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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案例的城市规划信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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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持续扩大的人口规模与有限空间资源之间的矛盾为城市发展和规

划建设带来了诸多挑战，深刻影响着民众对城市生活空间的观点情感。如何充分利用地理数据和舆情大数据

资源，对城市规划中多维性和复杂性的地理信息与网络舆情信息进行有序组织成为研究的难点。本文基于地

理案例思想提出城市规划案例的概念，对城市规划中的地理信息和舆情信息进行有序组织。首先构建了包含

<案例问题，案例属性，案例结果>的城市规划案例描述模型；基于此，对城市规划案例的问题、属性及结果

进行量化表达，建立了城市规划案例表达框架；最后，以具体的规划项目为例，对城市规划案例描述及表达

方法进行实例说明。该方法的提出，实现了城市规划的地理信息与网络舆情信息抽象化描述与量化表达，减

少了城市规划案例特征组成的冗余，同时为城市规划案例相似度计算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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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in Urban Planning Based on Geographica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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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ver-expanding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limited space resources has brought many challenges to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also affected the people's emotional attitude towards urban space.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geographic data and public opinion big data, to organiz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lex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in urban planning has become a difficult issue in the research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the idea of geographical ca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urban planning 

case and organize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in urban planning in an ord erly way. 

Methods: The urban planning case descrip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triplet form of “case problem, 

case attribute, and case result”. On this basis, case problem, case attribute and case result of urban planning case 

are quantitatively expressed, and the expression framework of urban planning case is constructed. Results: Finally, 

a specific planning project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description and expression method of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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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case. 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method realizes the abstract description and quantitative express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in urban planning, reduces the redundancy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urban planning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imilarity 

calculation of urban planning cases.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cas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eographical case; organization of urban planning 

information 

 

在全球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提高城市生活质

量正成为城市规划中日益重要的问题[1]。持续增长

的人口与不断减少的可用空间资源之间的冲突日

趋明显，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幸福感[2]。

公众参与到城市规划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许多学者

和从业者已经注意到公民参与城市规划实践的广

泛多样性[3, 4, 5]。公众借助社交网络、政府网站等网

络公开平台参与城市规划，形成了大量的城市规划

网络舆情，影响着城市规划的合理编制与顺利实施
[6, 7]。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地理数据和海量的舆情

数据资源，增强对舆情数据的语义理解能力，度量

城市规划地理特征及舆情特征，成为亟待研究的问

题。 

本文中城市规划信息包括城市规划中的地理

信息和舆情信息，城市规划信息组织是对城市规划

中的地理信息和舆情信息进行描述、表达和提取，

科学准确地反映规划项目的时空属性及舆情特征。

在城市规划的地理信息组织方面，面向对象时态

GIS[8]、面向决策支持的数据模型[9]等方法被用来表

达城市规划中的时间、空间和属性信息。Frederico

等[10]首次提出了本体论驱动的地理信息系统，结合

语义、空间和属性的表达框架逐步形成[11]。闾国年

等[12]从地理学视角提出地理信息六要素表达，提升

了地理信息的组织、管理、表达和分析能力。随着

地理信息理论的发展以及 GIS 发展的时代需求，越

来越多的研究不只关注地理实体自身内部的属性，

转而重视多元空间内实体之间的关联[13, 14]。在城市

规划的舆情信息组织方面，王卷乐等[15]基于疫情的

相关微博数据，从数量、空间、时间、内容等方面

研究区域尺度的舆情分布特征。董坚峰[16]以在公共

危机预警中起关键作用的话题、事件、网民个体、

网民群体等舆情要素作为分析对象，分别从话题发

现、事件识别、网民个体分析、群体行为分析四个

方面探讨网络舆情分析的主要模式。Zhou Zhipeng

等[17]提出了结合生命周期和区域特征的舆情分析

框架，用于大数据背景下大型基础设施的主题建模

和情感分析，并对港珠澳大桥建设项目的微博舆情

进行分析。当前网络舆情研究主要关注于舆情信息

的提取，对多维性和复杂性的城市规划信息进行有

序组织研究还相对薄弱，难以解决城市规划网络舆

情组成的冗余和实现城市规划案例的抽象化描述

与量化表达。 

本文以案例推理为理论依据，基于“地理案例”

表达方法来组织城市规划的地理环境特征和网络

舆情特征，提出城市规划案例描述模型及表达框

架，实现城市规划案例信息的抽象化描述与量化表

达，可为规划项目管理与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1 城市规划案例描述与表达 

地理案例推理是一种利用案例推理来研究分

析地理数据与地理问题的方法。其研究对象是地理

案例，即对特定时空中发生的地理现象的一种解析

与重构形式[18]，通常以三元组<案例问题，案例属

性，案例结果>进行描述。其中，“问题”指拟研究

处理的地理问题，“属性”包含了地理案例自身的

时空特征及所处地理环境的关系特征，“结果”对

应地理案例的状态信息。在地理信息系统领域中，

地理案例推理广泛用于地理过程的描述[19]、空间关

联分析[20]等。 

1.1 城市规划案例的描述模型 

城市规划案例是基于地理案例对城市规划项

目相关的地理环境信息和网络舆情信息的抽象化

描述，是传统地理案例在城市规划领域的拓宽。

它不仅包括地理环境信息，还含有丰富的网络舆

情信息。随着物联网的出现和互联网的日益普

及，公众借助网络公开平台参与城市规划，形成

了大量的城市规划网络舆情，影响着城市规划的

合理编制与顺利实施[21, 22]。充分考虑舆情中公众

的情感态度，有助于城市规划的合理编制和顺利

实施[23]。 

本文基于<案例问题，案例属性，案例结果>

对城市规划的地理环境信息与网络舆情信息进行



  

