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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未来大都市的不确定性，战略制定分析方法应进行多个预

案的系统分析，向多维度、跨专业、灵活性的情景分析发展。基于多

个大都市的情景分析实证，本文对其预测方法的共性要素（跨专业、

多维度、灵活形式）进行解构分析，并结合实证案例详述情景分析的

跨专业分析、多维度路径、灵活动态组织以及创新场景构建方法。基

于共性结构与特性解析，本文总结出以“多维情境、多元专业、弹性

内容”为导向的“情景分析三角”，其具有多维度模型推演、跨界综合

判断、动态应对未来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情景分析五步法

与情景构建流程，它们未来具有形成智能分析平台的可能。

Abstract: Facing the uncertainty of future metropolis, the strategy formulation 
analysis method should carry out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multiple plans, 
and develop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cross-professional and flexible scenario.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cenario analysis of multiple metropolises,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and analyzes the common elements of scenario analysis (inter-
disciplinary, multi-dimensional, flexible form), and combines empirical cases 
to give an elaborate account of inter-professional analysis, multi-dimensional 
path, f lexible dynamics of scenario analysis 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scenario 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cenario Analysis Triangle” 
oriented by “Multi-Dimensional Scenario, Multi-Specialties Field, Flexible 
Content”, which has three specialties of multi-dimensional model deduction, 
cross-border comprehensive judgment and response to dynamic futur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ive-step scenario analysis and scenario 
construction process,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to form an intelligent analysis 
platfor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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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对未来不确定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都市之间加剧的竞争促进了

空间要素重组，并突破了传统空间格局，促使未来城市的

不确定性增加 [1]。未来大都市的战略制定面临更大复杂性，

因此研究不确定性并进行必要的应对是战略成功制定的关

键 [2]。传统分析预测方法从事实出发，以逻辑推演的形式推

进，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并不可控，传统方法难以面对，需

要转向跨专业、多维度以及灵活性的预测工具——情景分析

（scenario analysis），该方法以多种假设条件为依据，通过联

想推测来构想可能的未来趋势，并对可能后果作出多维度判

断（图 1, 表 1），类似于具有开放式结局的剧本 [3]。

2  战略制定中的情景分析

战略规划在 1920—1960 年经历发展历程的第一阶段 

（表 2），当时其方法体系并不完善，利用空间模型、趋势推演、

交叉分析等手段建立方案情景，但这种情景创建被设定为单

向封闭的，而忽略了规划的系统反馈作用。

图 1  不确定性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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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理论脚本由皮埃尔·瓦克（Pierre Wack）于 1971 年正式提出。

表 1  “事实陈述、逻辑推演、情景分析”的特点分析

预测方式 事实陈述 逻辑推演 情景分析

未来态度 面向未来 未来是可期望的适应性 未来具有积极和创造性

现实态度 基于当下现实 基于确定的联系 基于价值取向

风险态度 无风险 隐藏风险 说明风险

研究方法 定量结合定性 定量、客观和显性 定性、定量、主观和开创性

决策态度 无须决策 需要敢于决策 需知道决策内容并鼓励创新

解释方式 直观描述 用过去规律解释未来 定义期望未来、分解条件把未来情景物化

不确定性态度 具有确定性 短期较低不确定性 长期不确定性，自愿变化并触发可能的功能

表 2  战略制定方法演进表

要素 第一阶段（1920—1960年） 第二阶段（1961—1989年） 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

