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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技术、功能与场景
———城市智能化发展的可持续

高小康

摘　要　智慧城市建设就是构建智能化的新型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关系。智慧城市建设首先

需要技术基础，但更需要把智能技术转化为实现空间建设创新发展所需要的智慧功能，即智能技术

功能化。智慧城市建设的功能化创新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分形化、开源化、海绵化三个方面。智能技

术功能化的效果判断要看是否具有生长性和可持续性前景，判断这种成长前景的一个重要概念是

“场景”化，即创造新的生活场景，使智能技术应用改变现有的生活形态和空间形态。新场景的技术

基础是智能技术应用的活态化，社会管理景观是公共空间与公共平台智能化运行的“新常态”化，新

的人文生态景观是指日常生活环境中文化氛围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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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城市：
智能化技术与城市发展

　　中国的城市建设经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高

速发展后，近年来如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一样逐

步进入转型发展的新常态。随着城市房价开始回落

和大规模房地产投资建设热潮的减退，一些专家学

者和媒体开始讨论“后泡沫时代的城市主义”。无论

人们是否认可现在中国的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后泡

沫时代”，城市建设的转型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城市

建设目标从追求规模和经济效益为主开始转向对生

态、人文、社会公平和可持续性等更多方面价值的关

注。与城市建设的转型发展相适应，对城市建设方

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２０１４年关于中 国 城 市 建 设 转 型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信 号 就 是《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的出台。这个规划中关于推动新型城市建设的

要求表述是：“顺应现代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推

动城市绿色发展，提高智能化水平，增强历史文化魅

力，全面提升城市内在品质。”这是２０１３年底中央城

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之后，更进一步细

化和科学化的纲领性文件中对城市建设理念转型方

向的阐述。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目标

相比，《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要求

在生态、人文、生活品质和社会公平等方面实施目标

之外，还强调了提高智能化水平。

城市建设提高智能化水平与其他几个要求看起

来不大相同：似乎不属于城市建设的目的，而是建设

的技术基础和手段。实际上这里涉及一个新的关于

城市建设转型发展的重要概念，就是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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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是指智能技术在城市建设和治理中的

推广应用，这既是一个关于建设方式的概念，同时也

包含了城市发展转型的内容：生态、人文、社会公平

等方面的建设目标都将通过智能技术的应用而获得

更好的实现。

智慧城市建设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

建设理念和发展趋势。据调查，在全球范围内，智慧

城市整体上已进入规划和建设阶段，在建的智慧城

市已超过６００个，其中欧洲和亚洲（主要是东亚和中

东）是智慧城市开展较为积极的地区；而中国目前已

有５０多个城市正在筹划建设智慧城市，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天 津、青 岛、武 汉、南 京、山 东、四 川、杭

州、扬州、厦门等省市已经明确了无线城市计划，并

正在建设当中①。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和指标体系

也越来越丰富复杂。从空间上来说，智慧城市建设

的范围从城市整体分解细化到城区、街道、社区、楼

宇、住宅乃至室内和桌面的智能管理；从服务内容来

说，资讯、安防、工作、社交、生活、健康、娱乐、旅游等

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

总之，当今城市发展的整体理念和各种具体规

划都已纳入智慧城市建设的视野。智慧城市研究的

目的是解决整个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和趋

势问题———繁荣、文明、普 惠、公 平、绿 色、可 持 续 发

展等发展目标与理念———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创新

转型而获得新的可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智慧”是

个宽泛的概念，包含着多方面内涵；中心是“智能”，

即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当代科技成果及其应用。智

慧城市建设就是构建智能化的新型社会经济、文化、

生态关系。

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智能技术设施建设：比

神话还要夸张的信息处理技术发展速度，匪夷所思

的传播、分布和应用的发展，新的信息技术向社会生

活各个方面渗透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得当代人对

智能技术产生了近乎膜拜的心理。在谈论智慧城市

建设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电

脑、手机、ｐａｄ、智能穿戴等各种感知和服务终端设备

在公众中的大规模普及，宽带、光纤、４Ｇ等数据传输

设施的迅速扩建和升级，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处理

技术的应用，以及在各个政府部门全面推广的电子

政务系统……这些智能技术应用成为近年来智慧城

市建设或信息惠民工程的主要实施内容。智慧城市

建设就是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似乎不言自明。２０１４

年３月中 央 印 发 的《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中指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六个方向：信息