组织，描述城市规划案例中的网络舆情信息与地

理信息之间的关系。城市规划案例的描述模型如

图1所示。 

 

图1 城市规划案例描述模型 

Fig.1 The descriptive model of Urban Planning Case 

（1）案例问题 

本文定义案例问题为城市规划案例的多维度

舆情特征预测问题，旨在获取未来某一城市规划案

例的关注人群类别、多维度观点特征和多粒度情感

特征。关注人群指关心规划项目编制与实施的居

民；观点类别是居民主张所聚焦的规划管理的各个

方面，例如居住条件、安全隐患等；情感倾向是指

城市居民个体或群体对于规划项目所表现出的情

感态度或偏好，代表着居民对于规划项目编制的满

意程度。 

（2）案例属性 

案例属性指城市规划案例的地理信息，包括规

划项目的规划信息与所处地理空间的环境特征。规

划信息包含案例的规划时间、规划地点、规划类别，

环境特征不仅包含空间地理实体的位置及功能类

别，还包括生活在该空间中的城市居民的属性特

征，即通过公开途径表达对案例观点和看法的公

众。 

（3）案例结果 

案例结果指的是案例问题所对应的结果和状

态，即网络舆情情感和观点特征。在城市规划案例

中，网络舆情信息可分为粗粒度和细粒度两类。粗

粒度舆情特征指案例所涉及的人群类别和总体情

感倾向分布，而细粒度舆情特征则是案例中观点的

分类以及这些类别观点所对应的情感倾向。 

1.2 城市规划案例的表达框架 

本文顾及城市规划中的地理信息和舆情信息

提出了城市规划案例的表达框架，实现了地理环境

特征和网络舆情特征的量化表达，表达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2 城市规划案例表达框架 

Fig.2 The expression framework of Urban Planning Case



 

本文通过构建<案例问题，案例属性，案例结

果>三元组，实现了城市规划案例的向量化表达。

其中，案例问题定义了人群特征、情感特征、观

点特征等舆情特征；案例属性量化了时间属性、

空间属性和人口属性等属性特征；案例结果明确

了关注人群类别、案例情感倾向、多维度观点特

征和多维度情感特征的量化表达。基于这一表达

框架，可以实现城市规划中地理信息与网络舆情

信息的有序组织与定量化度量。 

2 城市规划案例信息提取方法 

2.1 案例属性：地理环境特征 

城市规划案例在空间上与邻近环境密切相

关，案例的地理环境特征受城市中地理实体的功

能属性及空间关联影响。因而，在表达城市规划

案例的案例属性时，既要顾及规划项目的时间、

位置等信息，也需要探究案例所处环境的功能特

征与结构特征。空间位置是城市规划案例的重要

要素[24]，需要结合案例的位置特征与周边环境的

位置特征来进行表征。考虑到地理环境的特征类

型，将案例属性分为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和人口

属性三类。 

2.1.1 时间属性 

城市规划案例的时间属性通常以规划项目开

始进行社会公示的时间来表示。案例的时间属性既

代表规划项目社会公示的起点时刻，也表明引起关

于规划项目网络舆情的起始时间。定义规划案例𝐶𝑖

的时间属性为𝐴𝑇𝑖 = {𝑇𝑌𝑖 , 𝑇𝑀𝑖 , 𝑇𝐷𝑖 , 𝑇ℎ𝑖 , 𝑇𝑚𝑖 , 𝑇𝑠𝑖|𝑖 ∈

[1, 𝑛]}，其中𝑇𝑌𝑖 , 𝑇𝑀𝑖 , 𝑇𝐷𝑖 , 𝑇ℎ𝑖 , 𝑇𝑚𝑖 , 𝑇𝑠𝑖分别代表时间

信息的年、月、日、时、分、秒，对于低精度的部

分用 0 表示。 

2.1.2 空间属性 

空间语义是指在某个领域内，对时空数据进行

具体的解释和表达[25]。本文定义城市规划案例的空

间语义包括两个方面：案例类别语义和案例位置语

义。 

（1）案例类别语义 

案例类别语义反映了规划项目所处区域的用

地功能特征，即规划项目所承担的城市建设功能。

为实现空间类别语义的量化表达，本文结合规划用

地类别对城市规划案例进行分类，并基于规划领域

语料库𝐶𝑜𝑟𝑝𝑢𝑠𝐶𝑎𝑠𝑒形成规划领域词向量，从而实现

案例类别词汇到语义空间的映射。本文定义案例类

别 语 义 的 量 化 表 达 形 式 为 𝑆𝑒𝑚𝑉𝑒𝑐𝐶𝑙𝑎𝑠𝑠𝑖
=

(𝑤𝐶𝑙𝑎𝑠𝑠𝑖1
, 𝑤𝐶𝑙𝑎𝑠𝑠𝑖2

, ⋯ , 𝑤𝐶𝑙𝑎𝑠𝑠𝑖𝑀
)，通过表示学习方法获

取案例类别词汇对应的语义向量。具体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3 城市规划案例的类别语义计算 