路径

线性规划（1945）

非线性分析（1950）

动态规划（1957）

情景分析（1967）

层次分析（1970）

系统动力模型（1972）

博弈论（1982）

灰色系统（1982）

价值链（1985）

代理人模型（1990）

动态空间模型（1990）

城市战略情景（1995）

人工智能模型（2000）

UrbanSim 模型（2001）

智能平台（2004）

对象

文献综述（1910）

趋势推演分析（1927）

直觉逻辑（1930）

头脑风暴（1938）

德尔菲（1946）

空间模型（1960）

遥感动态监测（1970） 物联网（1995）

PESTEL（2007）

MECE（2008）

智慧城市（2010）

动力

精英决策（1920）

公众参与（1960）

技术预见（1987） 数据挖掘（1995）

群体智能（1995）

众规平台（2010）

角色

行为决策模型（1950）

政策分析（1951）

决策树（1960）

交叉影响分析（1960）

GE 三三矩阵（1970）

城市案例分析（1970）

公私合营（1984）

城市经营（1990）

综合模型（2000）

目标

逻辑树（1935）

5W2H（1940）

反推论证（1960）

ECIRM 模型（1960）

SWOT（1971）

竞争分析（1980）

鱼骨图（1981）

波士顿矩阵（1983）

SPACE（1990）

智能决策平台（1992）

战略轮盘（1996）

PEST（1999）

1961—1989 年，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受社会经济等诸多

因素的共同作用，战略制定需要认识系统内部的发展规律与

外部规律，相关研究机构于 1967 年开始使用情景分析方法，

1971 年赫德森研究所的《2000 年》提出未来情景应对未来

复杂问题需要建立多样路径①，1972 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

极限》预见到了资源的过度消费并依据这个前提提出不同未

来情景及相应解决方案，1973 年情景分析帮助壳牌石油公

司成功抵御了世界油价动荡带来的损失，1980 年代后期情

景分析向外延发展应用于国家与城市治理，例如南非政治转

型和新加坡的都市战略。

1990 年至今，战略规划广泛运用于全球大都市，情景

分析逐步成为战略规划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手段。该方

法将片面、分散的知识综合起来，形成关于未来发展和状况

的蓝图，通过理解多种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利用现有知识

开拓预测未来的多元路径 [4]。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借助于

计算机技术、数据可视化和互动式分析工具，以智能模型方

式进行情景分析，展现未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模拟政

策情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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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分析作为决策判断工具致力于讲述条理清晰的多维

故事，既有定量分析支持，也有定性分析研判，更可能是具

有创新意识的开放性描述。在操作层面，情景分析需要叙述

结构化的故事，以便引起决策者的思考参与，提供符合利益

相关者权益的“可能解”，而非理想的“最优解”。同时，情

景分析过程中必须加入时间因素，形成不同时间维度交互作

用所导致的“片段组合”，并用综合分析方法把各个全球情

景分析案例相互联系并归纳成为普遍规律 [5]。

3  情景分析要素与路径

情景分析并非绝对准确地预测未来事件，而是让预测者

做好准备保留纠正偏差。在分析过程中，短期预测能够及时应

对不确定性作出调整反应，而长期预测则能创造有效的未来，

分析方法应兼顾长短期并向多维度、跨专业、弹性灵活的趋势

发展。因此，情景分析不只是“讲故事”，而是深入分析该故

事的各种因素，就此构建不同结局的路径，下文结合理论模型

以多个大都市的情景实证案例总结情景分析的方法论。

3.1  理论模型基础
本文理论模型来自“战略脸”①，该模型强调预测方法

应以问题诊断、目标辨识为起点，联动多元角色建构战略

框架，将多元战略分析方法结构化后融入该框架内（图 2），
进而推导出政策与措施包 [6]。“战略脸”围绕战略预测分为

“问题—目标—政策”三方面，并各有侧重：（1）问题多专

业，规划基于多元视角判定诸多条件对实施行为的综合影响；

（2）目标多维度，规划以跨专业认知分析主客观控制要素，

从而确定未来发展方向；（3）内容弹性灵活，规划随着分析

内容调整表述方式，为复杂决策构建匹配相应的情景形式。

3.2  共性要素解构
随着战略规划成为未来创造的常用工具，大都市普遍

以不同方式构建过“未来故事”[7]，它们搭建的空间情景包

含多专业逻辑分析、多时间维度趋势模型、多形式愿景图像

（表 3）。
多专业逻辑分析以跨界分类学科建立情景预测流程。“伦

敦 2062”邀请工程咨询、农业科技、环境保护以及物流服务

等顾问共同建立未来愿景 ；多伦多依据四种技术愿景，包含

连接、社区、引导程序以及感知等内容，界定未来城市的发

展模式；新加坡则根据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分类建立涵盖智慧、

产业、人才以及机制的发展模式（表 4）。
多维度趋势模型外推通过识别关键驱动力并将未来发展

① “战略脸”来源于吴志强 2003 年在沈阳战略制定中的理性思维导入。

图 2  “战略脸”图示

表 3  三种趋势分析模型对比

名称 多专业逻辑分析演绎 多维度趋势模型外推 多形式愿景图像构建

目标 战略决策跨专业组织 外推预测以及政策评估 支持政策制定战略决策以及行动规划

表述 描述性或规范性 描述性 描述性或规范性

范围 范围从宏观全球到微观企业 范围较窄，一般依据特定事件发展趋势 范围较宽且考虑因素较多

时间 3~5 年 5~10 年 20~30 年

方法论 过程导向的定性分析、专业直觉、头脑风暴

技术、专家讨论研究

结果导向的定量分析，辅助数字模型，利用历

史时间序列数据识别趋势

利用角色分析进行讨论，基本上是主观的，有赖于直

觉进行定性分析

出发点 特定的管理决策，普遍关注的议题 依据详细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决策 关注具体现象，复杂问题决策

建立框架 以矩阵形式确定情景逻辑作为主要原则 基于关键指标预测拟构建不确定模型 基于关键变量利用矩阵形式创建开放式假设

模型输出 量化分析，构建若干个平行的情景，包含启

示、战略选择和预警

定量的基准情景、匹配可调整的时间序列预测 定性和定量兼顾，基于综合分析的可能行动及其后果

构建多个可供选择的情景

变化概率 所有的方案概率一致 发生概率受制于各类前提条件 变量发展的概率取决于参与者认知

情景数量 2~4 个 3~6 个 多个且不拘泥于特定数量

评分标准 连贯性、综合性、一致性、逻辑严谨 合理性并且可重复 综合性、内部一致性、新颖性、灵活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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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量化建模，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人口等指标，对指

