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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溫 麵成为 常 态
， 创 新涌 现的 时代 。 《办公

会 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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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创新 ： 创新２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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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代创 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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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公众

查看历史消息＞｜号合作推出 互联 网 ＋
？ 创新 ２ ． ０ 专题

， 持续跟踪关 注创

新 ２ ． ０ 时 代
“

互 联 网 ＋
”

背景下产业 发 展 、政府治理 、环

境建设 、社会服务等各领域的创新转型机遇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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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
国 务院 立足 于我 国 信息 化

和 新 型 城镇化发展 的 实 际
，

促进 舍（■ 塞９ｆ）Ｒ计 Ａｆ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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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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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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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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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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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和共享是城市信息化建设 的两大核心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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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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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 ］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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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政的 信 息 系统 ，

物联 网

系统整合起来
， 使其成为具有协 同能力 和调控能力 的有机 赖 日月

整体 ， 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升华 和飞跃 。 创新是 智慧城市建

设的 永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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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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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猿到人转变 的关键一步 ， 具有里程碑意义 。 这种
“

认知
”

即

是虚拟信息 的
一

种共享
，
共享让人类逐渐拥有 了族群 、 种 市 、 ８ ９％地级市 、 ４７％县级市都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 到 ２ ０ １ ５

族 、 民族和 国家 ， 让我们拥有 了 更多样的 技能 、更 高超 的能 年 １０ 月 底
，

已有超过 ３７ ３ 个试点市 、县 （ 区 ）纳人智 慧城市试

力 、更聪 明的 头脑 ， 使我们更加协作高效 ，
走过农业社会和 点名单 ， 重点项 目 超过 ２６００ 个 ， 投资总额超万亿元 ； 据测算 ，

工业社会 、 步人信息化社会 。 可 以 说 ， 智 慧城市的价值所在
“

十三五
”

期 间 ，智 慧城市建设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４ 万亿元 ，

是共享 ， 真正的 智 慧城市也是
“

共 享城市
”

， 能否做到 这
一 智 慧城市成为我国 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动 力 、新趋势

；

点 ，
是 智慧城市是否

“

智 慧
”

的关键所在 ，

“

共享
”

正成为未来二是新型 城镇化建设 的迫切需要 。 从 发达国 家的经验

城市 的 建设 目 标 。 近年来 ， 九三学社持续关注我 国城市化进 来看
，
城市化是

一

个必经 的过程
，
城市化程度是

一个 国家

程和 智 慧城市建设 ， 分别就绿 色建筑 、 建筑产业化 、建筑垃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的标 尺 ，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 ，
才能

圾资 源化利用 、建筑总量及其 能耗控制 、房地产市场发展 、 迈 向更为辉煌 的时代 。 据统计 ，
２ ０ １ ５ 年底我 国 城镇 常住人

利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和 社区治理与服口超过 ７ ． ７ 亿 ，
城镇化率为 ５６ ． １ ％

，
而 同期发达国 家和地 区

务等课题进行调研 ， 成果得到 了 中 央领导同 志 的高度重视 ，
的城市化率均 在 ７０％ 以上 ， 有 的 甚至达到 了９０％ ， 我 国 的

并在高 层协商和 全 国
“

两会
”

上提交建议 和提案 ， 推进 了相 城镇化仍然大有可为 。 目 前 ， 我 国 每年有 １ ３００ 万左右人 口

关工作的开展 。 我 国智 慧城市建设从 ２０ １０ 年开始 ，
到 目 前 从农村进人城市

，
预计到 ２０３５ 年左右 ， 我 国 的城镇化率将

已经 ６ 年 ，
这期 间我连续参加 了几届 智 慧城市大会

，
每次都 达到 ７ ０％ ， 这 意味着城镇化进程还有 ２０ 年左右 的时 间 ， 未

有新认识 ， 受到 新启 发 ， 在此 ，谈
一

些体会 ， 供大家参考 。来 ２０ 年将是我国城 镇发展 的黄金期 。 城镇化进程在促进

―

、 从我 国城市的 实 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
，
智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 同 时 ， 也带来城市人 口激增 、 土地供

慧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应 紧张 、交通拥堵 、基础设施捉襟见肘 、 管理难度加大等一

