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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发展的机遇 、挑战与创新
—－

２ ０ １ ６ 年智 慧城市 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赵萄 蓉 汤志伟 徐维烨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１ ３
－

１ ４ 日
，作为 ２０ １ ６ 年中国西部海外城市的优先发展领域和重点建设 内 容 ， 进

一步提升 电

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 （ 简称
“

海科会
”

） 的系列重要活动子政务水平和管理效率并 以此推动智慧化在经济和社

之一的
“

２０ １ ６ 智慧城市 国 际论坛
”

在成都隆重召 开 。 本会领域的建设 。 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李金兆总编辑

届论坛 由 电 子科技大学与 四 川 省 外事侨务办共 同 承介绍 了成都市探索全域政务公开来推进城市治理的创

办 ，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四川 省哲学社新实验及其取得的 良好城市治理效果 。 南非开普半 岛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电子科技大学 区域公共管理信科技大学 Ｈａ ｒｒ
ｙ
Ｈｅ ｒｂｅｒｔＢａｌ ｌａｒｄ 教授 ， 印 度尼西亚万隆

息化研究中心
”

、 中 国 电子商务协会智 慧城市委员 会等天主教大学 Ｄｒ ．Ｔｕ ｔ ｉ ｋＲａｃｈｍａｗａｔ ｉ 教授 ， 印度尼西亚 国

单位共同协办 。 本届 论坛 以
“

智 慧城市发展 的机遇 与家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ｅｓＳ ｉｍａｎ
ｇ
ｕｎｓｏｎ

ｇ 副 教 授 和

挑战
”

、

“

智慧城市体系创新
”

为议题 ， 现将会议主要观Ｍｍｅ ｌｄａＨｕ ｔａｓｏ ｉ ｔ 博士都介绍 了智慧城市在其国家 的发

点综述如下 。 展现状和面临 的挑战 ， 探讨了 电子政务 的 案例研究 ， 并

一

、 智 慧城市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对电子政务的成果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 。

智慧城市的建设不是城市信息化 数字城市
”

简智慧城市 的核心在于服务 ， 智慧城市 的建设 与 打

单升级 ， 而是在现有城市信息化 的 基础 上 ， 实 现更安造 服 务 型 政 府 息 息 相 关 的 。 加 拿 大 瓦 尔 登 大 学

全 ，更高效 ，更智能化 的城市管理 。 智 慧城市是现代城Ｃ ａ ｒｏ ｌ ｉｎｅＣ ｏｖｅ ｌ ｌ 博士从历史角 度分析 了政府意义 、 角 色

市管理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 的结 晶 ， 其建设过程 中和定位 ，
以及 出现的一些 问题 ， 探讨 了政府在智慧城市

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 。 建设中 的作用 。 日 本青森公立大学 Ｔｅ ｔｓｕ
ｙ
ａＥｎｄｏ 教授

智慧城市面临 的最大 问题就是产业融合 ， 它涉及从风险管理和 ＣＳＢ 的角度探究东 日 本大地震后 日 本社

到与工商管理部 门 、 企业与政府之 间 的联动 。 美 国 国会网络服务和城市治理 。 美 国密歇根州 律政 司 ， 西密

家城市联盟执行副主席 Ａ ｎ ｔｏ ｉ ｎｅ ｔ ｔｅＡ ．Ｓａｍｕｅ ｌ 女士通过歇根大学 Ｊｏａｎｎ ｅＧｒａｍ 教授首先从服务角 度 阐述 了 智

分析智慧城市发展所来带 的影 响 ， 指 出 发展智 慧城市慧城市的 定 义 以 及智 慧 城市 必须实现
一些 服务性功

需要加强相关政策研究和协调力 度 ， 最重要 的是建立能 ，探讨了智 慧城市建设 中 如何给给残障人士带来 的

产业 、行业间 合理 的商业模式 ， 打破行业壁垒 ， 最终实可获得数字和 网络世界服务 的机会 。 日 本金泽大学李

现多赢 、共赢 。 英国社会科学院 Ｃｈｒｉ ｓＨ ａｍｎｅ ｔ ｔ 院士探讨苗裔博士对基于智 能体 的家庭能源 消耗仿真 的框架 、

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和 内 涵 ， 阐述 了 智 慧城市 的功能和模型及其相应 的算法和实现过程 ， 说明 基于智 能体 的

潜能 ，认为智慧城市可 以 自 动监控城市并提供有价值家庭能源消耗仿真对智 慧能源管理和智慧城市建设 的

的数据 ，但智慧城市不是政策 的替代 品 ， 它不能替代政重要意义 。 巴西 朗 多尼亚州 联邦大学教授 、 葡萄牙 贝

府的决策功能 。 拉英特拉大学博士后 ＦＭｖ ｉｏｄｅＳｏＰｅｄｒｏＦ ｉ ｌｈｏ 主要从公

智慧城市催生 了 新型 电子政务 ， 电子政务是智 慧共管理的视角来建模分析和探讨智 慧城市如何利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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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满足人们智慧生活的需求 。 数据和智慧城市 的实践案例 。

二
、 智 慧城市体 系创新 智慧城市是促进城市规划 、建设 、管理和服务智 慧

深化
“

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
”

（ 放管服 ） 改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 建设智 慧城市 ， 可推动城市规

革是我 国近些年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重要战划建设现代化 、基础设施智 能化 、公共服务便捷化 、社

略举措 。 中 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会治理精 细化 。 四 川 大学特聘研究员 施雷格 （ Ｊ ｅ ｓｐ
ｅ ｒ

