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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City is the city morphology support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ICT in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2.0 in a knowledge-based society. Through pervasive perception, ubiquitous network and 
intelligent convergence application, smart city is of people-centered sustainable innovation, which is 
featured by user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mass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mart city 
can shape the public value and create unique value for the city and for every citizen in the city. The 
evolution of the city from traditional city, cyber city to smart city in the era of innovation 2.0 is 
analyzed in perspective of paradigm shift of innovation pattern. The key features of smart city are 
proposed. Practices of smart city around the world are introduced. The case of smart city administration 
as the smart city initiative in Beijing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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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Social Topology of Region, Network, Fluid 

Social Topology Region Network Fluid 
Characteristics Boundary Relation Variation & transformation  

Typical ICT Application 
Mainframe, local 

network, (and Pre-ICT) 

Telephone, Internet, 
e-mail, end user 

computing 

Mobile technology, 
Ubiquitous technology (IoT, 

Cloud Computing etc.) 
Interaction Physical and co-located Virtual Virtual+ Physical 

Service Delivery 
Bureaucratic, office 

based 
Standard transactions, 

informational 

User-Centric, Action oriented, 
Open, Tailored, coordinated, 

real time 

Government Model Hierarchy 
Internet Based 
E-Government 

Mobile Government、Fluid 
Government, Smart 

Government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Companies Individual 

City Morphology Traditional City Cyber City Smart City 
Innovation Innovation 1.0 (manufacturing paradigm)→Innovation 2.0(service paradigm) 

Government Government 1.0 (manufacturing paradigm)→Government 2.0(service paradigm) 
Business Enterprise 1.0 (manufacturing paradigm)→Enterprise 2.0(service paradigm) 

 
Table 2: Industrial and City Morphologies in Industrial Age vs. Those in Information Age 

Innovation 1.0 of Industrial Age Innovation 2.0 of Information Age 
工业时代的创新 1.0 信息时代的创新 2.0 
Traditional Telecom ICT Service Provider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New Media of ICT convergence 
Portal Social Media such as micro-blog 

Traditional Friends-making Website Social Network Servic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of Internet of Things 

Traditional laboratory Open Innovation Space 
In-house Office Mobile Office 

Hierarchy, Closed Organization  Agile, Open,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 
Producer-centric manufacturing paradigm User-centric Service Paradigm 

Highly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wireless, ad hoc, self-organization 
Enterprise 1.0 Enterprise 2.0 

Government 1.0 Government 2.0 
… … 

Cyber City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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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2.0 视野下的智慧城市 
宋刚 1,2，邬伦 1 

（1、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 北京 100871 
2、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北京 100045） 

 

摘  要：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新 2.0）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通过

全面智能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实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

征的可持续创新。智慧城市强调服务导向、以人为本，为城市及生活其间的每一位市民塑造公共价值并创造独特

价值。本文从创新范式转变的角度对创新 2.0 时代从传统城市、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的城市形态演变进行了分析，

总结了智慧城市的特征，介绍了国际上智慧城市的实践，并以北京智慧城管建设为例介绍了北京市在智慧城市方

面的探索。 

关键词：创新 2.0；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可持续创新；智慧城管 

 

一、引言 
Ⅰ Introduction 

 
信息化与全球化、城市化一起被称为重塑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1]。信息通信技术（ICT）的

融合与发展推动了创新的民主化进程，加速了创新由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的转变[2]。以用户为中

心、社会为舞台的面向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的下一代创新，即创新 2.0 正逐步浮现[3]，并进一步

推动了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组织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4]。 

快速城市化进程给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和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导致城市经济发展失调、

环境建设失衡、社会管理失稳，城市运行失序。数字城市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解决城市建设和管

理中的各类问题、支撑城市科学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瓶颈，面临诸

多难题。创新 2.0，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给数字城市的发展与演进带来了新的机遇和