一是从 中 央到 部委 ，
再到 全国各地 ， 都高度 重视智慧城 系列 问 题

，

我 国 的
一

些城市 已 面临 这些
“

城市病
”

。 智 慧城

市建设 。 十八 大报告 明确指 出 ， 把信息化纳入全面建成小 市是治疗
“

城市病
”

的
一

剂 良方妙药 。 例如 ， 智 能交通可 以

康社会的 目标 ； 习近平总 书 记说
“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 极大缓解交通拥堵
， 平安城市可在

一

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

化
” “

信息化工作是
‘

十三 五
’

时期 的重头戏
” “

要提升管理 并为 案件侦破提供重要线索 ， 智 慧 医疗对提升医院 诊断效

水平 ， 着 力 打造智 慧城市
”

； 李 克强总理要求
“

打造智 慧 城 率 、 缓解
“

医患
”

矛盾成效显著 ， 智 慧食 品 安全可从溯源 角

市 ，
改善人居环境

”

。 ２０ １４ 年 ３ 月
， 中共 中 央 、

国 务院发布 度保障食 品安全 。 近几年 ， 美 国政府大力 推进智 慧城市建

《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２０ １４—２０２０ 年 ） 》 ， 首次将智 慧城市 设 ， 洛 杉肌市 通过 云 计算 和 Ｃｉ ｔ
ｙＴｏｕｃｈ 软件 ， 远程 控制

纳人 国家 战 略 ；
２ ０ １４ 年 ８ 月

， 八部委联合印 发《关 于促进智 １ ２０００ 公里 的路灯 ； 芝加哥市开发 ＡｏＴ 计 划 ， 搜集城市各

慧城市健 康发展指导意 见 》 ； ２０ １ ６ 年 ２ 月
， 中共 中 央 、 国务 项指标数据进行分析 ， 使饱受

“

大城市病之苦
”

的芝加哥变

院发布 《关于进
一

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 成 了
一个安全 、 高效 的宜居城市 ；

见 》
，
提 出 建成

一

批特色鲜 明 的 智慧城市 ；

“

十三五
”

规划提三是智 慧城市建设使居 民生产生活 便利化 ， 有着广泛

出
“

加快新 型智 慧城市 建设
”

。 在这样的 形势下 ， 各地积极 的群众基础 。 智 慧城市 以居 民需求为 核心 ，
家里需要柴米

投身 智 慧城市建设 。 截 止 ２０ １ ４ 年底 ，
１ ００％ 副 省级 以上城 油盐 ，

“

云 超市
”

送货上 门 ；
出 门 在外

，
手机 ＡＰＰ 就可 以远程

办厶 脅 动化杂 志
＿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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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家 中 的智 能设备 ； 去 医院看病 ，
医生根据 录人的信息 际需求和 民生需要 ， 贵而不惠 、 徒有其表 ， 造成

一

批新的

就对病人情况
一

目 了然 。 依托这些信息化手段和 技术 ， 居
“

形象工程
” “

政绩工程
”

；

一

些地方对智 慧城市建设的 长期

民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便捷 、 美好 。 智 慧城市让成熟 的先进 性和 复杂性认识不足 ，
再加上缺乏长效机制 ， 缺乏相应的

技 术更 贴近 民众 ，
以 实现零距 离问 需 、 问情 、 问计 ，

从而广 配套政策 和 法制 环境 ，
使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 难 以

纳 民意 。 如珠海利 用 移动互联网 技术 ， 建成
“

政 民 通
”

社 区 发挥 ，
无法激 发社会力 量参与智 慧城市建设的 积极性 ，

最

综合管理信息服务平台 ， 为政府提供 民意调查 、 社 区评议 终导致智 慧城市建设难 以持续 ；

监督 手段 ， 为居 民提供便捷 的社区 自 治参与渠道 ； 嘉兴市二是缺乏商业模式支撑 ，
发展后劲不足 。 目前 ， 智 慧城

借助通讯技术 ， 建立
“

９６３４５
”