网络宽带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

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

这六个方向的核心就是提高智能技术设施建设和应

用水平。

但有了智能技术是否就能建成智慧城市？这个

问题其实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有了４Ｇ手机却用

不起流量或找不到网络，戴着健康手环却在电脑前

聊天，电脑整天联网却主要是在玩游戏……就拿电

子政务系统来说，中国各层级政府部门差不多都已

建成了相应的政务网站或网页，但这种信息系统是

否真正智慧化了？有的网站里面多是待建的栏目和

长期没有更新的页面；网上办公虽然看上去没有了

文牍旅行，但 却 变 成 了 更 大 规 模 的 数 据 流 量 旅 行。

如果没有建立在智能技术基础上的新空间思维，技

术的作用会大大减弱。这在智慧城市建设大规模展

开的今天，是个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

二、智慧管理的实现：
智能技术功能化

　　智慧城市建设首先需要技术基础，但更需要把

智能技术转化为实现空间建设创新发展所需要的智

慧功能，即智能技术功能化。这种功能不是简单地

在现有的城乡建设观念、模式基础上进行效率提升，

而是把智能技术应用于空间建设在观念和模式上的

创新。

智慧城市建设的功能化创新比较突出地体现在

以下方面：

（一）分形化

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算造成了虚拟空间的高度集

约化，但分布式处理和大规模发展的终端应用却造

成了实体空间的分形：每个终端都具有与整个系统

组织结构的相似性或递归性，网络的分布扩张使得

高度集约的核心资源通过自组织分形到无数层级的

节点和 终 端。分 形 是 智 能 技 术 的 内 容 化———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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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２Ｏ等各种对 接 模 式 把 移 动 互 联 技 术 成 果 转 化 成

具体运用，用大量分形终端瓦解了福特式都市的空

间集中化的发展趋势。

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消费空间，

就是由云计算和大数据系统构建起来的“云”空间。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店营销体系似乎走了一条与

大都市集中消费相反的商业路线：把消费者从公共

空间拉回到个人电脑甚至手机前，变成了商家与消

费者一对一的消费活动。在淘宝、京东等网上商城

购物似乎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私密活动———如果不

用信用卡附属卡，就连老公也不会知道老婆在网上

干什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网上购物其实是更大

规模的集体 消 费：２０１３年“双 十 一”那 天，仅 淘 宝 一

家就创下了３５０亿元的销售纪录。这样巨大的销售

额当然不 是 个 人 化 消 费 活 动 所 能 够 产 生 的。事 实

是，在每个网上购物的消费者背后是把所有消费者

联系在一起的巨大网络———无数网络服务器以分布

式处理构建起来的云计算、云储存系统产生的大数

据库汇集了无数消费者的信息资源，通过对这些巨

量资源的分析和使用而建立起网罗了无数消费者的

虚拟空间。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技术使得看起来好

像失控了的信息爆炸状态通过大量分布的数据处理

网络形 成 了 新 的 信 息 秩 序 和 空 间 关 系———“分 形”

（ｆｒａｃｔａｌ）关系，即 在 貌 似 混 乱 的 分 散 状 态 中 发 现 各

个层次的自 相 似（ｓｅｌｆ－ｓｉｍｉｌａｒ）特 征，通 过 进 行 递 归

处理而形成多元复杂维度的分形秩序。

电商制造的分形化商务空间对于智慧城市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一位学者在研究“淘宝村”时注意到