挑战。充分利用以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把握知识社会环境下以人为本的创

新 2.0 机遇，将为我们破解城市发展与社会管理难题开辟新路径，提供新视野。新一代信息技术

支撑、知识社会创新 2.0 环境下的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以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智慧城

市通过全面智能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培育面向知识社会的用户创新、

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环境，通过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实现从传统城市、数字城市向

智慧城市的演进。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 

Ⅱ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以移动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与发展，为普适计算、泛在网络、随时随地随意的

在线连接、通信和交互提供了可能[5]。移动泛在技术进一步与智能识别、传感等技术融合，为无

所不在的智能、无所不在的感知拓展了空间，催生了以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6]。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通过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RFID）、3S（GIS、GPS、RS）等技术，

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声、光、热、电、力学、化学、生物、

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并基于泛在网络及云计算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与感知、识别、

分析、交互与管理。以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展现了一个充满智能化的世界，

也是建设可持续创新智慧城市的必备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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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发展与全球化、城市化的互动不仅重塑了城市空间[7]，也推动了网络帝国的崛起、

再造了流的空间[8]，传统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边界正在消融[9]。在 Castells 关于信息社会[7,8]及 Mol
和 Law 关于社会拓扑学[10]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移动泛在技术在政府组织中应用的分析，地

域、网络、流体三种社会拓扑结构与三代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参考模型被提出（参见表 1 的前六

行）[9]。以移动技术、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创新形态的嬗变，

带动了企业、政府组织形态以及社会形态由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的转变，重塑了个体在全球化中

的力量[11]，也必将推动城市形态的进一步演变。 

 

表 1 地域、网络、流体社会拓扑结构多维度分析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Social Topology of Region, Network, Fluid 

社会拓朴 
Social Topology 

地域 
Region 

网络 
Network 

流体 
Fluid 

特征 
Characteristics 

边界 
Boundary 

关系 
Relation 

变化和转型 
Variation & transformation  

典型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Typical ICT Application 

主机、局域网 
（以及前 ICT 时代） 

Mainframe, local 
network, (and Pre-ICT) 

电话、互联网 
Telephone, Internet, e-mail, 

end user computing 

移动、泛在技术(物联网、云

计算等) 
Mobile technology, Ubiquitous 

technology (IoT, Cloud 
Computing etc.) 

交互 
Interaction 

物质、同一地点 
Physical and co-located 

虚拟 
Virtual 

虚拟+物质 
Virtual+ Physical 

服务提供 
Service Delivery 

官僚制、基于办公室 
Bureaucratic, office 

based 

标准“交易”、信息的 
Standard transactions, 

informational 

用户中心、行动导向、开放、

定制、协同、实时 
User-Centric, Action oriented, 
Open, Tailored, coordinated, 

real time 

政务模式 
Government Model 

科层制 
Hierarchy 

传统电子政府 
Internet Based 
E-Government 

移动政府、流畅政府、智慧政

府 
Mobile Government、Fluid 

Government, Smart 
Government s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国家 
Countries 

企业 
Companies 

个人 
Individual 

城市形态 
City 

传统城市 
Traditional City 

数字城市 
Cyber City 

智慧城市 
Smart City 

创新形态 
Innovation 

创新 1.0（生产范式）→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服务导向→创新 2.0（服务范式） 
Innovation 1.0 (manufacturing paradigm)→Innovation 2.0(service paradigm) 

政府形态 
Government 

政府 1.0（生产范式）→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服务导向→政府 2.0（服务范式） 
Government 1.0 (manufacturing paradigm)→Government 2.0(service paradigm) 

企业形态 
Business 

企业 1.0（生产范式）→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服务导向→企业 2.0（服务范式） 
Enterprise 1.0 (manufacturing paradigm)→Enterprise 2.0(service paradigm) 

 
三、创新 2.0：面向知识社会的下一代创新 

Ⅲ Innovation 2.0: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nnovation in a Knowledge-based Society 
 