居民 服务求 助 中 心 ，
整 合政府 市建设已经从概念进人到实施阶段 ， 发展前景非常好 ， 出 现

和市场资源提供公共 、便 民服 务 ，
受理需求 ３００ 余万件次 ，

了官办官营 、官办 民营 、官民合办等 多种模式 ，但这些模式主

辖 区居民 满意率达 ９９ ． ９５ ％ ； 北京利用互联 网技术 ， 搭建部 要还是政府掏钱 ，
形成 了 财政单一投钱 、企业 只想赚钱 、市民

门与居 民 的供需对接平台 ， 至 ２０ １ ５ 年底建成 １２ ３６ 个
“
一

刻 不愿掏钱的格局 ， 并 由 此造成智 慧城市建设的区域差异 ，发

钟社区服务 圈
”

， 覆盖率达 ８ ０％
；达地区 明显优于欠发达地区 。 据不完全统计 ，

未来 ５ 年 ， 各地

四是技术迅速进步 ，
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 为智 慧城市建设 建设智 慧城市的投资规模将增加 到万亿元以上 ， 如此庞大的

奠定 了坚实基础 。 近年来 ， 固 网加速 向光纤宽带升级 ， ４Ｇ 移动 市场 ，社会 资本却不愿参与 ，
有些工程听起来很好 、 看起来很

通信网络全面推进 ，
Ｗ ｉ

－Ｆ ｉ 覆盖面越来越广
，
城市信息基础设施 美 、运营起来也不错

，
为什么推 向市场就是不行 ？ 原因就是智

全面升级 ；大数据技术 与云计算 、物联 网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结 慧城市建设缺少成熟的商业模式 ， 在造福百姓的 同时 ，
不能

合 ，
实现对海量 、动态 、高增长 、多源化 、多样性数据进行高速处 给社会资本形成 良好的 回报预期 ， 缺乏 吸 引力

；

理 ， 使我们能够快速获得价值信息 ， 进而在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三是产业链 尚 未形成 ， 产业发展乏力 。 智 慧城市 建设包

以及提高城市运营管理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为智慧城市 含提供运营服务 的运营商 ， 进行工程项 目 建设 、 技术集成

建设提供了新契机 。 同时 ，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智 慧城市标准化 的建设商 ，
提供系 统所需各种产品 的供应商 ， 以及规划 设

工作 ， 初步形成了 由 总体框架 、支撑技术与平台 、基础设施 、建 计整个城市蓝图 的设计商等 ， 是一项系 统工程 。 目前 ， 很多

设与宜居 、管理与服务 、产业与经济 、安全与保障等类别标准 ， 地方都存在把智 慧城市 当成
一

次
“

硬件升级
”

的 简单化倾

这些都为智慧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向
， 重形 式轻实 效 、重采集轻分 析 、 重 硬件轻软件 、重技术

二
、 在智 慧城市建设的

“热潮
’ ’

中
，
需要

一些
“

冷思 轻人才 、 重新建轻利 旧 ； 同时 ，
因 顶层设计 和整 体规划 缺

考
”

，
认清存在 的 问题失

，
造成产业结构先天不足 ， 产业基本是 自 发发展 ，

产业规

全国各地如火如荼 的智 慧城市建设大潮 ， 也暴露 出
一 模弱小 、 基础薄弱 ， 实力过硬的 集成商和建设运营商大多

些 问题和矛盾 ，

“

热潮
”

之下有 隐忧 。 目前 ， 至少面临 四个方 是外资公司 ， 本土企业实力相对较弱 。 四 是深度和广 度不

句题亟 彳寺解决： ：足
，
群众参与少 。

一方面
，
智 慧城市建设往往局 限 于智 慧交

一是顶层设计不足 ， 发展盲 目 无序 。 智 慧 城市建设是重 通 、智 慧 医疗等少数行业 ， 如 老百姓感受最好 的高 德地图 、

要的 国家战 略 ， 但统筹协调 的制 度和机制不力 ，
顶层设计 百度地图 、 滴滴打车等 ， 智 慧城市没能体现在居 民生活 的

和 滚动发展规划不足 ， 缺乏建设 成果的 有效评估 ， 对现状 方方面面 ， 成效也就大打折扣 ； 另
一

方面 ， 智 慧城市建设在

没有充分地调研摸底 ， 没有统筹 考虑城市发展现状和经济 与新型 城镇化 、 完善城市功能 、 同城
一体化等方 面的 目 标

社会协调发展情 况 ； 普遍呈现
“

九龙治水
” “

多头管理
”