网购对乡村空间重建的积极意义，认为“去中心化的

互联网能缓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城乡二元分

化，把更多向下沦陷的乡土往上托举”①。农村进入

电商空间是当代消费空间从集中转向分形化的一种

特殊形态，显示出乡土空间智慧化的自发性已超出

了政府规划的有限视域。

网购只是 生 活 空 间 智 慧 化 分 形 的 开 始。Ｏ２Ｏ

模式正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智慧生活功能———在线

娱乐、在线旅游、在 线 教 育、在线医疗……形形色色

“野蛮”生长着的分形空间与现代大都市空间的集中

性相对立、叠合而形成共生的多元空间形态。这种智

慧化的多元空间形态对于消解城乡剪刀差、推进大中

小城市和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具有实质性作用。

（二）开源化

开源化来自美国城市学家萨森提出的“开源的

城市化”观念。她所说的开源（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来 自

计算机技术中的“开放源代码”概念，指网络化、公众

化的参与共享机制，她认为这种城市建设机制有助

于推进城市向开放、多元和共享方向发展：

　　每个社区的人对城市都有一些与市中心、

市政府、与专家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 有 关 于

他们所在地的一些知识，尽管他们都不是城市

专家。想象把所有这些多样的、有特殊 知 识 的

人联接到一个开源的网络中或一种维基式的网

络中，使这些信息得以传播。市政府机 构 可 以

学到很多无法轻易获得的关于城市的知识。最

终，这会从社区上升到一个城市的高度，一个从

下往上运行的机制，导致变化和协作，产生一个

被 完 全 调 动 起 积 极 性 的 社 区 和 一 种 城 市

文化。②

萨森 的 开 源 城 市 建 设 理 论 是 在 政 企 合 作 的

ＰＰＰ开发模 式 之 后 对 传 统 大 都 市 宏 大 规 划 建 设 理

念的进一步智能化转向，将ＰＰＰ模式从政企合作扩

展到政、商、民三层面的合作，通过建设规划基础层

（源代码）的开放而使城市、社区不同利益关系、不同

层次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和影响空间建设，使不同群

体的需要和知识相互沟通、叠加，形成多元共享和智

能化生长的公众化空间建设模式。

开源化对于城乡社区空间建设具有的功能作用

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抵御“行政

效率附带灾害”。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是

由大政府行政权力主导下形成的一刀切建设的高效

率。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

这种行政高 效 率 产 生 的 是 全 世 界 公 认 的 高 速 度 建

设。在大规模建设方面，中国行政的高效率与许多

发达国家行 政 行 为 的 拖 沓 和 效 率 低 下 形 成 鲜 明 对

比，彰显出中国式发展模式的优越性。

毋庸置疑，这种高效率带来的高速度发展对于

中国当代发展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但与此同时也

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副作用———生态环境破 坏、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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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４日。



传承失落、重复建设浪费、拆迁矛盾冲突、社会群体

矛盾……诸如此类状况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甚

至可以说是灾害。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需要靠正确的

决策，但行政机构、相关企业的建设意图和规划决策

都不可避免存在视野和利益的盲点，更不用说还可

能存在利益交换产生腐败的问题。尽可能防范行政

效率附带的危害可能需要多种机制，而空间建设从

规划层面开源化，可以形成不同群体利益和关注视

野之间的对冲，产生对行政效率的缓冲效应，从而对

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起到警示作用。

开源化建设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增强社区认同。

随着现代化大都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市空间的社

会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意义上的市民或者说

传统社区的户籍居民，在城市扩张中被迁移、分散和

稀释，而新移民越来越多。新移民其实并不是一类

社会群体，其构成非常复杂：白领、老板、工人、小商

小贩，还有住在高架桥下甚或枯井底的流浪汉……

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消费能力、

社会关系和生活诉求，因此产生了越来越复杂而且

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群体和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城市社区建设，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可能制

