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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37105:2019《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城市描述性框架》。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增加了3.2本体ontology的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御道十方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御道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智城国际标准信息咨询(杭州)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龙宇、杨锋、董山峰、邢立强、欧阳志云、朱丽、康国虎、董珂、孟凡奇、王敏、

高莉洁、阎毛毛、任玉芬、陈天、任静、谭静、周琪、刘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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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详细介绍了城市描述性框架,用于为城市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一种用来描述城市的共同语言。
此框架可促进城市内部及城市间概念、数据和问题解决方案的共享。城市描述性框架也可称为城市解

剖学,作为城市基础模型用来协助城市内部运作系统和服务的整合。此外,这个描述性框架可以作为形

式本体的基础或知识模型。而本体可用来帮助规划和实现城市运营方案(特别是在那些可能需要数字

化机器可读信息的情况)。
城市是一个由多系统及多种互相作用组成的系统集合,它孕育了新兴的人类行为,也因新兴的人类

行为而演变。它可以被看作是永久人类住区中多系统层之间的一种安排和一套关系,其行政和司法地

位受法律支持,并得到全世界普遍承认。城市不是一个静态的单一实体,相反,其内部的政治、经济、环
境和社会边界模糊且随时间变化而相互渗透,因此很难被清晰地描述。城市中的结构、相互作用以及社

会要素也是超越城市边界的,是城市多系统集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

城市,然而许多人类长期面对的挑战也发生在城市。对于城市而言,一个共同的描述性框架是必要的工

具,即可用于分享知识,也可在全球范围内为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城市问题解决方案应能够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该原则要求在不

危害到后代且满足其自身需求的前提下,解决当前的城市问题。2015年发布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化了原有的抽象概念。其中目标11[10]针对城市提出了10个用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韧性的

具体目标,同时限定了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许多标准,例如GB/T40763—2021和GB/T36749—

2018,可以帮助城市规划、监管,同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本文件的目的正是为了提供一个描述城

市的共同语言,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促进城市解决方案的共享。
城市描述性框架是基于城市条约草案协会的方法而形成的,通过一种跨时间、跨文化、可拓展且通

用的描述方式,在类比人体解剖学及其动态生理机能的基础上,对所有规模的城市进行描述。本文件所

述描述性框架将城市分为三个主要的基本系统:一套物理结构(结构)、构成城市社会的生命实体(社
会)、社会和物理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传递(相互作用)。这三个基本系统又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不同的

层级。这些层级囊括了所有对城市而言重要的活动(无论其是否超越城市边界),也囊括了城市内所有

的自然环境和人居建设空间。

GB/T40758—2021包含一系列相关术语和定义,有助于理解本文件的描述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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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城市描述性框架

1 范围

本文件详细列举了一个城市的描述性框架,以及与城市解剖构造相关联的基础本体。其中,描述性

框架旨在包含以下特征:
———跨时间的,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人居环境相兼容;
———跨文化的,适用于任何文化以及任何类型的城市;
———可扩展的,既适用于超大城市,也适用于中小型城市、城镇以及村庄;
———通用的,适用于一切可以被定义为“人居环境”的地方,例如“智慧城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40758—2021 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术语(GB/T40758—2021,ISO37100:2016,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40758—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描述性框架 descriptiveframework
一个用来描述特定领域中各关键实体的分类,以便于展示它们之间关系的逻辑结构。
注:“实体”一词不仅仅是指有形物质,同时适用于任何重要的独立存在,例如:基本习俗、原则、实践、策略、政策、决

策体制以及职责。

3.2 
本体 ontology
在规定的知识范围内,对具体或抽象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说明。
注:本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术语集,具有结构化的特点,是对特定领域之中某套概念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形式化表

达,适用于计算机系统和信息科学,可用于对某一领域进行属性的推理和建模。

3.3
城市主义 urbanism
城市生活与环境。

4 城市描述性框架

4.1 城市的一般性描述

图1展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3个首要逻辑要素。其中,结构指的是物理结构的整体集合;社会指的

是居住在这一物理结构中,并使用其功能的人;相互作用指的是社会与物理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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