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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
辜胜阻 王 敏

(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

的转换器。发展智慧城市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城市信息化发

展阶段看，我国许多信息化先行城市已经初步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信息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也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不

健全、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为此，要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实现技术

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互联互通，重视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基础上

全面整体推进。

关键词 智慧城市; 技术创新;城镇化转型;城市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 F291．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2104( 2012) 05 －0074 －07 doi:10. 3969 / j. issn. 1002 －2104. 2012. 05. 013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

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

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缓解当前日益严重的“大城

市病”的重要举措，建设智慧城市是经济增长“倍增器”和

发展方式的“转换器”。智慧城市不仅会改变居民的生活

方式，也会改变城市生产方式，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当

前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内涵型城镇化

发展;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

增长点;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社会节能减排，推

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利于我国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机

遇，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1 智慧城市的理论思考与学术探究

智慧城市理念是看待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思

维。这种理念转化为现实则是 2008 年 IBM 公司提出的
“智慧地球”战略。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它也引起了学

术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综合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发

现，学术界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主要是从以下四个

维度展开的。

1． 1 智慧城市是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转换器

信息时代的城市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信息为前

导、网络为手段、高新技术为支柱，全面带动传统产业升

级，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广泛覆盖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1］。智慧城市被认为是一种具有

新特征、新要素和新内容的城市结构和发展模式。从城市

内涵特征上看，智慧城市具备经济上健康合理可持续、生

活上和谐安全更舒适、管理上科技智能信息化的特征［2］。

从城市发展要素上看，智慧城市强调以人为基础，以土地

为载体，以信息为先导，以资本为后盾［3］。从城市发展内

容上看，智慧城市覆盖了智慧经济、智慧移动性、智慧环

境、智慧市民、智慧生活和智慧治理等领域［4 － 5］。智慧城

市的逻辑建设框架由要素体系、内容体系、发展体系三位

一体共同构建起来。与数字城市或智能城市相比，智慧城

市注重从城市综合发展战略和整体效益视角看待信息

化［6］，不仅仅局限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更主要在于人力资

本、社会关系资本和环境相关问题，这些因素都是城市发

展的重要驱动力［7］。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只是智慧城市

建设和成长中的手段，是为智慧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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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失衡;高价城市生活方式和低价工业化的失衡; 高碳耗和低减排的失衡、公共产品短缺

和居民幸福感有待提升。参见辜胜阻等．“十二五”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与动力机制［J］．社会科学家，2011，( 4) : 9 － 12．

法［2］。

1． 2 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

信息化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

物，是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助互进的直接成果，城镇化是信

息化的主要载体和依托［8］。从阶段论的视角看，城市发展

与信息化、工业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

如果说第一轮的城镇化是以工业化为动力，那么现代城镇

化将以信息化为发动机，基于信息化的城镇化是更高级形

式的城镇化［9］。Graham 和 Marvin 研究发现，信息化能够

通过信息技术对城市的协作效应 ( 与城市发展协同并

进) 、替代效应( 信息传递减少或取代人员来回通勤) 、衍

生效应( 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和增强效应 ( 提高原有物质

形态网络的功能) 来对城镇化产生作用［10］。这种作用既

能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及演化速度、方式和内容［11］，也能

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方式、城市治理模式、居民生活方式、社

会秩序基础的转变与革新［12 － 13］。总的来说，信息化对城

市发展的革命性的变革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城镇

扩散与集聚功能并存，并交织演进;第二，城市功能信息化

和智能化;第三，信息流成为城市主导要素流; 第四，信息

基础设施成为最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 第五，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成为城市人居环境的主旋律。智慧城市是信息化、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信息化深入发展、城

市功能优化升级的客观结果。

1． 3 智慧城市是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许多学者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治理的作用，认

为其有助于更智能地规划和管理城市，保护城市生态和环

境，合理公平地分配人力资源、社会资源、信息资源、自然

资源等［14］。对于智慧城市的治理模式，美国学者 Andrea

Caragliu等认为，智慧城市是一种参与式治理，主要通过在

人力和社会资本、交通、通信设施方面投资来实现对这些

资源及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15］。国内学者李重照和刘淑

华也发表了相类似的观点［14］。胡小明从城市规划的角度

探讨了智慧城市的治理，认为智慧城市的规划不是一个信

息工程学问题，而是一个城市信息化发展方向的战略决策

问题，着重强调城市信息化的长远效益和整体效益［6］。王

辉等人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智慧城市规划的核心是建立

一个由新工具、新技术支持的涵盖政府、市民和商业组织

的新城市生态系统［16］。概括而言，智慧城市是“数字城

市”的发展方向和高级形态［17］，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变革

创新［14］，是运用最新技术对城市资源要素、公共事务等

进行精细化、标准化、动态性和无缝隙管理的重要探索，

目的在于实现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智慧化。

1． 4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依托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的

