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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时代

智慧城市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提出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那么智慧

城市作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的交汇点，从技术应用、资源整合、管理服务提

升等方面将为“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了首批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名单，随着去年底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暂行管理办法》 和 《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

指标体系》 的印发，“智能化”建设的舞台大幕

已经拉开，智能社区、智能医疗、智能交通等新

兴概念，越来越多地融入城市生活中。

“智慧城市”概念的应用十分广泛，基本可以

将一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包含其中。例如，在城

市有很多桥梁、道路、隧道，可以在这些地方装上

传感器，再通过后台统一收集信息、监测安全指

数，哪里土松了、哪里承重压力过大等都可以实时

监控，与此相关的制造业等行业，也被带动起来。

可以说，围绕智慧城市为核心的市场，将呈倍数级

增长，与之相关的服务、物流、家政、数据收集、后

台维护等行业，都可从中受益，并增加了就业。

在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背后，我们也应该看

到存在的一问题。现在，不单是一些特大城市和

中心城市，还有一些中小城市都有建设智慧城市

的积极性。但是必须要明确一点，就是以信息技

术为主的人工智慧，只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要

把城市发展和管理好。因此一定要讲求实效，真

正把人的智慧和先进科学技术手段与城市发展和

管理结合起来，取得实际的效果。同时，在建设

过程中比较典型的问题是行业的技术标准还不够

成熟，不同的设备和应用软件都有各自的协议，

难以与终端平台兼容。这就导致产品无法批量生

产，成本也降不下去。而且由于物联网尚处起步

阶段，用户的消费习惯还未形成，亟待培养。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推手，主管部门还应

该在政策扶持方面加大力度。据悉，由国家发改委

和工信部牵头，正在准备出台智慧城市相关指导意

见、制定标准。国家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自身

也在不断努力，以期尽快出台统一标准。

智慧城市建设要量力而行
刘晓峰

需求推动建设高潮

当前，城市问题日益严峻。统计显示，2011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 51.27%。预计到 2020 年
将达到 60%。而持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将带来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退化等
一系列的“城市病”。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子河
认为，智慧城市将有助于摆脱一系列的“城市
病”。智慧城市是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支撑下形成的一种新型信息化的城市形
态。“目前，我国 2 万多家医院，其中只有 5%的
三甲医院，拥有 64%的医疗资源。出现看病难的
问题，是因为 64%的医疗资源不能获得共享，而
信息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黄子河说。目前，
智慧医疗已经帮助四川省汶川县百姓基本实现了

“大病不出县”。据了解，“思蜀援川”援建项目为
汶川县组建了区域卫生信息网络之后，汶川县人
民医院等四家医疗机构每天可以与华西医院和北
京大医院进行远程医疗和医疗培训。

智慧城市是破解“城市病”有效办法。目前
很多地区都提出要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据统
计，截至 2012 年 9 月，在我国 47 个副省级城市
以及省会城市中，已有 28座城市在“十二五”规
划中提出“智慧”或“智能城市”发展战略。此
外，超过 36个地级市和 100 多个县级市也已经启
动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预
计“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投资总规模有望达
5000 亿元，智能交通、云计算等多个领域将迎
来巨大的市场商机，“十二五”期间各地智慧城
市建设将为相关产业带来 2万亿元的商业机会。

大数据支撑智慧城市

“大数据挖掘对智慧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管理是无形的生产资料，大数据价值的合理共享

和利用将创造巨大财富。”近日，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物联网专家组组长邬贺铨在 2013 年智
慧城市年会上如此表示。

大数据是指没有办法在合理的时间里用常规
软件工具对其进行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目
前，在我国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大数据。据统
计，在我国 2012 年淘宝网每天交易达数千万
笔，其单日数据产生量超过 50TB （万亿字节）
的大数据；百度每天大约要处理 60 亿次搜索请
求，数据量达到几十 PB （千万亿字节）；中国联
通用户上网记录达每秒 83 万条，即每月 1 万亿条
300TB 的大数据。智慧城市在产生大数据的同
时，大数据也将支撑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目前我国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很多地方还
过于偏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而并不重视“数据
的价值”和数据挖掘。对此，邬贺铨说：“城市
装上几十万个摄像头，并不代表就是智慧城市。
物 联 网 也 好 ， 智 慧 城 市 也 好 ， 数 据 挖 掘 是 重
点。”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信息
获取后的处理。同时，他指出大数据的收集、存
储、分析处理及使用，对智慧城市也将是挑战。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认为，智慧城市
建设的仍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邬贺铨认
为，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提出的创新城市、绿色
城市、宜居城市、平安城市、健康城市、幸福城
市等理念也应该是智慧城市的应有之义。

