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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本科人才培养智慧赋能
课程体系设计与地方实践路径探索

马世发， 吴玲玲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0）

摘要：国土空间规划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治理工具。作为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事业发展

的核心专业，城乡规划本科人才培养急需结合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需求进行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提升。

针对传统建筑类城乡规划专业重空间规划设计训练轻数字智慧维度知识体系和业务能力培养的现状，

分析国土空间规划行业技术变革趋势，以及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对数字智慧赋能的实践需求，

以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创办“国土空间规划创新班”为例，提出改革内容：一是基于“广度-深度”

课程体系重构法则，对知识矩阵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变换，形成倒“T”字课程体系，即宽口径夯基础和窄方

向促拔尖。二是围绕倒“T”字课程体系，公共基础课程增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及“人工智能概论：科学

与工程”等课程；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中强化现代人地关系时空统筹原理支持，增设“测量与地图学”“遥感

与地理信息科学”“土地资源管理与空间政策”等课程；在规划实践课程中加重“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分

析”“空间数据分析及规划应用”等专题分析。研究建构的智慧赋能课程群可为地方院校革新国土空间

规划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团队组建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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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逻辑也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进行

改革［1］。2018年，自然资源部的成立和“两统一”职责定位标志着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尘埃落定；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直接明确了国土空

间规划的历史定位。城乡规划专业作为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事业发展最为核心的学科，肩负着服务

国土空间规划事业长效发展的历史重任。从历史沿革来看，我国的城乡规划学大多发源于建筑学，

属于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式学科孵化过程，因此，建筑学的基本知识在城乡规划本科教学中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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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2］。虽然，以建筑知识为本的城乡规划设计技能在中国快速城镇化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

用，但随着城镇化过程进入中后期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城镇建设规模和体量都将面临收缩的局

面，国土空间治理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建设时期，国土空间规划面临由

传统蓝图创作模式向现代精细治理模式转变［3-4］，依靠传统制图经验训练的规划师已不足以应对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空间治理模式的冲击［5］，智慧国土空间规划与管理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发

展的必然需求［6］。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行业发展需求，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

体系迫在眉睫［7］，目前各大高校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培养方案改革和课程体系重构［8］，其中，利用数字

智慧技术进行规划赋能已成为业界共识。就智慧赋能课程体系构建而言，需要厘清几个方面的问

题。第一，国土空间规划行业智慧变革的内在逻辑怎样；第二，现有空间规划行业及地方治理中的

智慧赋能实践需求有哪些；第三，应对行业与地方实践的需求，高校城乡规划本科人才培养的课程

体系如何构建。以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国土空间规划创新班”为例，探讨国土空间规划行

业智慧变革的内在逻辑，梳理智慧赋能空间规划的行业实践需求，建构国土空间规划智慧赋能课程

群，力求培养出适应地方发展需求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高素质人才。

一、国土空间规划行业智慧变革分析

（一） 数字智慧赋能国土空间治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主要经历了原始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四大阶段，而在信

息化社会，数据已成为土地、资本、劳动力和石油等之外现代社会经济生产的一个关键性生产资料。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大数据（Big Data， 简称B）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简称

C）等核心技术使得国土空间的智慧化治理成为可能，ABC技术将显著改变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

式［9］。在工业文明时代，空间规划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城市建设问题，因此城市规划以物质空间规划

为主导、以用地布局安排为重点、以终极蓝图描述和目标制定为方向。生态文明时代，物质空间趋

于稳定，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更需关注国土空间综合功能水平的提升。因此，以传统蓝图式城乡规

划为目标的教学模式必然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土空间全要素演变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需求，这

也要求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要从CAD设计为主向ABC智慧赋能为主转变。

（二） ABC智慧技术赋能空间规划是行业升级焦点

从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来看，信息技术已经全部贯穿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查、实施、监测、评

估和预警各个环节，传统CAD技术模式侧重未来规划场景的设计表达，在国土空间人地关系演变的

定点、定量和定时方面无所适从。从当前技术发展前沿来看，国土空间规划行业相关重点实验室或

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大多将数字智慧列为核心支撑技术，如表1所示。发端于建筑学的城乡规划专业

大多只开设了地理信息系统（GIS）课程，且通常将培养重点放在GIS软件操作上（32学时），往往只

能应付规划过程涉及GIS数据的相关处理，对数据挖掘和规划深度应用分析训练较弱，导致学生知

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其他专业如测绘遥感、地理学、计算机等虽然更擅长操控GIS软件，但由于缺