现 还需要进
一步融合 。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集体智 慧 ， 市 民参

象 ， 形成
“
一拥 而上

”

的 表面 繁 荣 ； 缺乏全局性 、 针对性 、 系 与是关键 ， 在当前 的智慧城市建设中 ， 群众参 与程度不高 ，

统性 和协调性 ， 不能有序布局 、 合理发展 ， 更没能互为补
一

些智 慧城市项 目 往往是领 导拍脑袋决策 、 企业 蜂拥而

充 、相互借鉴 ，
从而造成重复 投资和

一定 程度的产能过剩 。
上

、市 民袖手旁观 ，
没有 市 民 的广泛参与 、没有形成共治共

同 时 ，

一些地方对智 慧城市的建设 目标认识不清 ， 没有根 享
， 难 以形成广泛的社会效益 。

据城市特点科学定位
，

没有理性安排 发展次序
，
发展重点 三

、 加强顶层设计
，

统筹协调
，

打造
“

创新 ２ ． ０ 时

不 明确 ， 盲 目推进一批不符合城市发展实际 的项 目 ；
热衷 代

”

的新型智 慧城市

于 以项 目 为驱动 ， 过度追求技术先进 和设备投入 ， 忽视实近年来 ，

“

新四化
”

等国家战 略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

？２７ ？

办公 负 动化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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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阔 的发展空 间 ，

“

宽带 中国
” “
一

带一 路
” “

互联网 ＋
”

等战 建立
一个稳定 、长期 、有预见前景 的交易 结构 ， 政府来引 导

略的 出 台更是为 智 慧城市 的发展插上 了腾飞 的翅膀 。 随着 和 服务 ， 企业和 市场发挥主体作用 ， 城市居 民积极参 与 ，
从

云计 算 、大数据 、物联 网等新一代技术体 系的 运用 ， 智 慧城 而形成多方共赢的 局面 。 怎 么做 ？
一方面是政府怎 么做 ？ 首

市建设进人了
“

创新 ２ ． ０ 时代
”

。 对智慧城市建设 ， 有以 下 先政府要学习 互联 网 、拥抱互联 网
、应用互联网 、发展互联

几点思考 ：网
，

“

互联 网 ＋

”

做不好 ， 智 慧城市也做不好 ； 其次要有大局

一

是加强顶层设计 ，
稳步推进实施 。 从国 家战 略层面入 观 、 时空 观 、未来观 ， 创造互联 网 新空 间

；
再 次要有平 台 思

手
， 做好智 慧城市建设的 顶层设计 和战 略规划 ， 统筹各部 维 、善于整合资 源 、 盘活存量 、创新应用 ； 第 四 ， 要具备运营

委 和各地 政府 的 相关工作 ， 打破信息 壁垒 和 行业 条块 分 平 台能力 ， 用互联 网技术 、 思维 、模式 、 营 销手段做好 服务

割 ， 实现互联互通 ； 顶层设计应以城 市相关发展规划 、建设 推广 。 另
一方面是企业怎么 做 ？ 首先是合作要转型 ， 从 向 政

现状 和需求为 基础 ， 科学谋划 、合理布局 、
近远期相结合 、 府要项 目 、 要资金 向合作共同开发转变 ； 其次是心态要端

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 。 在实施过程 中 ，
不贪大求全 ， 因 正 ， 从

“
一锤子买卖

”

向持久合作转变 ；
再次是评价要 完善 ，

地制 宜 ， 在顶层设计和 长期规划 的指导下 ， 统筹各类 民生 要看效果如何 ？ 持续收益如何 ？ 第 四 ， 能力 要提升
，

要成为

需求 ， 按规划 、有计 划 、体 系化地稳 步推进 ， 最终应 用到社
“

城市综合发展解 决商
”

，
提 升全 领域服务能力 、全链条 支

会生 活 的方方面 面 ； 同 时 ， 举办宣传推广活 动 ， 营 造氛 围
，

撑能力 ；

提升市 民感知 ， 帮助市 民更多地参与智 慧城市实践 ， 使其四是完善产业链 ，
为智慧城市发展奠定基石 。 发挥产业

充分享受智慧城市成果 ，
从而推动 整个城市的智 慧化 ；生态圈最大化效应是智 慧城市发展的关键 。 首 先 ， 政府发

二是创新思维 ， 以人为 本 。 建设智慧城市不仅仅是技术 挥引领作用 。 要建设基础数据库 ， 发挥信息分析中心作用 ，

层面 的考量 ，
还要考 虑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 、管理 、生态 共享数据资源 ；

