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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球大数据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综合监

测与评估 

项目背景：SDG11 旨在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

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社区。SDG11 的监测不仅对理解

城市发展的动态、政策制定等非常关键，也是促进可

持续城市化的核心。然而，SDG11 下设多个衡量指标

属于Tier II层级，既概念清晰、有国际公认的方法和标

准，但缺乏定期生产的数据。准确、及时、动态和连

续的数据是实现 SDG 指标持续性和业务化监测的关

键。面向 SDG11 指标监测数据获取的迫切需求，本项

目开展基于地球大数据的 SDG11 多指标数据产品生产

与监测评估关键技术研究，并在典型城市开展应用示

范，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11 的监测评估提供

数据和技术支持。 

研究成果 1：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能够提供多重生

态、健康、社会与经济效益，其建设对于加强城市抵

御气候变化的能力至关重要。准确、详细的城市开放

空间分布数据是城市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11 指标

评估的基础。基于SDGSAT-1多谱段成像仪数据、高分

辨率光学卫星影像与地理空间数据，提出一种智能分

类方法，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进行精细制图，并评估

其生态效益。 

 

图 1 基于 SDGSAT-1 数据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制图 

研究成果 2：基于人口和遥感土地覆盖数据，分析

了京津冀（BTH）城市群土地消耗率（LCR）、人口增

长率（PGR）和 LCR 与 PGR 之比（LCRPGR）的时空

变 化 。 结 果 表 明 ，BTH 地 区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LCRPGR）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变化趋势不同。

除了超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外，各城市 LCRPGR 值均

大于 2，存在土地蔓延的现象。为减轻城市低密度蔓延

对环境和资源的负面影响，应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尤其是在小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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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京津冀城市群 SDG11.3.1 指标时空变化评估 

研究成果3：基于多源地球大数据，发展了SDG11

多指标综合评估框架，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城市桂林开展了 SDG11 指标监测和评估应用示

范。 

 

图 3 基于地球大数据的 SDG11 多指标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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