标赋予不同数量级的数值，从而构建“可量化的未来”，并

在当下匹配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倾斜（表 5）。
多形式远景模型要求规划者首先构架多个场景故事，形

成多元内容表述。波士顿利用利益相关者模型（stakeholder 

表 4  多专业逻辑分析

对象角色 专业分类 内容表述

伦敦 2062 ：不

同立场角度的

情景 [8]

Arup 情景方案（规划设计工程技术顾问） 建立四个情景处理经济、环境两大社会发展要素：经济增长牺牲环境、经济增长保护环境、环

境保护同时经济衰退、经济负增长同时环境恶化

SLU 情景方案（瑞典农业科技大学） 建立五个社会发展的可能情景：过度开发、平衡发展、东方崛起、世界觉醒、支离破碎

Natural England 情景（环境保护机构） 建立四个社会发展情景：连接生活、追求增长、保持本土化、创新成功

DHL 情景（邮政物流集团） 建立五个社会经济情景：经济崩溃、巨型城市、个性生活、保护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

伦敦 2041 交通

模型：场景化

建模

2015 年现状空间场景、2041 年愿景空间场景 空间敏感性：高人口、高就业和高经济增长的土地利用格局

优化网络场景、増量扩容场景 经济敏感性：低人口、低就业和低经济增长的敏感性格局，造成经济结构变革

道路付费使用场景、和市长偏好场景 发展敏感性：油价增长的敏感性格局，造成社会经济成本上浮；自由出行下降的敏感性格局，

造成人口岗位下降、全球经济衰退

互联互通场景、交通调控场景 科技敏感性：拥车水平不下降的敏感性格局，导致无人驾驶技术提升

新加坡：智慧

技术门类情景

基础信息设施 确立超高速、智慧和安全的基础信息设施

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息技术产业

信息技术人才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息技术高级人才

信息技术机制 通过使用更为成熟和创新的信息技术，促进产业部门、政府机构和社会的转型

多伦多：技术

情景导向

网络：无处不在的连接 城市中配备网络连接、电力供应和低成本智能硬件，科技数据层的软件系统都可有效运行

终端：社区 API 城市运营将从广泛的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的选择中获益，不局限于特定的硬件或软件解决方案

软件：Quayside 引导程序 广泛设置传感器，探索运用多种技术方法的并行实验，建立城市创新研究所， Quayside 平台创造

科技数据并促进数据增值

分析工具：感知建模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无所不在的感知变得可行，成品和实验传感器结合起来工作，促进城市进

行迭代学习

modal）制定出四个情景方案来探索区域的建设计划，描述

了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规划过程。“北京 2035”假设了四

种不同的土地发展情景，包含圈层、轴向、飞地式、环状四

种模式，各模式分别借鉴伦敦、巴黎、东京、荷兰的土地利

用模式，为土地决策提供依据（表 6）。

表 5  多维度趋势模型

对象角色 驱动力剧本 指标表述

东京 2035 ：经

济发展情景

暴雨情景：老龄化使得日本逐渐丧失活力

雨天情景：都市经济停滞，已被海外先进都市拉开了差距

多云情景：都市维持了一定程度的活力，按以往轨迹进行更新

晴天情景：以综合特区为开端进行再整合，创造超前的都市 

环境

工业经济指标：总人口、工作人口、名义 GDP、GDP 增长率、人均 GDP、亩均

GDP、失业率

空间环境指标：人口密度、三岔路建成率、直接通航城市数、国内及国际机场通

航时间、循环能源利用率、绿地覆盖率

社会生活指标 ：女性就业率、老年就业率、平均预期年龄、百万人谋杀率、外国

人居住比例、境外访客数、国际学生数

芝加哥 2040 ：

自然资源情境

水源不足：15 亿加仑 / 天（1 亿美制加仑 ≈37.85 万 m3）

水源常态：19 亿加仑 / 天

水源充足：22 亿加仑 / 天

基于三种潜在的需求情景，遵循资源密集程度较低的目标方案，其中包括提高用

水效率、鼓励水源保护、智能水表和水泵使用、高效洗衣设备、大型水体景观利

用、减少灌溉需求的管理方式

香港 2030 ：不

同层面的规划

情景

高—高情景：高人口增长和高经济增长，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增

长，本地生产总值比基准情景高 0.5%，引入较多专才和技术

人员

常住居民 ：持续研究增长动力及变化原因，基本人口增长为 0.7%，2030 年基准

人口达 840 万（高水平 880 万、低水平 800 万）

房屋用地的供应及使用：受到需求驱动的策略、发展计划影响以及外在环境变化，

2030 年基准需求 92.4 万单元（高水平 112.9 万、低水平 75.4 万）

年均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平衡公平与增长，基本水平为 4.0%（高

水平 5.0%、低水平 3.0%）

职位及工作人口：确保预测的灵活性，2030 年基准岗位 400 万（高水平 440 万）

预测办公楼宇的使用：2003—2030 年甲级办公楼需求量 260 万 m2（高水平 330
万 m2），商业需求 520 万 m2（高水平 900 万 m2）

跨界人流：与公共设施配置关联，2030 年达 42.6 万，相当于总人口的 5%，游客

达 5 亿人次每年，低人口水平会产生每年 30 万跨界工作人口

基准情景：中人口增长和中经济增长，本地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为 4.0%，逐步吸纳专业、技术人员和投资者、岗位每年增长

