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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房间都有智能插座，还有可监控电

器用电量的智能配电板，方便家居使用；停车

场可监测车位使用量，根据访客需求调整非

居民停车位，保障停车需求；气动垃圾收集系

统通过地下管道，将生活垃圾直接从住户家

中运送至中央处理中心，由垃圾车定期处理，

减少了人力成本及垃圾气味扩散，营造了更

清洁、卫生的环境……

这是新加坡首批智能组屋，位于风景秀

丽的榜鹅北岸，是当地推动智慧社区建设的

代表。榜鹅北岸的建设，体现了新加坡将智

能科技融入生活，为民众打造更加宜居、高

效、可持续和安全家园的努力。

2014 年 9 月，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推出了

智慧市镇框架，从智慧规划、智慧环境、智慧

住宅区、智慧生活、智慧社区等 5 个层面，利

用智能技术收集人口、居民生活喜好、社会趋

势等信息，打造满足居民需求的宜居环境。

越来越多的智能技术也因此被引入社区建设

之中。

登加新镇是新加坡首个“森林市镇”，从规

划建设阶段就采用了城市环境综合模拟平台，

利用计算机模拟和数据分析技术，为提升居住

环境舒适度提供科学参考。该平台可计算出

光线、噪声、风向等环境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分

析如何利用风向加强通风效果，如何设计绿植

布局达到最佳遮阳效果等，确保住宅与自然生

态互为融合，让绿色主题贯穿整个社区。

老年人智慧看护系统是新加坡政府为

打造智慧生活引进的“智能家庭方案”之一，

首先在裕华组屋区安装试用。这一系统利

用传感器探测分析老年人的生活规律，在出

现紧急情况时发出警报，保证老年人及时获

得救助。

裕华组屋区居民徐先生年逾七十，平常

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人，家中大门、客厅、餐

厅、厨房和卧室等都设置了传感器。大门传

感器会记录他们是否外出，其余的传感器会

探测他们在家中的活动。在出现偏离作息等

异常情况时，系统会响起小声的警报，如果之

后依然没有检测到人员活动，就会立刻发送

短信向家人报警。“随着我们的行动越来越不

便，智慧看护系统会给我们提供更大帮助。”

