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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delineating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taverse,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metaverse and

urban design, which include common origins in vision, shared foundations in reality,

and similar creation process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Furthermore, the paper summa‐

rizes three dimensions in which the metaverse ⁃ empoweres urban design: spatial ex‐

pansion, temporal continuity, and communal co-creation. Considering issues in urban

development, city operation, and urban design processes, a method combining "real‐

ity (R)" and "augmented reality (AR)"⁃termed "RAR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is

proposed. The process and outcomes of metaverse-empowered urban design using the

"RAR" method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metacity". By summarizing typical

practices of "metacity", the paper categorizes and examines in detail the creation pro‐

cess,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flowchart of creation and operation. It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technical pathway for realizing metaverse-empowered urban design

through the "RAR" method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urban design guida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xisting urban landscapes.

Keywords: metaverse; metacity; urban design; RAR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RAR design

随着互联网3.0、工业4.0和社会5.0的发展，元宇宙成为当前无论在学界还是产业领

域备受关注的议题。作为人类对未来社会终极形态的积极想象，元宇宙所探讨的

虚实世界的关系必然将影响未来城市发展。在城市之中，元宇宙如何介入以推动城市发

展，其是否可以为城市创造和建设的过程赋能，如何应用元宇宙概念及相关技术开展实

践工作，这一系列随之而来的问题亟待探讨。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梳理元宇宙的发展特

征出发，着力探讨元宇宙与城市设计，指出元宇宙与城市设计的共性，并进一步提出元

宇宙赋能城市设计的3个维度。在充分考虑了福州、台州等地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本文

提出将城市实体空间“R（reality）”和以“AR（augmented reality）”为代表的技术相

结合的“RAR（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方法，详述了应用“RAR”开展“城元宇

宙”实践的技术路径，以期为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打开新思路，激发城市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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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梳理元宇宙产生与发展的关键

特征，指出元宇宙与城市设计之间的共

性：源于愿景、基于现实和协同创造；

进一步总结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的三个

维度：空间拓维、时间延续和人民共建。

根据城市建设与运营层面的需求及城市

设计工作的开展，提出了“R （real⁃
ity） ” 与 “AR （augmented reality） ”

虚 实 结 合 的 方 法 —— “RAR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将应用“RAR”

方法开展的元宇宙赋能的城市设计过程

与结果统称为“城元宇宙”。对典型的

“城元宇宙”实践进行总结，对创作过程

进行分类细化并架构创作与运营的总流

程图，详述应用“RAR”方法实现元宇

宙赋能城市设计的技术路径，以期在存

量背景下为未来城市设计的发展提供

指引。

关键词 元宇宙；城元宇宙；城市设计；

RAR；虚实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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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宇宙与城市设计

1.1 元宇宙产生与发展的特征

从自然的物质世界到人类创造的多

维世界，文明的演进现今步入了数字世

界新纪元[1]。作为集成了新一代数字技术

的新兴概念，“元宇宙”自 2021年席卷

城市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来，迅速充

斥于各行各业，并一直是学界和产业界

广泛关注的焦点[2-5]。然而，至今学界对

“元宇宙”概念也尚未达成共识，呈现出

“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之势[6-7]，在产业

实际领域的探讨更是层出不穷[8-9]。“元宇

宙”概念最早诞生于1992年发表的科幻

文学作品Snow Crash[10]，被定义为一个与

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概念孕育之

初就具有较强的空间属性。在其后不断

涌现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游戏创作中，

其基本延续了“虚拟平行世界”这一概

念设定，并以“开放世界沙盒游戏”最

为典型[11]。
尽管对于元宇宙的产业实践明显快

于且多于学术探讨[12]，但随着应用场景

的深化，围绕“元宇宙”的学术探讨伴

随着产业实践逐渐增多，且逐渐由对具

体技术的探究扩展到对整体世界观的定

义和价值内涵的挖掘。学界对“元宇宙”