0.6%~1.2%，人口增长持续放缓为 0.7%，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

低—中情景 ：低人口增长—中经济增长，维持基准情景的经

济增长水平，本地缺乏技术性的工作岗位，部分香港居民移

居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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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特性要素解析
大都市战略规划方法逐步从“绘制蓝图”转向“决策工

具”①，相似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下的亚欧城市规划经验更

值得我们学习，情景分析使用频率逐步提升 [9]。下文对“东

京 2035”“香港 2030”“上海 2035”和“大巴黎计划”四个

案例进行分析，分别以跨专业分析、多维度路径、灵活动态

形式、创新场景构建四条路径展开情景分析方法研究。

（1）“东京 2035”跨专业分析

日本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编制的《东京 2035 未

来剧本》（下文简称《东京 2035》），基于东京圈将持续进行

经济一体化的背景，在 60 km 半径内分析预测经济、产业、

空间、环境、生活、社会等方面的未来走向（表 7），同时

也要考虑东亚人口普遍减少的趋势（2011 年 20 岁的年轻人

在 2035 年正好迎来人生中的巅峰期），《东京城市空间战略

规划》认为日本从 2005 年开始人口呈现下降趋势，预计到

2050 年降到谷底，而东京圈大量的人口集聚导致土地需求

持续增长，有必要探讨不同的课题主旨、分析社会经济走势、

对将来的展望以及战略空间格局 [10]。

《东京 2035》采用关键驱动力作为影响因子，对持续激

变的发展环境进行预测，最终总结出了“放松管制和开放

化”“促进竞争和选择集中”“转变模式”三大类关键驱动因

素（KDF: Key Drive Factor）（表 8），形成了东京未来的四个

剧本（表 9）。
《东京 2035》情景分析包含四步：①设定目标都市画像

来描绘东京都市的未来，然后从中提取关键驱动力，分析其

积极和消极作用会产生不同剧本的分歧点 ；②描绘 25 年后

东京圈的未来，即超越行政圈的经济一体化的东京，并就此

展开预测分析的故事；③都市战略方案，通过分类分析，明

确 KDF 形成四个剧本（暴雨、雨天、多云和晴天），最终实

现都市战略立案；④专家讨论课题组收集利益相关者意见，

对都市战略畅想献计献策。

（2）“香港 2030”多时间维度路径

《香港 2030 ：规划愿景与策略》研究始于 2001 年并于

2017 年发布，其目的是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机遇和挑战，确

定土地、空间和基建发展的框架和策略选项。因此，香港规

划部门在制订横跨 30 年的规划策略时，根据人口假设、就

表 6  多形式愿景图景

对象角色 故事场景形式 内容表述

大巴黎计划：

不同设计师的

理想情景

生活在新形式的街区里 促进能够预先考虑到气候和能源变化的空间组织方式，达到城市能源平衡

城市网络，连接城市 探讨将来的公共运输网络，协调市中心和外围的交通，与大交通顺畅衔接

集聚：分散集中区 有利于就业激发创新，形成集中混合密集的中心区

住在亲近大自然的都市里 乡村式的城市，绿色空间和房屋建筑组合在一起，形成开放的岛形方格，并通过连续的生态区段联系在一起

利用河流构成网络 让河流向城市开放，联系河流与经济能源发展，与自然领域和房屋建筑结合在一起

熟悉都市，掌握都市 建立景观遗产和地区特征，设置超出中心都市范围的重要场所，建立象征性的建筑

波士顿：不同

利益驱动的规

划过程

城市无节制增长 城市扩张加剧城市不平等现象，提出超过 10% 的地区需要增加建筑密度

抑制城市蔓延 规划大幅度提升城市密度

发展低收入社区 都市重建拆除旧建筑，更加积极地增加绿化

紧凑城市核心 加速城市核心成长速度，提出超过 25% 的地区需要增加密度

莫斯科：不同

模式下的形态

密集发展方案 基于市中心以多个组团向外密集渗透，依靠市区向周边扩张来保持莫斯科地区发展的原有趋势，优点是不需要巨资建

设高速干线，缺点是环境恶化

定向轴线发展 沿着东线、西北线、南线走廊布局新的建设项目，优点是可与原来的放射状聚落系统有机协调，缺点是需要投巨资建

设高速公路

卫星城发展方案 围绕莫斯科市建设和发展一系列人口为 15 万 ~30 万的城市中心，优点是卫星城可使市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