定出适合各方需要的方案，合理的规划只能在各种

因素的全面考量、相互对冲和妥协中产生。开源化

不仅给各种人群以发表诉求意见的权利，而且意味

着在一定程度上自主介入空间建设的机会。这不仅

需要政府决策的开放性，而且意味着不同利益关系

主体之间的博弈、对冲与妥协。

深圳大鹏湾以民宿为特色的海滨度假区空间建

设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这些民宿经营者像候鸟一样，选择大鹏落

户“栖息”，形成了大鹏民宿文化生态的独特景

观。短期内从各地汇聚而来的民宿经 营 者，决

定了大鹏民宿社区自治的独特性：大部分民宿

经营者不是土生土长的大鹏本地人，但房东大

多是本地人，由代表本地村民利益的社区股份

公司决定是否准入。即便是外来者居多的民宿

经营者群体中，最早来的那批老板，和新近开店

的老板，对大鹏在文化上的理解和认同也不同。

这样一来，社区只是行政上的空间概念，而以同

行或邻里为主要社会纽带的、以外来者居多的

民宿老 板，才 成 为 民 宿 社 区 自 治 的 主 要 文 化

群体。

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和多元 化，对 实 现 社 会

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多元文化

背景下的城市规划，需要“加强公众参与规划过

程和决策，体现多元社会集团利益”。①

通过网上网下同时展开的不同声音和意见的冲

突、碰撞和交流，这种多元社会集团的利益才能趋向

统一，形成社群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意见。政府、投资

商、原籍居民、新移民、底层商户的互动融入将有利

于增加社区和谐与发展活力。

开源化空间建设对于城市空间意象的构成具有

特殊的意义。类似深圳大鹏湾民宿群这种建设方式

形成的空间形态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源性，与常

见的一刀切的新农村建设面貌不同，很容易使人联

想到杂乱无章的城中村。但与上世纪９０年代形成

的珠三角城中村不同的是，这种民宿群不再是失控

的自流式空间蔓延，而是在社区行政、本地居民、外

来商户和旅游者需要等多重关系诉求、对冲和相互

制约下形成的貌似杂乱而又相互协调的多样化空间

意象建设。

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追求城市

意象 的 理 想 化，这 在 勒·柯 布 西 耶 的“光 辉 城 市”

（Ｌｅ　Ｖｉｌｌｅ　Ｒａｄｉｅｕｓｅ）理论 中 表 现 得 很 清 楚：城 市 就

是居住的机器，是统一、科学、完美的规划产品，是工

业技术制造的现代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化的完美城

市意象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工业化大都市发展中所显

现的价值和产生的问题人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今天

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不同于工业乌托邦的新型空

间意象———体现多重空间并置、不同文化杂糅、人与

自然共生、传统与当代互融的多样化意象。这样的

意象靠统一规划建设是不现实的，通过底层开源实

现智能化的多样性空间建设，才有可能构建体现公

平、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空间意象。

（三）海绵化

海绵城市是为了应对现代都市反自然的硬质化

表层带来的排水不畅等环境问题而提出的城市生态

表皮理念，即减少城市地表的硬质化处理，更多地恢

复符合生态要求的土壤、植被和开放的自然排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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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从而形成海绵式渗水的地表。海绵化是环境生

态的活化，是 城 市 生 态 空 间 建 设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但对于城市空间建设而言，这一理念所具有的意义

