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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管理智能化转型是构建新型智慧城市的必要阶段． 传统智慧城市建设的重心在于

以技术手段促使城市管理各部门实现信息化． 在城市居民对未来更加便捷、智能和美好生活的

向往下，以及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５Ｇ 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

勃发展的今天，城市管理的目标不再局限于部门信息化，而是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的基

础上，进一步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城市应用深度融合以实现智能决策，并构建城

市公共服务系统框架以实现部门协同，从而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从数字化阶段向智能化阶段转

型． 本研究结合城市管理的发展态势与最新研究进展，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十

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城市管理的智能化转型”专家会议的研讨，系统梳理了城市管理智

能化转型过程中的典型科学研究问题，总结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１）城市管理数字资源的开

放管理与共享；２）公共管理大数据智能决策；３）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框架建设和体制机制

创新研究这三个重要研究方向，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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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环境污染、人口膨

胀和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为当今城市管理带

来日益严峻的挑战． 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则为城市管理提供了转型与变革的契机，
促使城市管理不断智能化，并最终走向智慧化．
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交通拥堵、资源紧缺和

环境污染等问题，城市智能化管理旨在打造建

设物联化、互联化和智能化于一体的城市形态，
采用新一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

能、射频传感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和 ５Ｇ 等），使
城市管理更加高效智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
进服务交付和生活质量，减少环境污染，以实现

城市经济、生活和管理的智能化，提升城市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
城市智能化建设和管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前

期重要内容之一，对我国未来快速提升城市管理

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推动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城市管理的智能化转型既是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务院城镇化

战略部署的具体任务． 本文首先回顾了智慧城市

国内外发展态势和实践应用，并对当前国内有关

智慧城市的政策进行了梳理，最后基于管理科学、
经济科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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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智能化管理可能的研究方向，旨在为“十四

五”期间我国城市智能化管理方面的研究提供建

议与参考．

１　 智慧城市的发展态势、实践应用
与政策支持

１． １　 国际发展态势

智慧城市最早源于 ＩＢＭ 提出的“智慧地球”
概念②． ＩＢＭ 认为城市建立在人、商业、交通、信息

交流、能源和水这 ６ 大系统之上，而且这 ６ 大系统

相互联系、协同发展．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深，这 ６ 大系统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因
此，未来的城市管理需要不断采用新技术以优化

利用有限的资源． 从治理的角度而言，智慧城市需

要城市政府整合所有层次行政管理，与不同级别

的政府（特别是县一级政府）和私营企业以及非

盈利部门合作，通盘考虑以上系统的关联性以及

分析这些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之间的相互关系． 迄
今为止，“智慧城市”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

义． Ｇｉｆｆｉｎｇｅｒ 等③认为智慧城市是在经济、资本、政
府管理、交通、自然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等 ６ 方面

表现良好的城市，它建立在将有独立思维、有知识

的公民的活动和资源禀赋智能结合的基础之上．
Ｎａｍ 和 Ｐａｒｄｏ［１］ 认为技术、人和政府治理是智慧

城市的核心三要素；智慧城市应通过参与式治理

对人力、社会资本和 ＩＴ 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促

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Ｃｏ⁃
ｈｅｎ④ 提出了著名的“智慧城市轮”（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
ｉｅｓ ｗｈｅｅｌ）概念，即智慧城市包含了智慧经济、智
慧人、智慧移动、智慧居住、智慧治理和智慧环境

等 ６ 方面． Ｃｈｏｕｒａｂｉ 等［２］ 则提出了一个更为综合

的评估智慧城市的框架，该框架包含管理与组织、
技术、治理、政策环境、人与社区、经济、基础设施

和自然环境等 ８ 大类指标． 尽管不同学者对智慧

城市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从以上评估指标可以看

出，技术、人、环境和治理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
智慧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多强调从技术本

身解决城市的信息化问题． 智慧城市所涵盖的技

术包括信息与通讯技术、大数据分析、数据共享、
技术创新、低碳城市、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

内部各系统间的协作与整合［３］ ． 全球不同城市在

建设智慧城市时所采用的技术和所关注的焦点有

所不同． 例如，维也纳主要关注能源消耗、人居生

活和城市创新⑤． 巴塞罗纳的智慧城市建设目标

主要关注如何采用新技术发展经济以及改善居民

生活［４］ ． 丹麦则将智能、绿色和宜居作为智慧城

市建设的主要目标，采用清洁能源、绿色建筑和低

碳技术打造未来智慧城市⑥．
智慧城市发展的中期主要是将各类信息技术

与民生服务、产业发展和各特定行业相结合，实现

各行业、各部门的信息化建设． 城市通过充分使用

创新要素及技术渗透，有助于发挥城市经济体的

比较优势，培育经济新动能［５］ ． 新技术的使用也

有助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６］ ． 通过信息技术等科

技成果与特定应用的融合，强调如何利用技术发

展解决城市管理问题． 在智慧城市的业务驱动发

展阶段，催生了不同的智慧产业，如纽约的智慧电

网、伦敦的智慧政务、里约热内卢的智慧安防、首
尔的智慧交通、横滨的智能环境和新加坡的智能

医疗等⑦． 在技术驱动和产业驱动阶段，智慧城市

建设存在“数据孤岛”和“重技术轻应用”等潜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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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处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阶段，这一阶