缺点是规模不足以提供多样的岗位

北京2035 ：不

同模式下的形

态情景

圈层发展模式 借鉴伦敦外围城镇与农田连绵交错扩展，新城成为北京现代制造业基地，聚集部分高端服务业，外围为现代制造业和

高端服务业的配套地区，城市功能以专业化制造、休闲度假、居住及森林公园为主

轴向发展模式 借鉴巴黎外围以新城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北京东南部地区沿快速交通干道形成若干条产业轴线和游憩轴线，由强大的

产业服务支撑来带动各条走廊地区的发展

飞地式跨越发展模式 借鉴东京—横滨发展模式，选择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域扩展形成更大规模的都市圈，疏解大城市职能，形成城市走廊

环状发展模式 借鉴荷兰兰斯塔德的环状城市发展模式，在京津走廊附近建设风景名胜区，连同白洋淀湿地构成京津冀北地区的绿色

空间

① 决策工具是辅助决策者通过具体的数据和模型进行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决策的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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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东京 2035》研究提纲

1  东京直面的课题

1.1 全球范围的都市竞争 1.2 创造吸引世界人口集聚的魅力都市

2  充满不确定的社会经济走势

2.1 未曾有的经济危机 2.2 严重深刻的能源环境问题 2.3 复杂的国际关系

3  基于过去经验对将来的剧本计划展望——描绘东京未来

3.1 悲观剧本 3.2 趋势振荡型剧本 3.3 趋势上升型剧本 3.4 理想剧本

4  都市战略立案

4.1 实现东京目标的都市画像 4.2 回避消极剧本的都市战略 4.3 推导出实现积极剧本的都市战略

表 8  《东京 2035》影响因子

驱动因素 解释

放松管制 避免老龄化和从事生产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停滞，实行放松管制、开放化策略，唤回都市活力

促进竞争 竞争促进品质提升，投资相关的集聚产业，提升都市竞争力

转变模式 模式转变带来社会结构变革，提升都市魅力

表 9  东京未来四大情景剧本

内容 暴雨剧本 雨天剧本 多云剧本 晴天剧本

简述 老龄化使得日本逐渐丧失活力
都市经济停滞，没有更新能力，已被海外先进

都市拉开差距

都市维持活力并依照原有轨迹进

行更新

以特区为开端整合建筑交通，创

造新都市环境

对策
通过“放松管制、开放化”排除

既得利益，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面对失去活力、老龄化严重的社会和本地化市

场，以竞争提升品质，以集中优化投资

跨越了第二步，产生都市竞争力，

延续传承传统价值观并持续创新

找到东京作为领跑者的潜力，实

现社会结构变革和发展模式转变

经济 依赖过去的遗产 成为亚洲的后勤支撑部门 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屡战屡败 未来型都市产业的典范

空间 城市老化，贫民窟丛生 维持现状但缺乏动力 大规模修缮的整形策略 先进都市空间标准典范

生活 自我封闭、社会停滞 不加控制的社会开放和不完善的经济多样性 无法调和的碎片化 可调和、渐变的社会革新

业假设、规划年限、土地开发、公众参与五种情况，对未来

各种可能的情景作出预计，并评估各计划的应变能力，在上

述五种情况出现重大变化时，情景分析突出未来导向的战略

制定方式。规划署从未来愿景开始，层层分解至具体措施，

主要基于四点考虑 ：①目标设定展现一幅宏伟蓝图 ；②路

径指明到达愿景的路线 ；③动力预见需要关注的范畴领域 ； 

④措施确定需要部署的具体行动路径。

《香港 2030+ ：跨越 2030 年的规划愿景与策略》研究始

于 2015 年并于 2021 年发布，此前 2014 年香港统计处进行

数据推演，预计 2043 年全港人口预计将达到顶峰 822 万 [11]

（图 3），该预测结果缺乏对现实复杂因素的考虑，难以支

撑后续的战略编制。针对这一问题，“香港 2030+”在进行

战略谋划时，承认未来不确定性和多元化的发展可能（人

口流动加速、公共卫生危机和持续老龄化），将人口发展变

化及其衍生的公共服务需求与资源分配挂钩，并以灵活的

视角建构增长情景，推演多种发展模式，带动人口政策优

化和规划应对措施，并结合公众参与协调统筹发展规模。

在大都市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较为恰当的情景数量应

该是 3~6 个，这样决策才有充分的假设阵列，可以根据每个情

景预演对策，体现出“远景—路径—动力—措施”的逻辑路径。

图 3  香港的人口与家庭户数推算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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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传统规划方法的趋势推导，香港战略以愿景带动计划形

成相应的空间模式，其并非致力于为当前问题提供快速权宜的

解决方法，而是形成面向未来的土地开发情景模式与增长情景

图示，制定一个全面协调的长远规划策略（表 10）。
在土地开发模式制定中，香港规划部门通过改变“基本

发展情况”中各项参数去拟定多种发展情景。“香港 2030”
研究表明，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发密切联系，但未必会同向发