Fig.3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category semantics of Urban 

Planning Case 

针对城市规划案例集合𝐶 = {𝐶1, 𝐶2, ⋯ 𝐶𝑛}，其中

n 为案例总数，其对应的案例名称集合为𝑁𝑎𝑚𝑒 =

{𝑁𝑎𝑚𝑒1, 𝑁𝑎𝑚𝑒2, ⋯ 𝑁𝑎𝑚𝑒𝑛}。任意一个案例𝐶𝑖的名称

𝑁𝑎𝑚𝑒𝑖均可用中文分词后的词汇序列来表示，即

𝑁𝑎𝑚𝑒𝑖 = {𝑤𝑜𝑟𝑑1, 𝑤𝑜𝑟𝑑2, ⋯ 𝑤𝑜𝑟𝑑𝑚}，其中𝑚为名称

𝑁𝑎𝑚𝑒𝑖 中的词汇总数。对于𝑁𝑎𝑚𝑒𝑖 中任意词汇

𝑤𝑜𝑟𝑑𝑗 , 𝑗 ∈ [1, 𝑚]，其权重𝑤𝑖𝑗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

示。其中，𝑐𝑜𝑢𝑛𝑡(𝑖, 𝑗)表示词汇𝑤𝑜𝑟𝑑𝑗在案例名称

𝑁𝑎𝑚𝑒𝑖中出现的次数，𝑐𝑜𝑢𝑛𝑡(𝑗, 𝑛)则表示案例名称

集合𝑁𝑎𝑚𝑒中包含词汇𝑤𝑜𝑟𝑑𝑗的案例名称数量。 

𝑤𝑖𝑗 =
𝑐𝑜𝑢𝑛𝑡(𝑖, 𝑗)

𝑚
∙ log

𝑛

𝑐𝑜𝑢𝑛𝑡(𝑗, 𝑛)
(1) 

针对每个案例名称𝑁𝑎𝑚𝑒𝑖，选取权重𝑤𝑖𝑗最大的
𝑚

2
个词汇作为案例关键词𝐾𝑤𝑑𝑠𝑁𝑎𝑚𝑒𝑖，同时将所有

案 例 的 关 键 词 合 并 为 一 个 案 例 关 键 词 集 合

𝐾𝑤𝑑𝑠𝐶𝑎𝑠𝑒。在此基础上，依据国家标准《城市用地

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内容范围[26]，获取其

中的用地类别名称并建立规划用地类别集合

𝐶𝑙𝑎𝑠𝑠𝐿𝑎𝑛𝑑。根据公式（2），案例类别集合定义为案

例关键词集合与规划用地类别集合的交集。

𝐾𝑤𝑑𝑠𝐶𝑎𝑠𝑒中与𝐶𝑙𝑎𝑠𝑠𝐶𝑎𝑠𝑒𝑖共同出现在同一案例名称

中的词汇称为案例类别同义词，对应的所有同义词

可 以 表 示 为 集 合 𝑆𝑦𝑛𝐶𝑎𝑠𝑒𝑖 ， 构 成 键 值 对 <

𝐶𝑙𝑎𝑠𝑠𝐶𝑎𝑠𝑒𝑖 , 𝑆𝑦𝑛𝐶𝑎𝑠𝑒𝑖 >。通过计算所有案例类别的键

值对，形成案例类别词典𝐶𝑙𝑎𝑠𝑠𝐷𝑖𝑐𝑡𝐶𝑎𝑠𝑒。 

𝐶𝑙𝑎𝑠𝑠𝐶𝑎𝑠𝑒 = 𝐾𝑤𝑑𝑠𝐶𝑎𝑠𝑒 ∩ 𝐶𝑙𝑎𝑠𝑠𝐿𝑎𝑛𝑑 (2) 

以城市规划相关的新闻报道为基础，构建城市

规划领域的文本语料库𝐶𝑜𝑟𝑝𝑢𝑠𝐶𝑎𝑠𝑒，并将其作为训

练数据以获得案例类别语义向量。对于案例类别集

合为𝐶𝑙𝑎𝑠𝑠𝐶𝑎𝑠𝑒中的任一案例类别𝑐𝑙𝑠𝑐𝑖，采用滑动窗

口 的 方 法 获 得 对 应 的 位 置 上 下 文 ， 记 为



  

𝐶𝑜𝑛𝑡𝑒𝑥𝑡(𝑐𝑙𝑠𝑐𝑖) = 𝑐𝑙𝑠𝑐𝑖−𝑚
𝑐𝑖+𝑚 ，其中 𝑚 表示窗口大小

𝑐𝑙𝑠𝑐𝑖−𝑚
𝑐𝑖+𝑚 表示以 𝑐𝑙𝑠𝑐𝑖 为中心的 2𝑚 类别词汇序列

{𝑐𝑙𝑠𝑐𝑖−𝑚, … , 𝑐𝑙𝑠𝑐𝑖−1, 𝑐𝑙𝑠𝑐𝑖+1, … , 𝑐𝑙𝑠𝑐𝑖+𝑚}。利用模型投

影层来获取输入层的上下文向量之和，进而得到案

例类别词汇𝑐𝑙𝑠𝑐𝑖对应的语义向量𝑣𝑐𝑖。 

（2）案例位置语义 

相较于传统以空间坐标表示位置的方式，案例

位置语义可以准确描述案例的空间位置，并能定量

化度量空间分布特征。本文提出一种名为 Loc2Vec

（Location to Vector）的案例位置语义方法，顾及规

划项目与周边 POI 的空间距离，来计算并获得案例

位置语义向量，定义案例位置语义的量化表达形式

为𝑆𝑒𝑚𝑉𝑒𝑐𝐿𝑜𝑐𝑖
= (𝑤𝐿𝑜𝑐𝑖1

, 𝑤𝐿𝑜𝑐𝑖2
, ⋯ , 𝑤𝐿𝑜𝑐𝑖𝑁

)。Loc2Vec

方法流程如图 4 所示。 

 