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与发展，推动了信息共享与知识扩散，带动了创新民主化进程和知识社

会的形成。知识社会形态下，传统意义实验室的边界及创新活动的边界也正在消融，以生产者为

中心的创新模式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模式转变[2]。创新 2.0 正将城市重塑为一个开放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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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间[12]。创新 2.0 不仅是以复杂性科学视角对 ICT 融合背景下科技创新的重新审视，也是一种

适应知识社会的，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

的用户参与的创新形态；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它更是知识社会条件下的创新民主化展现[3]。知

识社会环境下的科学 2.0、技术 2.0、管理 2.0 共同塑造了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 2.0，重新定义了创

新中用户的角色、应用的价值、协同的内涵和大众的力量[13]。 
创新形态的演进深刻影响了互联网形态的演化。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充分认识到了这

个趋势并将这种新的强调开放互动、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形态命名为 Web2.0。进而，创新形

态演变推动了企业形态、政府形态的演变。当创新 2.0 在商业领域重定义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14]，

创新 2.0 在公共领域则重新定义了管理和服务的关系[15]，创新 2.0 视野下的企业 2.0（Enterprise 
2.0）、政府 2.0（Government 2.0）被相继提出。如果说创新 1.0 是以企业、政府为核心，为用户

生产市场产品以及公共产品；创新 2.0 视野下的企业 2.0、政府 2.0 则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用户参

与共同创造独特价值、塑造公共价值。[11] 
总之，从技术发展的视角，我们早已跨入信息时代。但直到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信息技术

的深入应用与发展，改变世界的力量主体从国家、企业进一步演变为个人，工业时代以生产为中

心的创新 1.0模式演变到知识时代以服务为导向的创新 2.0 模式，我们才逐步做好了心理、社会、

文化上的准备，社会形态才完成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嬗变，从工业社会迈入知识社会。正是

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形态、企业形态、政府形态等也从工业时代延续的 web1.0、企业 1.0、政

府 1.0 等真正迈入信息时代的 web2.0、企业 2.0、政府 2.0 等形态，服务导向、以人为本的城市

2.0，即智慧城市形态才成为现实。关于社会拓扑、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形态、政府形态、企业形

态与城市形态的对比关系参见表 1。 
 

四、从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 

Ⅳ From Cyber City to Smart City 
 

数字城市是数字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城市的数字化形态。数字城市是应用计算机、

互联网、3S、多媒体等技术将城市地理信息和城市其他信息相结合，数字化并存储于计算机网络

上所形成的城市虚拟空间。数字城市建设通过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各类城市信息的数字

化整合多方资源，从技术和体制两方面为实现数据共享和互操作提供了基础，实现了城市 3S 技

术的一体化集成和各行业、各领域信息化的深入应用[16]。数字城市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基础和运

行数据，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城市级海量信息的采集、分析、存储、利用等处理问题，多系统

融合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城市发展异化问题。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城市形态在数字化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智能化成为现实。依托物联

网可实现智能化感知、识别、定位、跟踪和监管；借助云计算及智能分析技术可实现海量信息的

处理和决策支持。同时，伴随知识社会环境下创新 2.0形态的逐步展现，现代信息技术在对工业

时代各类产业完成面向效率提升的数字化改造之后，逐步衍生出一些新的产业业态、组织形态[11]，

使人们对信息技术引领的创新形态演变、社会变革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对科技创新以人为本有了

更深入的理解，对现代科技发展下的城市形态演化也有了新的认识（见表 2）。 

 

表 2 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对应的各类产业业态与城市形态 

Table 2: Industrial and City Morphologies in Industrial Age vs. Those in Information Age 
工业时代的创新 1.0 

Innovation 1.0 of Industrial Age 
信息时代的创新 2.0 

Innovation 2.0 of Information Age 
传统电信业 

Traditional Telecom 
ICT 服务商 

ICT Service Provider 
传统广电  ICT 融合下的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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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New Media of ICT convergence 
门户网站 