从“数字”向“智慧”升级
本报记者 谭 辛

导读：1 月 29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首批 90 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其中地级

市 37 个，区(县)50 个，镇 3 个。这标志着由我国政府主导的城市信息化开始由“数字城

市”向“智慧城市”升级，智慧城市的建设大幕将在全国开启。

“当报警电话打到应急指挥平台，智能消防
系统通过智能监控判断，几秒钟就能准确锁定报
警电话所在的地理位置。”

技术人员刘晓丽为记者描述着正在试运行的
智慧济宁的智能消防系统。她说，水火无情，当突
发火灾时，哪怕耽误一秒都有可能损失惨重。以
前遇到火情，报警人往往会因为精神紧张，造成报
告火灾地点模糊、有误，而延误灭火的最佳时机。

据介绍，基于地理信息和视频监控建立的
智能消防系统，大大提高了消防救灾的速度和
能力。系统不仅可以准确知道报警人的位置，
还能通过调用该位置所在区域的监控摄像头，
达到精准定位灾情地点和准确掌握火势情况，

从而避免了人工交流可能带来的时间和关键信
息点上的误差。同时，系统根据火灾情况，自
动确定救灾所需的队伍、车辆等救灾资源、选
择最短路线到达现场灭火，保证人民的生命和
财产损失降至最低。

“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的升级版，顾名思义就
是让城市更加聪明，通过计算机、物联网、通信网
络等连接然后进行智能化分析。”负责“智慧济宁”
项目的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GIS 研究所所长李成名认为，智慧城市应该有智能
感知能力，公安视频、环保粉尘感应器、污染水源
监测器等等都属于城市智能感知，也就是传感网、
物联网。此外，智慧城市还要有很强的交互性和

协同性，才能让智慧城市更聪明、更高效。
技术人员沈涛说，“智慧济宁”云平台的后

台支撑能力非常强。以济宁云平台上的地图为
例，云地图里存放着线划图、三维地图、各年份
历史影像数据，以及济宁主城区、12 个区县的高
分辨率影像。可实现实时数据查询，使大量信息
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目前,“智慧济宁”的智能国土执法系统、
天地图济宁公众服务系统、智能司法便民服务系
统、智能城管系统等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据介绍，下一步，济宁市将以智慧应用为导
向，构建全方位、多领域“智慧济宁”物联网应
用体系。

“智慧济宁”：让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徐 红

选好旅游手机应用选好旅游手机应用

做自己的出行导游做自己的出行导游

图片新闻

工信部中国软件评测中
心副主任朱璇日前在个人信
息保护国家标准宣讲会上表
示，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个
人 信 息 保 护 工 作 的 持 续 开
展，该中心将牵头组建个人
信息保护推进联盟，建立企
业自律模式，弥补我国个人
信息保护相关组织机构的缺
失。据了解，由中国软件评
测中心牵头制定的个人信息
保护国家标准已于 2 月 1 日
正式实施。 （诸玲珍）

健全个人信息

保护组织机构

国家规定处理个人信

息时应当遵循八项基本原

则，即目的明确、最少够

用、公开告知、个人同意、

质量保证、安全保障、诚

信履行和责任明确。

董少鹏:

“央企停办年会”

别成“行为艺术”

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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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宁波

实现互联互通

宁波是全国最早提出
建设智慧城市并启动实施
的城市之一。在陆海一体
化应用、开放地理信息平
台、基于工作流的跨部门
协同共建共享等方面取得
突破。

宁波规划地理信息中心
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及服务
提供商易智瑞公司日前联手
合 作 ， 共 同 打 造 “ 智 慧 宁
波 ” 地 理 信 息 共 享 服 务 平
台。平台引入了云 GIS 技术
和 服 务 平 台 ， 打 破 信 息 孤
岛 ， 取 得 很 好 效 果 。 据 介
绍，“智慧宁波”具有丰富的
云 应 用 服 务 ， 包 括 智 慧 公
众、智慧医疗、智慧政务等
系统。 （安雁敏）

