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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让城市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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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新冠肺
炎 疫 情 的 日 子 里 ，
许多人更加深刻地
感受到，智能化技
术的应用对百姓日
常 生 活 是 多 么 重
要：在火车站、飞
机 场 等 交 通 枢 纽 ，
利用红外热像仪只
需一秒钟就能完成
旅 客 的 体 温 测 量 ；
稳定高速的网络支
持着远程办公，几
百人的会议也可以
同时在线完成……
将这些技术集合起
来 为 城 市 生 活 服
务，是智慧城市的
力量所在。

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必须抓好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而让
城 市 更 聪 明 一 些 、
更智慧一些，则是
推动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

面对疫情的考
验，许多在数字化
上 做 得 出 色 的 城
市 ， 成 为 了 样 本 。
例如浙江省杭州市
率先推出的“健康
码”就是城市大脑
的产物，为抗击疫
情提供了巨大帮助。

也有一些地区，
此前在数字化、智能
化上布局慢了一步，
当下则更有了紧迫
感。有的地方在智慧
城 市 建 设 上 的

“慢”，并不在于缺少
基础设施的搭建，而
在于规划思路的陈
旧。比如不同部门间
的数据信息平台各自
为政，无法互通，导
致在抗击疫情中难以
联合发力，或者做了
许多重复性工作。有
的城市对基层数据的
收集管理不够重视，
比如对哪个社区有多
少流动人口没有细致
地掌握，导致在抗疫
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去挨家挨户登记。
但如果能通过统一的
信息管理平台，整合
好这些数据，抗疫工
作就会高效许多。

七八年前，智慧城市的发展在国内还
处于萌芽阶段，许多尝试并非尽善尽美。
但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智慧城市的建设
理应与日俱新。

在理念上，要明确智慧城市的建设应
“以人为本”，为便利百姓生活而服务。在
实践中，既要重视城市信息平台的统一布
局，减少数据流通成本，也要加强基层数
据的采集，尽量掌握更全面的数据信息。
在技术上，可以更多吸引企业参与，通过
购买服务不断吸纳最新技术，加快技术更
迭速率，始终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此
外，城市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加强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同时借助 5G、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改造原有的“老基建”，为完
善智慧城市建设添翼。

如果今后也能继续完善城市各类信息
化平台建设，补齐短板，提升政府数据采
集、资源整合共享以及公众数字化应用的
能力，那么战疫过后，我们智慧城市的建
设则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
时，来到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他指
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
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
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前景广阔。

在许多城市，智能场景已融入百姓日
常：路边的智慧候车亭可以实时显示下一辆
公交车还有多久到站；智慧社区应用人脸识
别系统，让业主可以刷脸进出大门；旅游景
区的智能管理系统可以监测客流量，保障游
人安全……

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快建设智慧城市，
更聪明、更智慧的城市已经悄然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提升了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而不
断吸纳着前沿技术加入的智慧城市，未来也
将带给城市居民带来更多便利。

建设城市大脑

智慧城市的建设在中国已推进多年。
2012年11月，住建部发布《关于开展国

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指出智
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
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
划、建设和管理的新模式。

2013年初，国家智慧城市第一批试点公
布，包括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浦东新区、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广东省珠海市等90个
城市及区镇。

随后，伴着技术的进步，智慧城市的科
技感越来越强，比如“城市大脑”的提出。
城市大脑是整个城市的智能中枢，可以对城
市进行全局实时分析，利用城市的数据资源
优化调配公共资源。

2016 年，杭州市率先提出建设城市大
脑，并以交通治理为突破口，打通政务、社
会数据资源，以数据驱动城市治理能力提
升、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比如每个
路口都有红绿灯和交通摄像头，但过去它们
之间的数据不连通。如果通过一个智能中
枢，让交通摄像头看到的车流量数据，同时
也能为调节红绿灯变化所用，就将大大减少
交通拥堵。2017 年 10 月，杭州城市大脑 1.0
版本接管了杭州 128 个信号灯路口，试点区

域通行时间减少了 15.3%，22 公里的中河上
塘高架出行时间节省4.6分钟。

到 2019 年底，杭州城市大脑已更新到
3.0版本，包括了公共交通、城市管理、卫生
健康、基层治理等 11 大系统 48 个应用场
景，日均协同数据 1.2 亿条。更多细微的数
字记录着城市大脑为杭州城市精细化管理带
来的改变：无杆停车试点推广，通过收费口
只需 2.6 秒；酒店自助入住和退房，全程仅
需 30 秒；数字公园卡免排队，入园只要 20
秒；先看病后付费，看病快了1小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杭州城市大脑技术总
架构师王坚认为：“通过城市大脑，市民可
以更好地触摸城市脉搏、感受城市温度、享
受城市服务。城市管理者也可以依托城市大
脑，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作出科学决策，提
高城市治理效能。”

除了杭州，更多城市也在引入城市大脑
的技术。

2019 年 3 月，北京市通州区正式通过城
市大脑防控环境污染。全区接入了1437路城
市环境监测视频、1100个大气监测及扬尘预
警传感设备；打通融合城管委、住建局、环
保局等多部门的信息平台；平均每10分钟就
可以完成一次全区域视频扫描。

