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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 年 IBM 提出智慧城市理念及愿景后，建设智慧城市很快成为世界各国及城市在金融危机后寻求新一

轮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智慧城市不仅能引发新一轮技术创新及物联网产业发展，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智慧

化，而且能促进城市建设管理智慧化，使人类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城市生产与生活，为居民创造更加

美好的城市生活。简要介绍智慧城市产生背景、内涵和特征，分析对城市发展产生的影响和面临问题，提出包

括加快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联网技术研发及产业、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智慧化、重点领域应用示范等发

展策略，为智慧城市赢在未来夯实基础。
关键词: 智慧城市; 物联网;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 G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7695 ( 2012) 07 － 0020 － 05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mart City

YANG Zaigao1，2

( 1. School of Economic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2. 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uangzhou 510410，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and vision of smart city，proposed by IBM in 2008，became the countries and cities’major strategy
to seek a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after financial crisis.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rigger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and provide new intelligent urban manage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but also providing a better way of life for resid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basic
content and features about smart city，analyzes major influence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problems confronted with，and
presents several policies including improving urban infrastructure，industry and technology of internet of things，and crea-
ting model driven effort by application in key industries to reinforce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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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已迈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一些重要
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不断显现，“智慧
地球” ( Smarter Planet) 发展方兴未艾，世界各国
及各城市都在围绕 “智慧地球”发展谋求新的突破
口，这也预示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围
绕“智慧地球”发展，美国已把其上升为国家战
略，欧盟宣布包括 14 点行动的“物联网行动计划”，
日本提出 “i － Japan 战略 2015”，韩国通信委通过
“物联网基础设施构建基本规划”，新加坡正在推进
“智慧国”计划。“智慧地球”最有可能从城市建设
开始及实现，“智慧城市” ( Smarter City) 建设将为
城市转型发展及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开辟广阔前景，
即智慧地球赢在城市。自从温家宝总理在 《让科技
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讲话中将物联网列入六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国内随即掀起建设智慧城市、发展
物联网产业热潮。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无锡、
宁波、佛山等城市在 “十二五”规划中已提出建设
智慧城市的战略方向。这一切预示智慧城市时代正

在来临。世界发展的实践表明，谁能在科技创新方
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主动权。

1 智慧城市的兴起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及金融危机往往孕育着科
技创新和新的技术革命，如: 1857 年的世界经济危
机引发 了 以 电 气 革 命 为 标 志 的 第 二 次 科 技 革 命;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子、航空航天和
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1987 年
的经济危机则引发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
命。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都将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
会各个领域的变革，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抢占先机
和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和赢得发展主动权，获得科
技、产业及经济发展竞争的话语权。

2010 年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以物联网技
术兴起为标志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这一轮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也称为智慧地球行动。由
美国 IBM 公司 2008 年底首次提出智慧地球理念和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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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后，世界各国及各城市都在围绕智慧地球发展谋
求新的突破口，期望刺激受世界金融危机重创的经
济全面复苏，期望在新一轮发展中继续强化技术领
先优势，继续实现对全球经济乃至政治的掌控。智
慧地球最有可能从城市建设开始及实现，智慧城市
建设将为城市转型升级及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开辟
广阔前景，即智慧地球赢在城市，智慧城市赢在未
来，并将引导城市迈向一条繁荣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2 智慧城市的涵义

智慧城市就是把新一代 IT 技术运用到各行各
业，把传感器嵌入和装备到各种各样的物体中，把
互联网、通信网与装有传感器的各种设备物件普遍
链接起来，形成史无前例的物联网及人类社会与物
理系统的整合，再使用高性能计算机和云计算等先
进技术整合巨量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和复
杂计算，最终实现智慧的决策和行动并达到智慧状
态，实现智慧电力、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给
排水、智慧供应链、智慧银行、智慧教育、智慧医
疗、智慧企业、智慧社区、智能家居等。简单来说，
智慧地球就是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有机结合
及广泛应用。

智慧城市的结构主要包括感知层、网络层和应
用层 ( 见图 1) ，分别对应以下三个特征: 更透彻的
感知，更广泛的互联互通，更深入的智能化。其中
更透彻的感知是指利用任何可以随时随地感知、测
量、捕获和传递信息的设备、传感器快速获取城市
任何信息并进行分析，便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和进
行长期规划; 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指通过各种形式的
高速高带宽通信网络工具，将个人电子设备、组织
和政府信息系统中收集和储存的分散信息及数据进
行连接、交互、多方共享和协调，从而对环境和业
务状况进行实时监控，从全局角度分析城市发展动
态并实时解决问题，使得工作和任务可以通过多方
协作完成，改变整个城市运作方式; 更深入的智能
化指深入分析收集到的数据，以获取更加新颖、系
统且全面的洞察来解决特定问题，更好地支持城市
发展决策、行动和创造新价值。具备更透彻感知、
更广泛互联互通、更深入智能化等特征的智慧城市，
可以改变城市政府、公司和人际交互的方式，提高
交互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使人类
能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创造
新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