理论层面的探讨目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图1）：①从虚实世界、空间的关系解析

元宇宙[2-3, 11, 15-16]；②从技术实现的视角解

析元宇宙[2, 12, 15]。张辉等[12]认为元宇宙是

由数字化技术所构建的一种数字化虚拟

世界和现实世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共存

共生的数字样态。Irshad等[13]提出了基于

五个关键结构的元宇宙概念，即元宇宙

本身、人/化身、元宇宙技术能力、行为

和结果。赵星等[2]从技术实现的视角将元

宇宙的发展路径划分为复刻现实、超脱

现实和增强现实等三类。陈林生等[14]构

建了元宇宙“技术—经济互塑系统”模

型从而使元宇宙更好地与实体经济和产

业结合。

发源于对虚实关系的探讨、依托于

新兴数字技术发展的实现，在数字化时

代，“元宇宙”这一理论概念必将拥有更

为广阔的应用场景。作为诞生之初就有

较强空间属性的理论概念，“元宇宙”试

图描绘“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的

关系[2-5]，其注定将对人类生存的最大空

间——城市，产生巨大影响[4]。在经历了

最初的“爆火”和“热议”，到“质疑”

和“批评”，当元宇宙概念逐步“冷却”，

面向未来城市发展，当前应对这一概念

及相关技术进行本质性的探讨和面向应

用的实践探索。

1.2 元宇宙与城市设计的共性

1.2.1 源于愿景：元宇宙与城市设计的

本质特征

自2021年“元宇宙元年”以来，对

元宇宙和城市的探讨逐渐增多，主要聚

焦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现象和概念的

剖析，比较典型的涉及“元宇宙”的概

念和框架[5]、发展带来的社会空间变化[6]；
另一方面是面向应用场景的探讨，比较

典型的如数字城市设计[15]、“元宇宙”的

规划应对[4]、数字化室外空间[16]等。任兵

等[5]将元宇宙与城市空间相结合的最新形

态命名为“城市元宇宙 （Metacity） ”，

并将其阐释为新型智慧城市中继数字孪

生城市之后的又一进阶形态，是“利用

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及云计算技术、物

联网技术等六大类技术在虚拟空间中打

造的物理城市空间的延伸，以数智文明

的视角构造出的未来城市新生态”。该定

义从技术应用层面较为清晰地阐释了

“城市元宇宙”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但遗憾的是，该定义从实际应用

的角度出发，尚未对涉及“元宇宙”本

源性的虚实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对于

“城市元宇宙”理论概念的构建不够翔

实，这也源于对“元宇宙”概念的探讨

本身就尚未形成定论。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技术层面

还是概念层面展开，对元宇宙的探讨都

承认其“源于对想象场景的构建”的立

足原点，这与城市规划学科内对城市展

开更新、设计的出发点不谋而合；对城

市进行的设计与创造源于人类的共同美

好愿景[17-20]，通过专业路径在城市空间

实现对愿景的描绘；而“元宇宙”这一

概念作为人类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积极想

象[8, 10]，其基于对虚实关系的探讨、依托

于新兴数字技术发展的实现[2]，是从实体

空间延伸至虚拟空间的愿景描绘，其二

者具有本质特征的共性，这也是元宇宙

可以介入城市设计的前提。面向未来的

城市设计[22]，元宇宙概念为城市设计的

愿景提供了新的实现方式，“元宇宙”的

发展必将推动城市虚实空间紧密融合[23]。
1.2.2 基于现实：元宇宙与城市设计的

建构基础

上文提到，元宇宙的概念在孕育之

初就有极强的空间属性，其应用的本质

在于对实施对象开展场景营造。在应用

层面，元宇宙“虚实融合”“以虚促实”

的发展趋势是各领域对当前发展阶段的

共识[2-6]，“元宇宙”的发展将推动虚实世

界紧密融合、密不可分[3]，这也进一步说

明了元宇宙概念及相关技术无法离开实

体空间及城市空间本身。城市设计作为

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设计工作必须基于

现实开展[18-19]，故元宇宙与城市设计有

相同的建构基础，这也是元宇宙能够介

入城市设计的基础。在城市这一巨大的

真实空间之下，元宇宙介入传统的城市

设计工作，将推动“虚实空间”深度融

合、以“虚拟”促进城市实体空间发展，

切实为城市设计工作赋能，笔者将这一

过程和结果称之为“城元宇宙”。

1.2.3 协同创造：元宇宙与城市设计的

实现路径

如1.2.1所述，元宇宙与城市设计都

源于共同愿景，这意味着在实现的过程

中需要协同，协调各方想象与描绘及利

益主体间的关系，以协同的方式实现对
图1 元宇宙概念的发展历程

Fig.1 Evolution of the meta-univers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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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愿景的描绘。元宇宙本身作为一种