Portal 
微博等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such as micro-blog 
交友网站 

Friends-making Website 
SNS 社交网络  

Social Network Service 
传统工业自动化 

Traditional Industrial Automation 
物联网智能化 

Intelligence of Internet of Things 
传统实验室 

Traditional laboratory 
开放创新空间 

Open Innovation Space 
办公室办公 

In-house Office 
移动办公 

Mobile Office 
科层制封闭组织 

Hierarchy, Closed Organization  
灵活外包开放协作组织 

Agile, Open,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 
以生产者为中心的生产范式 

Producer-centric manufacturing paradigm 
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范式 

User-centric Service Paradigm 
基于机构的高度结构化 

Highly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基于个体的无线、多跳、点对点、自组织 

wireless, ad hoc, self-organization 
企业 1.0  

Enterprise 1.0 
企业 2.0  

Enterprise 2.0 
政府 1.0  

Government 1.0 
政府 2.0  

Government 2.0 
…… 
… 

…… 
… 

数字城市  
Cyber City 

智慧城市  
Smart City 

 

研究机构 Forrester对智慧城市的定义为：通过智能计算技术的应用，使得城市管理、教育、

医疗、房地产、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公众安全等城市组成的关键基础设施组件和服务更互联、

高效和智能[17]。从技术发展的视角，李德仁院士认为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
[18]。胡小明则从城市资源观念演变的视角论述了数字城市相对应的信息资源、智能城市相对应的

软件资源、网络城市相对应的组织资源之间的关系[19]。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城市信息化建设的先

行城市也越来越多的开始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开展智慧城市的建设，如欧盟启动了面向知识社会创

新 2.0 的 Living Lab 计划，致力于将城市打造成为开放创新空间，营造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城市生

态[12]。 
对比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六方面的差异。其一，当数字城市通过城市地

理空间信息与城市各方面信息的数字化在虚拟空间再现传统城市，智慧城市则注重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利用传感技术、智能技术实现对城市运行状态的自动、实时、全面感知。其二，当数字城市

通过城市各行业的信息化提高了各行业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智慧城市则更强调从行业分割、相

对封闭的信息化架构迈向作为复杂巨系统的开放、整合、协同的城市信息化架构，发挥城市信息

化的整体效能。其三，当数字城市基于互联网形成初步的业务协同，智慧城市则更注重通过泛在

网络、移动技术实现无所不在的互联和随时随地随身的智能融合服务。其四，当数字城市关注数

据资源的生产、积累和应用，智慧城市更关注用户视角的服务设计和提供。其五，当数字城市更

多注重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城市各领域的信息化以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智慧城市则更强调人的主体

地位，更强调开放创新空间的塑造及其间的市民参与、用户体验，及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创新和

价值创造。其六，当数字城市致力于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城市运行与发展各方面功能，提高城市

运行效率，服务城市管理和发展，智慧城市则更强调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和协

同实现城市公共价值塑造和独特价值创造。 

智慧城市不但广泛采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社交网络等技术

工具，也注重用户参与、以人为本的创新 2.0理念及其方法的应用，以实现智慧技术高度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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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完成从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的跃升。智慧城市将是创新

2.0 时代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城市。 
 

五、智慧城市的国际实践、特征与内涵 

Ⅴ Smart City: Global Practices, Features and Connotation 
 

1．智慧城市的国际实践 

2008年 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 这一理念，进

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 

欧盟于 2006 年发起了欧洲 Living Lab 组织，它采用新的工具和方法、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

术来调动方方面面的“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机会。该组织还发起了欧洲

智慧城市网络。Living Lab 完全是以用户为中心，借助开放创新空间的打造帮助居民利用信息技

术和移动应用服务提升生活质量，使人的需求在其间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满足[12]。 
2009 年，迪比克市与 IBM 合作，建立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六