图4 Loc2Vec方法流程 

Fig.4 The process of the Loc2Vec method 

案例位置语义是通过对周边 POI 点的类别语

义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到，权重由 POI 点与规划项目

位置间的距离倒数计算而得。针对城市规划案例𝐶𝑖，

定义其周边 POI 集合为𝑁𝑃𝑃(𝐶𝑖) = {𝑝1, 𝑝2, ⋯ , 𝑝𝑘}，

其中𝑝𝑗表示 POI 集合中得第𝑗个元素，𝑘为集合中

POI 点的总数。案例 𝐶𝑖 对应的位置语义向量

𝑆𝑒𝑚𝑉𝑒𝑐𝐿𝑜𝑐𝑖
= (𝑤𝐶𝑖,1

, 𝑤𝐶𝑖,2
, ⋯ , 𝑤𝐶𝑖,𝑟

)中第𝑠维𝑤𝐶𝑖,𝑠
为的

权重计算方法如公式（3）所示。其中𝑑𝑖𝑠𝑡(𝑝𝑗 , 𝐶𝑖)表

示点𝑝𝑗与案例𝐶𝑖之间的距离，𝑤𝑝𝑗,𝑠
为𝑝𝑗对应的类别

语义向量(𝑤𝑝𝑗,1
, 𝑤𝑝𝑗,2

, ⋯ , 𝑤𝑝𝑗,𝑟
)的第𝑠维。 

𝑤𝐶𝑖,𝑠
=

∑ (
1

𝑑𝑖𝑠𝑡(𝑝𝑗 , 𝐶𝑖)
× 𝑤𝑝𝑗,𝑠

)𝑘
𝑗=1

∑
1

𝑑𝑖𝑠𝑡(𝑝𝑗 , 𝐶𝑖)
𝑘
𝑗=1

(3) 

对 于 任 意 两 个 案 例 位 置 语 义 向 量 𝑣𝑖 =

(𝑤𝑖1, 𝑤𝑖2, ⋯ , 𝑤𝑖𝑛)、𝑣𝑗 = (𝑤𝑗1, 𝑤𝑗2, ⋯ , 𝑤𝑗𝑛)，本文采用

余弦距离（𝐶𝑜𝑠𝐷𝑖𝑠𝑡）和相关系数（𝐶𝑜𝑟𝑟𝑐𝑜𝑒𝑓）作为

向量相似度度量指标。余弦距离的计算方法如公式

（4）所示，相关系数的计算方法如公式（5）所示。 

𝐶𝑜𝑠𝐷𝑖𝑠𝑡(𝑣𝑖 , 𝑣𝑗) = 1 −
∑ (𝑤𝑖𝑙 × 𝑤𝑗𝑙)𝑛

𝑙=1

√∑ (𝑤𝑖𝑙
2)𝑛

𝑙=1 × ∑ (𝑤𝑗𝑙
2)𝑛

𝑙=1

(4)
 

𝐶𝑜𝑟𝑟𝑐𝑜𝑒𝑓(𝑣𝑖 , 𝑣𝑗)

=
∑ (𝑤𝑖𝑘 − 𝑤𝑖̅̅ ̅)𝑛

𝑘=1 (𝑤𝑗𝑘 − 𝑤𝑗̅̅ ̅)

√∑ (𝑤𝑖𝑘 − 𝑤𝑖̅̅ ̅)2𝑛
𝑘=1 ∑ (𝑤𝑗𝑘 − 𝑤𝑗̅̅ ̅)

2𝑛
𝑘=1

 (5) 