乏规划专业知识背景，难以从空间规划视角进行解读。行业调查研究也表明，不论是政府职能管理

部门，还是规划行业从业者，强化GIS和ABC智慧赋能空间规划得到认可［10］。例如，利用大数据进

行城市设计场景计算或仿真可使规划方案更加精确合理，利用“机器管规划”可以减少权力寻租空

间，规划或治理目标的实现仅靠规划师的个人经验和CAD辅助设计难以完成。因此，对于地方治理

实践而言，加强国土空间规划智慧赋能课程群建设，培养既懂规划又懂技术的专业人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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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向国土空间治理的智慧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思路

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要求规划师不仅要用理性思维和科学证据来编制规划蓝图，而

且还要考虑将规划蓝图变成治理施工图的策略。2022年 9月，教育部重点领域教学资源建设项目

表1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重点实验室与工程技术创新中心（部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实验室/工程技术

创新中心名称

城市国土资源监

测与仿真重点实

验室

城市仿真重点实

验室

国土空间规划监

测评估预警重点

实验室

国土空间智能规

划技术重点实验

室

陆地系统与人地

关系重点实验室

寒地国土空间规

划与生态保护修

复重点实验室

国土空间规划与

开发保护重点实

验室

国土空间大数据

工程技术创新中

心

智慧人居环境与

空间规划治理技

术创新中心

陆海统筹关键带

国土空间规划与

治理工程技术创

新中心

建设单位

（高校方面）

深圳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等

南京大学、重庆

大学、西南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北京大学

深圳大学、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

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

主要研究方向

国土资源数据融合和时空大数据、国土资源资产智慧

管控、国土资源感知与空间优化、三维地籍与土地立

体化利用

基于全时空的空天地一体化数据汇集与融合研究、基

于多源数据的城市空间发展感知与诊断研究、基于全

维度的智能规划与设计研究、基于全周期的智慧管理

与决策机制研究

时空大数据汇聚处理，开展精准化汇聚、智能化处理、

动态化监测、综合性评估、实时性预警、场景化管控等

六项关键技术攻关

国土空间智能规划理论；国土空间智能规划方法；国

土空间智能规划技术；国土空间智能规划平台

聚焦国土空间人地关系的定量化模拟、科学评估和协

同优化等三大关键领域

严寒地区国土空间生态风险识别、评估与修复、严寒

地区人地关系协调与国土空间优化利用，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下东北区域国土空间协调发展、严寒地区国土

空间规划仿真平台

国土空间地域系统分析与要素配置技术、村镇空间格

局优化与乡村功能提升技术。

集成创新大数据感知与汇聚技术，建立国土空间大数

据应用服务平台，研发系列信息产品，形成国土空间

大数据技术支撑体系，促进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形成智慧人居和数字孪生技术在空间规划治理领域

的全球影响力为目标，聚焦国土空间动态化规划与人

居环境精准化治理的智慧支撑技术体系

陆海统筹关键带空天地海一体化大数据监测预警、人

地系统演化机理与风险评估、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与可

持续利用、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综合治理、国土空间

规划技术体系应用与示范

批准

年份

2017

2021

201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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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公室发布《关于公布首批重点领域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其中，国土空间规划领

域的虚拟教研室包含3个专业建设和6个课程（群）教学，分别由同济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带头

建设；2022年 8月自然资源部公布了 50个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其中，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创建智慧人

居环境与空间规划治理技术创新中心、陆海统筹关键带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工程技术创新中心等，

如表1所示。这些教研室依托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深圳大学等共建的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为今后

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相关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方向［11］。广东工业大学立足自身办学特色和历史传

承，结合城乡规划专业“国土空间规划创新班”办学契机，对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

重点突出数字智慧赋能空间规划能力训练，教学理念、目标、内容与模式如下。

（1）教学理念方面，培养持续发展能力。传统重空间规划设计教学可以使毕业生快速适应规划

编制岗位需求，但国土空间治理需要多元协同，这要求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必须具备灵活的应对能

力。因此，国土空间规划本科教学中，既要夯实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能力训练，更要强化学生自主获

取知识的意愿，培养自主探索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以实现人才培养全职业周期的可持续发展。

（2）教学目标方面，响应空间治理变革。国土空间规划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治理工具，

推动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上，必须要从

传统经验训练为主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分析模式转变，才能更好的响应新时代国土空间治

理实践需求。

（3）教学内容方面，强化新旧体系转换。从学科发展来看，城乡规划学从建筑学脱离并上升为

一级学科后，已经建立了一套面向城乡建设的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然而，面向新时代国土空间规

划“五级三类四体系”需求，现行城乡规划学知识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需求还有差距。虽然