发展

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视角，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

的创新与应用，是以物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城

市自然、经济、社会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的结果，具体表现

为物联网与互联网的融合。IBM、邬贺铨、李德仁等是这

一观点的倡导者和重要支持者。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他们

主要侧重于智能项目的建设，提出要通过对物联网及相关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升人( people) 、商业 ( business) 、交

通( communication) 、运输 ( transport) 、供水 ( water ) 、能源
( energy) 等城市子系统的信息化水平，创造幸福美好、高

效便捷的城市生活。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涉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方

式、城市治理、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学者

对智慧城市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值得注意

的是，学界和产业界也达成了一些共识: 智慧城市是城市

信息化的高级形态，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依托信息产业发

展和技术创新应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和城

市治理的现代化;通过整合各种信息资源，全面提升城市

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是经

济发展模式创新在特定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是一场信息产

业再升级和信息技术创新引导的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和生

产生活方式变革。这就要求城市发展既要在技术上实现

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深入智能［18 － 19］，更要实现城市经

济、生活和管理上的全面“智慧”。

2 智慧城市建设的现实需求与战略意义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城市时代，亟需充分

利用城市信息化把握发展机遇，改变以往城市经济发展和

社会管理中面临的诸多失衡问题①，以及应对城镇化过快

发展所蕴藏的“大城市病”集中爆发风险。基于这一现实

需求，加快推进城市“智慧化”，实现城市经济“智慧增长”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

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经济增长“倍增器”

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器”，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

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

2． 1 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内涵型城镇

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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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智慧城市”的建设，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管理，将能增加城市的发展红利
2． 5 到 3 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实现 4 倍左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引领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

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需要通过建设“幸福城

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来提高市民的生活幸福感，

推进城市管理模式创新，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构

建“便捷、舒适、高效、安全”生活环境。智慧城市建设是

内涵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包括社会管理智能化、国

民经济信息化、环境维护自动化和生活服务便捷化等内

容。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的运行效率，通过引进电子信息化技术，实现电子政务，

提高信息传递速度以及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以提

升公共服务部门的行政效率和决策水平，切实解决城市居

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使全体居民更多地分享信

息化和城市化发展成果①，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由侧重数

量，关注经济要素集聚的外延型城镇化向重视质量、突出

城市功能完善和经济社会效益提升的内涵型城镇化转变。

2． 2 发展智慧城市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关研究发现，近年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仅 3%左

右，而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增速却是其 2 － 3 倍。在信

息化时代，信息网络设施正成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向，信息

产品和服务成为最大的消费热点。智慧城市是未来 1 － 3

年最有潜力深刻影响我国商业和经济的技术，位居 2010

年 10大战略性技术之首。从技术层面上看，物联网、3S

( GIS，GPS，RS) 和云计算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核心技

术，它们的应用将不断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带动创

意产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智能、生

物、纳米等新技术群体集聚，加速重构起以战略性新兴产

业为主体的城市现代产业体系。以物联网为例，据美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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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形成下一个超万亿元规模的高科技市

场。在我国，2009 年，物联网市场规模达到 1716 亿人民

币，2010 年上升到1 933亿人民币，增长率达到 61． 1%，成

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从应用领域上看，智慧城市建设

将为交通、建筑、医疗、电子商务、安防等行业带来巨大发

展空间，有助于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 3 发展智慧城市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生活

方式变革

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主要通过

两条路径实现:在生产方式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将为信息

技术应用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助于增强企业技术

创新激励和动力，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信息

化，加快产业转型和结构优化，推动生产方式由“高能耗、

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向“绿色、低碳、高效”转变。智

慧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广泛渗透，将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

新和服务创新等方式来提升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以信息通信技术( ICT) 为例，高更新频率、高能效技术

的 ICT产业本身具有“低碳排强度、高减排能力”的特性。

同时，它还能通过非物质化、智能电网、智能建筑、智能电

机、智能物流等途径带动这些领域减排增效，例如通过
ICT优化物流，可以在全球运输和储存中分别节能减排
16%和 27%［20］。在消费方式方面，智慧城市将虚拟世界