2.1.3 人口属性 

城市规划案例的人口属性指针对城市规划项

目表达观点和情感态度的城市居民的属性，这一属

性描述了城市居民在规划案例所涉及的空间环境

中的不同特征。不同城市居民因在年龄、学历、生

活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其对于城市规划

案例的关注方面和情感倾向 [27, 28]。为实现人口属

性的量化表达，本文综合考虑了城市居民不同维度

的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要生活来源，

并基于案例所在的空间环境进行研究。 

（1）人口年龄 

将人口年龄划分为𝑘个等间隔的区间，定义案

例 𝐶𝑖 的 人 口 年 龄 特 征 向 量 为 𝑃𝑒𝑜𝑉𝑒𝑐𝐴𝑔𝑒𝑖
=

(𝑤𝐴𝑔𝑒𝑖1
, 𝑤𝐴𝑔𝑒𝑖2

, ⋯ , 𝑤𝐴𝑔𝑒𝑖𝑙
, ⋯ , 𝑤𝐴𝑔𝑒𝑖𝑘

)。其中，该向量的

维数为𝑘，每一维度的值𝑤𝐴𝑔𝑒𝑖𝑙
表示第𝑙年龄区间内的

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2）受教育程度 

根据城市居民学历的差异，将其受教育程度划

分为𝑠类，定义案例𝐶𝑖的受教育程度特征向量为

𝑃𝑒𝑜𝑉𝑒𝑐𝐸𝑑𝑢𝑖
= (𝑤𝐸𝑑𝑢𝑖1

, 𝑤𝐸𝑑𝑢𝑖2
, ⋯ , 𝑤𝐸𝑑𝑢𝑖𝑙

, ⋯ , 𝑤𝐸𝑑𝑢𝑖𝑠
)。

该向量的维数为𝑠，每一维度的值𝑤𝐸𝑑𝑢𝑖𝑙
表示第𝑙类受

教育程度的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3）主要生活来源 

根据生活来源的不同，将其划分为𝑞类，定义案

例 𝐶𝑖 的主要生活来源特征向量为 𝑃𝑒𝑜𝑉𝑒𝑐𝑆𝑜𝑙𝑖
=

(𝑤𝑆𝑜𝑙𝑖1
, 𝑤𝑆𝑜𝑙𝑖2

, ⋯ , 𝑤𝑆𝑜𝑙𝑖𝑙
, ⋯ , 𝑤𝑆𝑜𝑙𝑖𝑞

)。该向量的维数为

𝑞，每一维度的值𝑤𝑆𝑜𝑙𝑖𝑙
表示第𝑙类主要生活来源的人

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2.2 案例问题和案例结果：网络舆情特征 

网络舆情特征是案例问题和案例结果求解的

关键，本文考虑网络舆情的粗粒度和细粒度特征，

实现了网络舆情特征的量化表达，并分别采用词汇

级和篇章级的方法提取文本中不同级别的语义信

息。案例的粗粒度舆情特征包括关注人群类别和案

例情感倾向等宏观属性，细粒度舆情特征包括多维

度观点特征及与观点对应的多维度情感特征。案例



  

舆情的多粒度特征提取方法框架如图 5 所示。 

 

图5 案例舆情的多粒度特征提取方法框架 

Fig.5 The framework of multi-granularity features’ extraction 

method for case public opinion 

2.2.1 粗粒度舆情特征 

规划案例的粗粒度舆情特征主要涵盖关注人

群类别和案例情感倾向两个方面。关注人群类别表

示根据相关的标准或特征划分得到的城市居民类

型，关注人群类别的提取有助于了解不同类别居民

对规划项目的需求和期望。案例情感倾向反映城市

具名对规划项目的群体情感，情感倾向可分为正

面、负面和中性三种类型。  

（1）关注人群类别 

出于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城市规划中的舆情数

据通常具有匿名性，城市居民的诸多个人信息无法

直接获取。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一种从舆情文

本中进行关注人群提取的方法，具体流程如图 6 所

示。首先，采用用户词典和词性标注方法从舆情文

本中提取关注人群类别词汇，形成关注人群类别词

典𝑃𝑒𝑜𝑇𝐿 = {𝑡1, 𝑡2, ⋯ , 𝑡𝐿}，𝐿为类别总数；其次，统计

案例𝐶𝑖的网络舆情中涉及的不同类别人群𝑡𝑙，建立

案例𝐶𝑖的关注人群类别集合𝑃𝑒𝑜𝑖；最后，基于公式

（6）将集合𝑃𝑒𝑜𝑖映射为𝐿维向量，得到案例𝐶𝑖的关

注人群类别向量𝑃𝑒𝑜𝑉𝑒𝑐𝑖 = (𝑃𝑒𝑜𝑖1, 𝑃𝑒𝑜𝑖2, ⋯ , 𝑃𝑒𝑜𝑖𝐿)，

若案例𝐶𝑖中包含第𝑙类人群则𝑃𝑒𝑜𝑖𝑙 = 1，反之𝑃𝑒𝑜𝑖𝑙 =

0。 

𝑃𝑒𝑜𝑖𝑙 = {
0, 𝑡𝑙 ∉ 𝑃𝑒𝑜𝑖

1, 𝑡𝑙 ∈ 𝑃𝑒𝑜𝑖 
(6) 

 

图6 案例舆情的关注人群提取流程 

Fig.6 The extraction process of the concerned crowd of case 

public opinion 

（2）案例情感倾向 

本文采用多类别分类方法来获取案例情感倾

向，记案例 𝐶𝑖 中的所有反馈意见文本为 𝐷𝑖 =

{𝑑𝑖1, 𝑑𝑖2, ⋯ 𝑑𝑖𝑚}，情感倾向类别的集合为𝑃𝑜𝑙𝑇𝐾 =

{𝑡1, 𝑡2, ⋯ , 𝑡𝐾}，按图7所示的情感倾向提取流程可获

得对应的情感倾向序列𝑃𝑜𝑙𝑖 = {𝑝𝑖1, 𝑝𝑖2, ⋯ 𝑝𝑖𝑚}。用𝐾

维向量𝑃𝑜𝑙𝑉𝑒𝑐𝑖 = (𝑃𝑜𝑙𝑖1, 𝑃𝑜𝑙𝑖2, ⋯ , 𝑃𝑜𝑙𝑖𝐾)来表示𝐶𝑖的

案例情感倾向，𝑃𝑜𝑙𝑖𝑘的计算方法如公式（7）。其中

𝑐𝑜𝑢𝑛𝑡(𝑃𝑜𝑙𝑖 , 𝑡𝑘)表示列表𝑃𝑜𝑙𝑖中值为𝑡𝑘的元素数目，

𝑚为列表总长度。 

𝑃𝑜𝑙𝑖𝑘 =
𝑐𝑜𝑢𝑛𝑡(𝑃𝑜𝑙𝑖 , 𝑡𝑘)