国土空间规划统筹的要素和内容极多，城乡规划学科不可能包揽所有，但作为当前支撑国土空间规

划实践的唯一工科类专业，城乡规划应该具备国土空间全要素治理能力，要求本科教学加强新旧知

识体系的转换。

（4）教学模式方面，对接用人单位需求。从国家发展需求来看，城乡总体规划等部门规划已成

为历史，今后只有国土空间规划这一种类型。显然，长期支撑城乡建设发展的城乡规划专业也必须

积极响应国家这种空间治理变革，才能在国土空间规划事业发展中起到更好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为了能向社会输送高质量的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城乡规划专业教育也必须要重新建构课程体系、实

践体系和评价体系。

三、国土空间规划智慧赋能课程体系优化与重构实践

（一） 基于知识矩阵模型的课程体系变换与重构模式

课程群的设计是大学本科教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所在，课程群设置得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

人才培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事业发展需求［12］。城乡规划学发端于建筑学，现行课程体系大多保留

了建筑基础。然而，从国家空间治理实践看，土木结构和建筑力学等知识并未在空间规划设计上起

核心支撑作用［13］。此外，传统城乡规划设置了较多的小空间尺度美术训练，对提升城市设计具有较

好的支撑作用。然而，空间规划与建筑设计美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过多小尺度训练不利于学生理

解空间规划对复杂人地关系优化调控的内在治理逻辑。如果空间规划缺乏战略引领、刚性管控和

弹性发展等科学机制的支撑［14］，再好看的规划方案都将只是一幅美术作品，而不能成为规划蓝图和

施工图。因此，新的课程体系构建应减少或者整体替代不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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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行业，不同学科可从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支持，城乡

规划学专业课程改革无法用同样的深度涵盖国土空间规划涉及的所有知识体系［15］。为了支撑课程

体系优化重构，从广度和深度设计知识矩阵模型，即将课程门数作为知识矩阵广度，课时量作为知

识矩阵深度。课程体系重构就是在毕业总课时量不变的前提下，对知识矩阵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变

换，如图 1所示。就知识矩阵变换法则而言，每个院校应根据自身学科发展优势和专业人才培养层

次定位加以确定，即没有统一的变换模式，从而，国土空间规划专业更具多样性和地方特色。根据

知识变换矩阵的总体导向，进一步明确可保留的课程，需删除或新增的课程，再根据知识传授需求

协调课时和考核标准，但总体原则是宽口径夯实基础，窄方向强化促拔尖，形成倒“T”字形。

（二） 适应地方治理需求的智慧赋能课程群广东工业大学案例

根据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的空间治理框架，仅靠空间规划相关本科专业教育无法

满足国土空间规划所有需求。因此，各个高校必须根据自己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来制定合适

的课程体系。从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就业看，总体可以概括为三大方向：一是知识创新，即通过深造

今后走向教学科研岗位；二是行业实践，即进入各种规划设计研究院或公司企业；三是规划管理，即

进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从人才培养层次来看，国家级院校往往侧重知识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地方

性院校则主要侧重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从社会对人才需求来看，企业需求量最大，教学科研或公

务管理相对较少。笔者通过交流访谈了解，目前国土空间规划行业人才需求十分紧迫，较多市县级

自然资源部门缺乏专业人才，大多依赖第三方提供的市场服务，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不能

有效传导到基层。因此，地方院校课程体系建设应立足地方实际需求。

2019年 7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现状评估工作的通知》，

强调要加快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的建设，今后要形成全国上下贯通、横向协同和层层传导的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和动态监测评估预警系统，以实现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

慧规划提供基础。然而从现有主流教学模式来看，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所有理论基础大多以建筑

知识体系为主，难以适应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内在治理需求。数字智慧将是未来时代发

展的主旋律和新工科发展趋势，地方性院校空间规划人才培养更是需要积极响应这一发展需求，才

能培养出满足国家治理需要与适合地方管理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性应用型人才。为了适应智

慧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的时代发展需求，特别是支撑广东省高质量发展需求，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规

划专业以创办“国土空间规划创新班”为契机，对现有课程进行了优化和重构，国土空间规划智慧赋

能课程群设计方案如图2所示。

首先，在公共基础课程方面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革。（1）传统城乡规划教学只开设了高等数学

这一基础课，造成学生认为空间规划就是CAD和 PS画图设计的错误认知观，现有规划专业学生的

数学功底普遍较差，不利于大数据时代智慧空间规划实践需求。因此，新版培养方案在有限的学时

图1　基于“广度-深度”知识矩阵的课程体系重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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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强化学生的数学功底训练，并增设数据基础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2）传统城乡规划教学虽然开

设了大学计算机课程，从授课内容看，主要教授 office办公软件操作系统，这种培养层次不符合现代

大学生发展要求。因此，此轮改革直接将其替换为人工智能概论：科学与工程，该课程教授的机器

学习算法和 Python等是当今新工科发展和智慧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技术，可显著提高学生的定量