还可以从更广义和深化的层面理解，就是生态城市

建设理念的渗透性转化。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理念有了许

多创新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态城市建

设理念的 提 出。但 在 许 多 城 市 建 设 的 规 划 和 实 践

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变成了园林化景观的形象

工程建设，营造了大量看上去很美的绿色景观，但往

往是出于片面营造形象景观的目的，而实际上却没

有多少环境保护效用，有的甚至会产生反生态效果。

到头来，绿色生态城市建设的结果变成了徒有其表

的“绿皮城市”。从“绿皮城市”向海绵城市的改造不

仅仅是地表生态建设，而且是智能技术把生态建设

理念向后台空间、生活细节、人际关系、社会习俗等

方面渗透、内融和活化。

所谓“后台”，是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谈论社会空

间时借用戈德曼的表演理论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

人际交往中被隐匿起来的区域。城市空间也存在着

“前台”与“后台”之分：“前台”是城市空间的表演层

面，即通过规划建设和公共服务构建起来的城市意

象，以公众感知的整体形态存在和传播；“后台”则是

隐匿在表演层面背后的空间，常常是被市政规划建

设和公众感知所 忽 略 的 阴 影 面，如未经规划建设的

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以及其他没有获得正常

居住条件的流动人口生活的特殊空间。城市空间的

智能化普惠建设如果只是沿着城市建设规划的线路

进行，仅仅关注被公众感知的意象层面而忽略了城市

的隐匿空间，就会强化城市“前台”与“后台”之间的分

离、扩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沟，从而使得城市

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板结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

海绵化建设则意味着智能化建设向城市空间的

深层、隐匿和细微处渗透。比如社区智能化建设，从

环境规划、房地产开发和社区住户管理的角度来设

计智能化的整体架构当然没问题，但在社区的前台

公共意象背后存在的许多复杂关系和麻烦问题，如

何实现智慧管理才是问题的重点。常规的社区管理

是以前台空间为基础的管理：区域、道路、建筑、环境

构造起的空间意象是社区管理的外延视觉形态，人

口构成、社会关系、社区生活形态、公共服务供给是

社区管理的社会内容。但当代空间管理中真正复杂

的问题存在于这些管理对象的后台深处和细处———

安全、健康需要，经济、文化活动，人际关系细节，生

活习俗与服务等等，不仅是从每个个体以及社会单

元外部所感知和进行管理的内容，更需要对社会空

间内部隐匿的状态和关系的了解。

换句话说，当代空间管理不仅是做管理前台秩

序的“保安”，而且更需要做管理后台事务的“保姆”。

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群体关系日趋复杂、公共服务

需要不断增长和多样化的当代社会，智慧城市建设

只有通过海绵化渗透才能够实现社会各个层面的沟

通，从而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和平等化。但

这种管理的复杂性和碎片性，使得在传统的管理方式

中难以有效操作，而在云计算技术上的大数据整合却

为这种向城市后台延伸渗透的海绵化建设提供了技

术基础，使得信息传播交流与生活服务从公共空间到

个人身体、行为、家庭环境的智能化渗透成为可能。

三、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新常态与新场景

　　智慧城市建设功能的真正实现，不仅仅在于投

入了多少资金，建设了多少基础设施，也不仅仅是指

在某些条件下实现了哪些创新功能。更重要的是这

些智能化创新的设施和功能能否具有实质性的智慧

城市建设作用，是否具有生长性和可持续性。判断

这种成长前景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场景”化。

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智能化产品和服务越

来越多，越来越先进；在激烈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中，

智能应用的开发目标从一般意义上的用户需要，转

向对整个生活形态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场景”意识，

即不再是简单地提供当下生活形态的需要，而是创

造新的生活场景，使新的智能应用改变现有的生活

形态和空间形态。就拿现代城市生活中最基本的生

活场景来说，办公场所和居住环境、相关的辅助设施

以及联系二者的交通方式，就是城市生活最基本的

场景；城市的空间建设内容大都是按照现有的场景

进行的。但新的空间建设创意不再仅仅满足于为现

有场景提供服务，而是在试图构建新的生活场景：

　　上下班是城市里最习以为常的活动，但换

一个角度，却是有些违背常理的“集体行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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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道拥挤，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要赶到高峰期