𝑚
(7) 

 

图7 案例情感倾向的提取流程 

Fig.7 The extraction process of emotional tendency of the case 

2.2.2 细粒度舆情特征 

城市规划案例的细粒度舆情特征包括多维度

观点特征和多维度情感特征，可以更全面地描述城

市规划舆情的情感倾向，并且可以在多个观点类别

上进行细致的情感分析。 

（1）多维度观点特征 

使用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模型获得𝐾类观点的集合𝜑 =

{𝜑𝑘|𝑘 ∈ {1,2, ⋯ , 𝐾}}，其中每类观点𝜑𝑘包含𝑄个词汇

向量，即𝜑𝑘 = (𝜑𝑘1, ⋯ , 𝜑𝑘𝑞, ⋯ , 𝜑𝑘𝑄)。为了将这些词

汇向量聚类成多层次的观点聚类簇，首先将每类观

点定义为一个聚类簇，按照公式（8）计算两个聚类

簇间的最短词汇距离𝑑𝑖𝑠𝑡(𝜑𝑖𝑚, 𝜑𝑗𝑛)作为两个聚类

簇之间的距离。然后，基于最小距离准则对初始聚

类簇进行合并，直到所有词汇向量都被合并到一个

观点聚类簇中。 

𝑑(𝑢𝑖 , 𝑢𝑗) = min (𝑑𝑖𝑠𝑡(𝜑𝑖𝑚, 𝜑𝑗𝑛)) (8) 

（2）多维度情感特征 

城市规划案例的多维度情感特征与案例的多

维 度 观 点 特 征 相 对 应 ， 将 其 记 为 𝑂𝑝𝑖𝑉𝑒𝑐𝑖 =

(𝑃𝑜𝑙𝑖1, 𝑃𝑜𝑙𝑖2, ⋯ , 𝑃𝑜𝑙𝑖𝑃)，这一特征是各个文本中观点



  

所对应的情感倾向的汇总。对于任意一条反馈意见

文本 𝑑𝑖𝑗 ∈ 𝐷𝑖 ，其多维观点对应的情感倾向为

𝑂𝑝𝑖𝑉𝑒𝑐𝑑𝑖𝑗
= (𝑃𝑜𝑙𝑖𝑗1, 𝑃𝑜𝑙𝑖𝑗2, ⋯ , 𝑃𝑜𝑙𝑖𝑗𝑝, ⋯ , 𝑃𝑜𝑙𝑖𝑗𝑃)，其

中𝑃𝑜𝑙𝑖𝑗𝑝代表该文本中对于某一观点的情感倾向。

在获得所有文本的多维情感倾向的基础上，根据公

式（9）计算案例的情感倾向𝑃𝑜𝑙𝑖𝑝。其中𝑃𝑜𝑙𝑖𝑗𝑝
𝑠 代表

文本𝑑𝑖𝑗的第𝑝维观点对应的情感倾向类别取值，即

统计案例的𝐽个反馈意见文本中关于第𝑝维观点的

情感类别分布情况，数目最多的情感类别代表第𝑝

维观点的情感类别𝑃𝑜𝑙𝑖𝑝。 

𝑃𝑜𝑙𝑖𝑝 = argmax
𝑠

𝑐𝑜𝑢𝑛𝑡(𝐷𝑖 , 𝑃𝑜𝑙𝑖𝑗𝑝
𝑠 ) (9)

 

3 实验与分析 

3.1 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包括规划项目的批前公

示数据与公众反馈意见、POI数据和人口数据。 

（1）规划项目公示数据和公众反馈意见 

城市规划项目公示及相应的公众反馈意见数

据来自某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公众可以在该

网站自由浏览和下载规划公示数据，包括城市规划

项目的项目编号、名称、位置等详细信息。规划公

示的公众意见也通过该网站征集，每条反馈意见数

据记录包括评论时间、评论的项目编号、评论内容

等。规划公示和反馈意见可以通过项目编号关联，

一个规划项目对应多条反馈意见。数据的时间范围

为2007年11月22日至2019年9月3日，含有3,434个规

划项目、102,825条反馈意见。 

（2）POI数据 

POI数据通过高德地图的API获取，包括编号

ID、名称、类别、坐标等字段。共获得POI数据

893,924条，经过处理转换为WGS84坐标。POI数据

示例如表1所示。 

表1 POI数据示例 

Tab. 1 Example of POI data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编号 q#20180707#992ceddadaa424985ce600dddd7acada 

名称 **酒店(**东路) 

