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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AI在未来城市规划中的融合应⽤研究

城市，作为⼈类最复杂的⼈⼯系统之⼀，承载着居住、交通、经济、⽣态、安全等多重功能，规划与管

理需在多⽬标、多变量、多约束条件下进⾏权衡。传统城市规划流程往往呈现以下特点：

规划周期⻓、⽅案迭代慢；

缺乏动态调整机制，难以响应突发需求；

数据孤岛问题严重，难以实现多源数据协同；

公众参与度低，沟通成本⾼。

随着⼤数据、传感⽹络、物联⽹的发展，城市各类数据已具备可获取、可更新、可建模的基础。在此背

景下，⽣成式⼈⼯智能（Generative AI）以其强⼤的⽣成、模拟与语⾔理解能⼒，成为推动城市规划数

字化与智能化转型的重要⼒量。

本课题聚焦“⽣成式AI+城市规划”融合模式，系统分析其技术路径、应⽤场景与未来趋势。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 城市规划的复杂性与智能化转型需求

●

●

●

●

1.2 ⽣成式AI的技术特性与城市场景契合点

AI能⼒ 在城市规划中的潜在价值

内容⽣成（图、⽂、代码） ⾃动⽣成规划草图、⽂本⽅案、政策建议

多模态理解 跨图表、地图、语⾳、⽂字实现多源输⼊

场景模拟与推理 模拟⼈⼝变化、交通流、⽣态承载等复杂动态系统

条件控制⽣成 基于约束条件（法规、预算、空间）⽣成可⾏⽅案

⾃然语⾔交互 实现“对话式规划”：与市⺠、官员、设计师⾃然互动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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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对AI的要求远不⽌⽣成“内容”，还要求⽣成“结构性决策”，这涉及：

空间层次推演（区—街—地块—建筑）；

法规知识对接（红线、退距、⾼度限制）；

规划逻辑建模（⽤地搭配、密度分配、公共服务布局）；

多⽬标平衡（⼈⼝、环境、成本、效率）；

因此，城市AI系统需将⽣成式能⼒与图结构、规则系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深度融合，形成“⽣成

—校验—优化”闭环。

⼆、⽣成式AI的主要能⼒与模型演进

2.1 模型类型与任务匹配

2.2 从⽣成能⼒到规划能⼒的跃迁

●

●

●

●

三、典型应⽤场景与案例分析

模型类型 技术代表 匹配城市任务示例

⽂本⽣成模型 GPT、Claude、Gemini 政策草案⽣成、规划⽂本归纳、问

答交互

图像⽣成模型 Midjourney、DALL·E 城市意象设计、街景草图、建筑⻛

格模拟

编码⽣成模型 Codex、CodeLlama ⽣成GIS脚本、⾃动标注地图、交

通规则建模

多模态模型 GPT-4o、Gemini 1.5 输⼊图+⽂+数表+指令，⽣成多维

响应⽅案

地图AI模型 Segment Anything、DeepLab 城市分区识别、图像分割、空间语

义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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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示意：

