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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智慧城市建设之演进
1. 智慧城市的兴起

2008 年 IBM 公司首次提出野智慧地球冶新理

念袁设想通过实施城市数字化尧网络化和智能化袁
利用互联互通信息更好地感知尧 分析和管控城市

运营袁 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城市可持续发

展遥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将发展智慧城市作为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尧振兴经济的重点领域袁美国尧
德国尧法国以及新加坡尧日本尧韩国等很多国家迅

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遥 中国也在这个时期引入智

慧城市概念袁开始了试点尝试和实践探索遥
2. 全面试点推进和逐步规范

渊1冤全面试点和纵深推进阶段

2014 年智慧城市正式引入城市规划遥 2016 年

发布了 叶关于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曳袁国
内智慧城市建设正式拉开大幕袁 开始了全面试点

并不断向纵深推进阶段遥 以互联网尧物联网尧大数

据尧 云计算及时空信息动态集成等新一代高新技

术为支撑袁国内试点城市围绕城市管理尧社会治理

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展开一轮建设热潮袁 在城市重

点行业领域有了实质性推进袁如智慧交通尧智慧城

管尧智慧警务及智慧社区等等遥
渊2冤建设提速和逐步规范阶段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大范围的加速推进袁 国家

在顶层设计和标准规范方面也更加重视袁加强统筹

协调和规范引导袁重视数据共享和业务联动袁推动

实现跨层级尧跨系统尧跨部门尧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

服务袁建立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制度保障遥
2018 年袁国家发改委尧中央网信办尧国家标准委联

合发布了 叶GB/T33356要2016 新型智慧城市评价

指标曳袁标志智慧城市相关的评价体系初步建立袁智
慧城市建设走向标准化和规范化遥

3. 新型智慧城市和城市大脑建设

渊1冤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2016 年袁新型智慧城市列入叶野十三五冶国家信

息化规划曳袁智慧城市进入以人为本尧成效导向尧统
筹集约尧协同创新的新发展阶段遥 野十三五冶规划明

确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要求和目标要要要以基

础设施智能化尧公共服务便利化尧社会治理精细化

为重点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袁建设一

批新型示范性智慧城市遥 新型智慧城市不仅在于

技术实现袁更注重使用野技术冶的野人冶的体验袁更注

重信息资源共享开放和城市整体协同袁 利用大数

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遥 同

时袁新型智慧城市促进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体

制机制创新袁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遥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袁运用互联网尧
大数据手段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袁让更多民众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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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果袁提高公众生活品质遥
渊2冤城市大脑建设

2016 年袁杭州开始了城市大脑建设袁上海尧海
口尧苏州尧深圳等城市大脑也相继推出遥 城市大脑

是面向城市治理现代化要求袁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建设数据中台尧业务中台和智能中台袁推动城市

数据资源汇聚融合和运行态势全域感知袁 驱动业

务流程优化尧 重塑和再造袁 实现城市治理能力提

升尧产业结构优化和管理模式创新的综合平台袁是
城市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尧 现代化治理的智能中

枢遥 城市大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袁驱
动城市数字化建设模式从分散走向集中袁 推动数

据汇聚和数据要素价值放大袁 提升城市管理科学

化尧精细化和智能化袁使惠民便民服务更加智慧化

和人性化遥
城市大脑作为一个城市的神经中枢袁 具备与

人脑类同的野感知尧记忆尧思考尧服务冶等能力袁是新

型智慧城市数据感知尧存储尧处理和服务的一体化

枢纽袁 对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核心

支撑作用遥 城市大脑建设本质是以技术创新推动

城市治理模式创新尧 服务模式创新和数字经济发

展模式创新的一个持续发展进程遥 通过对城市运

行数据的实时归集尧监测和分析袁倒逼政府流程再

造和管理模式创新袁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和流程袁实
现城市运行全域感知尧经济运行一屏全览尧数据共

享融合尧业务跨部门协同尧领导决策科学高效和应

急管理协同指挥尧政务服务野一网通办冶尧公共服务

野一码通行冶尧城市治理野一网通管冶和野一屏通览冶遥
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看袁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扶持袁智慧城

市在国内已经掀起建设热潮袁 在建设过程中不同

地区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袁 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袁 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不