3 智慧城市前景

智慧城市就是要用全新的智慧方法，率先推进
物联网及智能信息技术，对城市现存经济、社会及
城市各系统进行智慧化改造，构建智能化的城市基
础与服务设施体系，率先推进物联网等技术研发及

图 1 智慧城市三层结构

大规模产业化，发展智慧经济，构筑智能社会，最
终成为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有机结合及广泛应
用的智慧化城市，对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增强城
市功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势必产生巨大的应用前
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
3. 1 推进传统城市转型升级

在城市人口快速增加的背景下，全球城市污染
加重，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交通拥挤，住宅短
缺，土地空间有限，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设施
不足，失业增加，安全监管难度逐步加大，城市运
转效率降低，这使传统城市发展难以为继。智慧城
市将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信息交互和无缝链接，
达到对城市实时控制、精确管理和科学决策，势必
产生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引导未来发展方向。构建智
慧城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管理智慧化，推
进实体经济依托虚拟经济而向上提升，实现城市各
个系统以及系统之间能够高效地协调运作，有利于
促进城市节能减排和绿色增长，促进城市发展方式
转变及形成迈向信息社会的强大引擎，提高经济社
会发展效率和城市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发展更科学，
从而在开创城市未来发展新路中赢得先机。
3. 2 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以 “智能 + 互联 + 协同”的智慧化城市，是
在已有数字城市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先进信息技术应
用与全新城市运营理念的融合，以更快、更好地实
现城市政府从管理到服务、从治理到运营、从零碎
分割的局部应用到协同一体的平台服务的三大跨
越，可实现城市运作更安全、更高效、更便捷和更
绿色。按 “智慧城市”理念，建立起随时随地随
需的信息网络体系及实体经济的物联网，建设城市
智慧交通、供应链、物流、商贸、电力、通讯、医
疗、环保等智慧系统，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社会服务、政务服务、城市管理等智能化，实
现城市整体及各个服务系统交互、运行和管理的明
确性、灵活性、效率和响应速度，这有利于节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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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降低消耗，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全面提升
城市运行管理效率，让城市居民享受更方便、健
康、和谐幸福的生活，引领和辐射带动区域及世界
经济社会发展。
3. 3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系统，集聚了各种各样的生
产要素资源，这些要素资源将为 “智慧城市”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及提供广阔的应用范围。建设 “智慧
城市”，不仅能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群，推
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城市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能够充分运用智能信
息技术手段感知、分析、整合城市运行系统的各项
信息，从而对城市各个方面需求及管理做出智能的
响应及判断、决策、行动，将有效提高政府社会管
理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和城市运行效率，为城市创
造更好的居住创业环境、更有吸引力的商务投资环
境及美好远景。城市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信息化和智慧化水平，“智慧地球”最有可能从城
市建设开始及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将为传统城
市 向 现 代 城 市 转 型 及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开 辟 广 阔
前景。
3. 4 推进科技创新及新兴产业发展

智慧城市技术涉及到感知识别、物联网、互联
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每种技术又是一个庞大的体
系，涉及众多学科和领域，如感知层包括 RFID 信息
编码标准、数据采集、传感器中间件、中高速短距
离信息传递等关键技术; 网络层涉及互联网、无线
网络、专线网络等在内的各种网络信息传输技术和
信息安全技术等。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推进以物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重点的技术创新。物联网产
业包括物联网设备与终端制造业、物联网网络服务
业、物联网基础设施服务业、物联网基础支撑产业、
物联网软件开发与应用集成服务业、物联网应用服
务业等行业 ( 见图 2) ，是一个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高、产业链条长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催生大规模的物联网及战略性新
兴产业，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据美国独立市场研究
机构 Forrester 预测，物联网所带来的产业价值要比
互联网大 30 倍，将形成下一个超 10 000 亿元规模的
高科技市场。值得一提的是，物联网的终端是数以
万亿计的设备或物品，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容量
和无限的发展空间 ( 资料来源: 搜狐 IT 频道，ht-
tp: / / it. sohu. com /20100104 /n269359132. shtml) 。
3. 5 营造更美好城市生活

智慧城市建设将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改变人
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联系方式，也必将深刻地
影响人们的生活、娱乐、工作、社交等几乎一切行
为方式。通过智慧医疗系统使得居民身心健康得到
及时有效护理，同时有效破解当前医疗资源有限、

图 2 物联网产业结构图
注: 资料来源于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曹淑敏的《物联网的技术