全新的数字样态[12]，在其开发和建构的

语境下，不仅依赖于技术开发者的创新

能力，更需要用户和内容创造者的协同

参与——互动与反馈[22-23]。同样，以人

民为主体的当代城市规划与设计需要政

府、开发商、市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共同参与[19]。在元宇宙中，通过交互式

体验，用户可以直接影响和塑造虚拟环

境，与真实空间互动反馈[20, 23]。这类似于

在城市设计中，多方主体的沟通与协

调[24]，以及公众通过相关平台参与设计

的一般路径[25-26]。故“协同创造”是元

宇宙与城市设计的共同实现路径，这是

元宇宙可以介入城市设计过程的实施

条件。

2 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的三个

维度

元宇宙与城市设计的共性为元宇宙

介入并赋能城市设计提供了完备的可能。

在数字新时代[27]，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

以创造“城元宇宙”需要面向实施的维

度，探讨元宇宙如何具体介入城市设计

并为其赋能是当前语境下需要探讨的重

要问题，本节详细探讨元宇宙赋能城市

设计的三个维度。

2.1 空间拓维：从现实到虚拟

元宇宙对虚实空间关系的探讨是对

当前城市设计相关工作的根本性启发，

其根本是由元宇宙概念下相关的技术发

展带来的。以AR（augmented reality）为

基础的“增强”现实和更进一步的混合

现实（MR）及更全面的扩展现实（XR）
是推动虚实交互场景构建的重要入口[2]；
同时，近年来，以移动增强现实 （mo⁃
bile augmented reality，MAR） 技术为代

表的空间计算技术变革催生了越来越多

的城市尺度元宇宙应用案例，使得研究

者[7]关注到城市的数字空间资产。移动增

强现实是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

计算机图形学和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而

产生的一种基于移动设备的增强现实交

互思想[13]。移动增强现实可以实时描绘

自由运动的虚拟材料，同时保持真实物

体和虚拟物体之间理想的空间关系，从

而有效支撑了数字内容在城市空间中的

植入[14]，这为城市空间的塑造，从现实

到虚拟的拓维提供了实施可能，是元宇

宙给城市设计带来的根本性启发。

2.2 时间延续：从过去到未来

由于数字技术提供的更沉浸的“虚

拟存在”感，“元宇宙”为体验者提供了

轻松穿梭于时间的可能性[23]。依过去看

当下，以当下见未来，这是城市设计在

时空上的宏观范围。基于动态规划理论，

设计早已不满足于蓝图式的单一结果，

系统规划理论、连续性规划理论、行动

规划模型等应运而生，规划成为改善城

市的主动而具体的工具[28-29]。通过数字

技术构建的“元宇宙”使得设计方案可

以快速映射到场地中，“元宇宙”的内容

能够快速变化响应，这一特点也让多时

间线的设计叙事内容能够在城市空间中

迅速交替与对话，突破了传统设计与建

设周期，让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能够与

城市空间迅速产生关联[30-31] 。

2.3 人民共建：从个体到群体

“元宇宙”的介入为人民共创提供了

可持续的开放机会。城市是人类的城

市[27]，故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创造的

“城元宇宙”实践是一种汇聚人类愿景、

塑造个体和集体更美好的虚实生活场景

的实践。元宇宙相关的集成技术及平台

为人类个性化动态需求提供了灵活响应、

及时预测和智能诊断的可能性[32-33]。在

人民城市设计的语境下，元宇宙启发城

市设计搭建可持续的、共创的数字开放

平台，以移动设备链接个体，及时获取

相关需求信息，设计调节以极高的灵敏

度来及时对场景做出反馈[34]，促进城市

更好地达成人民共建的目标。

3 “RAR”：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

的方法

在城市设计中，聚焦城市场景构建

的具体方法，融合“元宇宙”的概念与

技术实现手段，笔者总结实践经验，提

炼“R”与“AR”结合的方法框架——

“RAR（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3.1 “RAR”内涵：虚实创造

对“RAR”概念的界定围绕城市设

计语境下对“R”和“AR”内涵的阐释

和二者作用关系的描述：“R”即现实

（reality），指的是集成各类物质环境要素

和人类需求愿景的真实城市场景系统；

“AR”即增益现实 （augmented reality），

指的是在元宇宙概念下，通过以“AR
（增强现实）”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方法赋