涌进地铁；明明知道拥堵，那么多人为何非要在

高架路上加入堵车大军。这背后是一股什么力

量，在支配着人们。我们无法在城市里 无 限 地

修路和增加车辆，但我们可以改变生活与工作

的连接方式。从历史上看，居住与办公 场 所 之

间的连接，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

改变的力量是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与互联

网化。……生活与工作，居家与办公，是两种不

同的场景，也承载、容纳和进化着不同的社会交

往关系。一种新的连接正在产生，并且 将 改 变

人们办公与上班的方式，这场革命将从创业者

的办公社区开始，并将影响越来越广泛的劳动

者和他们的场所。我们看到美国出现了集体办

公空间 ＷｅＷｏｒ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

优步———滴滴和快的打 车，我 们 也 将 很 快 看 到

一批中国的 ＷｅＷｏｒｋ。①

优步（Ｕｂｅｒ）、滴 滴 打 车、集 体 办 公 空 间（Ｗｅ－

Ｗｏｒｋ），这些是近年来出现 的 无 数 与 都 市 生 活 方 式

直接相关的设计和应用创意的一部分，看上去似乎

还不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但它们的重要性在于使智

能化建设从服务于现有的生活方式转向构建新的都

市生活模式与场景。换句话说，智慧城市创新的场

景化就是通过智慧城市功能的实施而逐步构建起新

的常态化生活场景。

实现场景化的基础是具有真正向新的智能环境

和生态环境转型创新的空间结构，即地理、社会、活

动、习俗各方面要素整合形成的新的城市生活生态

结构。这意味着创新理念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个过

程：从技术创新到新技术的应用，再从应用发展到整

合形成的生活方式新常态，这种新常态构成了新的

习俗景观即场景。简单表示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线

索：“创新—新型—新常态（新场景）”。可以说，只有

当智能化的应用构建出新的生活场景时，才具有了

实质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建设。这种新场景的建设包

含了多层次的内容。

（一）场景的技术基础：智能技术应用的活态化

如今的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从多方面展开：政务、

商务、生活、健康、社交、文化、教育等服务领域都在

建设智能化的应用技术系统。曾经有媒体预测近年

来会有八种“将颠覆生活方式的新科技”发展起来，

其中包括物联网与智能家居、汽车电子和无人驾驶

车、机器人和无人机、可穿戴设备、增强现实感知技

术、虚 拟 现 实、３Ｄ打 印 和 应 用 更 加 广 泛 的 智 能 手

机②。但智能化的技术系统只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物

质条件，真正要使智能技术构建起新的生活场景，需

要使智能技术的应用走向活态化。所谓活态化当然

首先是指信息数据内容和技术平台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的不断更新升级，但更重要的是要使智能终端更

加贴近、融入乃至影响和改造人们的生活。在这方

面，智能穿戴和家用终端设备的开发应用可以说是

一个典型的智能技术活态化、生活化的例子。致力

于这方面智能应用开发的小米集团总裁雷军曾经这

样描述智能终端与生活的联系：

　　我们要把所有的设备连起来，包括你家里

的摄像头和电视。然后我们用生态系统的思路

来思考这个问题。将来你一回家，所有 设 备 都

连到手机上了。你离开家，家里所有的 事 情 你

都能知道，你家里的空气和水的状况。然 后 摄

像头，安全状况你都一清二楚，你一回 家，家 里

人就知道你回来了，因为你的手机，你 的 手 环，

都在标示你的身份。③

在这一近乎令人生畏的未来生活描述中透露出

智能应用如 何 活 态 化 并 且 成 为 改 造 日 常 生 活 的 力

量。在商务活动中智能技术的活态化令人或多或少

有一种私人领域被侵入的不安感，因而作为终端用

户往往也会产生某种恐惧和抗拒心理。但在整个社

会生活领域中智能技术全方位地贴近、融入乃至影

响人们生活显然正在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因而在

智慧城市建设中如何使智能应用活态化和如何使得

这种活态化的智能应用更人性、更安全是同样必须

重视的问题。

（二）新场景的社会管理景观：公共空间与公共

平台智能化运行的“新常态”化

大多数地方政府和许多企业都在设计各种智慧

平台，包含的智能化应用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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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方面的一些智能化应用已在实施，如环境保护工