万居民的社区里将各种城市公用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等）连接起来，监测、

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以做出智能化的响应，更好的服务市民。 
日本 2009 年推出“I-Japan 智慧日本战略 2015”，旨在将数字信息技术融入生产生活的每个

角落，目前将目标聚焦在电子政务治理、医疗健康服务、教育与人才培养三大公共事业领域。 
韩国以网络为基础，打造绿色、数字化、无缝移动连接的生态、智慧型城市。通过整合公共

通讯平台，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接入，消费者可以方便的开展远程教育、医疗、办理税务，还能

实现家庭建筑能耗的智能化监控等。 
新加坡 2006 年启动“智慧国 2015”计划，通过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积极应用，将新

加坡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一流的国际化城市。在电子政务、服务民生及泛在互联方面，新加

坡成绩引人注目。其中智能交通系统通过各种传感数据、运营信息及丰富的用户交互体验，为市

民出行提供实时、适当的交通信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发起的 Fab Lab（微观装配实验室）基于从个人通讯

到个人计算再到个人制造的社会技术发展脉络，试图构建以用户为中心、面向应用的用户创新制

造环境，使人们即使在自己的家中也可随心所欲的设计和制造他们想象中的产品，从另外一个视

角解读了智慧城市以人为本的内涵[20]。 
2．智慧城市的特征 

各国在智慧城市方面的探索与实践，都注重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从市民需求出发，

以各种基础网络为支撑建设感知设施，通过信息的融合分析提供智能服务。我们关注到，国际上

智慧城市的先行者还特别强调以市民为中心，强调用户参与、社会参与的开放创新空间构建。欧

盟在对中小城市开展的智慧城市评价中，梳理了智慧经济、智慧公众、智慧管理、智慧移动性、

智慧环境、智慧生活 6 大维度 31 个方面 74 项指标[21]，体现了智慧城市建设中以人为本、强化

服务、强化价值创造的创新 2.0 理念。 
智慧城市的四大基础特征体现为：全面智能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 
第一，全面智能的感知。通过传感技术，实现对城市管理各方面监测和全面感知。智慧城市

利用各类随时随地的感知设备和智能化系统，智能识别、立体感知城市环境、状态、位置等信息

的全方位变化，对感知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和处理，并能与业务流程智能化集成，继而主动做出

响应，促进城市各个关键系统和谐高效的运行。 
第二，宽带泛在的互联。各类宽带有线、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城市中物与物、人与物、人

与人的全面互联、互通、互动，为城市各类随时、随地、随需、随意应用提供了基础条件。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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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网络作为智慧城市的“神经网络”，极大的增强了智慧城市作为自适应系统的信息获取、实

时反馈、随时随地智能服务的能力。 
第三，智能融合的应用。现代城市及其管理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新一代全面感知技术

的应用更增加了城市的海量数据[22]。集大成，成智慧[23]。基于云计算，通过智能融合技术的应用

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存储、计算与分析，并引入人的“智慧”参与，可大大提升决策支持的能力。

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大成智慧工程[24]将构成智慧城市的“大脑”。技术的融合与发展还将进一步推

动“云”与“端”的结合[11]，推动从个人通讯、个人计算到个人制造的发展[20]，推动实现智能融

合、随时、随地、随需、随意的应用，进一步彰显个人的参与和用户的力量[3]。 
第四，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面向知识社会的下一代创新重塑了现代科技以人为本的内涵，

也重新定义了创新中用户的角色、应用的价值、协同的内涵和大众的力量。智慧城市的建设尤其

注重以人为本、市民参与、社会协同的开放创新空间的塑造以及公共价值与独特价值的创造。注

重从市民需求出发，并通过维基、微博、Fab Lab、Living Lab 等工具和方法强化用户的参与，汇

聚公众智慧，不断推动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智慧城市的内涵 

伴随网络帝国的崛起、移动技术的融合发展以及创新的民主化进程，知识社会环境下的智慧

城市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

创新 2.0 环境下的城市形态，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实现全面智能感知、宽带泛在互联、智能

