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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规划、建设、运营管理，而且还需要评估、优化调整

等环节来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的前瞻性、合理性、有效性和高效性。针对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

盲目建设、实际效果不显著等问题，在研究智慧城市组成诸要素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对智慧城市的评估体

系进行理论探索，提出了构建以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优化策略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评估体系

的方法，并通过实例证明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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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智慧化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城市

数字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智慧城市能够提高人

与物、人与人、物与物之间交互的精确性、高效性和

直观性，实现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同步互动，同

时依据海量信息能够挖掘出城市各组成系统间的

联系、规律和趋势，提出行之有效的决策、方法和行

动。目前，美国、瑞典、爱尔兰、德 国、法 国，以 及 亚

洲的中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

了智慧城市的建设。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刚刚起

步，许多城市都在积极地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随着

２０１２年４月中国工程院将北京、西安、杭州、武汉、
宁波五大城市确立为“中国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以
及“两化融合”、“五化并举”、“三网融合”等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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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实施，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宽带网络技术等最

新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将成为我国城市

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智慧城市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

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环节而且需要评估、优化调

整等环节，从而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全过程的监管，
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的前瞻性、合理性、有效性和高

效性。随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相继启动，一
些研究机构也针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评估开展了研

究，并根据各自的视角制定了相应的智慧城市评估

指标体系。但是，由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和长

期性，使得目前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评估研究仅停留

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定性评

估的 层 面，尚 未 形 成 一 个 涵 盖 规 划、建 设、管 理 决

策、运营诸环节的完整的、动态的、定量的闭环评估

体系。本文以智慧城市的内涵为立足点，针对目前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研究智慧城市

组成诸要素及其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并构建以智慧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优化策略为核心的

智慧城市评估体系。

２　智慧城市的定义

智慧城市在从概念走向应用的过程中，社会各

界及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智慧城市进行了不

同的定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从企业、科研和政

府管理的视角对智慧城市的定义。例如：

ＩＢＭ公司认 为 智 慧 城 市 是 其 提 出 的“智 慧 地

球”概念在城市区域的引伸，并将智慧城市定义为：
可以充分利用所有今天可用的互联化信息，从而更

好地理解和控制城市运营，并优化有限资源的使用

情况的城市。
两院院士李德仁认为：智慧城市是在数字城市

的基础上，通过物联网将现实世界与虚拟数字世界

进行有效的融合，建立一个可视、可量测、可感知、
可控制的智能化城市管理与运营机制，以感知现实

世界中人和物的各种状态和变化，并由云计算中心

完成其海量和复杂的计算与控制，为城市管理和公

众提供各种智能化的服务。简而言之，智慧城市就

是数字城市、物联网与云计算三者的结合体，它是

智慧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１］。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赵刚认为：智慧

城市就是城市基础部件被赋予智能，通过网络实现

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城市所有事物、流程、运行

方式都更深入地智能化，从而促进民众生活便利与

经济发展，提升政府效率，增强城市竞争力、实现城

市可持续发展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２］。
综上所述，智慧城市应具备全面感知、充 分 互

联、有效整合，协同共享、开放应用的特征，因此本

文认为“智慧城市是通过互联网将分散在物理世界

中的智能传感器连接起来，实现对现实城市的物理

实体无处不在的全面感知；利用云计算实现海量感

知信息与空间信息的智能化处理、计算和分析，实

现城市的数字化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同步融合，并根

据城市的各种需求（如政务、环境、公共安全、民生

等）采用不同的智能化策略做出响应和决策支持”。

３　智慧城市的组成要素

我国著名系统学家钱学森从系统的观点，把城

市概括为：以人为主体，以空间和自然环境的合理

利用为前提，以积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的，
集约人口、经济、科技、文化的空间地域大系统。而