能传统城市设计，对真实城市场景进行

内容增强；“RAR”即是“现实+增益现

实（reality + augmented reality）”，指的

是通过以“AR”为代表的，包括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数字技

术与方法，对真实城市场景进行再创造，

以“虚实融合”“以虚促实”的导向，实

现该城市场域中的共同愿景 （图 2）。

“RAR”的对象是城市空间，包含真实空

间与虚拟空间两个维度；“RAR”的本质

是对虚实空间的创造；应用“RAR”方

法赋能城市设计，创造未来城市形

态——“城元宇宙”。

3.2 “RAR”框架：虚实空间的十道

设计

“RAR”针对虚实空间的创造同时在

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展开，这在传统城

市设计的基础上拓展了空间维度和内容

层面，笔者总结虚实空间的十道设计，

构建了“RAR”的框架。见图3。
3.2.1 虚拟空间的五道设计

（1）形象设计

形象设计是在虚拟空间中城市“意

象”的创造。这要求设计师在精准把握

愿景的基础上，将愿景在空间中进行形

象化演绎，可能是某承载群落文化认同

的物象、令人向往的美好生活场景，或

是意象化的故事演绎。设计将在其中发

挥重要作用，如何设计空间形象以更好

地表达向往、创造共鸣、传递价值认同，

这是设计之初需要重点考虑的。

（2）时间设计

时间设计是对“形象”的运动进行

设计。真实感与沉浸感的营造需要设计

师为形象赋予“虚拟生命”，即在三维静

态形象层面引入时间维度，依据形象特

性设计其运动变化，在形象本体上进行

时空轨迹的二次创作。这要求设计依据

愿景的主命题，创造虚拟世界的运动规

律，并能与真实世界接轨，强化集体愿

景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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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沟通设计

沟通设计是人与虚拟空间的互动设

计。将动态形象与场景落地，需着重考

虑与空间对象互动的方式。设计的基础

是人类的感知能力，设计师依据人类基

本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

觉）和超感官知觉开展沟通设计，设计

画面、语音、气味、触感等传达耦合于

愿景的意图。

（4）反应设计

反应设计是人对空间反馈方式的设

计。与对象产生互动后，对象会传达沟

通反应，是建立虚实空间互动并以此实

现“闭环”的桥梁。通过智能感知收集

真实空间的反应，并反馈给虚拟空间，

建立“互动—反馈”的闭环。设计师需

设计对象反馈方法，建立对象反应机制，

有效传达信息。

（5）虚实搭接

以上四道设计均可在虚拟世界中依

托数字技术手段在计算机上完成，转到

第五道设计时，需要厘清真实空间与愿

景之间搭接的可能性，要认清现实世界

和虚拟世界分别缺少什么，通过设计进

行适当补充，使得真实空间的“戏台”

可以承载虚拟空间演绎的“戏”。

3.2.2 真实空间的五道设计

（1）目标匹配设计

目标匹配设计是在传统城市设计目

标定位的基础之上匹配好虚拟空间和真

实空间双维目标的设计。设计的落点仍

在于对痛点、难点问题的攻克，设计目

标应当清晰、具体。愿景中的虚拟世界

与真实世界有所不同，在对愿景精准识

别的基础之上，更需要清晰地辨识梦想

和现实的差异，并以智能化的设计手段

将虚拟世界的愿景和现实空间中的目标

相匹配。

（2）对象匹配设计

对象匹配设计是针对动态的使用对

象的需求匹配的设计，基于用户对象的

需求诊断。落位空间的真实享有者其实

与当下的愿景构建者并不相同，这要求

设计师前瞻性地考虑到未来的使用对象，

将虚拟空间的愿景转化为切实可感可用

的真实空间场景，便于与对象需求相

匹配。

（3）空间协同设计

空间协同设计是虚拟空间如何在真

实空间中演绎并与之协同的设计。由虚

拟世界向真实世界转接，场景的塑造必

须与真实世界相协同，切实地落位到真

实空间之中，首先需考虑真实世界的空

间尺度如何与创造的虚拟世界场景相协

同，真实空间中落位的虚拟世界场景原

型需根据真实空间具体条件进行二次设

计，使其与真实空间具体情况相匹配。

（4）功能植入设计

功能植入设计与传统城市设计中功

能定位设计类似，在此涉及虚拟空间和

真实空间两个维度。在真实空间中“可
图3 “RAR”框架

Fig.3 Workflow of "RAR"