程、公共空间管理、社区生活服务、老弱病残关怀，等

等。不同城市、乡镇、社区空间的智能化建设内容各

有不同，但如何评价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功与否需要

有基本的目标尺度，即智能化技术及其应用是否形

成社会治理的新常态。

怎样理解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呢？我们 知 道，日

常生活在习惯的规律化行为和现象之外总会有一些

不确定的意外状态发生，从天气异常造成的“城市变

海景”到各种社会事件，大的如公共场所人群拥挤踩

踏、暴恐袭击，小的如老人小孩走失、家中失火失窃，

等等。诸 如 此 类 的 事 件 通 常 被 认 为 是 非 常 态 事

件———就是说，从经验来看不是会按一定的 时 间 节

奏和空间分布规律必然反复出现的，所以在某种意

义上说是不可预测的。但实际上这种“非常态”观念

其实是基于传统生活经验和世界观形成的认识。当

代社会的加速度发展已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常态”失

去了意义：一次“百年不遇”的暴雨从历史上来看显

然是非常态的，但此后如果“百年不遇”的气象变化

屡屡发生，如同人们开玩笑时所说“如今的天气‘不

正常’是正常的，‘正常’的天气已成为不正常的”，那

么作为评价基准的百年经验“常态”其实就已经失去

了作为预测和管理决策基准的意义。

无论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生活，突发、变 异、不 确

定性已成为当代的普遍现象，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

“非常态”已经成为当代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以传

统的“常态”思维管理社会必然出现应接不暇处处被

动的局面。智能化的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提供更加丰

富高效的服务和管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传统

社会治理观念，形成社会治理的“新常态”。换句话

说，今天的常态不是基于经验的关于规律性、确定性

的认识和描述，而是基于大数据搜集和运算而不断

发现的关于突发、变异、不确定性的动态认识，在这

种动态认识中形成智能化的动态应对和管理形态。

智能化管理中心不可能精准知道下一次踩踏、暴恐、

和失火的具体时间、空间状况，却可以通过大数据运

算形成关于各种随机事件发生概率和分布的动态信

息以及相 关 应 对 参 数。随 着 数 据 的 不 断 变 动 和 增

长，数据运算分析也在随时变动。

社会治理“新常态”与传统“常态”观念最大的不

同在于 智 能 技 术 应 用 造 成 的 管 理 方 式 的“云 动 态

化”。所谓“云动态”的意思是说，这种动态不是传统

运算图式中的整体模块和向量的几何形变化，而是

基于巨量微观动态数据及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边缘

模糊、维度不规则的“云”变化。这是一种新的社会

管理场景：传统管理常态中规则与个例之间的脱节、

冲突被随机变化的预警、提示、对话、建议、反馈、矫

正、优选等柔性和弹性互动机制所取代。这种云动

态化管理已不是科幻想象———实际上我们正在电商

的大数据运 算 提 供 的 服 务 中 见 证 着 日 益 完 善 的 运

用。社会治理的云动态化是在构建比电商服务更高

层次的社会交往场景。

（三）新场景的人文生态景观：日常生活环境中

文化氛围的重构

“我们无法在城市里无限地修路和增加车辆，但

我们可以改变生活与工作的连接方式。”这是通过改

变生活方式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一句简洁有力的

口号，也是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生活新场景想象。

新场景的人文生态景观由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文

化氛围构成，核心是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活化以及

学习型社会的空间建构。

一个城市、乡镇或社区的人文景观核心是由特

定空间、群体的集体记忆、社会习俗和文化认同构成

的传统文化内涵。“记得住乡愁”就是对传统文化内

涵的记忆和情感依恋。如果失去了传统文化记忆和

情感依恋，未来的空间建设将越来越脱离人文历史

内涵而变成失去人性的物质空壳。

我国近几十年来的空间建设发展很快，但带来

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传统空间的消亡和文化认同危

机。近年来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城乡一

体化建设都包含了传统文化保护和复兴的内容。但

问题在于，城市和乡村的传统文化空间早已大面积

地被铲除或瓦解粉碎，剩下的即使受到保护也往往

变成孤立的碎片和失去功能的废墟空间；传统记忆

和习俗也已经流散、消逝得差不多了，非遗保护虽然

通过代表作和代表性传承人立项保护的方式进行，

但孤立的项目保护无法解决城乡空间的整体文化风

貌建设；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假古董、伪民俗却在

流行中继续破坏着真正的传统文化……那么问题来

了：已经破败、消亡和碎片化的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

振兴如何可能？

智慧城市建设对于传统文化保护和振兴具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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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意义，因为只有最新的遥感、遥测、大数据运算

