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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会是智慧城市的扩展和深化
——访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战略规划研究室副主任武锋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智慧社会，迎接美好生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记者：请您谈谈对“智慧社会”含义的
理解？其与智慧城市的含义有何不同？

武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
“智慧社会”，这也是“智慧社会”概念首次
在中央及国家的正式政策报告中出现。此
后，这一概念在国内专家学者和百姓中引
起了强烈反响。智慧社会虽然是一个全新
的概念，但它与我们熟知的智慧城市是相
关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所谓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
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而智慧社会则
是指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
息社会之后，在智慧城市普遍发展的基础
上，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逐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它也可以看做信
息社会的高级阶段。

记者：建设智慧社会的意义何在？如
何实现建成智慧社会的目标？

武锋：毫无疑问，加快建设智慧城市，
将有助于智慧社会的实现。智慧社会描绘
了对智慧城市后续发展的前景，也为智慧
城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智慧城市相
比，智慧社会的内涵更广、范围更宽，更加
追求融合发展，更加重视“以人民为中
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
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
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对农村发展
关注得远远不够。而智慧社会还关注“三
农”领域，“智慧”的生产、生活、服务不仅仅
是解决城市所需，也将在农业、农村的现代
化以及农民对智慧生活迫切需求的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智慧乡村、智慧农业不仅
有利于提升农村的生产、生活效率，也将对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其次，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为了

解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实现公
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
宜居化、产业发展智能化，各个城市不得不
加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信息基
础设施。而智慧社会是智慧城市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必然社会形态。在智慧社会中，
除了宽覆盖、高速率、安全可靠的信息基础
设施，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之外，我们
必须更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人民
的主体地位。通过多样化的智慧生活应用
及平台，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更好的智慧
社会生活，同时允许广大群众参与共治，实
现共享，为建设智慧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并在此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
幸福感。

最后，我国虽然并非最早实施建设智
慧城市的国家，但建设速度和成效无疑是
最显著的。目前，全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

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但在智慧
城市建设实践中，各个城市往往是单打独
斗、各自为战，建设标准不统一、建设内容
不相同。为此，建设智慧社会的时候，必须
从更高的层面出发，强化上下一盘棋的大
局观和系统思维，统筹规划，协同推进。未
来，智慧社会要在统一标准、技术的基础
上，强调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的共建共享，
让智慧的产品与服务扩散到全国。

记者：智慧社会的到来，将对我们的生
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武锋：今后，在智慧社会中，社会创新
系统将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分布，社会创新
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某一项智慧
功能的发起者。

随着智慧城市的不断完善和智慧社会
的日益来临，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会发
生相应的变化。而到了智慧社会阶段，新
一代信息技术得到更快发展，并与实体经
济实现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将有可能超过
实体经济，成为未来主要的经济形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建设“智慧社会”。智慧社会

概念的提出，是从顶层设计的角

度，为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

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目标，

标志着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工

作迈入新时代，体现了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具体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其中，智慧社会作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甫一提出，即引起广
泛关注。如何理解智慧社会？新时代下，
智慧社会建设将如何改变你我？

生活方式革新

智慧社会的基础是利用互联网和
大数据，加快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
合，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人们的衣食住
行等生活方式向智慧互联演变

说到智慧社会，不能不提到智慧城
市。如果说智慧城市更多从政府角度来考
虑，重点解决城市管理、政府审批、民生服
务、应急管理等问题，那么智慧社会则更加
侧重关注百姓层面，从民生角度去配合政
府治理任务。

2010年以来，智慧城市迅速成为我国
各城市的建设热潮。至今，智慧城市建设
开始步入落地阶段，一些发展理念已经开
始逐步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智慧
社会的概念，这标志着中国智慧城市的建
设工作进入新时代，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具体要求。”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
究中心研究员胡安安在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如果进一步对智慧社会发展目标进行
追溯，可以在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
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找到答案。该意见不
仅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建成一批特色鲜
明的智慧城市”的要求，更将城市管理和社
会治理工作的重点分为三大方向：特色鲜
明、创新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重点解决

“城市病”。
目前，我国创新能力建设正迎来一个

重要机遇——“智能互联”。国际投行高盛
今年 8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6年，我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增长74
倍。与此同时，我国支付产业的高速发展
也与国外形成鲜明对照。我国通过手机进
行支付的交易额占到交易总量的 75%，相
比而言，美国这项数据只有20%。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
普惠化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人们的衣食住
行等生活方式向智慧互联演变。从购物、
点餐、理财、社交到超市购物、旅游、看电

影、买火车票、医院挂号甚至是在路边小摊
买菜等线下场景都在快速数字化。只需用
手机轻轻一点，就可以完成整个支付过程，

“一部手机走天下”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现
实。而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
术不断成熟及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必将
迎来更大的突破和变革。

在胡安安看来，随着智慧城市进入务
实与落地阶段，“以人为本”和“百姓获得
感”构成了立地之基。“智慧社会的基础是
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加快开放共享，推动
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让百姓觉得生活
更安心、简单。”胡安安说。