产业发展及建议》，有修改

分配不平衡的难题; 通过智能交通使得出行更为顺
畅，高效率运用城市道路资源; 通过智慧食品供应
链使得居民能够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智能家居给
居民营造一个安全、智能、舒心惬意的家庭环境;
智慧城市平安应急体系可以有效监控城市治安状况，
从而及时有效处理城市犯罪和突发事件，营造平安
城市环境。智慧城市通过一系列智慧工程，构建和
谐稳定、经济良性发展、安全、环保、宜居的城市，
营造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4 智慧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智慧城市理念为城市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美好
蓝图，而且国家已经在很多方面开展了相关的工作，
特别是在交通和物流领域，但是智慧城市建设要顺
利开展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4. 1 技术和标准问题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物联网技术
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智慧城市是由
以 RFID 技术和服务为主支撑起来的一个庞大信息系
统，在 RFID 高频领域我国主要沿用国际标准，关键
的超高频领域标准仍由国外组织控制，我们如果不
创新研发出自己的相关标准，未来将要支付大量的
专利费，这将大大增加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和投资
成本。我们知道，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优秀的
标准化方案，如 TCP /IP 传输协议、路由器协议等，
而物联网的传感、传输、感知应用等各个层面会有
大量的技术出现，技术标准急需统一和协调。物联
网大量终端的出现，势必带来频谱拥挤问题。大型
企业、政府机构与国外机构进行项目合作，如何保
障涉及国家安全信息、地方政府信息、企业商业秘
密等不被泄漏和如何保障个人隐私信息，也是智慧
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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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企业及产业发展问题

企业技术研发水平薄弱。目前我国进入物联网
领域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中小型企业，企业资金实力
相对薄弱，用于技术研发的资金很受限制，影响企
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及产业化; 物联网产品、传
感器标签等成本过高，限制了产品应用的推广。根
据相关资料，中国制作一个标签的成本大约是 1. 5
元，高额成本决定了这项技术目前只能应用在附加
值相对较高的商品上，在低价值商品上则无法推广。
企业使用 RFID 标签需要增加成本，一般的企业不会
主动去用 RFID 标签，同时企业对于 RFID 的作用了
解较少。物联网的普及不仅需要相关技术的提高，
更是牵涉到各个行业、各个产业，需要多方力量及
资源的整合，这就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立法走在
前面，制定出适合物联网行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促
进条例。
4. 3 人才匮乏问题

国外凭借其几十年的发展，在物联网领域积累
了大量人才，而我国物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时间较短，积累的人才尤其是高精尖人才较少，
技术创新人才较为匮乏，需要国家和企业加大对人
才培养的力度。国内的大专院校在物联网专业方面
的人才培养工作才刚起步，无法满足智慧城市建设
对人才的需要。

5 智慧城市发展策略

“智慧城市”实现信息和实体的结合，势必产
生巨大的应用前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方
向。我们应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策应智慧地
球及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以前瞻视野和战略思维，
高度重视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5. 1 加快构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智

慧化改造

智慧城市之所以具备智慧特征，首先是智慧城
市借助以 RFID 为主的传感器，它能够更全面地感知
整个城市的动态信息，从而为城市智能化管理与决
策提供基础。以往数字城市建设的主要工作是搭建
信息传输通道和建设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从而实
现数字城市，但这种数字城市大多只是部门内部的
数字化，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融合较为松散，造成
资源使用效率低下以及信息资源的整合程度较低;
而智慧城市则不同，从智慧城市的三层结构可以看
出，通过在城市基础设施部署大量的传感器负责收
集来自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各方面的信息，信息统一
由先进的云计算平台进行处理分析与结果传输分发，
使得城市能够更全面感知和深入智能化。一方面，
要整合集聚各方面的智慧资源和力量，加快城市物
联网络 ( 泛在网络) 体系、高性能计算机和云计算
平台、数据中心、控管指挥及安全保障中心、视频

监控系统等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推进光纤
到户和“三网融合”，形成先进的城市物联网基础设
施，为实现城市更透彻的感知、全面物联和智能化
奠定坚实的基础。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城市现有物流
体系、综合交通体系、电力体系、环保体系、城市
供水排水体系、公共生活服务设施、城市平安应急
体系等进行智慧化改造，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化
及运行管理的智能化。
5. 2 加强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

智慧城市发展离不开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
支撑和大量专业人才的投入。智慧城市及其相关产
业的发展依赖于知识、技术和标准的创新，有效的
技术创新系统对发展智慧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智慧城市发展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未来发
展的共识，因此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
影响。集中区域及城市内高校、科研机构在电子信
息及计算机方面研发与教育的资源，设立物联网相
关专业和专门的物联网工程学院，以 RFID 芯片、智
能卡、读写器、RFID 集成软件的研发和设计、北斗
卫星定位应用为重点，通过高校、研究机构、企业
之间产学研模式，借助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大企
业等在物联网产业方面的科研能力和实践经验，注
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培养大量具有扎实理论
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的物联网专业技术人才; 此外，
及时跟进世界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新动态，设立物联
网产业方面的博士后流动站，加大力度攻克物联网
技术难题。通过分层次的培养机制，为物联网上游、
中游、下游产业输送大量合格的专业人才，为智慧
城市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5. 3 培育以物联网产业为重点的新兴产业集群

