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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信息化经历了数字城市、信息城市阶段，目前正迈向智慧城市。本文首先论述了数字城市、

信息城市到智慧城市的演变过程，指出了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然后阐述了什么

是智慧城市，介绍了智慧城市的相关概念，如智能建筑、智能交通系统、韩国 U-Ci ty；分析

了智慧城市的特征，如感知、自动反应、主动服务、辅助决策等。最后从基础设施、应用创新、

产业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对策，即建设智慧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展“智慧城市”

创新应用，发展“智慧城市”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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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ty informationalization has passed through digital city stage and informational city stage, and 
now moves towards smart city. In this paper, the evolution from digital city to informational city and to 
smart city was discussed. Smart city was the high level of city informationalization. Then, what was smart 
city was discussed, the related conceptions of smart city were introduced, such as Intelligent Building,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U-city in South Kore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city were 
analyzed, such as perceiving, response automatically, service actively, decision support and so on. At las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bout how to build smart city were presented from three aspect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ust like building smart infrastructur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smart city, developing related industry of smart city.
Key words: digital city; informational city; smart planet; smart city; e-government; the deep fusion of 
information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social informationalization

1 引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

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2010 年城市

蓝皮书》，截至2009 年，中国城镇人

口已经达到 6.2亿人，城镇化率达到

46.6%，与 2000 年相比，城镇化率提

高了10.4%。目前，我国城市管理水平

与城镇化高速发展还不相适应，迫切

需要新的技术手段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城市发展存在的其它诸多问题，也需要

借助信息化手段来解决或缓解。智慧城

市既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信息

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使城市更透彻感知、

更广泛互联互通、更智能化 [1]。智慧城

市为解决或缓解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难

题提供了新的手段 [2]。

2 智慧城市由来

智慧城市源于 IBM 提出的“智慧

地球”，是继数字城市、信息城市之

后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正如从数

据到信息、再到知识这样的发展过程，

城市信息化也经历了数字城市、信息

城市阶段，目前正迈向智慧城市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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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字城市

1998 年 1 月 31 日，时任美国副

总统戈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

发表了题为《数字地球：在 21 世纪

认识我们的行星（The Digital Earth: 

Understanding our planet in the 21st 

Century）》的讲演，指出了“数字地球”

这个概念。“数字地球”是指可以嵌入

海量地理数据的、多分辨率的、真实

地球的三维表示 [3]。

“数字地球”概念传到中国，引

起了我国专家学者极大的关注。1998

年 11 月 1 日，中科院地学部在北京

香山饭店召开了有 12 位院士和 30 多

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专家们就数字

地球进行了研讨。中国科学院专门成

立了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2006 年 5 月 21 日，国际数字地球协

会在北京成立。这是少数总部设在中

国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数字地球”概念传到中国后不久，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一批专

家学者就提出了“数字城市”等“数字

XX”概念，如“数字农业”、“数字流域”、

“数字油田”。IT厂商也立马推出所谓“数

字城市”产品和解决方案。之后，国内

一大批城市纷纷提出建设“数字城市”，

组织编制“数字城市”发展规划。“数

字城市”成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

信息化的热点。

2.2 信息城市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曼

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

出版了《信息化城市》一书，对信息

时代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等进行了

描述。他认为：信息时代正在展现一

种新的城市形式，即信息城市 [4]。信

息城市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

是信息社会一种新的城市形态；信息

城市与数字城市存在本质区别，要努

力构建“城市信息学”这门新学科 [5]。

“信息城市”概念提出之后，得

到广州等一些城市的响应。2009 年 5

月，广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

加快“信息广州”建设的意见》。文

件指出“信息广州”是充分应用信息

技术，深入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

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推动信息化与

城市全面融合发展，实现高度信息化、

全面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形态。提出

力争用 5 年时间，基本建成高度信息

化、全面网络化的“信息广州”，跻身

亚洲信息化先进城市行列。实现信息

网络无所不在，信息资源成为重要的

战略资源，信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电子政府成为公共管理和

服务的主流模式，网络化工作生活方

式广泛普及，形成适应信息化发展的

社会经济组织体系，成为全国信息产

业强市、国际信息通信枢纽和亚太地

区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

2009 年、201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科学院、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等单位连续举办了信息城市高层