智慧城市应以物理上客观存在的城市为基础，体现

城市以人为本、智能运行的理念。因此，智慧城市

的组成要素不仅要考虑城市的组成要素，同时也要

考虑城市能够实现智能运行的要素。
目前，对智慧城市的组成要素存在不同的划分

方法，可具有代表性地分别概括为“三要素”、“四要

素”和“五要素”。其中，“三要素”是指环境、信息与

运营；“四要 素”是 指 人、土 地、信 息 和 资 本；“五 要

素”是指城市部件、信息网络、业务应用平台、海量

数据和劳动者。这三类划分方法中，“三要素”法不

够全面，没有包含城市主体———人这一要素；“四要

素”法的土地和资本要素没有充分体现智慧城市的

丰富内涵；“五要素”法过多强调了信息要素，而忽

略了智慧城市的运营。
本文以真实城市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为

基础，结合智慧城市的内涵与应用服务，提出智慧

城市的四个组成要素，即：人、环境、信息和产业。
（１）要素“人”。人 不 仅 是 城 市 的 主 体，也 是 智

慧城市最终服务的目标。人既是智慧城市中数据、
信息和知识的使用者，也是数据、信息和知识的采

集者、发布者和制造者。
（２）要素“环境”。环境是指城市智慧化建设和

发展的空间，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
（３）要素“信息”。信息是智慧城市智慧化运行

的基础，包 括 与 信 息 的 采 集、处 理、发 布、传 播、应

用、运营等相关的硬件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终
端、存储设备等）、软件基础设施（开发环境、基础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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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和各类应用系统等。
（４）要素“产业”。产业是连接智慧城市各组成

部分的纽带，是带动智慧城市智能化运行的链条，
包括与城市智能化运行相关的所有产业领域。

４　智慧城市评估体系的组成框架

智慧城市评估体系是指涵盖智慧城市各组成

要素的、能够对智慧城市建设情况进行全过程的定

性和定量评估的原则、标准、方法、流程、技术、结果

发布、政策保障等。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智慧城市

评估指标确立原则、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评估

方法、评估反馈机制、政策保障、评估组织机构保障

六个部分，其组成架构如图１所示。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图１　智慧城市评估体系框架

５　智慧城市评估体系的构建

５．１　智慧城市评估体系的构建原则

（１）客观性原则。保证评估体系的客观公正，
不人为地为达到指定的目标而构建评估体系，保证

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准确性和评估方法的科学性。
（２）系统性原则。评估体系的各个部分以及评

价指标体系中各层次的内部或指标之间，应建立一

种清晰的相互连锁关系，使其具备普遍性，以便能

进行横向对比和按同一标准进行统计评估，制定决

策进行及时修正。
（３）有效性原则。所构建的评估体系必须与所

评估对象的内涵与结构相符合，能够从本质上真正

反映城市的智慧化水平。
（４）可 比 性 原 则。评 估 内 容 都 确 定 且 可 以 比

较，每个指标的含义、量化方法和依据、时间和适用

范围均需明确，以确保评价结果能够进行横向与纵

向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不同城市（或者同

一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信息化的实际水平和变化

趋势。
（５）可持续性原则。评估体系既要满足对智慧

城市的现状（即城市基础设施先进度和智慧化应用

状况）的评估，又要满足对城市推进智慧化发展过

程的评估，评估指标既要有静态指标，也要有动态

指标，不仅可以反映城市智慧化的现状，也可以反

映城市智慧化的未来趋势，同时，指标应具有开放

性和可调整性，应能够根据城市所处的不同发展阶

段对评估指标进行适当调整。

５．２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结构和评价标准两

部分 组 成。其 中“结 构”是 评 估 方 对 智 慧 城 市 的

系统认识，这 种 认 识 与 评 估 视 角 的 主 题 相 关 联，
形式上指标体 系 的 结 构 一 般 分２～３层 次（即 有

一～三级指标），底 层 是 具 体 的 评 价 性 指 标，而 上

层是对 智 慧 城 市 的 某 一 领 域 的 一 种 系 统 分 解。
确立智慧 城 市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要 以 智 慧 城 市 评 估