1. 输⼊数据：现状图、⼈⼝预测、法规⽂本；

2. AI⾃动分析城市结构格局（⼭⽔廊道、交通⻣架）；

3. 输出草图建议（居住区⽐例、⽣态隔离带、中⼼布点）；

4. ⼈类规划师再加⼯与筛选。

案例参考：

清华⼤学建筑学院与某地政府合作，基于GPT⽣成城市⽤地功能划分⽂本草案，并由视觉AI⾃动转换为

地图涂⾊图层。

输⼊：旧城区街景图+居⺠建议；

AI⾃动识别破损设施、违章建筑；

结合⼈群热⼒数据建议绿地布点与出⼊⼝重构；

⽣成2-3套改造草图及预算评估表。

价值：低成本快速产出更新⽅案，提升社区参与度。

建模AI模拟居⺠通勤⾏为，预测⾼峰压⼒节点；

改变公交线位或地铁接驳，模拟压⼒缓解效果；

输出“⼈流热⼒图+策略对⽐动画”。

典型技术栈：图神经⽹络+⽣成式轨迹模拟+语义解释模型。

输⼊区域图、⼈⼝密度、法定服务半径；

AI评估现有医院、学校覆盖情况；

⾃动⽣成新增点位⽅案及服务效率对⽐图表；

3.1 城市总体规划辅助⽣成

3.2 街道微更新规划

●

●

●

●

3.3 模拟交通与⼈流响应规划

●

●

●

3.4 公共设施规划优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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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本建议供上级审批。●

四、融合流程与平台构建建议

4.1 融合式⼯作流设计

4.2 平台功能建议

五、⻛险与伦理问题探讨

[城市现状数据] → [多模态感知] → [AI⽣成草案]
                              ↓
            [法规约束模块] ←→ [专家评估模块]
                              ↓
                  [优化推荐与版本管理]
                              ↓
                     [公众参与与反馈]

1
2
3
4
5
6
7

Plain Text

模块 功能说明

语义解析引擎 理解规划任务⽬标与空间指令

AI草图⽣成器 输出建筑群体、街区、绿化等空间图层

规范审查模块 根据城市法规库校验⾼度/密度/布局合规性

公众互动界⾯ 市⺠输⼊建议、投票、提出意⻅

版本管理与溯源 保留各阶段AI与⼈⼯修改记录，⽀持⽅案对⽐与

溯源分析

问题类别 ⻛险描述与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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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城市规划团队中将出现“AI设计助⼿”⻆⾊：可在前期分析、中期⽅案⽣成、后期反馈中全流程介

⼊，实现⼈机共创。

需推动以下三⽅⾯同步演进：

AI能⼒：提升多模态建模、场景模拟与语义推理能⼒；

法规系统：建⽴AI可引⽤、可检索的规划法规知识图谱；

六、未来趋势展望与研究建议

6.1 趋势⼀：AI规划师与城市设计协同创作

6.2 趋势⼆：AI-规划法规-治理三者联动机制

●

●

误导性输出 AI⽣成⽅案看似“合理”但违反规划逻辑 → 引⼊专

家审查与⾃动校验机制

数据偏⻅ 训练数据区域偏向发达城市 → 需加⼊本地调研

数据进⾏微调

公众信任危机 市⺠担⼼AI主导决策过程 → 强化⼈机共创理念并

提升AI可解释性

法律责任不清 AI推荐的错误是否由平台承担？ → 建⽴“AI协同

建议”⽽⾮决策者⻆⾊

模型滥⽤ ⾮正规机构⽤AI规划牟利或伪装政府⽂件 → 强化

平台认证与版权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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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引⼊“AI⽅案公众审议”机制，建⽴⼈机协同共治模式。

⿎励构建开放、可扩展的“城市AI操作系统”，包括：

标准API与接⼝协议；

可插拔模型集成机制（如交通模型、建筑⻛格库）；

地⽅⾃治体定制开发能⼒（⽀持本地法规与语⾔）；

可持续数据更新机制（实时接⼊物联⽹/遥感等数据）。

⽣成式⼈⼯智能为城市规划带来了新范式：从静态设计⾛向动态⽣成，从专业封闭⾛向公众协同，从单

⼀⽅案⾛向多元模拟。未来城市不再仅由⼈类画笔勾勒，⽽是由“⼈+AI”的共创系统⽣成。

本课题提出“⽣成-校验-协同-反馈”融合⼯作机制，为构建具备想象⼒、响应性与治理透明度的智能城

市提供技术路径。通过AI赋能，未来城市将成为⼀个“可学习、可适应、可共建”的演化系统。

如需继续撰写其他专题、形成⽬录⻚或封⾯说明，也可告诉我继续补充。

●

6.3 趋势三：开放式城市AI平台⽣态构建

●

●

●

●

✳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