平研究员通过对
“

放管服
”

改革 的概念 、 内 涵及其思维Ｓｃｈ ｌ ？ｇｅ ｒ
） 强调智慧城市建设 中制度 的重要性 ，合适的

实质的分析 ，说明 了
“

放管服
”

改革思维和智 慧城市思制度能有效的促进理念和技术的有效互动 。 美 国德州

维两者之间 的联系 ， 并从公共管理 的 角 度探讨 了 智 慧南方大学潘起胜教授分析 了 智 慧城市就业 中心 的变迁

城市思维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 最后详细 阐述 了 智 慧城并探讨了其影 响 因素 ， 阐述 了 就业 中 心 的 含义及其对

市如何推 动 简政放 权 、 促 进 放 管结合 以 及 助 力 优化智慧城市的重要意义 ， 并说 明 现有 的关于城市就业 中

服务 。心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空 白 。 中 山 大学叶林教授认为智

美 国 的新技术革命和 中 国 的城市化是 ２ １ 世纪初慧城市是综合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物联 网技术来管理

期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情 。 李建平秘书长首先介绍城市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 的
一种城市发展视角 ，

了我 国智慧城市发展情况 ， 探讨 了 城镇化积 累下来 的探讨了智慧城市的发展和对新 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式的

问题 ，并分析 了现在城镇发展的趋势 ， 然后说明智慧城需求 。 清华大学张楠副教授 阐述 了创新 ２ ． ０ 的概念及

市建设与产业发展 的关系 ， 描述 了 城镇化视角 下 的 智其与智慧城市的联系 ， 并探讨了智慧城市 的 四大特征 。

慧城市的定义和本质 ， 探索 了 智 慧城市 区域产业链整印度尼西亚巴查查兰大学 ＩｄａＷ ｉｄ ｉａｎ ｉｎ
ｇ
ｓ ｉｈ 副教授对印

合方式 ， 最后介绍 了 智 慧城市建设推进思路和智 慧城度尼西亚后苏哈托时代智 慧城市建设 中万隆 的治理改

市建设方法和战略 。 革进行分析 。 印度奥斯玛丽娅大学 Ｙ ．Ｐａｒｄｈａｓａｒａｄ ｈ ｉ 通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 智 慧城市建设与数据开放 和过对印度的 ＡＭＲＵＴ 项 目 和智慧城市模式的对 比 ， 分析

大数据分析密不可分 ； 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了印度的城市治理转型 。 中 山 大学郑跃平博士 系统的

术的应用是实现智 慧城市发展 的有效途径 。 电子科技介绍 了 中 国一线城市居 民对移动政务 ＡＰＰ 使用情况及

大学大数据研究 中心主任周涛教授分享 了大数据创新其影响情况的研究 。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研究院彭贵仓

实践在智慧工业 和 智 慧农业 中 的应用 ， 介绍 了 大数据分析 了第一代 、第二代智慧城市 的主要特征 ，
阐述 了智

在工业制 造生产线 的 异常检测 与 流程优化 的创 新应慧城市的主要功能 以及 中 国 目 前的智慧城市实践 。 成

用 、大数据在现代农业深度加工过程 中 的流程设计的都市城管委 曾 明波处长对成都市数字城管系统平 台建

创新实践 、大数据在 制造件和零配件 的健康管理与 寿设情况 ， 成都市数字城管 的一些列创新理念 和创新应

命预测 ， 以及在制造加工过程 中 的异常检测 与控制优用进行介绍 。

化中 的创新应用与实践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庆智慧城市 国际论坛系 ２０ １ ６ 年
“

中 国西部海外髙新

国教授描述 了 城市治理所面临 的技术环境演变 ， 包括科技人才洽谈会
”

（ 以下简称
“

海科会
”

） 的 系列重要活

端产品 的多样化 、移动化 、智 能化趋势 ， 物联 网 为代表动之一 。

“

海科会
”

是 由 国务院侨办 、 四川 省委 、 四 川省

的 网络的快速融合与渗透 ，
云计算 为 中 心 的计算方式政府及欧美 同学会共 同 主办 的 重大对外开放 活 动之

的强势突破 ， 随后分析 了 大数据对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一

， 自 １ ９９５ 年创办以来 ，
已 累计邀请 ６０００ 余名 海外华

的驱动作用 ， 例如大数据驱动 的公共决策更富有洞 见侨华人专业人士来川考察洽谈 ， 引进海外高端人才 ７６０

性 ，大数据能使公共服务更符合公众 的需求及大数据名 ，科技合作项 目 １ 〇〇〇 多个 、投资金额上千亿元 ， 逐步

在解决城市交通拥堵 中 的应用 ； 上海交通大学樊博教发展成为西部地区最具影响 力 的招才引 智平 台 。 举办

授利用基于大数据驱动 的分析方法 ， 归 纳 出 城市暴露本届论坛 ， 旨在总结智 慧城市建设 的实践经验和典型

垃圾事件的时空分布规则 ， 为城市管理部 门 有针对性案例 ， 探讨智 慧城市发展 战略 、 实现路径 和创新模式 ，

地提 出 政 策 建 议 ； 荷 兰 代 尔 夫 特 理 工 大 学 Ｒ ｉ ｃａｒｄｏ
搭建智慧城市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 ？

Ｍ ａ ｔｈ ｅｕ ｓ 博士从智 慧城市 的 角 度对大数据和开放数据 ｔＤ
进行分析 ， 并从交通 和公共安全等方面介绍 了 巴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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