体系的构 建 原 则 为 前 提，以 智 慧 城 市 的 内 涵、特

征、组成要素、建设 目 标 和 建 设 模 式 为 基 础，对 影

响智慧城 市 的 建 设 效 果 的 因 素 进 行 整 合、分 类、
分级，按 照 金 字 塔 形 状 构 建 层 次 型 评 价 指 标 体

系。通常，金 字 塔 的“塔 尖”是 评 估 目 标，即 智 慧

城市建设的效果；塔 尖 下 的 层 数 根 据 评 估 要 素 间

隶属关 系 和 并 列 关 系 进 行 分 层，分 别 为 一 级 指

标、二级指标等，越 靠 近 塔 基 指 标 级 数 越 高；位 于

“塔基”的 指 标 是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的 最 小 单 位。由

于对智慧城市建 设 影 响 因 素 的 整 合、分 类 方 法 和

侧重点各不同，所 以 构 建 的 智 慧 城 市 评 价 指 标 体

系也存在差异，目 前 国 内 外 采 用 的 智 慧 城 市 评 价

体系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欧盟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

六个评估要素组成，即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人口（Ｐｅｏ－
ｐｌｅ）、政务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移动性（Ｍｏｂｉｌｉｔｙ）、环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和生活（Ｌｉｆｅ），６个要素进一步划分

为３３个一级 指 标、７４个 二 级 指 标。其 中，经 济 要

素、人口要素和生活要素分别分为７个一级指标；
政务要素、移动性要素和环境要素分别分为四个一

级指标。
（２）ＩＢＭ 公 司 的 智 慧 城 市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ＩＢＭ 公司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智慧城市网络互联

领域、城市智慧产业领域、城市智慧服务领域和城

市智慧人文领域四个评估要素。其中，网络互联领

域和城市智慧人文领域分别包括五个指标项；城市

智慧产业领域包括七个指标项；城市智慧服务领域

包括四个指标项。该指标体系由四个评估要素和

２１个评价指标构成。
（３）ＣＳＩＰ的智慧 城 市 评 价 指 标 体 系。软 件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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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促进中心（ＣＳＩＰ）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智

慧设施、智慧应用、智慧产业和智慧保障四个评估

要素，并将其作为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对一级评

价指标进行细化分层和再分类，设置了１８个二级

指标和５８个测评要点（三级指标）。
（４）贝尔信公司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贝

尔信公司的指标体系分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智慧

城市公共管 理 和 服 务、智 慧 城 市 信 息 服 务 经 济 发

展、智慧城市人文科学素养、智慧城市市民主观感

知等五个维度，包 括１９个 二 级 指 标、６４个 三 级 指

标。
（５）其他。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将智慧

城市评价指 标 体 系 总 体 划 分 为 泛 在 网 络、智 慧 应

用、公共支撑平台和价值实现四个维度。其中，泛

在网络维度包括３个二级指标、１０个三级指标；智

慧应用维度包 括１０个 二 级 指 标、２７个 三 级 指 标；

公共支撑平台维度包括３个二级指标；价值实现维

度包括３个二级指标、１２个三级指标；该指标体系

共包括１９个二级指标、５７个三级指标。

此外，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

式，各城市需要按照各自的特点具体分析，结合本

城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和设计

智慧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５．３　智慧城市的评估方法

智慧城市的评估是在已经确立了智慧城市评

价指标体系的前提下，以信息化评估理论和方法为

依据对智慧城 市 的 建 设 与 发 展 进 行 评 估。由 于 智

慧城市是一项立足实际、面向未来的工程，需要更

能直观反映被评估对象在信息技术应用发展上的

水平的评价方法，因此综合指标评估法是目前智慧

城市评估的主流方法，通常采用综合指数的形式进

行测度。

综合指标评估法的核心由评估指标、指标的处

理方法和综合指数的测算模型三部分构成。具体

表现为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方式、指标数据标准化

处理方法和综合指数测算的定权方法。
（１）数据处理方法。数据处理的方法与指标数

据类型有关，常用的方法是对客观的统计数据（或

主观的评分）处理。由于综合指数是按照测算模型

将评价指标数据最终合成一个指数，所以为了便于

拟合要对不同量纲的指标（包括主观评分）进行统

一测度量纲。基本方法是用效益指标对指标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所谓效益型即表示指标值越大越有