图2 “RAR”虚实创造解析
Fig.2 The "RAR" desig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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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可用”是设计与人类生活接轨的落脚

点。对接真实世界的具体需求，设计师

需对场景原型植入具体功能，赋予虚拟

空间场景实在性的意义，对人类生产生

活各个方面的服务提供支持。

（5）建设时序设计

建设时序的设计是面向实施的指导。

从实施流程上，应该梳理好各个阶段需

完成的具体设计目标，将目标拆解，依

据实际情况递进式开展设计实施，顺应

人类社会发展的演进规律，从基本目标

开始逐步升级提质。同时实时流程还需

要具备前瞻性，提前考虑到真实世界发

展带来的变化，并以动态方式及时适

应。

4 “城元宇宙”：元宇宙赋能城市

设计的实践及技术路径

笔者结合在福州闽江两岸和台州官

河水街开展的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的

“城元宇宙”实践，详述面向实施的技术

路径。“福元宇宙”设计实践是在第五届

数字中国峰会的背景下展开的，旨在激

活福州闽江两岸城市滨水空间，为第五

届数字中国峰会赋能[35]；“仙元宇宙”设

计实践聚焦台州市官河文化街区的激活，

从空间体验到业态运营开展全方位更新，

将其打造为全球第一个打通数字经济的

元宇宙街区[36]。在“RAR”的方法框架

之下，项目实施的技术路径依据时间顺

序可总结为4个层次（图4）即：①通过

数字采集完成空间建构；②对虚拟空间

和真实空间进行双向设计，完成“RAR”
创作；③开发AR引擎与交互系统完成

“RAR”制作；④对软硬件设备进行集成

调试、发布与维护，推进RAR运行。

4.1 数字采集：空间建构

项目的开展从建构空间数据底座开

始，主要分为 3步：①采集前准备；②
三维激光点云扫描与空间建模；③场景

内容的数据采集，包括问题诊断和需求

分析。在技术层面，主要应用捕捉和重

建现实环境的三维点云扫描技术对实景

进行场景扫描，同时在服务器后端分析

其精确性和准确性，最终对设计对象的

真实空间场地全貌进行建模，并明确项

目的痛点问题和需求。在“福元宇宙”

项目中，团队对闽江两岸真实空间所存

在的跨度 5659 m、共 328栋建筑及其场

地进行点云扫描完成空间建构；在“仙

元宇宙”项目中，团队对官河水街的河

道与两岸景观及沿街商铺形态进行全维

扫描，并记录业态和运行数据，完成了

从空间到内容的底板建构。

4.2 “RAR”创作：虚实空间的双向

设计

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的“城元宇宙”

设计创作与传统城市设计一致。但不同

的是，“城元宇宙”设计涉及虚拟空间和

真实空间两个维度，在传统的空间创作

的基础之上还需要数字内容设计（图4）。
在“福元宇宙”项目中，设计以闽江两

岸真实的场景为现实底板，提取金鱼、

榕树等意象，以水为脉，赋予虚拟对象

运动轨迹，塑造流动的生命状态。提取

福州市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关键要素，结

合数字中国峰会主题，设计故事叙述：

第一幕是千年穿越，第二幕是两岸回应，

第三幕是多元的宇宙（图 5）。在“仙元

宇宙”项目中，为积极贯彻落实浙江省

委“打造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为代表的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取得新突破”部署，

“官河水街·仙元宇宙”按照“水清可

观、文盛可游、街繁可贸”的总体思路，

串联东官河、南官河、西官河、永宁江

沿线南宋特色人文资源，打通古官河陆

上通道，在虚拟空间之中再现江南胜景，

通过移动设备与真实空间展开交互，触

发体验性功能，打造以文引旅、以旅养

文，可游、可购、可休闲、可体验的

“十里官河、千年宋韵”新地标。见

图6。

图5 “福元宇宙”项目移动设备交互显示的真实场景图
Fig.5 Realistic scenarios of mobile devices interacting with the "FU meta-universe"

资料来源：《福元宇宙：福州城区核心段元宇宙夜景规划与实施》项目编制团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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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RAR”制作：引擎与交互系统