与现实世界有机结合，通过网络消费、电视购物、远程服务

等消费方式减少中间环节，实现成本节约与资源的循环利

用，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转型。例如，在交通运输领域，智

慧交通给汽车装上芯片，出门时系统会自动预订一个车

位，遇到堵车路段会提醒并建议改变路线，到达后，停车场

会自动识别和引导车辆进预定车位。据估计，智慧化交通

技术可以减少 20%的交通延时、30%的停车次数［18］;在家

庭生活领域，智慧家居可以有效应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的

老人看护问题，随时远程照看老人起居; 智能电网可以使

每个家庭节省 25%的电费。

2． 4 发展智慧城市有利于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提升城

市核心竞争力

信息化为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以信

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

要动力，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将改变城市化的

运行轨迹［8］。当前，信息技术在经历了计算机、互联网革

命之后，正进入第三次浪潮———物联网革命时代。在这一

时期，以物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引领新一轮的

技术创新革命和信息产业浪潮。有关资料显示，各发达国

家正全力进行战略布局以抢占新一轮信息产业制高点。

例如，欧盟提出“i2020战略”、韩国提出“U － Korea战略”、

日本提出“i － Japan2015 战略”、德国推行“T － CITY”实

验、爱尔兰开展“智慧湾”项目、新加坡启动“智慧国家
2015”计划，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
Smart City已达 1 000 多个，未来还会以每年近 20%的复

合增长率增长。建设智慧城市，有助于我国把握第三次信

息革命的机遇，发展物联网、云计算、3S 等高端信息技术，

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提升城市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3 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条件与现实基础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二五”时期全

方位、多层次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这也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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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积极探索信息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模式，更全面、

快速地推进城市信息化向纵深挺进。随着部分地区数字

城市建设的基本完成，为适应以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

新一轮 ICT变革和应用创新需求，智慧城市成为了城市信

息化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方向。据国脉互联智慧城市发展

水平评估报告显示，截止 2011 年上半年，我国已有近 50

个城市、城区或园区提出了具体的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和行

动方案，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宁波、南京、佛山等

城市已迈出实质性步伐，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领跑者”。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基本形

成，政策环境不断改善，初步具备了深入发展的基本条件。

3． 1 城市信息化升级的基础条件基本具备

从信息化基础上看，数字城市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信息

技术应用，提升了城市信息化水平，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我国信息化进程正步入“快车

道”，数字城市建设试点和推广城市已达 130 个，近 60 个

城市基本完成建设，国家信息化水平指数从 2002 年的
0． 648 7上升到 2009年的1． 545 8。据信息化蓝皮书《中国

信息化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1) 》数据显示，2006 － 2008 年

我国信息化发展指数( IDICN) 年均增长 13． 30%，居世界

第 5 位，高出世界平均增速 1 倍，在信息化可接入性和可

使用性方面更是全球进步最快的国家。当前，我国各城市

高度重视信息基础建设，无线通信网络和宽带覆盖率等信

息化指标显著提升，政务、商业、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

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为“数字城市”、“智能城市”向更高

层次、更互联互通的智慧城市迈进奠定了基础。

3． 2 智慧技术链和产业链初步形成

从智慧技术与产业发展上看，智慧技术产业化和信息

产业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产业规模效应初步呈现。我国是

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

二。在智慧城市领域，我国目前已落实了 250 多个物联网

试点项目，建立了江苏无锡国家传感网示范区，北京、上海

等 5个国家云计算服务创新示范城市。在相关核心技术

研发与产业化方面，取得了许多显著成绩。以物联网为

例，我国物联网技术研发水平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在无线

智能传感器网络通信技术、微型传感器、传感器端机、移动

基站等方面都已取得重大进展，已成为国际标准制定的主

导国之一。我国基本建成了从材料、技术、器件、系统到网

络的物联网产业链，并呈现出带动电信运营商、高校、科研

机构、传感器企业、系统集成商、应用软件开发商等环节聚

合联动之势，产业规模效应不断外溢。与之同时，信息产

业由硬件和制造主导向软件和服务主导转变速度加快，系

统集成和产业融合已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模式，信息

产业内部交叉融合、重组融合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渗透融合

不仅拓展了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而且派生出许多新兴业

态，进一步壮大了信息产业规模。

3． 3 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出台

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 － 2020 ) 、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

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化发展的若

干政策》等一系列促进城市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文件，对我

国信息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在
“十二五”时期，智慧城市与集成电路、智慧工业、地理信

息、软件信息服务等共同列入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国家
“十二五”规划以及“十二五”科技计划的规划重点，以及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在地方上，许多城