因地制宜发展

智慧社会的发展方向应是特色鲜
明，充分体现出各城各地的特点，因地
制宜、对症出方，让百姓能够感受到智
慧和温暖

从建设智慧城市的数量来看，我国已
经是智慧城市建设大国，并已成为世界智
慧城市创新的主要试验场。此次智慧社会
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智慧城市外延的扩
充和内涵的提升，更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
为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提出了全
新的要求和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迈进新时代，人民
群众在追求安全、高效、便捷生活等方面的
新需求，将在智慧社会生活中得到更好的
满足。

从运行机制上来看，相较智慧城市致
力于打造的政府、企业、居民的互动机制而
言，智慧社会更强调在科技支撑下的创新
系统协同。生产、生活、治理、服务将更有
机地成为一个整体。某种程度上而言，智
慧社会是在政府提供智慧平台、标准的基
础上，由企业、机构、居民共同打造智慧政
府、智慧企业、智慧城市、智慧生活。而这
个过程当中，人的参与尤其重要。

胡安安表示，传统智慧城市“重硬件、
轻软件”的发展问题凸显，“千城一面、千篇

一律”屡见不鲜，“楼堂馆所、摩天大楼”成
为城市核心，能够代表各地风土人情、历史
风貌的“味道”却日渐消失，因此智慧社会
的发展方向应是特色鲜明，充分体现出各
城各地的特点，因地制宜、对症出方，让百
姓能够感受到智慧和温暖。

比如，随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
完善以及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智慧交通行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眼
下，智慧机场建设的热度不断升温。以往，
乘客坐飞机的流程需要提前确定出行方
式，到机场排队安检，在登机口等待乘机。
这个过程经常会遇到很多不方便：开车到
了机场却找不到停车位，到了机场却因候
机楼太大而找不到方向……而今后，基于
实时的定位技术和人脸识别系统，这些将
不再成为出行的麻烦。

致力于发展定位技术的中科劲点（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 CMO 魏召告诉记者，目
前，解决室内定位“最后一百米”的需求，已
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在机场，
根据个人的精准定位和机场的布局，可以
准确计算出乘客到达每一个目的地的距离
和所需时间。基于这些大数据，航空公司
就可以制定一套完整的候机服务方案，乘
客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安排行程，而
不是被动地等待。

“看似‘社会’一词的概念范畴高于‘城
市’，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却更加具体，从
百姓的实际需求入手，解决一个个现实存
在的城市顽疾，‘智慧’和‘聪明’的评价自
然会出现在人民群众的口碑中。”胡安
安说。

创新引领需求

创新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智慧社会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地可以通过
创新产品和服务去引领新的需求，实
现智能化在社会所有领域的全面渗透

如今，创新正成为引领我国发展的第
一动力。近年来，党和国家全面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在创新领域取得突出成

绩。创新不断激发新产业、新活力，培育新
经济增长点。在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引领
下，一系列智能化创新成果不断出现。在
这样的背景下，智慧社会的未来当然不会
停留在科幻电影里，而是加快形成社会共
识，并在各个领域落地。

“创新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智慧社会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要求各地党政部
门去主动了解、适应、融合互联网时代，关
注现实社会生活情境与场景，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甚至可以通
过创新推出产品和服务去引领新的需求。”
胡安安说。

可以预见，智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面
的。智能社会涉及社会的所有方面，包括
社会经济、政府治理、公民素养、人民生
活、能源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目标是
未来实现智能化在社会所有领域的全面
渗透。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人工智能无疑将
成为推动智慧社会的新引擎。如今，通过
微信等智慧应用平台，人们可以通过手机
轻松缴纳水、电、煤气费用及交通违章罚
款。随着“智慧小区”建设的推进，“互联
网+小区”的融合应用能让业主在小区里轻
松享受智慧服务，逐步实现“物业管理智能
化、对业主服务智能化、社区管理智能化、
市场监控信息化”。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普及，“吃了就走”的餐厅、“拿了就走”
的超市、“刷脸入住”的宾馆，或将成为城市
生活的新潮流。

“信息在社会内部与个体之间的传播
方式改变了，社会中的资源、产品与服务交
互行为改变了，社会中的结构与社会运作
关系被改变了；但个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不会改变，个体对公共产品与公共
服务的诉求不会改变，个体对公平正义的
诉求不会改变。”胡安安说，智慧社会将以
百姓的核心利益为根基，牢牢抓住这些“不
变”，更好地适应“变”，以服务属性为起点
规划城市发展和社会治理，以数据为驱动
力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创新，以互联网为
载体展现城市风采，从而增加百姓的获
得感。

图① 市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区大数据应用产业基地内体验VR

眼镜。 丁根厚摄 （新华社发）
图②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高尔夫社区网格长林琳（右）展示智慧天网

的 APP 客户端，通过该客户端，网格员可以实时传送各类社情信息。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图③ 四川省成都双流区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演练在线防汛指挥。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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