在浙江省衢州市，城市大脑应用于公交
系统，智能化地实现公交车优先通行。在试
运行的公交线上，公交车的在途延误时间降
低 10%，全程至少节省 6 分钟，每天可以为
该路线乘客减少1000个小时堵车时间。

智慧城市的建设在不断更新、应用最前
沿的技术。

去年，愈加成熟的5G技术就帮助广东省
深圳市成立了全国首个5G智慧公交车队。智
慧公交可以为乘客免费提供上网服务，还会
自动给乘客推荐路线和周边景点信息。

在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
武看来，经过多年建设，国内智慧城市建设
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优势有目共睹。“许
多城市已搭建起了智能化网络管理平台，在
交通、治安、环保等方面都实现了统一管
理，这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加高效有序。”

智慧城市进入“算力时代”

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技术推动，而技
术的研发离不开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

杭州城市大脑的技术支持就主要来自阿
里巴巴集团旗下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科技公司
阿里云。王坚也在担任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
员会主席，他认为城市发展到今天，“数据
是城市非常重要的新资源”。城市将会进入

“算力时代”，计算能力将带给城市发展全新
的革命性质变。

华为公司提出打造城市神经系统，从而
实现万物感知、万物联接和万物智能，助力
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比如，此前的智慧城市
可以监测火灾，而在智慧城市神经系统的支
持下，可能某处还没有起火但已存在隐患时
就可以被捕捉、预警，从而做到防患于未
然。再比如，某栋建筑出现危险，城市神经
系统将发出一系列相应指令：电梯停运，打
开所有门禁，向所有人发出警示信息等。

除了让城市在基础建设上变得更加智能
化，腾讯公司提出的“We City 未来城市”
概念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如果一个城市现阶
段无法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建设，那么通
过“生态化的多元应用”“敏捷化的通用支
持”“集约化的基础设施”来实现以用户为
中心的智慧城市建设或许是一个新的发展路
径。腾讯提出，可以尝试通过微信、小程序
切入，连接城市与居民，通过构建相关城市
业务场景的小程序，实现智慧城市的建设。
各部门数据的互联互通，将提高数字政府、
城市治理、产业互联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不同企业的合作与竞争是智慧城市建设
能够长远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城市和小城
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认为，智
慧城市的建设不能脱离市场。

小规模封闭运营的信息平台系统一般利
用效率低，很难产生收益，从而难以维持日
常的系统维护和运营，更不用说增加投入以
满足更多需求。而广泛的社会应用和需求、
激烈的市场竞争，会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研
发的投入，改进技术，提升竞争力。李铁指
出：“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由企业提供技术
支持，政府根据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技术水平
来选择购买服务。”

“数字孪生”和智慧城市相结合

目前，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已取得长足
进步，但也仍存在一些需要补齐的短板。

胡小武指出，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仍存

在不协调、不均衡的现象。“像北京、杭州
等城市，推进很快，但不同的城市发展水平
不同，大量三四线城市的智能化、智慧化水
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对于已经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多年的地区
来说，如何真正实现基层治理智能化，也需
要关注。“城市的智能化如果不能渗入到基层
治理中，就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功能。比如，
对各个社区流动人口数据监测和掌握，对各
条街道上车流量、停车量的监测等，这些数
据还需要得到统一整合，汇总至全市层面的
数据中心进行规划。”胡小武认为，优化城市
数据，首先应加强从末端采集日常数据的能
力。“只有获得更充分的数据信息，数据处理
的结果才能更符合城市建设的真实需求。”

那么未来智慧城市建设该朝怎样的方向
努力？胡小武提到“数字孪生”这一概念。

“比如建一座桥梁，用多少水泥、多少
钢筋，都可以在电脑系统里做出一个数字建
模，这个数字模型和真实的桥梁是完全对应
的。未来建设智慧城市时，所有的数据也可
以这样，做一个和现实城市完全一致的数字
模型。城市的居民区、公园、道路、地下的
水管如何布局，都可以通过数字模型规划设
计，让城市从建设之初就更加节能、环保。
在虚拟的数字城市中，还可以通过模拟、推
演等方式，来获得解决城市问题的最佳方
案。”胡小武解释说。

这样的数字孪生智慧城市现在也已离我
们并不遥远。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中，就设立了副中心城市大数据中心，对城
市地上、地表、地下、空中全空间进行三维
建模，实现可计算、可推理、可全息感知的
多位动态时空信息管理。

基于华为提供的 5G 技术支持，江西省
鹰潭市已经开展了数字孪生城市建设。鹰潭
市部署了超过 110 万个传感器，联接了地上
地下、天空、水体，包括高空无人机、水下
机器人、地下的数字管网和地表的智能路
灯、泊车、烟感等感知载体。这样就构筑了
城区80平方公里的矢量数据，以及主城区10
平方公里的三维数据，实现了43个物联网应
用场景。去年底，鹰潭市还在2019全球智慧
城市大会上荣获全球智慧城市中国区产业数
字化转型奖和全球智慧城市数字化转型奖。
可以预见，数字孪生和智慧城市的结合，将
会极大提升城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近期，海淀 （中关村科学城） 城市大脑展示体验中心在北京市海淀
区海淀科技大厦二层落成。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4月9日，在河北一家建筑公司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化基地项目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试生产。 张腾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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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互联网+政务服务”示范区徐汇行政服务中心目前已经实现了
智慧城市治理“一网通办”。 陈玉宇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