市将智慧城市纳入地方“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智慧城市

建设的先行地区还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政策规划( 如表 1

所示) ，逐步建立起保障智慧城市稳定健康推进的政策体

系。

4 加快发展智慧城市的战略思考与对策
建议

当前我国建设智慧城市有一定的基础，但仍然存在缺

乏统一规划、缺乏相应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受制于技术

和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发展智慧城市需要顶层设计和

统筹规划，要防止一哄而起、急于求成。具体而言:

4． 1 推动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相结合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要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

政府“有形之手”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

共同作用的动力机制。一方面，要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

础作用，利用供求、价格、竞争和风险等机制促进资源优化

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用利益诱导和市场约束、资源环境约

束的“倒逼”机制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和应用技术创新。另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引导性作

用，制定相对完善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营造

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智慧城市

相关产业流动。当前，我国各地区正掀起一股智慧项目建

设浪潮，发展规划呈现同构化趋势。据有关统计，共有 28

个省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

网列为主导产业，初现“过热”苗头。针对这一问题，需采

取如下措施:一要建立统一、有效的领导决策机构，健全智

慧城市建设的领导机制;二要将智慧城市发展与国家城镇

化、信息化战略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

来，制定统一的、专门的智慧城市及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与

实施方案，推进城市和产业发展合理布局; 三要加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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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典型区域的政策规划与表述
Tab． 1 Policy planning on and descriptions of smart city in China’s typical regions

地区
Regions

时间
Issued time

政策规划
Policy planning

政策表述
Description

北京 2011 年 1 月 《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 构建精细智能的城市管理，建设智慧城市。

上海

2011 年 1 月 《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
将“创建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作为重要组成内容，提出“建设以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

9 月
《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2011 － 2013 年行动计划》

构建国际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便捷高效的信息感知和智能应用体系、
创新活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和可信、可靠、可控的城市信息安全保
障体系。

9 月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共识
研究( 草案) 》

把握智慧城市建设的内涵，从技术、产业层面提升到思想、战略层面; 推动浦
东新区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先行先试。

广东

2010 年 12 月
《关于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智
慧广东的实施意见》

重点实施“智慧广州”、“智慧深圳”等智慧城市试点和“智慧南海”( 佛山) 、
“智慧石龙”( 东莞) 等智慧城镇试点。

5 月
《“四化融合，智慧佛山”发展
规划纲要( 2010 － 2015) 》

通过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把佛
山打造成为新兴产业发达、社会管理睿智、大众生活智能以及环境优美和谐
的智慧城市。

12 月
《广州南沙智慧岛建设战略规
划》

建设南沙智慧岛，探索“智慧广州”未来发展新路

2011 年 1 月 《深圳市“十二五”规划纲要》
通过建设国际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城市信息化应用水平、推进信息
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四大举措，全面建设智慧深圳

宁波

2010 年 9 月
《宁波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
智慧城市的决定》

经过十年努力，把宁波建设成为智慧应用水平领先、智慧产业集群发展、智慧
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具有国际港口城市特色的智慧城市。

2011 年 4 月
《宁波市加快创建智慧城市行
动纲要( 2011 － 2015) 》 加快推动 10 个智慧应用领域和 6 大智慧产业基地建设。

南京 2011 年 2 月
《南京市“十二五”智慧城市建
设规划( 讨论稿) 》

围绕南京市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升级的战略重点和群众对公共服务的迫切
要求，着力推进重点领域的智慧应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地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间协调，鼓励各城市根据区域产业、科技、文化、资源等不

同发展优势和特色，探索智慧城市的特色化道路，突出地

方特色和个性，打造建设智慧城市的特色牌和创新牌。

4． 2 坚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两轮驱动”

智慧城市建设要处理好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促进产业技术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发挥民营企业和民

间资本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金融系

统不仅是创新融资的重要渠道，而且是规避、化解创新风

险的有效工具和制度安排。发展智慧城市必须同时推进

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使二者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在融资

体系的制度安排方面，要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

完善天使投资机制，构建起完整的创业投资链，强化智慧

产业的要素集成，推进产业孵化与培育; 发挥多层次资本

市场在智慧产业发展中“壮大培小”的作用，分散智慧技

术创新的高风险; 完善以政策性信用担保为主体，商业担

保和互助担保相互支持的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加快研究

制定由各级政府共同出资组建的贷款担保基金办法，加强

金融公共服务，解决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担保难和抵押难问

题;推进政策性银行建设，发展社区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

鼓励创办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完善与科技型企业

规模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多层次信贷融资体系，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还要重视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搭建高