徐先生表示。

此外，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还和科技公司

合作推出“邻里脉搏”平台，开发不同应用程

序，方便居民寻找周边的商店和服务。居民

还可订阅信息通报，随时了解周边情况。新

加坡政府也在建设智能应用中心，利用感应

器收集组屋内各种数据，调整灯光、水源供

应、垃圾处理等，改善社区服务质量。

按照目前规划，新加坡未来将继续围绕

“工作和生活相融合”的原则，逐步建设一系

列新的智慧社区，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新

加坡政府认为，随着越来越多智慧社区落成，

居民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休闲方式等都将发

生改变，新加坡未来的智慧生活样貌也将进

一步显现。

新加坡—

智能技术打造宜居环境
本报记者 刘 慧

“您希望市内停车免费吗？”这是法国巴

黎西南郊区城市伊西莱穆利诺近日在“我的

意见”网站上发布的调查，市民不仅可以直

接投票并留言，还能够看到实时投票结果和

留言关键词。网站联合创始人伊夫·凯加尔

介绍，平台数据会与政府和社区服务系统共

享 ，经 过 分 析 对 公 共 政 策 进 行 更 有 效 的

管理。

早 在 20 多 年 前 ，伊 西 莱 穆 利 诺 便 开 始

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智慧社区建设，通过搭建

网络平台、完善基础设施等方式逐步实现社

区公共服务的数字化。1996 年，该市建立了

市政服务数字网站，此后又推出了多种线上

行政服务平台。从选民注册到学校伙食费

支付，从电子书借阅及读者咨询服务到掌上

图 书 馆 ，再 到 停 车 费 移 动 支 付 、网 上 投 票

……多样的网络平台不仅提高了社区及城

市公共服务质量，也让居民生活更加便捷和

智能。

伊西莱穆利诺是法国政府以数字化推

进智慧社区建设的缩影。1997 年，法国政府

推出“政府信息社会项目行动”，制定有关政

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计划，推广一系列行政

门户网站和在线表格。 2004 年和 2008 年，

法国政府又分别推出了“电子政务计划”和

“数字法国 2012”等项目，进一步提高政务网

站的可访问性。目前，法国共有 27 个规模

不同的城市正在推进智慧社区建设，通过开

发智能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为居民提供更

好的服务。

近 年 来 ，伴 随 法 国 政 府 的 能 源 转 型 需

求，法国多个城市也在智慧社区建设中开始

考 虑 减 少 能 耗 、促 进 社 区 可 持 续 发 展 等 问

题。许多社区通过安装智能电网等能源管

理系统，更好地控制能源消耗。法国北部城

市里尔推出了智能供暖网络，社区内供暖网

络都配备了传感器进行监测防止泄漏，与传

统供暖系统相比能节省 20%—30%的能耗。

伊西莱穆利诺也推出智能电力网络，利用数

字反馈更好地掌握能源消耗用途，优化能源

管理。

此外，伊西莱穆利诺也根据法国社会发

展的最新需求，拓展智慧社区建设实践。通

过“参与式预算”网站，当地居民能够以个人

或社区的形式提交具体项目，经市民投票和

市政府讨论批准后获得相应资金支持。据介

绍，2022 年有 15 个项目通过审批，具体包括

安装抗噪声雷达、安装堆肥器、建设多功能自

行车站等。为了帮助更多居民融入智慧社

区建设，伊西莱穆利诺还启动了“数字护照”

计划，针对有不同学习需求的市民提供特别

培训，进一步扩大网络平台服务覆盖范围。

法国—

网络平台便利公共服务
本报记者 刘玲玲

萨曼沙就职于一家高科技公司，生活在

特拉维夫的列夫·哈伊尔社区。每到周六想

给自己“充充电”的时候，她只需要打开电脑

输入姓名和登录密码，就能登录社区网上图

书馆查阅资料。社区网上图书馆是以色列特

拉维夫推动智慧社区建设的举措之一，与特

拉维夫市立图书馆信息共享，除图书外，还收

录了各类报纸杂志、词典、教育数据库、法律

数据库、百科全书等。社区居民免费注册后，

可随时调取、阅读和储存所需内容。

列夫·哈伊尔的意思是“城市的心脏”，

是特拉维夫建设最早的智慧社区之一。进

入社区数字平台，各种实用信息分门别类，

充分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服务需求。出行、

停 车 、就 医 、入 托 、升 学 和 缴 纳 水 电 燃 气 费

等，都可在社区数字平台上轻松完成。萨曼

沙平时都会选择骑车上班，通过自行车骑行

服务系统，可以十分便利地找到周边的共享

单车。

不 仅 如 此 ，得 益 于 特 拉 维 夫 强 大 的 数

据收集能力，实时交通通报、道路工程建设

计 划 、辐 射 和 噪 声 污 染 、主 要 历 史 建 筑 情

况 、街 道 名 称 、社 会 服 务 和 教 育 机 构 、医 疗

诊所和药房……这些信息都可在社区数字

平台上找到，为居民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

“智慧社区的建设离不开特拉维夫智慧

城市的整体布局。”以色列智慧城市研究院创

始人及主席埃德娜·帕夏尔告诉本报记者，

2014 年，特拉维夫在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展上

获得了最佳智慧城市奖。多年来，以色列不

断推动建设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城市数字平

台，也为智慧社区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前，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内政部等部