计算与仿真模拟能力。

其次，重构专业基础理论课。（1）将传统城乡规划原理变更为国土空间规划原理，在传统建筑人

居环境科学理论基础上增加现代人地关系等地理科学原理。（2）国土空间规划的本质是对国土空间

中的人类活动进行优化调控，因此有必要强化自然与人文地理理论教育［16］，新版培养方案开设自然

地理学概论和人文地理学概论强化该理念。（3）国土空间规划师不仅要懂得人地耦合系统优化调控

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要能建构出具体的实现路径。新的课程体系强化了两门工具理论课，其一是增

设测量与地图学，其二是增设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从现有城乡规划行业实践来看，大多数规划师

偏好于CAD和PS技术，虽然图形绘制较好，但缺乏对测绘空间基准和定量的理解，相关设计方案大

多是概念设计图，并不能成为空间治理施工图。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强调了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

平台下实施“一张图”治理，不带坐标的空间规划方案难以落地［17］，国土空间规划师要懂测绘学与地

图学基本知识。当前，RS和GIS技术已普遍应用于空间规划，但现有城乡规划学科体系并没有对其

理论知识进行深入的讲解，机械使用软件不利于透视国土空间演变的内在机理。（4）传统城乡规划

学主要聚焦于规划方案的编制，对规划背后的自然资源管理欠缺考量，这与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与

自然资源管理一体化治理需求不符。为此，新版培养方案增设了土地管理与空间政策等课程知识，

确保国土空间规划关联自然资源管理，避免空间规划与治理实践“两张皮”现象。

最后，在规划实践课程方面，按照智慧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相关需求，将传统的城市地理信息系

统变更为空间数据分析与规划应用，在软件操作基础上增加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题分析，如典型规

划场景空间大数据计算、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应用等。在时序安排上，空间数据分析与规划应用

与国土空间规划实践课程同步开设，可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设计中涉及的数据分析任务放到空间

数据分析与规划应用中，在解决学时限制的同时又能切实达到能力提高的目的。此外，广东工业大

学充分发挥地理学师资力量丰厚的优势，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设计中开展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专

图2　国土空间规划智慧赋能课程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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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析，增强学生对社会、经济、人口、生态、资源等对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的认知。

四、结语

国土空间规划是推动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如何从工业文明治理

体系向生态文明治理体系转变是谋划国土空间规划本科教育的总开关。从国土空间治理需求看，

国土空间规划更加注重自然资源全要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整体时空优化配置，通过“五级三类”

的传导体系实现全国一盘棋。从个体到群体、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全局，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

养要深刻理解空间规划与城市设计的联系和区别。以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国土空间规划创

新班为例，对智慧赋能规划新工科人才培养课程群设置方案进行了介绍，是对传统建筑语系下空间

规划教育教学理念的一次重大实践探索。改革后，广东工业大学国土空间规划创新班本科教学坚

持双管齐下，即在规划方面更加强调“自然资源优化配置”，在设计方面依然坚持传统建筑学的“人

居环境诗情画意”，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从学科发展与社会实践关系看，目前国土空间规划实践超前于学科发展进度，地方院校在城乡

规划本科教学时比较迷茫。然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是党中央关于社会发展从工业文明向生

态文明转变做出的重大论断，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建构的空间规划逻辑必须要针对生态文明建设

需求进行重构。国土空间规划是过去各种空间规划的集大成者，因此该专业人才培养应注重学生

知识底盘和思维方程式的训练，保障其具备灵活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仅针对传统建筑类地

方高校如何适应国土空间规划变革需求进行了初步设想，智慧赋能课程群设计可为地方院校如何

开办出适应地方发展国土空间规划事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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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and local practice paths of smart empowerment curriculum system 
for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under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MA Shifa， WU Lingl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P. R.

China)
Abstract: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TSP)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spatial governance. As the core professio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SP,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s in urgent need of upgrading its knowledge system and capacity structur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of territorial space governanc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trend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SP industry and the practical need for digital empowerment in modernizing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n,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 innovation class for TSP established by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rogram, two aspects of reform are proposed: first, based 
on the breadth-depth curriculum system reconstruction rul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knowledge matrix are 
transformed to form an inverted T shaped curriculum system, with a wide foundation and narrow direction to 
promote excellence. Second, based on the inverted T shaped curriculum system. public foundation courses such 
as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re added;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courses are strengthened to support modern human-land 
relationship spatial coordination principles, with the addition of courses such as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patial policy; and planning 
practice courses are emphasized on topics such as analysi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planning applications. The constructed smart empowerment curriculum group can 
serve as 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local colleges on innovating talent training models and teaching team 
construction for TSP.

Key words: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teaching reform; smart empowerment; new engineering;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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