利于系统正向发展，用分段函数表示为：

Ｕｉ＝

０，ｕｉ≤ａｉ
ｕｉ－ａｉ
ｂｉ－ａｉ

，ａｉ≤ｕｉ≤ｂｉ

１，ｕｉ≥ｂ

烅

烄

烆 ｉ

其中，Ｕ 是统一测度量纲后的指数，Ｕｉ 是指标值，

ｕｉ∈ ［ａｉ，ｂｉ］。
（２）综合指数模型。综合指数模型的关键是确

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灰色测度法

和神经网络法等。智慧城市的综合评估指数模型

一般采用逐项分层加权的指数求和方法，即：智慧

城市评估总指数为：

Ｈ ＝∑
ｎ

ｉ＝１
Ｗｉ ∑

ｍ

ｊ＝１
Ｗｉｊ＊Ｕｉ（ ）ｊ

其中，Ｈ 为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总指数的得分，

ｎ为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构成的分领域要素个数，ｍ
为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第ｉ个 构 成 要 素 的 评 价 指 标

个数，Ｕｉｊ为第ｉ个构成要素的第ｊ项指标标准化后

的值，Ｗｉ 和Ｗｉｊ为对应构成要素和指标的权重。

５．４　评估结果反馈机制

智慧城市的评估结果反馈机制是指根据评估结

果，对指标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的得分值进行逐项分

析，根据分值的高低，找出参评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薄

弱环节，提出相应改进方法和策略并应用于下一阶段

智慧城市建设的工作流程。同理，也可以根据指标的

得分值总结归纳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可借鉴、可推广

的经验和方法，用于提升智慧城市建设的水平。

５．５　评估保障

评估保障是指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管理和运营

顺利进行并能不断完善的政策、标准规范以及安全

保障机制，包括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的组织机

构保障和政策保障。具体是指建立或指定专业评

估机构、建立定期评估的制度、验收制度，并建立监

督机制保障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够

及时修正整改。

６　智慧城市评估的实现

智慧城市的评估通常由专门的机构或部门组

织实施，评估的流程分为：制定智慧城市评价指标

体系、选用评估指数模型、数据收集与处理、权重确

定、计算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可视化展示和评估结

果分析等几个部分。

本文采用贝尔信公司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通过基于专家打分的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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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具体步骤为：
（１）评价指标体系定义。将智慧城市评价指标

体系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分别划分为

准则 层、因 素 层 和 措 施 层，评 估 的 结 果 为 目 标 层。
其中，目标层指标为最终评估指数指标，准则层每

个一级指标分别对应若干个二级指标，以此类推，
因素层每个二级指标又分别对应若干个三级指标，
措施层三级指标由具体评估项组成。通常评估项

为专家评审表中对应的评估项。本文采用的评价

指标体系下设５个一级指标、１９个二级指标和６４
个三级指标，其层次结构如图２所示。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图２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将指标Ｆ定义为：

Ｆ＝ 〈Ｖａｌｕｅ，Ｗｅｉｇｈｔ〉Ｖａｌｕｅ，Ｗｅｉｇｈｔ∈ ［０，１｛ ｝］
其值由指标值和权重值两部分组成，其中Ｖａｌｕｅ表

示指标值，其取值范 围 为［０，１］；Ｗｅｉｇｈｔ表 示 权 重

值，权重是一个指标相对于另一个指标的重要性程

度，取值范围为［０，１］。Ｖａｌｕｅ和Ｗｅｉｇｈｔ称为指标

的域，定义引用运算符“．”，则“指标．Ｖａｌｕｅ”和“指

标．Ｗｅｉｇｈｔ”分别为该指标的指标值和权重值。智

慧城市评估结果Ｚ的取值含义如表１所示。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表１　智慧城市评估结果含义