开发

RAR制作环节可以被理解成城市设

计项目的实施落地环节，与传统城市设

计交付实施后，在实体空间开展建设不

同的是，RAR制作环节主要为虚拟空间

的开发，具体为：①建构AR引擎。同时

需要算力和应用程序基础能力支撑，引

擎需具备全场景的厘米级3D高精地图采

集和构建能力以及厘米级的空间计算能

力，能够进行强环境理解和高真实感渲

染。②客户端开发。目前主要是APP的
开发，开发相关应用功能和AR展示能

力。③后台维护系统开发，确保用户维

护和相关使用权限的管理。④U3D交互

功能的开发，设计交互页面与脚本的编

写。在福元宇宙项目中，由于其水岸的

特性，交互主要是观看虚拟空间剧目演

绎；而在仙元宇宙项目中，由于现有商

铺和业态的丰富性，购物推荐、消费互

动等环节被增添了进来（图7）。

4.4 “RAR”运行：

项目完成制作后，需要进行集成调

试、部署与发布和运行维护，这相当于

是城市设计项目的验收，对项目的呈现

效果进行检验和维护，这是将创意和数

据融入应用程序的关键步骤（图 4）。在

完成集成调试和环境与工程的部署后就

可以将虚拟空间的内容上线客户端平台，

上线发布标志着项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此时应用程序对外开放，用户可以

开始实际体验。但项目的工作并未因此

结束，日常维护与巡检是确保应用长期

稳定运行的关键，这包括监控应用性能，

解决出现的问题，以及定期更新软件以

适应新的需求或修复已知缺陷。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元宇宙产生与发展的特征出

发，探讨了元宇宙与城市设计之间的共

性：源于愿景、基于现实和协同创造，

进一步提出了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的三

个维度：空间拓维、时间延续和人民共

建，并将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的创造过

程和结果定义为“城元宇宙”；依据设计

实践经验，笔者提出元宇宙赋能城市设

计的方法“RAR”，从虚拟空间和真实空

间关系的视角提出了“RAR”的十道设

计架构，并以福元宇宙和仙元宇宙实践

为例，详述了应用“RAR”方法实现元

宇宙赋能城市设计的技术路径。作为人

类技术演进带来的对城市规划设计学科

领域的新思考，“城元宇宙”概念及

“RAR”方法需伴随着时代发展的需求而

不断丰富，并逐步落位到解决城市真实

痛点、难点的新场景中。据此，提出三

点发展思考。

5.1 设计流程

不可否认，除了新技术的介入，元

宇宙赋能未来城市设计的探讨语境融合

了城市设计与更新的传统领域，更融合

了交互设计、数字媒体设计与艺术设计

等诸多设计领域，其创作过程融合各设

计类型与数字化技术应用过程，与传统

城市设计领域有所不同，所以其设计实

施流程与一般城市建设更新项目相近，

又具有其独特性。总体来说，可行性更

强，实践周期更短，效果更为显著。从

实施应用的角度考虑，元宇宙赋能未来

城市设计的技术路径需更加系统化、规

范化和标准化。

5.2 技术标准

元宇宙赋能未来城市设计的“城元

宇宙”实践是落位于真实城市空间的实

践，关乎人类愿望和地方城市发展，其

设计和实施需有更明确的技术标准作为

制约：一方面是针对新一代数字技术，

如AR等技术应用的指导；另一方面是针

对设计实施过程中对城市空间改变量的

控制，使设计实践有理可据，有律可依。

5.3 未来趋势

2023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等5部门

联合发布了《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

图7 “仙元宇宙”项目移动设备交互显示的真实场景图（消费场景）
Fig.7 Realistic scenarios of mobile devices interacting with the "XIAN meta-universe"

(Scenes about shopping)
图片来源：《官河古道—仙元宇宙》项目编制团队，2022

图6 “仙元宇宙”项目移动设备交互显示的真实场景图
Fig.6 Realistic scenarios of mobile devices interacting with the "XIAN meta-universe"

资料来源：《官河古道—仙元宇宙》项目编制团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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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 （2023—2025年）》 [37]，对元

宇宙面向应用的相关政策陆续推出，鼓

励应用元宇宙赋能城市多维发展。元宇

宙赋能未来城市设计是回应存量时代城

市更新的具体需求，落脚于城市空间，

切实针对城市痛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在未来，元宇宙赋能城市设计应当与我

国存量更新的现实要求更紧密地结合，

更充分地利用数字技术提出解决方案，

“城元宇宙”实践也应当应用到更广阔的

场景中，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

等各维度，创造更有活力的城市生活场

景，切实为城市空间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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