类别 住宿服务,宾馆酒店,五星级宾馆 

行政区编号 440106 

坐标 113.373423,23.124661 

（3）人口数据 

人口数据来自某市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人

口普查数据，主要包括人口年龄、教育程度和主要

生活来源三类信息。根据本文2.1.3节中定义的人口

属性，将年龄划分为1岁以下、1-4岁、5-9岁、…、

95-99岁、100岁及以上等22个区间，并使用22维的

向量表示人口年龄（AgeVec）；受教育程度被划分

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

本科、研究生等7个类别，用7维的向量表示受教育

程度（EduVec）；主要生活来源被划分为劳动收入、

离退休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

财产性收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他等7个类别， 

用7维的向量表示主要生活来源（SolVec）。表2展

示了部分案例的人口特征向量示例。 

表2 人口特征向量示例 

Tab. 2 Example of population eigenvectors 

编号 AgeVec EduVec SolVec 

1 

0.014,0.044,0.046,

0.089,0.096,… 

0.013,0.142,0.319,0.35

7,0.104,0.057,0.005 

0.460,0.293,0.001,0.00

9,0.002,0.202,0.028 

2 

0.007,0.026,0.035,

0.051, 0.079,… 

0.018,0.254,0.528,0.14

6,0.036,0.014,0.001 

0.715,0.053,0.001,0.00

4,0.005,0.201,0.020 

3 

0.003,0.024,0.030,

0.036,0.042,… 

0.009,0.143,0.445,0.30

0,0.067,0.030,0.002 

0.700,0.090,0.001,0.00

3,0.021,0.164,0.018 

 

3.2 城市规划案例总体特征分析 

3.2.1 案例地理环境整体特征 

为了探究研究数据的案例地理环境的整体特

征，本文使用了两种距离度量方法：位置语义距离

和空间坐标欧氏距离，分别计算了任意两个案例之

间的距离。其中，案例间的位置语义距离根据公式

（4）进行计算，并将计算结果作为横坐标，以案例

间的空间坐标欧氏距离作为纵坐标，绘制了案例距

离散点图（如图8所示）。通过对案例距离散点图的

分析，发现位置语义距离小的案例在空间坐标欧氏

距离方面也较小，表明位置语义距离与空间坐标欧

氏距离具有正相关关系。通过公式（5）计算二者的

相关系数为0.799，验证了本文2.1.2节中提出的

Loc2Vec方法可以表示案例的空间位置特征，并实

现了对案例空间位置属性的量化。 



  

 

图8 案例位置语义向量余弦距离及地理坐标欧氏距离散点

分布相对密度图 

Fig.8 Scatter plot density of case location semantic vector 

cosine distance and Euclidean distance of geographic 

coordinates 

3.2.2 案例网络舆情总体特征 

（1）案例关注人群特征 

在城市规划案例中，通常会使用一些特定的词

汇来描述关注人群的年龄、职业等特征，如“业主”、

“病人”、“保安”、“老师”等，将这些词汇称

为关注人群类别词汇。本文基于2.2.1节中定义的关

注人群提取流程，对反馈意见文本进行处理可得到

28个关注人群类别。对反馈意见文本提取结果进行

汇总，获得规划案例的关注人群。随后，对这些类

别涉及的案例数量进行统计，并通过图9展现。根据

图8可知，涉及“业主”类别的案例最多，约占总数

的57%，这表明城市规划对“业主”人群的影响最

大。基于公式（6）计算案例的关注人群特征向量，

其示例如表3所示。 

 

图9 关注人群相关的案例数目统计 

Fig.9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cases related to the 

concerned population 

表3 案例的关注人群特征向量示例 

Tab. 3 Example of feature vector of concerned population of 

case public opinion 

编号 案例名称 关注人群特征向量 

1 ***医院地块调整 
1 1 1 1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小区地块更改 
1 1 1 0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广场天桥工程 
1 1 0 0 1 1 1 1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观点类别体系 

基于2.2.2节中提出的观点类别提取方法，获得

了公众反馈意见的观点-词汇概率分布，并在表2中

展示了其中部分观点。为了更好地理解每个观点的

语义特征，按照词汇概率值进行降序排序，并选取

概率最高的10个词汇作为观点的语义特征。根据这

些词汇的含义定义每个观点的名称，并基于凝聚层

次聚类方法获得多层次的观点聚类簇。图10展示聚

类结果，其中横坐标表示不同观点聚类簇之间的距

离，纵坐标为各初始观点的编号。 

表4 观点-词汇概率分布 

Tab.4 An example of viewpoint - vocabulary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编

号 

观点

名称 
观点-词汇概率分布 

15 
规划

公示 

广州市 0.266349;海珠区 0.071829;工程 0.054272;优势 

0.013960;规划 0.013035;响应 0.007965;公示 0.007597;

影响 0.005798;展现 0.005318;建议 0.004614 

37 
资源

保护 

资源 0.150913;浪费 0.064571;取消 0.064152;保护 

0.055309;专家 0.024032;规划 0.021574;中国 0.020650;

矛盾 0.020226;保留 0.018307;地区 0.017784 

26 
用地

调整 

用地 0.233309;地块 0.207223;规划 0.187164;建设 

0.047544;公示 0.045186;调整 0.038224;改为 0.032612;

修改 0.014826;面积 0.013095;留用 0.007767 

59 
用地

变更 

大道 0.085626;用途 0.075550;性质 0.072501;密度 

0.052542;完善 0.036683;规划 0.035293;投诉 0.033062;

变为 0.023283;上访 0.023116;用地 0.016151 

2 
环境

保护 

公园 0.104943;宁静 0.069065;管理 0.055976;城市规划 

0.042466;美丽 0.037764;居民 0.031640;设施 0.025574;