取值范围 智慧化程度

［０，０．１］ 很低

（０．１，０．２］ 低

（０．２，０．４］ 较低

（０．４，０．６］ 中等

（０．６，０．８］ 较高

（０．８，０．９］ 高

（０．９，１］ 很高

　　指标间相对重要性取值的具体含义如表２所

示。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表２　指标相对重要性取值的含义

取值 含义

０．１ 极不重要

０．２ 很不重要

０．３ 明显不重要

０．４ 稍微不重要

０．５ 同等重要

０．６ 稍微重要

０．７ 明显重要

０．８ 很重要

０．９ 极端重要

　　（２）措施层指标值收集与计算。措施层三级指

标通常以专家打分表或问卷调查表的形式发放给

专家进行打分，打分表或问卷需给出每个问题对应

的满分分数。评估时根据收集回来问卷样本的打

分情况和份数进行措施层指标值计算，通常采用去

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其余得分值的平均值作为措施

层各指标的指标值。
（３）因素层指标值收集。根据措施层三级指标

的计算结果，按照指标评价体系中与二级指标的对

应关系进行因素层指标值归类，并将每个三级指标

的权重设定为相同权重，即权重值为１。然后对措

施层指标的 得 分 进 行 归 一 化 处 理（指 标 得 分 加 权

和／指标满分和），保证措施层指标的指标值取值在

［０，１］，即措施层指标的指标值＝该指标的实际得

分／该指标的应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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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因素层指标的权重值计算。分别定义因素

层各指标的措施层指标相对重要性评分表。按照

该评分表构造判断矩阵Ｍ，根据判断矩阵通过方

根法计算各因素层指标对应的措施层指标的权重

值。设判断矩阵的 元 素 为ａｉｊ，１≤ｉ，ｊ≤Ｎ（Ｎ＝１，

２，３，４，５，６，７，８），则权重计算公式为：

Ｚｎｋ．Ｗｅｉｇｈｔ＝
∏
Ｎ

ｊ＝１
ａｋ（ ）ｊ

１
Ｎ

∑
Ｎ

ｉ＝１
∏
Ｎ

ｉ＝１
ａｉ（ ）ｊ

１
Ｎ

（１）

其中，ｎ＝１，２，３，４，５；ｋ＝１，２，３，…，Ｎ。
（５）准则层指标的计算。因素层指标的指标值

由其下层指标综合而来，它是措施层指标的指标值

加权和，如下所示：

Ｚｉ．Ｖａｌｕｅ＝∑
Ｎ

ｊ＝１
Ｚｉ，ｊ．Ｗｅｉｇｈｔ×Ｚｉ，ｊ．Ｖａｌｕｅ（２）

其中，ｉ＝１，２，３，４，５；Ｎ＝２，３，４，５，６，７，８。
按照步骤（３）的 方 法 计 算 准 则 层 指 标 的 权 重

值。
（６）目标 层 评 估 结 果 计 算。根 据 各 个 指 标 的

综合影响，经 过 上 述 得 到 了 基 础 设 施、公 共 管 理

和服务、信 息 服 务 经 济 发 展、人 文 科 学 素 养 和 市

民主观感知等准 则 层 指 标 的 评 价 值 和 权 重 值，它

们综合了对智慧 城 市 发 展 诸 方 面 的 评 估，智 慧 城

市发展评估 值Ｚ即 为 这 五 个 准 则 层 指 标 评 价 值

的加权和：

Ｚ＝∑
５

ｉ＝１
Ｚｉ．Ｗｅｉｇｈｔ×Ｚｉ．Ｖａｌｕｅ （３）

　　（７）评估结果。将调查数据按照步骤（３）到步

骤（５）的流程进行计算，得到准则层各指标的指标

值和权重值，如表３和表４所示。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表３　因素层各指标的指标值

因素层指标名称　　 指标值 因素层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宽带网络覆盖水平 ０．８２４ 智慧化的社区管理 ０．８２１

宽带网络接入水平 ０．６６１ 产业发展水平 ０．６７６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水平 ０．８０３ 企业信息化运营水平 ０．６０８