效的投融资平台，调动企业、民间资本投入，建立起政府引

导、企业主导、民间跟进的投融资体系。在技术创新方面，

要加强技术研发、应用试验、评估检测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增进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

的合作，健全官产学研合作机制，优化智慧城市技术创新

的软硬件环境。要注重物联网、云计算、3S 等核心技术的

研发，加快相关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掌握一批自主知识产

权，不断改变我国信息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要发挥

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作用，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国际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4． 3 处理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集成共享的关系

我国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追求“实用快上”、“重硬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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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问题长期存在。当前，尽管许多城市都建立办公

自动化( OA) 系统、管理信息系统( MIS) 和地理信息系统
( GIS) ，但各系统往往缺乏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信息孤

岛”现象普遍存在。不同部门间信息传递不畅，大大降低

了工作效率，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智慧城市是一个建立在

信息基础之上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城市。信息基础

设施和集成共享是城市智慧化发展的基础前提和价值所

在。发展智慧城市亟需进一步增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重

点建设物联网、新一代 3G移动宽带网、新型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平台，从业务、网络和终端等层次有序推进互联网、广

电网、电信网“三网融合”，构建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

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同时，还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智慧城市

信息共享机制，打破各系统独立建设、条块分割和部门分

治的局面，通过连点成面的方式对医疗、教育、金融、农林、

水利、环保、交通、市政、公安、企业、社区等部门数据资料

库进行标准化整合，建立面向业务管理、领导决策、行业监

管、公众服务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促进信息集成共享与互

联互通，实现城市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统一。

4． 4 重视技术标准建设和完善法律规范

纵览全球，智慧城市建设并没有一个完整雏形，多数

国家只侧重于城市建设的某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兼容性技术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高起

点、全方位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需处理好技术标准建设和

完善法律规范的关系，坚持标准统一和法规完善先行，为

智慧城市高效、安全运行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要以实际

应用为导向，结合国情和产业发展状况，依托重大智慧项

目工程，推进信息技术基础标准、信息资源标准、网络基础

设施标准、信息安全标准、应用标准、管理标准等应用规范

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高度发挥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

积极作用，加快标准和规范制定进程。加强国际合作，积

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在物联网、云计算、3S 等

智慧城市相关技术领域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还

要加快推进信息化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有关信息基础设

施、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智慧城市创造良好的法制环

境，保障其安全高效运行。

4． 5 采取以典型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发展模式

典型引路，示范先行，是经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实践证

明的重要成功经验。智慧城市建设要处理好典型示范与

整体推进的关系，坚持示范先行，发展试点区域和示范工

程以积累经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社会各界和各区

域广泛参与，实现智慧城市整体推进。要发现和选择条件

好、发展快的信息化先行区域，加以支持和扶持，建立“智

慧城区”或“智慧社区”，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由点到

线、由线到面、逐步扩展、不断提高，进而带动整个城市的

信息化和智慧化。要率先在交通、环境、医疗、教育等领域

推进智慧化项目建设，解决大城市“出行堵”、“环境差”、

居民“看病难、看病贵”、教育不公平等迫在眉睫的现实问

题，提升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引导广大群众

和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支持和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政府应

率先实施信息化，推进电子政务，为企业和家庭提供全方

位的、数字化的、快捷、简便、高效的政务服务。引导企业

积极运用相关智慧技术，建立起敏锐、互联、智能的智慧供

应链系统、生产管控系统和经营管理系统，提升企业信息

化水平和经营管理效率，实现智慧增长; 加强对居民相关

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居民对智慧技术的认识和掌握，引导

相关产品消费，实现信息化成果向消费与生活领域转化。

(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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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GU Sheng-zu WANG Min
( Institute of Strategic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esent that，as the converter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dvanced stage

of modernized city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digital city and intelligent city，smart city i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addition，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economy，society and environment，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by the“big city disease”，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From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city informatization，it is easy to find that many first-class cities in China

have initially been equipped with relatively complet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dustrial system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Meanwhile，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smart city is gradually improving to create a favorable policy environment． However，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may encounter many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unified planning，

inconsistent technical standards， incomplete legal norms， financial bottlenecks and so on． Therefor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China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and the visible hand of the

government，stimulat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build a network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interoperabilit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and take seriously the problem of norms of technology and legislation． Finally，the

overall advancement of smart city should be based on experience of the typical demonstrations that will be steadily accumulated．

Key words smart city; technology innovation; urban transformation; city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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