敏感 0.024331;环境保护 0.016219;密集区 0.015071 

38 
环境

垃圾 

垃圾 0.524953;安宁 0.029802;理由 0.021624;影响 

0.020941;减轻 0.020370;绿地面积 0.013706;反对 

0.006314;金钱 0.006048;公摊 0.004269;杂物 0.004040 

64 
环境

辐射 

变电站 0.202809;居民 0.053027;反对 0.044152;距离 

0.043186;高压 0.041842;居民区 0.038884;电磁辐射 

0.035259;建设 0.033756;规划 0.025297;健康 0.023701 

 



 

 

图10 观点向量聚类结果 

Fig.10 Clustering results of view vectors

基于观点词汇概率向量和观点聚类结果，挑

选出含义明确的聚类簇，构建了一个双层结构的

城市规划舆情观点分类体系，其中包括23个观点

小类和6个观点大类，并在图11中展示了其分类体

系层次结构。 

 

图11 城市规划网络舆情观点分类体系 

Fig.11 The opin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urban planning 

3.3 城市规划案例示例 

为深入阐述本文提出的城市规划案例表达框

架，本文以“住宅改建电梯间”城市规划案例为例，

对舆情信息进行提取后按照城市规划网络舆情描

述框架进行量化表达。 

“住宅改建电梯间”城市规划案例的属性如表

5 所 示 。 案 例 的 时 间 属 性 向 量 为

(2019,01,01,00,00,00)，表明规划项目公示的时间为

2019年1月1日。空间属性中案例类别语义的向量维

度为300，案例位置语义的向量维度为50。人口属性

中年龄特征向量中维度值不小于0.08的年龄段有

10-14岁、15-19岁、20-24岁、25-29岁、40-44岁。受

教育程度特征向量的第四维度值最大，代表高中学

历的人群所在比例最多。主要生活来源特征向量的

第一维度值最大，表示近半数人的生活来源是劳动

收入。 

表5 城市规划案例属性表达示例 

Tab.5 An example of attribute expression of urban planning 

case 

名称 表达形式 

基本信息 案例编号 1 

案例名称 住宅改建电梯间 

案

例

属

性         

时 间

属性 

规划公示

起始时间 

(2019,01,01,00,00,00) 

空 间

属性 

案例类别

语义 

(0.224592,-0.264534,0.077634,0.348315, 

0.0552,…) 

案例位置

语义 

(0.330404, 0.021668, -0.729113, 

0.0127639, …) 

人 口

属性 

年龄 (0.014,0.045,0.046,0.089,0.096,0.086,0.08

0,0.064,0.075,0.082,0.075,0.052,0.059,0.04

1,0.028,0.023,0.023,0.014,0.006,0.002,0.00

0,0.000) 

受教育程

度 

(0.013, 0.142, 0.319, 0.357, 0.104, 0.057, 

0.005) 

主要生活

来源 

(0.460, 0.293, 0.001, 0.009, 0.002, 0.202, 

0.028) 

 

“住宅改建电梯间”城市规划案例的问题及结

果如表6所示。根据3.2.2中的关注人群特征，可用28

维向量表示该案例的关注人群。“住宅改建电梯间”

城市规划案例的关注人群有业主、居民、孩子、学

生、老人、领导、群众、病人、医生，可以看出对

于电梯改建从幼至老都密切关注。该案例的情感倾

向特征向量为(0.05, 0.04, 0.92)，呈现出强烈的负面

情感倾向，表明约92%的居民对该规划项目持反对



 

意见。 

本文定义案例的观点级情感倾向包括中性

（0）、正面（1）、负面（2）、未提及（3）四种

类型。案例的观点大类情感特征为(2,2,3,2,3,0)，可

以看出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公共设施方面的情感

倾向以负面为主，项目建设方面的情感倾向以中性

为主，而安全隐患和公众利益这两类观点在该案例

中未提及到。 

表6 城市规划案例问题及结果表达示例 

Tab.6 An example of problem and result expression of urban 

planning case 

案 例

问题 

案例结果 表达形式 

人 群

特征 

粗粒度 

舆情特征 

案 例 关 注

人群 

(1,1,1,1,1,1,1,0,1,0,0,0,0,0,0,0,0,

1,0,0,0,0,0,0,0,0,0,0) 

情 感

特征 

案 例 情 感

倾向 

(0.05,0.04,0.92) 

观 点

特征 

细粒度 

舆情特征 

案 例 观 点

级 

情感倾向 

观点大类：(2,2,3,2,3,0) 

观点小类：

(2,3,3,2,3,3,2,3,3,2,3,2,2,3,3,3,3,

3,3,0,3,0,3) 

 

4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城市规划案例描述模型和表

达框架，实现了城市规划中地理信息和舆情信息的

抽象化描述与量化表达。通过定义城市规划案例的

时间属性、人口属性等地理环境特征和观点类别、

情感倾向等网络舆情特征，有助于从现实地理环境

和网络舆情观点等多个特征维度定量度量城市规

划案例之间的相似度，为实现未来规划案例舆情发

展态势的事前预测提供理论支持。结合关注人群和

观点类别的舆情预测结果，可以有针对性的对未来

规划项目建设方案进行提升，提高城市居民的满意

度，从而为规划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支持。 

未来的研究工作可围绕以下方面展开：（1）观

点类别的更新。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居民

的关注类型也在动态变化，需研究观点体系自动更

新的方法。（2）案例属性的扩充。城市规划案例舆

情的影响因素复杂，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在案例

属性表达中融入更多的舆情影响因素，以科学准确

地度量案例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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