智慧化的政府服务 ０．７６８ 市民收入水平 ０．５０４

智慧化的交通 ０．４１５ 市民文化科学素养 ０．８３２

智慧化的医疗体系 ０．２４４ 市民信息化宣传培训水平 ０．６１２

智慧化的环保网络 ０．２８７ 市民生活网络化水平 ０．７５３

智慧化的能源管理 ０．６８８ 生活便捷感 ０．６２３

智慧化的城市安全 ０．８１６ 生活安全感 ０．８０４

智慧化的教育体系 ０．７８３

Ｔａｂｌｅ　４　Ｗｅｉｇｈ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表４　因素层各指标的权重值

因素层指标名称　 权重值 因素层指标名称　　 权重值

宽带网络覆盖水平 ０．４５３　０ 智慧化的社区管理 ０．０５８　６

宽带网络接入水平 ０．３１０　０ 产业发展水平 ０．６０４　４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水平 ０．２３７　０ 企业信息化运营水平 ０．３９５　６

智慧化的政府服务 ０．１９６　３ 市民收入水平 ０．２７７　５

智慧化的交通 ０．１２７　５ 市民文化科学素养 ０．３３０　１

智慧化的医疗体系 ０．０９７　８ 市民信息化宣传培训水平０．１８３　４

智慧化的环保网络 ０．１０９　０ 市民生活网络化水平 ０．２０９　０

智慧化的能源管理 ０．１３６　７ 生活便捷感 ０．３３３　３

智慧化的城市安全 ０．１８６　９ 生活安全感 ０．６６６　７

智慧化的教育体系 ０．０９０　２

７　评估实例

本文以攀枝花市的智慧城市建设为例，采用上

述指标评估方法对其建设现状进行评估。此次评

估共发放５０份专家评审表并全部回收作为样本数

据，收集的数据均有效。采用本文第６节步骤（２）

中的方法对各样本值进行计算，得到措施层的各指

标值，然后按照第６节步骤（３）中的方法计算得到

因素层各指标的指标值。经计算因素层各指标值

如表３所示。

按照表２分别构建与准则层各指标对应的因

素层指标相对重要性矩阵，并按照公式（１）计算因

素层各指标 权 重 值，得 到 各 指 标 的 权 重 如 表４所

示。

按照公式（２）计算准则层各指标的指标值，计

算得到的结果如表５所示。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表５　准则层指标的指标值

准则层指标名称 指标值

基础设施 ０．７６８　５

公共管理与服务 ０．６２２　４

信息服务经济发展 ０．６４９　１

人文科学素养 ０．６８４　１

市民主观感知 ０．７４３　６

　　同理，根据表２构建准则层指标相对重要性矩

阵，并按照公式（１）计算准则层各指标的权重值，得
到的结果如表６所示。

最后，根据公式（３）计算得到评估值，本文根据

采用 的 样 本 最 后 得 到 的 评 估 为０．６９５　４，近 似 于

０．７。准则层指标值分布如图３所示；准则层权重分

２７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２０１３，３５（９）



书书书

布如图４所示。
Ｔａｂｌｅ　６　Ｗｅｉｇｈ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表６　准则层指标的权重值

准则层指标名称 权重值

基础设施 ０．２６５　０

公共管理与服务 ０．２１８　５

信息服务经济发展 ０．２３６　２

人文科学素养 ０．１００　７

市民主观感知 ０．１７９　６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图３　准则层指标值分布图

Ｆｉ　 ｇｕｒｅ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ｗｅｉｇｈｔ
图４　准则层指标权重分布图

　　该评估结果表明攀枝花市的智慧城市发展目

前已经从中等发展水平开始步入较高的发展水平。
由于攀枝花市是我国最早开始数字城市建设的城

市，因此在基础设施、公共管理服务以及人文科学

素养方面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这与评估结果相吻合。同样攀枝花市由于今年

才开始发放“市民卡”，所以市民的主观感知相对薄

弱，同时由于攀枝花市智慧化产业目前处于启动阶

段，影响了信息服务经济发展，这与评估结果也是

一致的。

８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智慧城市评估体系是一个开放体

系，在实际 应 用 中 需 要 根 据 城 市 的 智 慧 化 发 展 战

略、发展目标以及各自的特点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

体系和选用相应的评估方法，最终得到与实际情况

相一致的科学、准确和客观的评估结果，为制定和

调整相关智慧城市的发展决策和策略提供可信程

度较高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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