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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慧城市，是指运用信息
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个
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
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
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
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智慧政务

智慧政务是运用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
监测、整合、分析、智能响应，实现
各职能部门的各种资源的高度整
合，提高政府的业务办理和管理效
率。通过智慧政务体系，可以加强
职能监管，使政府更加廉洁、勤政、
务实，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并形成
高效、敏捷、便民的新型政府，保证
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企业和公众建
立一个良好的城市生活环境。

智慧交通

智慧交通是在交通智能调度
系统的基础上，融入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IT技术，通
过信息技术对交通信息的汇集和
处理，提供实时交通数据服务。随
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我
国对“智慧交通”工程建设的需求
增长快速。

智慧安防

智慧安防系统强调的重点是
对城市的更为智能的感知，主要依
托的技术就是视频监控系统为基
础，通过各种有线、无线网络，整合
城市各类视频数据，建设一个庞大
的城市公共安全防控平台，利用云
计算技术，对海量的城市视频进行
存储与分析，实现事前积极预防、
事中实时感知和快速响应以及事
后的快速调查分析。智慧安防的
优势在于信息传送及时，集布防、
检测、报警、记录于一体，结构简
单，适用面广，可以面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使用。

智慧教育

智慧教育是通过引入新一代
信息技术，打造智慧教育平台，可
以实现教育的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和多媒体化；通过教育门户网
站、智慧教育学习平台以及教育资
源交易平台等模式，快速高效实现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教
育教学以及管理的深层次变革，推
动教育的均等化和公平化。通过
智慧教育的发展，有望打破当前教
育纯粹由政府进行投资的模式，真
正能够引入社会资本，探索公司化
运营，培育智慧教育产业，构建起
全民参与的终生教育体系，为学生
和市民提供便捷、优质、安全、高效
的教育服务。

智慧医疗

智慧医疗就是推动惠民医疗
的重要手段，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的
运用，打造一个平台体系，降低患
者等疗时间，并通过提供便捷的支
付手段，给患者提供公平、安全、便
捷、优质的诊疗服务。智慧医疗由
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智慧医院系
统、区域卫生系统，以及家庭健康
系统。

（资料来源：云计算/技术）

智慧城市中
五大应用领域分析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
如火如荼，并呈现出了遍地开
花的总体建设格局。近年来，
我国政府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极大地推动了智慧城市的发
展。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已经
有超过700多个城市正在建设
或准备建设智慧城市。“十三
五”期间，我国还将开展100个
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工作，智慧
城市正蓬勃发展。

杭州打造移动支付之城；
银川率先引入PPP模式规划部
署智慧城市；上海围绕民生“补
短板”，打造智慧社区、智慧商
圈、智慧村庄、智慧园区、智慧
新城；济南推进数创公社建设；
深圳创建首个新型城市运营管
理平台；宁波从中国制造转型
升级智能制造……随着我国智
慧城市的繁荣发展，各具特色
的发展模式也脱颖而出。

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智慧城
市比较，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
还有一定的差距。对此，国家
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单志广指出，我国的
智慧城市建设仍有三个核心问
题待解：

第一，智慧城市的理念和
内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从政府到企业再到老百姓没有

一个普遍的共识；第二，智慧城
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是一项需要把散布于各个
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打通起来
的工程，所以需要科学的顶层
设计方法论来指导，但现在我
们缺失有效的方法论体系；第
三，重建轻运营模式，智慧城市
项目建起来容易，但如何能够
长效发展，还需要成熟的可持
续发展运营模式。

业内普遍认为，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是我国大力发展物联
网产业的诸多措施之一，在中
央和地方的推动下，我国物联
网产业正逐步进入产业起步
期，产业规模进入“万亿时代”，
未来将持续高速增长。

早在“十二五”时期，我国
就将物联网列为重点发展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并在2010年率
先组建了中国物联网标准联合
工作组。2013 年 2 月，国务院

发布《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后几
年，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又陆续
发布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 建 设 中 长 期 规 划（2012—
2030 年）》《2014 年物联网工作
要点》《关于印发10个物联网发
展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等指
导性文件，对物联网发展做出
详细安排。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加速
物联网发展。截至2018年 8月

底，已有北京、上海、天津、浙
江、安徽、吉林、贵州等20个省
区市，出台了物联网产业政策
和措施。业内认为，随着各地
具体的措施亮相，我国物联网
产业政策体系基本成形，并正
在形成良好的央地联动效应。

根据计划，2016 年到 2020
年期间，我国要培育100个新的
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医疗、
交通、物流、金融、通信、教育、
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发展具有

明显的带动作用，将给城市和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支
持。

未来，随着 5G 网络、下一
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网络
设施加速部署，我国物联网建
设和发展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作为推进物联网发展的重要手
段，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持续
提速，而智慧社区、智慧交通也
将成为智慧城市在2019年的下
一片蓝海。

2019年伊始，伴随着《河北
雄 安 新 区 总 体 规 划（2018—
2035年）》和《白洋淀生态环境
治理和保护规划（2018—2035
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
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 年
—2035 年）》的获批，我国拉开
了新一轮建设智慧城市的热
潮。同时，这三个规划的获批
也标志着我国重点地区的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日益成熟。业内
人士指出，相信在多项智慧城
市国家标准的指导下，将会加
速推进高水准、世界级的国际

化新城。
中国最早提出建设智慧城

市，是在2012年住建部发布《关
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的通知》，2013年住建部公布首
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90个，
第二批试点 103 个城市（区），
2015年公布第三批试点84个城
市，三批试点共计277个城市。

从在建智慧城市的地理位
置分布来看，我国已初步形成
了以北京、天津、大连、青岛、济
南为主的环渤海，以南京、无
锡、上海、合肥、杭州、宁波为主

的长三角，以广州、佛山、深圳
为主的珠三角，以及以西安、成
都、重庆、武汉为主的中西部四
大智慧城市群。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
副司长伍浩表示，建设智慧城
市将是“十三五”期间我国推进
城市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
促进物联网发展的重要措施。
业内认为，随着更多城市加入
智慧城市的行列，上述四大区
域将形成覆盖更广、联系更加
紧密的智慧城市群，极大地推
进我国物联网发展和产业集群

快速成型。
在四大智慧城市群形成的

过程中，包括芯片制造、传感器
设备、系统集成在内的物联网
产业集群也依托上述核心城市
逐渐发展壮大。例如，在芯片
制造领域，上海、北京、深圳等
城市已具备相当的产业规模；
西安、武汉、成都等中西部城市
则依托自身的科研教育优势，
在RFID、芯片设计、传感传动、
自动控制、网络通信与处理、软
件及信息服务等领域形成了较
好的产业基础。

三个核心问题亟待解决

产业规模进入万亿级时代

政策利好智慧城市建设

政策利好
智慧城市撬动万亿级市场

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

推进智慧城市规划建

设，国家层面推出了十多个

相关政策文件，地方层面全

国 100％的副省级以上城

市、90％的地级以上城市，总

计700多个城市（含县级市）

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已有

2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智慧城

市的建设，我国有望在“十三

五”期间撬动万亿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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