门共同发起数字化行动计划，拨款约 250 万

新谢克尔（1 新谢克尔约合 2 元人民币），引入

政府机构、学术界和科技企业联合开发的公

私合作模式，建立涵盖以色列所有城市的大

型数据库，聚焦网络安全、智慧交通、养老服

务等方面，实现全国范围的数据共享，更有效

地为各城市提供服务，应对未来城市发展的

相关需求和挑战。依托于智慧城市的大数据

系统和技术，特拉维夫也进一步整合了交通、

供电、物流、医疗、食物、环保、气象、市政、安

全等各领域的数据。

为了将更多社区居民纳入智慧生活中，

特拉维夫充分考虑民众需求，推出了“数字—

电信”系统平台。市民成为平台会员后，在全

城各个社区都可以得到免费无线网络服务，

助力特拉维夫实现基于数字化的智慧城市建

设。“作为一个创业城市，特拉维夫以城市高

科 技 生 态 系 统 作 为 杠 杆 ，带 动 智 慧 城 市 转

型。”帕夏尔说。

以色列—

数据共享带动智慧转型
本报记者 黄培昭

智慧社区是指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

区管理和服务场景相融合，向政府、居民等

主体提供智慧化社区管理与服务模式的未

来社区形态。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

容和基本单元，智慧社区承载着实现城市

低碳、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推动构建

安全、绿色、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提高所

有居民的共同福祉。

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基于信息技术

创新和社区治理理念创新，已在智慧社区

建 设 中 取 得 一 些 进 展 。 例 如 ，芬 兰 早 在

2007 年即率先启动生态和数字城（住区）战

略，在赫尔辛基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同步推

进健康服务、基础教育、低碳节能、交通网

络、地产开发和休闲空间等内容。

在具体实践中，不少国家结合具体需

求确认智慧社区建设重点。一些国家非常

重视社区节能与低碳发展，通过提倡无车

化生活方式、节能建筑、能源自给和智能供

热等手段降低能耗与碳排放，其中以英国

的贝丁顿零碳社区和德国弗莱堡市的沃邦

社区最为著名。另一些国家重点发展面向

特定人群的智慧社区，如德国弗里德里希

哈芬市为应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趋势，启

动“独立生活”项目，通过

监测设备和“远程诊疗”，

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

远程监控和数据收集。

中国智慧社区建设目前仍处在起步

阶段，但已经取得了不少积极进展，特色

鲜明的优秀智慧社区也不断涌现。北京

市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引入“数字大脑”，

对辖区六街一镇的政务数据、基层业务

数据和社会第三方数据进行统一调配，

让居民享受错时共享停车等便利。成都

市已建成五大智慧社区示范场景，其中，

“社区微治理”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小

区事务掌上议；“社区保障资金 e 管家”监

督每一笔社区保障资金支出。

中国智慧社区建设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

作用，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智慧

社区建设的动力首先来自居民需求，通过居民共同

商议将需求转换成一系列目标，保证智慧社区的规划设计

有的放矢。国外智慧社区建设更多采用多主体广泛参与的

合作机制。例如，赫尔辛基的智慧社区是在真实环境中对

新兴技术或创新解决方案进行测试，广泛吸收参与者提出

的合理建议。阿姆斯特丹则开发了专门的虚拟社区，吸引

大量关注智慧社区建设的居民和企业参与其中。

智慧社区建设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依托市场广

泛地吸收社会各方的资金、创意和技术。企业是重要资金

来源之一，政府应当引导企业进入智慧社区建设领域，鼓励

企业探索可盈利的智慧社区建设运营模式，确保项目的可

持续性。加拿大多伦多曾力推新型未来社区，试图解决交

通拥堵、能源使用、住房可负担性等城市病问题，为居民和

访客提供品质化的生活环境。其前卫的规划理念让人惊

叹，但因为疫情等“黑天鹅”事件引发企业财务投入与收益

困境而被迫终止。

此外，智慧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信息技术

是其重要驱动力，但不能成为唯一的考虑要素。不同社区

所处状况、要解决的问题均不同，单纯的技术堆积并不能解

决所有问题。在智慧社区的建设中，要突破对社区的传统

认识，充分考虑社区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信息化水平、居民

素质等差异，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中

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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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是充分应用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手段，整合社区各类
服务资源，打造基于信息化、
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的社区治
理新形态。一些国家通过建
设公共事务参与平台、改进
互联互通的生活服务、完善
智能硬件设施等方式满足居
民需求，在智慧社区建设过
程中取得不少经验。

图①：在法国巴黎一家图书馆，人们通过电子屏了解书

籍相关信息。 本报记者 刘玲玲摄

图②：游客在 2022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世博会中

国国家馆内体验智慧社区。 王东震摄（新华社发）

图③：以色列特拉维夫街头的共享单车和共享电动滑

板车集中停放点。

本报记者 黄培昭摄

图④：位于新加坡榜鹅北岸的智慧社区。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网站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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