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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引领智慧未来
——新加坡如何建设智慧国

●张宪昌

建设智慧国不仅在新加坡具有历史意

义，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开启先例，从而凸显

引领时代潮流的世界特质。

新加坡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应用，已

领先全球。根据世界经济论坛7月6日发布的

《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新加坡已连续

两年位居全球网络就绪指数榜首。在信息技

术发展环境、使用情况和影响力三大分类指

数方面，新加坡表现出全球顶尖的竞争力。

当前，新加坡的智慧国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

开。

为何建设智慧国

新加坡为何推出智慧国建设？其原因，

既有基于本国实际的竞争优势，又有放眼全

球引领时代的考量。这就是紧握信息革命、

数字革命的脉动，不断巩固提升本国竞争优

势，力争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走在世界前列。

日益增大的城市密度和人口老龄化，已

成为两大全球性挑战。数据显示，2014年全

球5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到2050年这一

比率将增加到66.7%。当前，新加坡以每平

方公里8000人的城市密度位居全球第三。另

外，人口老龄化在加速。2000-2050年，全球

60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将翻一番，达到22%。

而新加坡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将

上升到20%。两大新挑战对现有交通网络、

医疗系统以及能源、食物、水等资源建设和

使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于新加坡来

说，充分利用资讯通信媒体技术，建设智慧

国，让人们生活更美好，就成为一种国家战

略。

政府主导，广泛参与

政府主导、企业和民众广泛参与，构成

了新加坡智慧建设的主体格局。政府主导是

新加坡模式的一个亮点，即做好顶层规划、

底层设计，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发挥引领示

范、整体推进功能。在机构设置上，成立专

属部门，负责编制发展规划，加强管理，推

广实施，扩大应用。1999年12月，新加坡政

府将电信局和新加坡国家电脑局合并，成立

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

成功制定和实施了多项智慧发展计划，被誉

为新加坡资讯通信产业的领航者、国家资讯

通信总体规划师和开发者，以及政府首席信

息官。从2016年4月起，资讯通信发展管理

局与媒体发展管理局重组为资讯通信媒体发

展局和政府科技局，进一步整合部门机构，

提升行政效能。在新加坡经济模式由价值增

值向价值创造转变的背景下，资讯通信媒体

发展局将在培养创造力、加强互联互通和发

展技术能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通过采取“市民、企业、政府”合作的

模式，充分调动市民、企业参与智慧建设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市民、企业

的主体地位和参与程度。新加坡闻名遐迩的

电子政务就是这一模式成功的样板。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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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新加坡先后推出电子公民网站、免费

无线网接入、首个智慧地图平台、首个一站

式政府数据开放网站、免费电子服务系统

等。2006-2010年，新加坡成功地实现了由电

子政府向整合政府的转变。2011年推出“电

子政府 2015”计划，逐步实现了“政府为

你”向“政府与你一起”的重大转变。2013-

2015年，设立负责编制《2025规划》的指导

委员会，在委员来源上，不仅涉及公共部

门、学术机构，还包括私营企业。

超前布局，优化基础设施建设

智慧国建设需要强力的基础设施，新加

坡致力于建设最完备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第

一，经过实施iN2015计划，新加坡已经建成

了新一代国家宽带网。下一步，新加坡计划

通过升级，提升性能。2016年6月，新加坡

宣布了全新的4G移动通信网络服务质量标

准。新标准规定，从2016年7月1日起，现

有电信运营商须确保户外4G移动通信网络服

务的覆盖率超过95%，从2017年7月1日始

这一标准将提高至99%。《2025规划》提出，

新一代通信技术无线接入在2020年有望达到

5G标准。第二，在网络升级的同时，如何让

移动设备在电信网络、免费无线网与家中无

线网之间不间断切换，做到无缝连接？全面

建设异构网就成为新加坡智慧国建设的战略

解决方案和重大实施行动。2015 年第三季

度，新加坡在裕廊湖区全面展开异构网试点

试验。第三，建设一个全国性的传感器网

络，实现数据即时连接、共用共享。过去许

多传感器由不同机构配置，在应对公共安

全、监测环境、管理交通或监控建筑系统等

方面各自为战，束缚了手脚，难以充分发挥

作用。这就需要部署一种覆盖全岛的综合性

传感器网络。在新加坡，称为集成入口箱，

它具有快速、安全、经济高效、可扩展的特

点。除此之外，《2025规划》还提出，要在新

加坡因特网交换中心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地

区通信中心、一个现代数字港，最终建立一

个可信赖的数据市场。

加大投入，推进创新创业

创新创业为智慧国建设提供动力引擎。

《2025规划》指出，未来资讯通信媒体业技术

发展呈现九大趋势，主要包括大数据及分析

技术、物联网技术、认知计算和高级机器人

技术、未来通信和协作技术、网络安全技

术、浸入式媒体技术、移动和高度互联趋

势、媒体内容突破平台限制趋势、资讯通信

媒体整合趋势。其中前六项技术领域分别确

立了短期(1-2年)、中期(3-5年)和长期(超过5

年)的发展路线图，需要加强国家战略投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加坡每隔5年就颁

布和实施一轮科技发展规划，不间断拨款投

入研发和创新领域。最近实施的《研究、创

新与企业2020计划》计划拨款总额高达190

亿新元。

在利用财政资金的同时，鼓励通过众

筹、众包等新型方式培育创新创业生态环

境，造就一批具备新型资讯通信媒体知识和

技能的人才队伍。2015年资讯通信就业人数

达到17.28万人，同比增加15%，其中大学本

科及以上的人员比例达到74%。推进公私合

作，打造“真实实验室”，设置“创客空

间”，探寻智慧国建设的综合性具体解决方

案。加强加速器和孵化器项目建设，支持初

创企业成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逐步缩小

科技研发与商业化之间的距离。设立数字包

容基金，保障低收入家庭、老年人和残障群

体等共享数字革命和智慧国建设成果。从公

民个人来看，提出采取“创客思维”，增强学

习能力，建立其亲密圈子之外的社会联系，

增强国家向心力、民族凝聚力。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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