论坛。

2.3 智慧城市

2009 年 1 月 28 日，奥巴马就任

美国总统后，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

了一次圆桌会议。作为仅有的两名代

表之一，IBM 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 

Palmisano）在会上首次提出“智慧地

球”（Smar t P l a ne t）这一概念。“智

慧地球”传到国内，就出现了“智慧

城市”的概念。IBM 积极在中国开展

“智慧城市”营销活动，拜访了几百

位中国市政府领导，举行了一系列会

议、演讲、合作签约等活动 [6]。之后，

国内一些城市纷纷提出要打造“智慧

城市”。截至 2011 年 5 月底，全国已

有 20 多个城市的市政府在当地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

出了建设智慧城市，上海、广州等一

些大城市已经启动了智慧城市建设工

作。可以预见，“智慧城市”将成为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信息化建设

的热点。

智慧城市代表着城市信息化的新

阶段。一些人对“智慧城市”这一概

念存在顾虑，而改用“智能城市”、“感

知城市”等词语。实际上，从数字城

市到智慧城市，是一脉相承的。即使

IBM 不提出“智慧地球”这样的概念，

城市信息化建设也会发展到智慧城市

阶段。从字面意思来看，“智慧城市”

比“感知城市”更能体现城市信息化

发展方向，因为信息化不能停留在“感

知”层面，感知之后还要进行数据处

理，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具备

条件的城市在“十二五”时期信息化

建设中建议使用“智慧城市”这一词汇。

3 智慧城市及其相关概念

3.1 智慧城市内涵

“智慧城市”是指通过广泛采用

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挖掘、

知识管理等技术，提高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使城

市运转更高效、更敏捷、更低碳。

“智慧城市”是随物联网、云计算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而出现的，是

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7]。

与数字城市、信息城市相比，“智

慧城市”具有感知、自动反应、主动

服务、辅助决策等特征。

（1）数字城市、信息城市是被

动地接收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公共服务

请求，而“智慧城市”是主动地发现

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能

够提供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并提前做

好准备。例如，“智慧城市”的门户

城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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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可以通过分析某个客户的网站浏

览记录、办事规律等，或分析注册客

户的信息（年龄、职业、收入情况等），

主动地推送一些服务。

（2）在“智慧城市”中，政府管

理的物体（包括自然物、人工物）能

够感知环境并自动做出相应动作，或

将采集的信息发送到处理中心。例如，

森林火灾探测器一旦探测到火情，就

立即发出报警信息，启动指挥中心的

警报。又如，安置具有人脸识别功能

的视频监控系统，探头捕获儿童的人

脸后，与走失儿童数据库中的儿童人

脸特征进行比对，如果符合，就自动

提示警察前去看护，并通知走失儿童

的家长。

（3）“智慧城市”拥有强大的

数据处理能力，并将数据转化为信息、

知识。利用云计算平台强大的数据处

理能力，“智慧城市”每天可以处理

海量数据，发现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一

些事情。例如，通过城市规划图与遥

感现状图的比对，自动标出违法建筑，

进行统计分析，并调取有关资料。

3.2 智慧城市相关概念

值得指出的是，在“智慧城市”

概念出现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类似

的概念，如智能建筑、智能交通系统

（ITS）、韩国 U-City。

1984 年， 康 涅 狄 格 州 的 哈

特福德都市大厦成为世界上最早

的智能建筑。目前，已经有一批

5A 级的智能建筑，即设备自动化

（Building Automation）、通信自动化

（Communication Automation）和办公

自动化系统（Office Automation）、防

火自动化（Fire Automation）和保安自

动化（Safety Automation）。

智能交通系统是将先进的信息

技术、通讯技术、传感技术、控制技

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

于整个交通运输管理体系，而建立起

的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

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的运输和管

理系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

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投入智能交通系

统的研究与开发。

U-Ci ty 是一个可以把市民及其

周围环境与无所不在技术 (ubiquitous 

technology) 集成起来的新的城市发展

模式。U-City 把 IT 包含在所有的城市

元素中，使市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从任何设备访问和应用城市

元素。U-City 发展可以分为互联阶段

(Connect)、丰富阶段 (Enrich)、启发

阶段 (Inspi re)。互联阶段偏重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如布设无线网络、安装