在无锡物联网展会上的智慧城市专区，涉及智慧城市的内容吸引着参观者驻足。应急指挥平台、

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社会信息采集平台、智能集控管理平台、智能物流系统等已经得到广

泛应用。 龚 玺摄

“一些中央企业主动提出不办年会或

者年会办得俭朴一些，这是一件好事，但

这种做法要落到实处，不能变成行为艺

术。表面上不搞年会、不搞吃喝，却在其

他地方变相挥霍。”中国经济网评论员董

少鹏在 《我财经》 节目中如是说。

有媒体报道，近日北京多家央企接到

上级通知，要求停办今年的公司年会和聚

餐，理由是为了响应中央厉行节俭、不铺

张浪费等“八项规定”的号召。无独有

偶，广州、重庆等多个地方的机关单位也

在年前纷纷取消了年会。但不少人在拍手

称快的同时也表示，年会可以举办，只是

应该摒弃所谓的“干杯文化”。

对此，董少鹏说：“要抑制那些借年

会大兴铺张的做法，而举办相对俭朴，又

体现凝聚力的年会，这样可以增强相互团

结，对公司文化建设很有好处。”

(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晓琴)

◆智慧城市将有助于摆脱一系列的“城市病”。智能交通、云计算等多个领域将迎来巨大的市场商机

◆智慧城市产生大数据，大数据也将支撑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日前，中国电信天翼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与上海锦江国
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上海
签署业务合作协议。此次中
国电信翼支付将为上海锦江
国际的电子商务业务提供网
站、呼叫中心及手机客户端的
电子支付解决方案。双方将
开展联合营销，为用户提供优
质的旅行产品及专属的电信
套餐等内容。 （晓 峰）

电信与电商合作

开发民生产品

为让资金流与信息流
更好结合，双方将试点新
型电子商务类业务，开发
民生服务类手机客户端。

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的集
成，使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发
展。智慧城市的发展得益于
网络通信技术、物联网、大数
据与云计算、地理信息技术与
BIM、社 会 计 算（SocialCom-
puting）及其他相关技术的发
展，这些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
中集成应用将带来新的机遇
与挑战。

“数字城市”是

“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础

春节到了，许多家庭又有了出游计

划。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自由行，如何

安 排 行 程 呢 ？ 记 者 发 现 ，一 些 旅 游 类

APP（手机应用）或许能够帮上忙。

旅行 APP 主要是指用于目的地及景

区信息查询、游记及图片分享、旅行计

划、导游类的移动应用。在手机应用商

店里，以“旅游”为关键词做搜索，可以找

到几十个相关应用，它们主要能够提供

以下几种核心服务。

１、导航：提供目的地的地图指引和

GPS导航。

２、记录：上传照片、文字，标注位

置、时间等信息来记录旅途。

３、搜索：寻找景点、餐饮、酒店、租

车等目的地服务的详细介绍。

４、预订：显示门票、酒店等的价格

和预订链接；提供预订服务。

５、点评：查看商家及景点的点评情

况；可对商家和景点进行点评。

经过试用，记者感觉由大型旅游服

务公司开发的“百度旅游”、“同程旅游”、

“携程旅游”、“去哪儿旅游”和由移动互

联网创业公司开发的“布拉旅行”、“景点

通”、“在路上”等几款应用综合体验还算

不错。具体说来，每款应用又有各自的

优势和特色。“百度”、“携程”在酒店、门

票预订服务方面是强项；而创业型公司

开发的“布拉旅行”、“景点通”等更专注

于帮助游客记录、分享旅程。

选择好合适的 APP，出发前你可以

搜索旅游景点信息，预订车票、住宿；旅

行中自己设计路线，与朋友分享旅游心

得；结束后还能留下自己感悟评价，供旅

友参考。这样下来，不跟团旅游也能轻

松有趣。 文/本报记者 郭文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