段的智慧城市建设立足于城市居民需求，从解决

当前城市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各类数据的采集、
利用与共享，并开发各类移动应用和政务平台，以
此建立统一的城市大数据运营平台，为城市居民

和企业提供线上服务，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
市服务和工商业活动等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这一时期典型的案例如新加坡政府提出的“智慧

国”（ｓｍａ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项目，该项目计划建立核心数

据政务平台（ ｃｏ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电子支付、便民服务平台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国家数据身份认证平

台（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智慧传感平台（ｓｍａ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和智能交通平台（ｓｍａｒｔ ｕｒ⁃
ｂａ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等 ６ 大智慧城市建设工程⑧． 智慧国

项目计划使新加坡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成为开发和部

署可扩展且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
此外，来自美国的 ＩｏＭｏｂ 公司的智慧城市项目结

合了开源和区块链技术，将用户和交通服务提供

商聚合，使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数据可在同一终

端设备呈现，以单一应用即可满足所有出行需求，
以此降低了消费者成本，并增加了移动服务商的

收益．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世界各国也不断加大对

智慧城市建设的投资力度，投资金额逐年升高，预
计将在未来五年内达到高峰⑨． 其中，亚太地区、
欧洲和北美仍是智慧城市投资最多的地区．
１． ２　 我国的发展态势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为火热的

国家． 智慧城市已成为我国城镇化战略任务之一．
总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在我国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智慧城市建设处于试点阶

段；２０１６ 年至今属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阶段，在

此阶段，智慧城市建设陆续受到了国家层面的政

策支持，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战略⑨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我国官方在《国务院关于

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５ 年）的通

知》中就提出要推进物联网在智慧城市领域中的

应用． 同年，住建部颁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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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并公布了首批 ９０ 个国家智慧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 ２０１４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２０ 年）》，提
出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推动智慧城市发展，首次把智慧城市建设引入

国家战略规划，并首次提出信息网络宽带化、规划

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
产业发展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精细化等 ８ 大智慧城

市建设方向． 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联

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 同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在“十
三五”时期内分行业、分领域建设 １００ 个智慧城

市试点城市，并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效果评价工作．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

中对我国新时期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出

了要求，明确提出“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

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

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
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
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同年，智慧

城市建设正式写入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 “十
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以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

务便利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为重点，充分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建设一批新型示范性智慧城

—０５—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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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标志着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我国未来国家

战略需求之一．
２０１６ 年，我国第一本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年

度综合发展报告《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正式发布，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新型智慧城

市的发展理念、部际协调工作组成员单位最新工

作进展、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我国当前各地方和行

业优秀案例． 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

办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新型智

慧城市评价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了智慧城市

评价的 ８ 项一级指标，２１ 项二级指标和 ５４ 项

二级指标分项．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届中国智慧城市

建设技术研讨会暨设备博览会在京召开，并发布

了《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白皮书（２０１８）———评价引

领标准支撑》． 白皮书研究了新型智慧城市的内

涵和发展趋势，阐述了对“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提出了基于

成熟度模型的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总体架构、过程

方法和实施建议等内容． 该书为我国地方城市开

展新型智慧城市分级分类建设和提升提供借鉴和

参考，也为产业界深度探索和建设新型智慧城市

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在实践方面，目前中国在建智慧城市数量高达

５００ 个，已远超排名第二的欧洲；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全国 ９５％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 ７６％的地级市

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 ＩＢＭ 在其《智慧

地球赢在中国》计划书中指出以下 ６ 大领域智慧地

球有关技术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智慧电力”“智慧

医疗”“智慧城市” “智慧交通” “智慧供应链”和

“智慧银行”． ２００９ 年以来，我国已有数百个城市

正在或即将与 ＩＢＭ 开展合作． 在智慧城市领域，华
为已经参与众多国家的智慧城市建设，并提出“打
造城市智能体”的理念． 在城市群政府合作和区域

一体化进程中，智能化发展有助于城市管理公共决

策的协同化［７］，从而驱动城市管理和服务智能化

升级．
尽管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呈现出分级建

设、多点开发的阶段，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

顶层设计薄弱、建设运作模式单一、资源整合能力

不足、研发投入低、效益导向性弱、未有效贯彻可持

续发展理念以及民生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８］，通
过优化治理结构实现城市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城市