展，规划师把高、中、低三种人口增长情景与土地经济开发

的模式交错组合，能够产生多种不同的“假如情况”，并据

此分别计算相应的房屋用地需求、经济用地需求和通勤交通

需求，其中每个情景又包含了若干具体措施，例如情景一：

优质生活环境主题（营造地方感），措施包括加强地区特色

与认同，多样性及包容性的规划，促进建筑设计的和谐平衡，

重视文物及文化特色，保护自然环境。

从 2009 年开始，香港规划署每两年进行实施效果检查，

通过后十年（2009—2019 年）数据可得知香港人口增长的基

本情况（图 4）。规划署将政策设计与人口发展状况、香港

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总合生育率（图 4, 图 5）综合比对，进

行政策评估后建议香港应加大人才导入，并颁布一系列政策

法规调整城市战略。2021 年发布的“香港 2030+”进一步明

确香港的未来区域角色，联动大湾区发展，致力于为年轻人

创造就业机会，为香港争取后续发展空间。同时，政府持续

推动“香港优才计划”（Quality Migrant Admission Scheme），

其不只是促进人口和住户的可持续增长，更用于吸引全球优

质人才（最大来源地为中国内地，其次是美国），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3）“上海 2035”灵活动态组织

“上海 2035”城市空间战略规划在尊重历史规律前提下，

使用“全局—定性—定量”逻辑叙事法，结合交叉影响分析

和层次分析建立城市指标体系。在人口的情景推演中，“上

海 2035”将人口变化分解为不同因素进行分析，考虑生育、

就业、发展、服务等诸多因素，同时也分类型考虑户籍人口

和外来人口两大来源，由于户籍人口增长的规律性较强，而

外来人口受政策调控影响较大，当前上海人口的增长模型以

趋势外推为基础，结合政策调控因素来预测增长量级的可

能性。

表 10  香港土地开发情景模式

情景 1：集中发展模式 情景 2：分散发展模式

优先发展现有市区，中期主要发展启德机场旧址；2020 年后兴建五个新开发区，

土地市场的供应主要由市场主导

初期重点发展新界地区，2020 年前完成三个优先新发展区 ；市区重建以楼宇修

复为主，重建为辅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

图 4  香港人口增长曲线
资料来源：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population_total/hkg.html

年份：2009 年，数据：6 972 800.00 人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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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对象分析中，情景推演的未来趋势应利用多视角

观察和多学科交叉，形成多元化模拟并进行多方案备选。“上

海 2035”的人口情景分析涵盖多元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系统

动力学、人口规模预测以及空间形态分析，支持规划师分析

土地、水、大气和设施资源约束条件，并根据约束条件、人

口预测和疏解情景分类建模（表 11），从而把客观独立的研

究成果传达给决策者。人口调控的关键在于引导城市形成多

中心均衡的空间结构，通过情景分析形成空间、人口、城市

结构三个层面的政策方案。在情景分析的前提下，2021 年上

海提出“五个新城”的政策导向，将建设不同于卫星城和郊

区新城，而是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独立综合性节点的城市①。

其中，“独立”基于空间情景提出，以新城承载作为发展导向，

注重产业、人口、配套的完整设置；“综合”基于人口情景

提出，以中情景 3 200 万作为人口调控目标，未来设施配置

倾向于交通、水资源和能源设施；“节点”基于结构情景提出，

以“边缘 + 走廊”模式为主导，强化新城和中心城区的交通

廊道，强化边缘节点。最终，规划师将空间、人口、结构情

景进行有机组合形成政策组合，引导城市发展。

（4）“大巴黎计划”创新场景构建

巴黎市与周边地区、各省、市镇和市镇联合体建立了“都

市会议”机构，于 2009 年建立了一个名为“都市巴黎”的

联合会，并组织了“大巴黎计划”（表 12）。
在“大巴黎计划”中，政府动员社会各界来为巴黎的发

展出谋划策，通过 10 个跨专业设计小组的情景构建，表现

出可能的未来城市构想，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撑。经过 4 年的

研究和咨询之后，“都市政策议案”确定了创新场景构建在

2030 年巴黎分区都市规划中的重要地位，以各种方案作为

附件，同时成为社会各界参与“大巴黎计划”的平台。组织

方在国际咨询活动的框架之内，围绕知名建筑师组建了十个

多学科专家小组进行思考，向城市建设专家和巴黎分区的选

民们提出了对于未来巴黎的思考意见，形式多元且具有创新

色彩，很多想法已经在落地实施（表 13）。

3.4  情景分析三角
基于共性要素解构和特性路径解析，本研究提出情景分

析三角（Scenario Analysis Triangle）模型，该模型具备稳定

性和灵活性，由于三边相互支撑并可基于对象问题调整侧重

点，使得该方法体系灵活多变（图 6）。
“情景分析三角”涵盖跨专业领域，多元应对全局整合，

多层面对行动导向，具有时间延续性和可操作性。各支撑点

下可细分维度，面对跨界需求，可随其半径按需调整，以应

对多元目标分解以及跨专业需求。

“情景分析三角”具有灵活适应性，传统的“预测 + 供

给”路径认为不确定性是稳定的，往往以既有认知和线性趋

势推动政策制定。确实，在拥有大量历史数据且关键变量稳

表 11  上海战略情景分类表

类型 情景分类 关键要素 内容

空间

情景

边缘承载：趋势外推下的人口分布情景 用地 居住、商业、工业、公共设施用地

新城承载：规划目标为导向的人口分布情景 就业 就业率保障、一二产就业率、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率、生活性服务业就业率