少问题需要加以解决遥
1. 顶层设计规划仍需完善

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各有侧重袁各具特色袁但缺

乏科学的顶层设计袁在全面发展上稍显不足袁不同

部门尧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袁各部门尧各领域的资

源整合和协同共享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遥

2. 数据开放壁垒尚未突破

目前袁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在推进数据共享和

互联方面有很大进展袁 如建设统一的公共基础信

息平台袁建立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尧政务大数据平台

等遥 但由于各部门都有独立的信息系统袁大量实时

数据由业务部门掌控袁 共享数据要经过申请审批

流程和协调袁 加之各种数据接口开发和数据模块

定制费用等问题袁 导致数据共享响应速度和数据

质量都难以满足需要袁 实际的数据共享效果并不

理想遥 目前向社会开放数据的安全技术保障措施

和法律法规尚待进一步完善袁 各级管理部门对数

据开放都持谨慎态度遥
3. 资源整合力度还需加强

虽然有些城市已经着手进行资源整合袁 但信

息化总体架构规划和管理尧数据标准尧接口标准的

规范化程度仍需提高袁 各应用系统的大量业务数

据在一致性尧 准确性和及时性方面还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遥 同时袁很多部门在信息共享方面还有所限

制袁需要在管理尧服务尧应用协同等方面进一步深

化研究和探索遥
4. 建设管理模式有待优化

智慧城市应用智慧技术对城市发展范式进行

重塑和再造袁智慧城市基于信息化袁高于信息化袁
是城市发展方式的智慧化遥 智慧城市建设不可能

一蹴而就袁需要不断迭代尧演进尧优化的持续运营

过程袁要避免对近期发展估计过高袁而对长远发展

估计不足遥 智慧城市要效果导向袁建管模式要从以

建设为主转向长效运营可持续发展遥
智慧城市之百姓体验和获得感
1. 一网通办

通过打通不同部门的信息系统袁 将各委办局

的办事事项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袁 让老百姓只需操

作一个软件系统袁就能办成各种事项袁再也不用跑

多个部门袁盖各种章袁办各种手续遥2018 年起袁上海

市政府就整合了 200 多项各委办局的服务袁 统一

接入野一网通办冶受理平台袁开通野一网通办冶移动

端上线袁最大程度方便市民和企业办事遥 2019 年袁
野i 厦门冶 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统一入口尧 统一认

证尧统一支付尧统一数据袁整合了 50 多个部门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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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办事服务野掌上办冶袁覆盖了公安交警尧税务服

务尧医疗卫生尧交通出行尧文化教育及城市信用等

14 大类服务领域遥将政府各部门的数据打通袁汇聚

融合共享袁让大数据在政务服务中发挥作用袁让数

据多跑网络袁让市民体会办事野一趟不用跑冶的便

利遥 野i 厦门冶平台把政务大数据应用融入到智慧政

务服务当中袁市民办事网上查尧网上办袁有效提高

政府社会治理效率和市民的幸福感尧获得感遥
野i 深圳冶连接了全市各区各部门政务服务和

公共服务事项袁95%以上的个人政务服务事项和

70%以上的法人政务服务事项可以通过野i 深圳冶掌
上办理遥 2020 年袁深圳推出了政务服务野免证办冶袁
通过流程优化尧机制创新和技术保障袁全面推行信

息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袁企业群众在办事的时候袁
不用再提交实体证照遥 把电子证照尧电子签名尧电
子印章应用推广到市民的生产生活当中袁 让市民

朋友今后出门袁就像不用带钱包和钥匙一样袁也不

用再带身份证尧社保卡等相关的卡证袁让野免实体

卡证应用冶 像微信和支付宝一样袁 融入市民的生

活遥
2. 信用生活

厦门野白鹭分冶平台将信用大数据应用融入到

智慧民生服务当中袁 市民可以凭信用白鹭分享受

各种便利和优惠袁政府管理也可以简化流程袁提高

公共资源使用效率遥 野白鹭分冶实现了野先诊疗袁后
付费冶的信用就医服务模式袁医生完成检查后进行

医保结算和自费部分信用记账袁市民可直接取药尧
检查并在离院以后根据就医账单消息在野白鹭分冶
公众号完成账单还款即可遥 野白鹭分冶还推出了野免
押借书冶服务袁办理野白鹭分读者证冶后袁一次可最

高借书 40 册袁还不受借书金额限制袁为市民借书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袁还提高了阅读的积极性遥 市民

