行。例如，市民要

开车出行，一些出行 APP 通过对交通大数据的收集，将已拥堵或即将拥堵的路段筛选出来，结合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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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快速为使用者找到一条里程短且行驶舒畅的道路；不仅私家车存在交通问题，公共交通也存

在交通问题。一到上下班时间段，公交、地铁总是人满为患，为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交通部门通过对人

流数据的精细化分析，判断出哪一段路程或者哪趟公共交通在某个时间段人流暴增，可适当减少车辆的

出行间隔时间，相对减少公共交通的压力。 

4.3. 数据开放实现多规融合 

目前我国城乡规划行业正在实施规划体系改革，促进各类型规划融合，实行多规合一。这样可以减

少各规划之间的杂乱与冲突，也可以使得规划更顺畅、更合理，更突出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改革可

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平台来分析大量的数据，在政府相关的政策支持下，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相关数据可使

不同部门使用，使得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更顺畅，部门之间的工作得到整合与协调，促进多规融合。

数据的开放不仅促进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使得规划相关工作更好地开展，更有利于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

知识产权维护。 

5. 基于大数据分析法——长沙市房价空间分布特征 

5.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在房价“一涨再涨”的今天，湖南的省会长沙房价能保持长期缓慢增长受到了全国其他城市的效仿学

习[13]。为分析长沙市房价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利用火车头等爬虫软件通过链家网站，批量下载长沙市 6
个行政区住宅小区 2021 年 6 月的普通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共搜集到 772 条数据。经 Excel 表格筛选处理

后，保留 743 条有效数据。大数据分析法中的 Arcgis 分析有专业的处理能力可以更好的把数据在空间上

进行可视化，将长沙市住宅价格数据与Arcgis技术相结合，能够充分展示出城市房价的空间分布状态[14]。 

5.2. 长沙市小区房价空间分布研究 

5.2.1. 样本空间分布 
将 743 条住宅小区的数据录入 Excel 软件中，通过三维地图，得到样本点的分布图(见图 1)。在图中

可以看到长沙市小区数量多、分布范围广、且呈现小聚集、多分散的主要特点[15]。天心区、雨花区、芙

蓉区的小区数量较多，岳麓区、望城区、开福区的小区数量较少。长沙的老城区主要集中在芙蓉区西侧

及天心区北侧，老城区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及浓厚的工业基础，商业气息、市井氛围浓厚。在老城区周边，

有着许多具有年代感的“老旧”小区。 

5.2.2. 房价空间特征分析 
将 743 条住宅小区的数据录入 Excel 软件中，通过三维地图，得到样本点的房价分布图(见图 2)。通

过图 2 能直观地了解各城区住房价格空间分布。 
在 Arcgis 中导入长沙市地图，并将爬取到的长沙市小区的数据导入地图中，可以得到长沙市小区样

本分布图(见图 3)。再对小区样本的房价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长沙市各个行政区的样本房价分布图

[16] (见图 4)。 
图 3 可直观地看出长沙市小区样本分布，图 4 从中可看出长沙市房价地区差异性较为明显，总体呈

现出一定程度的环状分布，即外围一圈从北至南，从西至东，逆时针方向房价逐步上升；其中有几个房

价高价值区段，分别为湘江周边、岳麓山–梅溪湖公园区、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区等。这几个区段有一共

同特点，就是周边自然环境优越，生态服务优良。可以联想到 EOD (Environment-Oriented Development) 模
式即生态环境导向型开发模式，是指城市以生态环境优越、景观环境优美的地区形成城市土地的高价值

区段和开发热点[17]。EOD 模式在城市土地价值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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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ample distribution map of Changsha City (Excel 
version) 
图 1. 长沙市小区样本分布图(Excel 版) 

 

 
Figure 2. Sample housing price distribution map of Changsha 
City (Excel version) 
图 2. 长沙市小区样本房价分布图(Excel 版) 

 

 
Figure 3. Sample distribution map of Changsha City (Arcgis 
version) 
图 3. 长沙市小区样本房价分布图(Arcgis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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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ample housing price distribution map of Changsha 
City (Arcgis version) 
图 4. 长沙市小区样本房价分布图(Arcgis 版) 

 

图 4 可知住房价格均值最高的区域是雨花区北部。从区位视角来看，雨花区北部是长沙市主城区之

一，区位优势明显；从通达性来看，雨花区北部距离火车站及高铁站较近，开车 30 分钟左右能到达，市

内交通地铁 1~5 号线都经过此；从居住便利度来看，从雨花区开发较早，服务设施齐全，有大量中小学

校，医院有湖南省人民医院、中医附一等，商场有友谊商场、凯德广场等，长沙市贺龙体育馆也位于此。 
均值较高的区域有如天心区西部、开福区西部、岳麓区东部。他们有一共同特点就是沿湘江带。湘

江作为湖南人的母亲河，孕育了不少文明。湘江中有一橘子洲，是湘江下游众多冲积沙洲中面积最大的

沙洲，被誉为“中国第一洲”[18]。湘江周边小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且自然景观优越，视野景观

良好，到傍晚还能到湘江风光带散步，体验趣味性及休闲性。 
均值最低的区域是望城区。望城区是 2011 年撤县设区成为长沙的第六区的，相对长沙其他区来说，

望城区的各方面建设发展较慢。且望城区位于长沙西北侧，位置较偏且交通通达性较低，仅长沙 5 号线

经过此处。但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望城区也在大力建设中，其中新建的高铁站长沙西站预计 2024 年开通。 

6. 结语 

大数据的应用越来越广，也逐渐在城乡规划领域对数据进行辅助研究与分析。本文通过 Arcgis 技术，

将住房价格大数据空间分布特征直观地呈现在地图之上，发现长沙市房价存在地区差异性，整体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环状分布且多中心发展。住房价格均值最高的区域是雨花区北部，此地区位优势明显、周边

服务设施较完善；均值较高的区域还位于沿湘江带附近，此地区自然景观优越、交通便利；均值较低的

区域是望城区，望城区发展较慢，基础条件相对落后。 
大数据在城乡规划的运用虽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有广阔的运用前景，挑战与机遇并存。国内数据

的获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部分数据都是保密非公开性的，所以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对于工作者是非常

重要的。同时大数据以其便捷性、公开性、灵活性等优势，获得了许多人的青睐。相信随着大数据技术

和智慧城市的发展，大数据技术能更好地运用于城乡规划学科，使城乡规划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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