廊道承载：沿轨道交通向外轴向拓展 配套 生活综合得分、路网密度、轨交覆盖率、平均路网整合度

人口

情景

高情景：3 600 万 广域服务人口 医疗、体育与文化等附加设施需要

中情景：3 200 万 实际服务人口 交通、水资源和能源等基础设施需要

低情景：2 600 万 常住人口 住房、养老与基础教育等普适设施需要

结构

情景

边缘承载：单中心扩展结构 维持现状，发展主城模式 大量人口导入将造成通勤需求、就业岗位、公共服务和用地结构调整的压力

廊道承载：带状延展结构 有限发展，沿廊道拓展模式 规划控制包含抑制边缘、反磁力中心、点轴模式导致人口集聚、产业结构调整

新城承载：多中心均衡结构
积极发展，“边缘 + 走廊”

模式

强化交通廊道，促进人口和就业沿走廊分布，强化边缘节点

图5  中国香港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总合生育率的比较（1981—2014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① 参见新华每日电讯，“五大新城”赋能升级版“大上海”：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1/28/c_11270338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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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大巴黎计划时间表

时间 内容

2009 年 5—6 月 成立国际性课题项目小组

2009 年 7 月 修订大巴黎地区出行规划

2009 年 9—12 月 为实现“大巴黎计划”制订新的法律法规，确定项目实施

计划

2010 年 1—7 月 国会讨论，确定巴黎城市道路的宽度与限界

2010 年 10 月 以“大巴黎计划”为主题，在巴黎大王宫举办“世界城市

发展论坛”

2015 年 10 月 “大巴黎计划”执行中期总结

2020—2022 年 “大巴黎计划”的交通项目建成

表 13  大巴黎计划方案介绍

名称 作者 内容

沿塞纳河西扩至鲁昂

（Rouen）

法国建筑师和规划师 巴黎北扩，建议修建高速铁路，同时利用塞纳河的航运功能，让巴黎的范围扩大到西北部诺曼底以

及英吉利海峡

现有住区更新
让·努维尔（Jean Nouvel）团队 在“街区、居住区、大型集合住宅”的改造中停止“拆除—新建”，通过精细设计对现有居住区进

行改造，增加交往空间

维护自然环境与历史

文化

罗杰斯（Richard G. Rogers）团队 在巴黎各公寓楼顶开辟空中花园，并在市内大量兴建绿化带，促进首都各街区之间的平衡，贫富人

群和谐混居，充分利用屋顶作为绿色空间，多条新的环城有轨电车使市区与郊区更好地连接起来

向巴黎倾注美丽
法国建筑师 建议在市中心建造新文化地标建筑，并在郊区辟建绿色商业区以及一座大型歌剧院，同时表现历史

古迹和公园风貌

克服“全球城市危机”
包赞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

团队

通过“联结—构建、极化—平衡、保护—发展”三大策略将建筑有机混合起来，大型交通枢纽将巴

黎置于从伦敦到法兰克福的中心，重新引进林间空地和公园，使首都多元混合发展

交通设想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利用“8”字快线把主要的经济就业中心联系起来，提升郊区质量，规划大运量线路，高峰期运量