通过野白鹭分冶公众号野信用停车冶服务添加绑定车

牌并开通微信免密支付后袁出门办事更方便了袁如
果遇到多辆车同时离场袁 再也不需要等待收费员

进行收费袁无需任何操作直接离场袁节约了等待时

间遥
3. 智慧交通

厦门市通过搭建城市综合交通出行服务平

台袁接入公交尧轨道尧停车尧航班尧铁路尧出租尧轮渡尧
网约车和共享自行车等出行信息袁提供野公交+轨

道+停车+轮渡+共享自行车冶 等多元化双向换乘

方式袁打造野多元化应用场景+多元化购票方式+
多元化支付手段冶 于一体的线上通票式刷码出行

模式袁给市民带来野一站式多元化出行冶服务体验袁
提升出行幸福感遥

例如袁 驾车先到轨道周边停车场换乘地铁进

城办事袁一天封顶停车费只有 8 元袁乘坐公共交通

换乘优惠等袁减少了交通拥堵遥 同时袁利用大数据

分析袁构建用户画像袁识别公共交通出行尧旅游出

行等不同的用户群体袁提供野一站式通城冶尧野一站

式通游冶服务遥
借助城市大脑数据中台建设汇聚多源动态数

据袁 同时依托城市大脑 AI 中台模型算法能力袁结
合历史数据开展大客流态势研判尧预测分析袁为大

客流激增下的交通指挥调度提供预警数据支撑袁
提前部署警力袁高效开展非常态交通指挥调度尧开
展非常态下多维公共交通运力协同曰 针对私家车

出行群体袁通过交通诱导系统等多渠道方式袁向公

众及时发布热点区域周边动态停车信息袁 及时开

展周边停车诱导服务袁快速进行交通疏导遥 将停车

场动尧静态数据按统一标准尧统一格式尧统一接口

接入城市级停车服务平台袁提供全城车位诱导尧全
城车位资源统筹错时共享及预订尧野信用停车冶尧
野先离场后付费冶尧全城联动停车追缴尧全城违停 AI
视频监管及违停提醒尧 全城停车场监管及资源规

划研判等服务袁提高市民的停车满意度袁提高车位

运营效率遥
4. 智慧健康

厦门市较早就建立了市民健康信息系统袁推
动医疗数据共享袁降低就医成本曰建立统一挂号预

约平台尧医疗统一支付平台尧智能妇儿平台等袁发
展野互联网+健康医疗冶服务新模式遥建立厦门野i 健
康冶平台袁实现了患者在线实时健康咨询尧门诊预

约尧 健康档案查询等便民功能遥 推进智慧医院建

设袁优化就诊流程袁完善服务细节曰推进电子健康

卡建设袁促进多卡融合袁提升医疗满意体验遥 市民

卡 APP 扫码就医袁可以一站式解决野扫码就诊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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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结算原二维码取药原历史账单查询冶全流程服务袁
在医生开完处方后袁 病人可随时在手机上完成医

保和自费费用的移动支付袁 使用医保账户进行结

算袁无需到服务窗口或自助终端前排队结算袁大大

提升了就诊尧支付尧取药的效率袁改善了患者就医

体验遥
5. 平安城市

厦门城市公共安全平台融合全市多部门公共

安全资源力量袁 服务的领域从公共安全管理演进

拓展到支撑市域社会治理遥 公共安全平台及时感

知和预警城市运行管理中各类风险隐患袁 从事后

处置转向事前预防尧事中管控遥 例如依托市公共安

全平台建成交通与公安部门联网审查工作机制袁
实现了从业许可全程网办袁通过遍布全市的野E 政

务冶自助终端袁申请人 5 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驾驶

员背景审核工作曰通过野厦门百姓冶APP袁市民群众

只要发现可疑情况即可拍图上报袁 待部门核实后

及时处理袁平台还会给上报人相应的积分奖励遥
未来智慧城市展望

智慧城市的目标是建设主动精准尧 整体式智

能化的数字政府袁进一步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尧
政府治理一网统管尧政府运行一网协同袁让整个城

市实现全域感知尧全网协同尧全业务融合和全场景

智慧遥 近些年袁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袁人
们认识到除了软件尧技术和硬件基础设施外袁更重

要的是智慧城市的理念带来城市运行组织尧 资源

利用和管理方式的变革袁 智慧城市理念将引领城

市平衡和谐发展袁 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综合管理效

率袁使现代城市运作更安全尧更高效尧更便捷尧更绿

色遥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交通尧医疗尧教育尧文
化尧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领域的应用袁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方式将得到创新袁 有利于公共服务的公

平性与均等化遥 进化无止境的智慧城市袁将改变城

市的生态和环境袁从城市体验到城市更新袁科技发

展带来人居形态变革袁野万物互联冶和野媒融万物冶
将改变我们的交流沟通方式袁 以人为核心的功能

与服务聚集袁促进城市布局和空间转型袁城市将成

为有生命的智能体遥 智慧化实现了由人找服务到

服务找人袁数字孪生尧虚实结合的未来空间袁数字

化创新深入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袁 未来城市将

是物理城市和虚拟城市的融合遥
（作者单位：厦门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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