融合应用，推动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 
从技术发展的视角，智慧城市建设要求通过以移动技术为代表的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应用实现全面感知、泛在互联、普适计算与融合应用。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智慧城市还要

求通过维基、社交网络、Fab Lab、Living Lab 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

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可持续创新，强调通过价值创造，以人为本实现

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六、智慧城管：面向创新 2.0的智慧城市实践 

Ⅵ Smart City Administration: The Practice of Smart City towards Innovation 2.0 
 
智慧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智慧政府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方面[25]。智慧城管是以新一代信息通

信技术为支撑、面向知识社会创新 2.0 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其在理念上强调以用户创新、大众创

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社会环境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在技术上要求通过移

动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维基、社交媒体、Living Lab、Fab Lab 等工具和

方法的应用，实现全面智能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

突出城市管理的智能化、人本化服务转型。 
北京市城市管理部门借鉴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进经验，以城管物联网平台建设为载体，

积极探索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并积极打造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

2.0 模式，推动从数字城管向智慧城管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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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城管建设的总体架构图 

Figure 1: General Framework of Smart City Administration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城管总体架构（参见图 1）自底向上分为“感、传、知、用”四个层，即

感知层、传输层、支撑层、应用层，同时建设安全保障体系、标准规范体系作为支撑。 
感知层通过无线射频、卫星定位、视频监控、噪音监测、状态监测、执法城管通、市民城管

通等多元传感设备，实现身份识别、位置感知、图像感知、状态感知等多方面感知，全面增强城

市管理感知能力。传输层依托全市共建的有线、无线宽带等网络，实现城市管理对象与机构、人

员及广大市民之间的泛在互联。支撑层将保障城管物联网平台所需要的 IT 基础设施，构建北京

城管云，提供各类数据和业务的存储、运算、分析与服务功能。应用层以城管地图公共服务系统

建设为牵引，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工具及社会工具应用构筑面向创新 2.0 的公共服务新模式[26]，

强化扁平指挥与敏捷反应能力，并以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为指导，在巡查监察、综合执

法、公共服务等系统基础上构建基于大成智慧工程的综合集成研讨厅，形成智能融合的应用，强

化智能化、科学化决策和人性化服务能力。 
北京在城管信息化建设中重视用户体验和参与，重视市民及社会的参与，借鉴 Living Lab、

Fab Lab 等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 2.0 方法论，致力于将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城管构建作为开放创新

空间建设的载体，形成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氛围，实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追求，为城市及

生活其间的市民塑造公共价值、创造独特价值。依托标准规范体系及标准化建设，智慧城市将

强化开放数据标准、开放平台接口规范、用户参与及用户体验设计规范等标准规范的建设，推

动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 
当创新 2.0 与新公共服务的浪潮汇聚推动了政府 2.0[11]，创新 2.0 与信息化城市建设的浪潮汇

聚则推动了智慧城市。政府 2.0 与智慧城市的潮流进一步汇聚，共同塑造了智慧城管。智慧城管

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知识社会创新 2.0 环境下的城市管理再创新，它以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全面智能感知、宽带泛在互联、智能融合应用，形成以市民为中心、

城市社会为舞台的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将以人为本的价值实现提升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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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高度，实现城市管理者、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公共价值塑造和独特价值创造，实现城市

管理从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的转变。 
 

七、结语 

Ⅶ Conclusion 
 

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演进、知识社会的发展以及创新的民主化进程，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催

生的创新 2.0 正重塑着当代社会，为城市发展与社会管理带来崭新的机遇。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

市以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还体现在以维基、社交网络、Fab Lab、Living Lab 为代表的工具

和方法的应用。通过全面智能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智慧城市将实现以用

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可持续创新，成为一个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有机生命体，塑造城市的公共价值并为生活其间的每一位市民创造独特的价值。总

之，智慧城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是创新 2.0 时代以人为本的城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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