发挥物联网 和云计算的 牵引 效应 ， 促进资

环境等多个方面 。 在体制机制层面 ，
应当具有创新 的意识 源 整合 ；

发挥财政资金 引 导作用 ． 建设高 效投融资平 台
； 搭

和 思维 ， 勇 于突破现有格局 ， 打破行业 、 部 门条块分割局 建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 。 其次 ， 运营商发挥 主导作用 。 明确其

面
，
进
一

步推 动资源 整合 、融合 ，
进一 步加大创新力 度 ； 在 在智 慧城市建设 中 的 战 略定位 ，

是标准共建的参与者 ， 还

实际工作层面
，
以人为 本 ，

以民生应用 和服务社会为 出发 是终端设备的合作者 ， 或是信息基础设施的 主导者 。

点 ， 广泛听 取人 民群众的意见 ， 汇集 人民群众的 智 慧 ， 转变在竞争 中 ， 运 营商应制 定科学 、合理的 发展策略 ， 避免

职能 ，
通过智慧城市建设 ， 使社会更和谐 、生 活更美好 。 近 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 。 再次 ， 方案提供商发挥积极作用 。

日 ， 国务 院印 发 了 《关 于加快推进
“

互联 网 ＋ 政务服务
”

工 方案提供商是联结政府 、 运 营商等各行 业的 咨 询 和规划

作 的指导意见 》 ，
对 推动

“

互联 网 ＋ 政 务服务
”

工作 指 明 了师 ， 通过提供完整 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 及时有效地为智

方向并做出 了全面部署 ，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战略意 慧城市建设提供数据分析和建议 ， 创建多方共赢 的运营模

义 。 《意见 》 明 确 提 出要加快新 型智 慧城市建设 ，
要求各地 式 。 第四 ，注重研发 、 引进和 应用新技术 。 先进技术能让智

区 各部 门 加强统筹 ， 注重实效 ， 分级分类推进新型 智 慧城 慧城市
“

飞得更高
”

， 应 当重视先进技 术 的 研发 、 引 进与应

市建设 ， 打造透明高效的服务性政府 ； 我们应以落实文件 用
，
尽快本土化 ，

提升 国 内企业的 实 力与 水平 ，
让先进技 术

要求 为契机 ， 推进新型智 慧城市更好 、更快地发展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为智 慧城市发展奠定基石 。

三是创新模式
，
实现共享共赢 。好 的智 慧城市商业模式中央 提出协同推进

“

新四化
”

建设
，
化解各种

“

成长的 烦

要说清楚是什么 、谁来做 、 怎 么做三个问题 。 是什么 ？ 就是 恼
”

。 习 近平总书记说
“

人 民对美好生活 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

要讲清楚 智慧城市 的建设模式 、

＿

运维模式和盈利模式 ， 建 奋斗 目 标
”

。

“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

没有终点 ， 智 慧城市建设

设模式要 多主体共 同推进 ，
比如本地与 外地 、政府与 企业 、 是一项 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 事业 ，

是永远在 路上 的征程 ，

资本与技术 、 项 目 与市场等合作推进 ；
运营模式要 多元发 让我们携起手来 ，

积极践行绿色 、 人文 、 可持续 的发展理

展
，
处理好长期 与短期 、局部与整体 、外部与 内部 的关 系 ； 念 ， 逐步解决智慧城市建设中 面临 的 困境和 各种 问题 ，

让

盈利模式是在让企业有钱赚的 同时 ， 让政府好管理 ，
最终 城市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人民群众 ！乂

产生服务绩效 ， 使我们的 服务接地气 ， 老百姓用得起 、用得（ 本文根据赖 明副 主席 １ １ 月 ２ 日 在第十
一届 智慧城市

上 、
用得好 。 谁来做 ？ 就必须 由 政府 、

企业 和居 民三方共同 大会高峰论坛上 的讲话整理 ）

办公 动化杂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