等智能技术的应用才有可能显现整个区域空间风貌

与生活形态，从中发现传统文化活动和记忆场所的

分布与关联，以此来进行传统文化活动、记忆场所的

保护与活化规划设计，同时把传统文化保护、活化纳

入到整个区域文化建设和社区重构中，使传统文化

建设逐步融入当代空间氛围，成为当代社会人文生

态景观的有机组成。

新场景的人文生态景观与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相

联系的另一方面是学习型社会的空间场景建设。建

设“学习型社会”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的一种共识，但如何建设以及如何评估建设效果却

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全民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

和智能化的教育技术、教育网络正在为学习型社会

的建设奠定基础，但如何评价这种建设的效果却不

是与这些投入相关的指标体系所能解决的问题。

学习型社会场景的形成需要的不仅是文化教育

设施的普及，更重要的是教育设施的活化和公众学

习行为的习俗化。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有一

种“傻瓜化”倾向：从“傻瓜相机”开始，逐渐研发出越

来越多的“傻瓜”型产品———从电脑、乐器、手 机、家

电、各种工具和机械，一直到谷歌正在研发的无人驾

驶汽车。这些“傻瓜”型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几乎不需

要学习就可以使用，所以如今从几岁的小孩到七八

十岁的老人都可以使用许多电子产品。随着智能技

术的普及，似 乎 正 在 造 成 一 种 不 需 要 学 习 的 表 象。

但恰恰正是这种“傻瓜化”现象正在把智能化的生活

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推动整个社

会走向大规 模 关 联、遥 感 和 互 动 化 的 智 慧 型 生 活。

这种智慧型生活对于一般公众来说的确是方便化或

者也可以说是“傻瓜化”了，甚至可以说公众的生活

是在几乎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驱动前进和改变着。然

而这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和动力的兴起：人们主

动或被迫学习不断更新的感知、应对、交往、行动方

式和规则，以及由智能化构建起的越来越丰富的物

理与人文知识视域。

电脑、ｐａｄ、手机和可穿戴设备上“病毒般”增长

的ＡＰＰ是当今公众典型的被动学习方式，而人文生

态景观建设的目标则是培育主动学习的习俗，即给

所有公众———从儿童到老人———提供公共服务设施

以创造更积极健康的主动学习条件，并且通过智能

技术和服务创新使公共教育设施真正活化，创造公

众主动学习行为兴趣化、社群化、互动化的条件，构

建起学习型社会的新场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城镇

化进程中 记 忆 场 所 的 保 护 与 活 化 创 新 研 究”（项 目

号：１４ＺＤＢ１３９）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高小康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时世平

（上接第８０页）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符合东亚合作的现实需

求，有利于东亚地区制度的构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

设，“一带一路”是开放共享的以经贸合作为主的倡

议，不应对其进行过度的政治解读。“一带一路”是

一项庞大的工程，东亚各国国情复杂，“一带一路”项

目从谈判到开发运作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地区冲

突、领土纷争、政权更迭、国内动荡、恐怖主义等问题

都会干扰“一带一路”的实施。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走向海外，中国有必要重视对海外投资安全的

保护。中国应鼓励东亚各国的华人华侨参与“一带

一路”项目的开发建设，发挥华人经济圈的优势。中

国还需重视国内经济圈与东亚合作的对接，培育地

方政府和公众的东亚观和东亚认同感，激发地方政

府与企业的国际合作意识与国际发展意识。另外，

中国的金融体系仍需完善，在确保“一带一路”顺利

开展的同时避免金融风险；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

力还有待提升，科技创新驱动下的制造业转型升级

将为“一带一路”在东亚和其他地区的实施提供坚实

的基础。

本文 受 中 央 高 校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资 金

资助。

（本文作者：刘兴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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