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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协会：本次会议由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主办，武汉市人民

政府承办。设置1个主论坛，3个专题

论坛(“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和信息平台

建设”“规建管一体化和空间治理”“数

字孪生和城市治理数字化”)、1个青年

论坛（ “规划与信息化融合技术创

新”） ，以及“武汉城市治理数字化转

型”圆桌论坛。张尚武院长作为点评专

家参加了论坛。

8月18-19日 2023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信息化年会，暨数
字化转型背景下的
城市信息化论坛在
武汉召开

一周要闻 Weekly News

赛会预告 Announcement

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报名开启

作为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影响力最大、水平最高的

学术，每年举办一次，本次会议将于9月23-25

日于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召开，现已开始报名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本次活动由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主办，协会的规划

设计专委会和江苏省城市规划研究会

协办。会议主题为“创新引领 创造价

值”，分设三个分论坛。本次大会到会

近500人，共同探讨了规划院在科技创

新、社会关系、规划治理、转型发展

等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穆荣平作了《我国科技创

新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的主旨报告。

8月25日 【创新引
领 创造价值】：
2023年全国规划院
业务交流会在南京
召开

厦门日报：本次研讨会暨2023年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实施分会年会，

共设有2个主旨论坛、4个分论坛及青年

学者论坛。“共话城市规划 交流厦门经

验”，来自全国各地资源规划领域的300

余名同仁参加，共同为推动新时期的规

划实施工作提供更多理论方法和技术指

引，为新时期以人为核心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构建、实施管理、技术支持及制

度创新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路径。

8月26-27日 【规
划统筹 美好生
活】:第十届中国
规划实施学术研
讨会在厦门召开

2023年中国行为地理学术年会暨第十
九次空间行为与规划学术研讨会通知

将于12月1-3日于同济大学召开线下会议，报

名和论文摘要提交时间截至10月31日

上海规划资源：上海市规划资源局会同黄浦、徐汇、静安、虹口等区政府，选取黄浦外滩地区和老城厢地区、虹口

嘉兴地区、徐汇衡复地区、静安石门二路地区等10个重点更新单元，试方案、试模式、试制度，探索建立“三师”（责任规

划师、责任建筑师、责任评估师）联创机制，其中，我院周俭、张尚武团队担任责任规划师，我校郑时龄、伍江、唐子来

等参加论坛。三天的议程中，专家和行业代表围绕概念设计方案展开热烈讨论，对“三师”联创工作机制进行深入研讨，并

提出有关上海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的真知灼见。

8月25-27日 “上海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论坛”召开，市规划资源局结合重点城市
更新单元概念设计方案，探索“三师”联创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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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Research Achievements

上海数慧 | 数字化转型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邦城规划 | 苏州工业园区应对气候变化率先行动

华高莱斯 | 欧洲能源危机，奥斯陆为何坚持碳中和？

科创动态 Innovation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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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科技进步奖介绍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科技奖是规划领域首个专享的

社会科技奖，专门奖励规划领域的科学技术成果

和规划科技人才，是学会的最高科技奖励。2022

年度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科技进步奖授奖项目共31

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18项。

城区与街区尺度规划减碳关键技术
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建工程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凭借“集成方向-关

键技术-核心指标”的规划减碳技术、城区规划方案减碳优化技

术和街区精准化减碳适用技术三个方面的技术创新获得2022年

度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北京院 | “智见. 未来”业务交流大会：数字科技创新驱动引领规划发展

天津院 | 理论研究：城市规划体检评估指标体系与平台设计研究

江苏院 | 《城市规划》：市域尺度沿海特色风貌塑造方法探索

城市发展正从多维空间走向泛维数字化，数字化技术支撑了风貌精细管理的制度化。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

的背景下，与总体城市设计研究的内容相似，注重形态和规章两个层面，形态层面是对空间格局和城市形态的构思

与安排，规章层面是实施管理维度的传导机制和管控方式，市域尺度特色风貌塑造的方法包括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

缺一不可。

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如何把握数字科技发展动能，以数字科技构建新范式，以科学范式发展新服务，

进而以服务体系提升新效益，是值得深刻思索和回应的重要命题。规划行业及规划从业者需要通过贯通式的思考，

审视全局，进而以锐利的洞察力、坚定的意志力、无畏的行动力，加快推动新一轮的行业赋能，驱动规划创新发展。

深入借鉴国内外经验，研究城市规划体检评估工作的推进框架，为天津市全面推动规划体检评估工作奠定基

础。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规划评估的必要性分析、规划评估工作框架设计、规划评估指标体系设计、规划评估

平台概念设计等四个方面。随着研究论证工作的逐步深入，对“规划体检评估”内涵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

最初立意时的规划体检方案评估发展到现在的集城市发展评估、规划方案评估和规划实施评估于一体、以城市发展

评估为重点的综合性规划体检评估。

随着数智化进程发展，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面临着统一标准（构建“全域、全要素、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用途管

制数据体系）、统一平台（统筹推进用途管制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技术融合）以及加强监测评估和监督检查的需

求，因此需要建设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系统。

苏州工业园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未雨绸缪，积极探索气候适应性园区，开展了《苏州工业园区适应

气候变化韧性规划研究》工作。以“中新合作”为最强牵引，搭建绿色发展的开放平台，吸收新加坡乃至鹿特丹、纽

约、东京等世界城市关于“气候适应行动”“应急与灾害管理”“智慧水务平台”“绿色低碳技术”方面的实践成果，思考

园区得以应用转化的各种条件，创造多元的适用场景，形成若干具有示范意义的韧性行动方案。该研究采用了情景

分析研究方法，以应对城市发展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模拟未来极端气候对园区的影响，建立极端气候洪涝风险

地图并以制定气候适应路径。

俄乌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让欧洲众多城市放弃了原本制定的碳中和目标，甚至有的还重启废弃已久的煤电。

而挪威的首都奥斯陆，非但没有改变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减少95%碳排放），还在不断提升气候预算（碳排

放量管理机制）。奥斯陆通过「城市管理、空间改造、产业重塑」 三管齐下，推进绿色首都的建设。奥斯陆提出

紧凑发展的管理规划，城市由内向外紧凑式发展——产业和居住以城市中心，外围重点布局公共交通沿线交通枢纽。

一切建设的前提是减碳，这需要通过目标管理实现，「气候预算」就是最有效的管理工具之一。此外，奥斯陆还是

世界知名的电动汽车之都（2020年占比60%），世界上第一个无车化的城市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