达到单向 4 万人 / 小时

定的前提下，趋势外推方法是比较有效的，但在动荡多变和

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传统预测方法因关键变量间的假设难以

与实际情况吻合而显得不够灵活。战略制定的过程庞大复杂，

工作组的领头人需站在全局的角度，利用跨专业、多维度、

灵活性的情景分析，不断探索未来的多个目标，并在目标体

系间建立平衡，同时建立彼此之间的实现路径。

“情景分析三角”兼具稳定与灵活性，用多元动态的分

析方法组合应对具体情况。以人口预测为例，在京沪规模趋

势预测中，工作组发现传统静态的预测方法已经陷入技术困

境，规划应承认未来可能出现的多元人口发展情景，包含人

口流动加速和持续老龄化的趋势，预测方法从被动向主动转

变，将人口发展变化、区域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需求紧密联

系起来，并将其与多元情景挂钩，反映整体发展趋势。

总之，“情景分析三角”适用于缺乏足够数据和系统条

件的预测环境，通过多维度模型推演、多专业综合判断、灵

活动态形式逻辑描绘可能的未来情景。情景分析也存在局限

性，其花费时间比较长且资源消耗多，过程复杂且在一定程

度上依赖于规划师的经验，缺乏程序化的模式，操作起来主

观性较强。另外，情景分析作为长期预测的工具，短期效果

不明显，常常导致规划者因缺乏耐心而选择放弃。

4  情景分析的智能平台

4.1  提炼方法论价值
（1）多维度模型推演

情景分析平台可总结为具有“借助数据，挖掘验证 ；发

现规律，拟定规则；模拟现状，验证规则；推演未来，洞察

规律”的特点。该平台基于多源数据的交叉校验来分析逻辑

相关性，利用可视化和交互现实增强决策者对数据的理解，

进一步深化学科融合与领域交叉，跨越规划、设计、建设和

管理领域，融合经济、政治与规划学科，满足个体诉求、群

体理性和社会认同，由空间互动模型提升为利益相关模型，

推动公共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精准实施。

（2）多专业综合判断

目前众多政府、跨国企业和咨询机构提供“规划—预测—

设计—建设—评估”的全周期咨询服务，由于政策定位不明

确和功能理解偏差，各机构往往以战术打法曲解战略布局，

忽视社会性与技术性的刚性约束，推动刚性增长。情景分析

平台的应用对城市经济、产业、建设等相关市场而言具有巨

大前景，它具备战略评估与政策研判、社会经济发展预测、

图 6  情景分析三角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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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演化配置、行为选择资源调控和公共政策引导控制

的能力，并具有迭代升级空间，能应对城市未来可能的场景。

（3）灵活动态形式

预测面对不确定性如何提高灵活性？未来预测应积极应

对不确定性，跳出“模型预测 + 设施供给”的单路径依赖，

将预测视角置于重新审视认知的层面，基于认知愿景探索建

立“决策 + 政策”的动态逻辑，结合既有认知、愿景诉求和

非线性趋势拉动政策制定。预测应针对具体问题与边界约

束探索“模型预测 + 设施调整”“愿景期望 + 模型验证”和

“政治决策 + 政策实施”的多路径预测方法。同时，战略规

划者与政策制定者在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时应具有洞察力和指

引力，与其预测不确定的未来，不如利用战略规划平台研判

未来社会形态以及技术模块，通过“分析方法—战略预测—

情景平台”的思考路径将未来不确定性转换为塑造未来的机

遇，强化综合决策的开放度和灵活性。

4.2  智能分析平台
传统规划通常基于现状，而情景分析则面向未来，抛开

经验主义，能动地考虑逻辑可循环迭代的模式，使得空间规划

主动面对城市发展。结合案例的共性及特性分析，情景分析的

五步法分为：（1）多角色界定问题，即所有规划者共同关心的

焦点；（2）跨专业分析问题，按照经济、社会、市场需求等因

素归纳、识别不确定性要素并找到关键决策切入点；（3）利用

“情景分析三角”构建情景分析框架，形成几种未来城市的走

向；（4）利用动态模型对各种不确定因素进行详细分析，使用

层次分析法明确不同目标与指标参数；（5）用指标参数检视规

划反馈情况优化模型，并基于反馈形成政策建议（表 14）。
当下城市预测平台还停留在识别和模拟阶段，未来情景

分析智能平台要深入到推演和干预中去 [14]。规划师利用“情

景分析三角”和“五步法”可构建一系列情景平台，并立足

于现实引入联系现实和未来的战略思路（图 7）。情景分析

促使利益相关者思考未来并展开讨论，更有可能为实现情景

做好准备，并构建一个智能化的情景分析平台，包含信息识

别、复频①研判、干预学习三大模块，各模块循环往复，不

断调整优化，多方面、多角度探究城市发展进程。未来，基

于本文已有的研究成果，借助多个相关专业的协作（例如基

于“元宇宙”②技术的空间预测模型），可望逐步完善城市

空间战略规划的智能平台构想与架设，引领分析方法的变革，

并依据定制化需求多路径地解决城市问题。

表 14  情景分析步骤

步骤 内容 特点

界定问题 明确焦点议题、判断对象、收集信息并挑战原有观念 承认未来发展多元化并进行多维度开放性预测

跨专业分析 分析社会、技术、环境、经济及政治环境，确定先决、必然和关键因素 把群体意图和愿望作为分析内容，识别不确定因素，从而找到关键切入点

情景构建 利用“情景分析三角”建构目标场景 详述三到四个未来的场景故事

动态模型 对各种不确定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并使用层次分析法解析目标及指标 重点对模型的各个因素以及主次关系进行分析，维持算法逻辑稳定

路径实施 用指标参数检视反馈情况优化模型，明确差异并形成路径方案与政策建议 注重操作性并扩展跨界性，涵盖未来学、技术预测、心理学和统计类型范畴

1
2

3

图 7  情景构建流程

① 复频：即空间战略规划从编制、发布、传播、批判直至调整滚动进行，其生命周期具有持续性和顺延性，多个时段的战略预测常常同时进行，

可最大限度地涵盖城市多情景内遇到的挑战、风险和机会。

② 元宇宙（Metaverse）：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链接与创造，并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可形成空间预测模型计算推演虚拟世界与物理世

界的发展，从而实现反馈和互动。



102  2022 Vol.37, No.4

规划研究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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