推进物联网技术研发创新及产业化，主要包括
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技术研发创新和技术产业化两方
面。以突破物联网关键核心技术及产业化应用关键
技术、培育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物联网企业为
目标，强化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以建设物联网
创新园及中国物联网技术中心、云计算中心等为载
体，重点加强对 RFID 技术、智能芯片技术、物联网
组网技术、传感器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行业
标准、超宽带技术、3G 技术、数据处理、身份识
别、数字家庭等重点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
培育包括物联网芯片与设备制造业、智能装备业、
嵌入式智能设备制造业等设备制造业，重点发展
RFID 核心技术产业化及智能 RFID 标签芯片、远距
离 RFID 标 签 芯 片、RF － SIM 芯 片、大 容 量 高 速
RFID 标签芯片、带传感器 RFID 标签芯片、天线、
智能化和个性化读写机具、互联网设备、卫星导航
设备、移动通信设备、家庭智能终端等的生产制造;
大力发展物联网信息服务业、技术标准等物联网服
务业，发展数据融合、数据处理、海量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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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等物联网核心技术服务及商用数据库建设
与示范应用服务，构建物联网专利池。同时，要利
用智能信息技术促进现有服务业、制造业进行升级，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智慧化。
5. 4 促进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智慧化

推进智慧技术在城市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领域
的应用，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发展智慧教育、
智慧医疗、智慧文化、智能社保、智能社区、智能
家居等，倡导智慧化和低碳化生活方式，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构建和谐发展的现代城市。推进智慧技
术在城市管理、社会治安、人口管理、政府服务、
公共服务、社区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城市
各领域管理互联互通、及时响应和有序运行，实现
城市管理智慧化、精细化和高效化。
5. 5 积极推进示范应用及带动

智慧城市及物联网技术能够被应用到区域及城
市几乎所有的行业和产品，并催生过去无法实现的
服务和形成各种各样的智慧系统，但智慧城市及物
联网技术尚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智慧的发展道路
还处在探索和完善之中。为更好地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首先应在公共管理、民生服务、传统产业升级
等领域启动一批社会和经济效益突出的智慧城市及
物联网应用示范项目作为先导，如智慧交通、智慧
电网、智慧安全、智慧医疗、智慧城管、智慧社区
等，集中资源建设一批先进的物联网基础设施，突
破物联网核心技术和产业化应用关键技术，形成一
批有影响力的物联网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标准和专
利，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物联网龙头骨干企
业，以此示范和辐射带动智慧城市建设。

6 结论

当今传统的城市发展及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

能适应城市的快速发展，同时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
的影响，世界上主要大城市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
点，智慧城市理念的出现为城市转型升级及未来发
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和路径，很多国家与城市
不约而同地将智慧城市作为未来的发展模式。智慧
城市发展不同于以往城市发展模式，它是建立在更
先进、更全面、更综合、更高效、更便捷、更互通、
更智能和更安全的现代技术之上，预示着城市文明
新阶段的到来，同时催生一大批新兴产业和促进传
统产业升级，营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为城市未来
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智慧城市发展应该从转
变观念、物联网技术研发、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物
联网产业培育、重点领域应用示范、人才培养等方
面入手。

参考文献:
［1］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智慧地球赢在中国 ［EB /OL］． ( 2009 － 04

－ 28 ) http: / /www － 900． ibm． com / innovation /cn / think /down-
loads /smart_ China． pdf

［2］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智慧的城市在中国 ［EB /OL］． ( 2009 － 09
－ 24) http: / /www． ibm． com /cn /services /bcs． iibv

［3］ 杨清霞． 怎样迈向智慧城市 ［J］． 决策，2009 ( 12) : 54 － 55
［4］ 李虹． 物 联 网: 生 产 力 的 变 革 ［M］． 北 京: 人 民 邮 电 出 版

社，2010
［5］ 张福生． 物联网: 开启全新生活的智能时代 ［M］． 山西: 山西

人民出版社，2010
［6］ 陈卫国． 认识物联网体系与技术基础范畴 ［J］． 物联网世界，

2010 ( 2) : 8 － 12
［7］ 迈克尔 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 ［M］． 李明轩，等，译． 北京: 华

夏出版社，2002
［8］ 高玲玲，卢杰民，胡剑瑛． 智慧驱动城市变革 ［J］． 上海信息

化，2009 ( 12) : 33 － 35

作者简介: 杨再高 ( 1966—) ，男，贵州石阡人，博士研究生，经济

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与城市经济。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