传感器；丰富阶段偏重于提供无所不

在的服务；启发阶段偏重于智能化应

用，即利用无所不在技术，特别是无

线传感器网络，达到对城市设施、安

全、交通、环境等智能化管理和控制。

4 智慧城市建设对策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要把握好三

大方面，即基础设施、应用创新、产

业发展。

4.1 建设智慧的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智慧的城市基础设施有两

层含义：一是城市道路以及给排水管

网、燃气管网、路灯等市政设施要智

慧。例如，道路能够根据干燥度自动

启动洒水装置；燃气管道能够探测压

力等参数，出现异常时自动关闭并通

知维修，以防爆裂。二是网络等城市

信息基础设施要智慧。例如，建设无

线城市，推进三网（电信网、互联网、

电视网）融合，建设云计算中心，使

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满足人们“即需即

供”的需求，像使用水、电一样方便。

实际上，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应该作为

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纳入城市规

划建设范畴。

4.2 开展“智慧城市”创新应用

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技术，在电子

政务、两化（工业化、信息化）深度

融合、社会信息化三大领域开展创新

应用。

在电子政务领域，要建设“智慧

政府”，实现政府办公智能化、监管智

能化、服务智能化、决策智能化。政

府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智慧

政府”建设的切入点，如办公智能化

系统、政府知识管理系统、具有图像

识别功能的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智能

远程监测和预警系统、智能应急联动

系统、智能执法系统、场景式服务网

站、政务智能系统、电子政务信息共

享和业务协同、Web 2.0 技术应用等。

在两化深度融合领域，要以提

高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为目

标，开展“工业物联网”应用试点示

范工作。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到物流管

理、生产过程控制、生产设备监控、

产品质量溯源、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和

安全生产等领域。发展“无人工厂”，

通过进料设备、生产设备、包装设备

等的联网，提高企业产能和生产效率。

在工业企业大力推广无线射频识别

（RF ID）、机器对机器（M2M）、微传

感器（MEMS）、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

将 SaaS、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到企业信

息化服务平台建设。

在社会信息化领域，重点发展

“未来学校”、“未来教室”、E-Learning，

促进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基于“电

子病历”的智能健康服务系统、远程

关爱（Telecare）系统。发展智能社区、

智慧城市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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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住宅、智能家居系统。推广虚拟

养老院、电子保姆等。实施“电子包

容行动计划”，建立高度包容的信息社

会，消除数字鸿沟。

4.3 发展“智慧城市”相关产业

实践表明，信息化发展水平与

信息产业发达程度存在一定正相关性。

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信息产业越发

达，该地方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往往越

高。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基

础。要建设“智慧城市”，必须重视发

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使两者形成

良性互动。

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培育和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因地制宜，有选

择性地发展物联网产业、云计算产业、

三网融合产业、移动互联网产业以及

支撑两化融合的生产性服务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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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化城区。它以地铁、轻轨及巴士干

线等公交站点为中心，以 400 ～ 800m

（5 ～ 10 分钟步行路程）为半径建

立中心广场或城市中心，形成集工作、

商业、文化、教育、居住等为一身的“混

合用途”。但“汽车化”的肆虐使 TOD

在美国最终遭遇滑铁卢。后来，TOD

的设计策略与价值理念却被其它国家

和地区所重视或采纳实施。香港就是

一个 TOD 发展很成功的典型地区。香

港的土地资源极其有限和宝贵，因此

政府大力发展地铁和巴士。由于公共

交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们出行方式的

“步行化”，而步行化又必然诱使开发

商在打造 TOD 的时候注重广场、花园、

商服、天桥等公共设施的建设，随着

社区的逐渐成熟，也有利于房产的保

值升值，形成良性循环，最终是政府、

开发商和城市居民的“多赢”。其典型

案例是“太古城”[13]。

推行步行化模式，尤其适合人口

众多的中国。据统计，北京市小汽车

低于 5km 的短途出行占了全部出行的

44%，这些完全可以用步行或者自行车

解决 [14]。建议有关部门在城市建设中

重视、研究和积极推行步行化发展模

式，有效减少无序的长距离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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