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内容［９］ ．

２　 智慧城市的学术研究态势

从学术研究方面看，智慧城市是城市管理和城

市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以“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为关键词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检索显示，近些年学术界在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 ＰＮＡＳ 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

与智慧城市（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相关的论文共有 ８ 篇；在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Ｃｉｔｉｅｓ 和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等
公共管理与城市研究国际权威期刊上已发表相关论

文高达 １５０ 多篇． 同时，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都涉

及到“智慧城市”相关议题，２０２０ 年在全球召开的

与智慧城市相关的会议就高达 １１ 个． 例如，在 ６
月 １０ 日至 ６ 月１１ 日在亚特兰大举办的亚特兰大

智慧城市博览会特别关注智慧城市中的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性等议题． 作为世界领先的智慧城市

会议之一，世界智慧城市博览会（ ＳＣＥＷＣ）将于

１１ 月在巴塞罗纳举办．
以“智慧城市”和“城市智能化管理”为关键

词在百度学术中检索，自 ２０１６ 年至今仅被 ＣＳＳＣＩ
和 ＣＳＣＤ 数据库收录的中文文章就分别高达

１ ０７０ 篇和 ４６３ 篇．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以“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为主题检索显示，近 ５ 年发表的 ６ ４０８ 篇智

慧城市研究文章中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１５—第 ８ 期 谭荣辉等： 城市管理的智能化转型： 研究框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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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高达 ６８０ 篇，居世界第一位． 许多重要的国际

会议都涉及到“智慧城市”相关议题． 例如，第九

届中国智慧城市大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北京

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与会嘉宾对数字孪生城市、数
字化的智慧城市等议题进行了分享，为我国智慧

城市发展提出了新思路．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中国智慧

城市建设技术研讨会暨设备博览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十二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取

得的成果，并探讨了“十三五”期间新型智慧城市

发展趋势、模式和战略目标，该会议已成功举办过

十一届，并已发展成为国内城市信息化建设领域

规格最高、影响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行业盛会

之一．

３　 城市智能化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

３． １　 城市管理数字资源的开放管理与共享

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深
刻改变着居民生活与城市运行的基本方式． 数字

化转型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政府在城市数据管理方面存在巨大潜力． 一方

面，政府拥有我国目前 ８０％以上的数字信息，且
这些数据丰富多样，涉及到城市规划、医疗、教
育、养老、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等各个领域［１０］ ．
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人类活动的数据化发展态

势，以上各领域的城市数据必将与日俱增，这也

给政府在城市数字开放与共享管理方面带来了

机遇；另一方面，公众需求也推动各级政府部门

在数据利用层面与企业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

城市数字资源的共享与开放，有利于激活城市

数据资产、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多方共赢与城市

可持续发展．
上述趋势对数字环境下的城市管理新模式提

出了迫切需求． 然而，我国政府大数据开发利用还

存在法规与技术标准制定滞后、统筹管理低效、开

放进程缓慢、数据质量不高和开发利用技术平台

不完善等问题［１１］ ． 技术、组织、法律和环境是决定

政府数据开放成效的四大影响因素［１２］ ． 立足于我

国各地城市政府的实践场景，未来政府部门与城

市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可从数据技术标准、风险防

范、法规设计、成本分摊、组织协调等方面进行深

入研究． 例如，可开展城市数字化的技术标准和管

理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还缺乏统一的政府数据开

放与共享标准体系［１３］ ． 数字资源的开放与共享促

使政府部门要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

开发、分享、协作与管理，这需要有统一的平台、统
一的开发与共享流程、统一的技术和数据标准促

使数据能在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政府、企业和公

众之间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并促进不同来源数据

的整合、交换与集成． 还可开展城市居民的个人数

据隐私保护、城市数字资源开放的法律风险、技术

和法律规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数据的开放与共

享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府数据安全保护、知识产

权保护、个人隐私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等一系列重

大数据安全问题，进而造成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与

权威性受到冲击［１４］ ．
从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来看，数据开放与共

享不仅需要技术保障，还需要完善的法律和规章

制度保障［１５， １６］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

“研究建立促进企业登记、交通运输、气象等公共

数据开放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的制度规范” “探
索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 “制定数据隐

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 明确城市数字资

源开放的法律风险，并进一步研究防范城市数字

开放风险的技术和法律规章制度保障将成为未来

城市智能化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另一个重要的

研究方向为城市数字资源开放的成本分摊模式研

究． 尽管政府数据开放已成为我国国家层面的政

策目标，且已在我国部分省市（如广东、贵州和山

东）取得了较大成效，然而现实中目前政府数据

开放在我国仍然进展迟缓． 政府数据开发难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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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当前各国忽略了数据开

放的成本，而以政府免费提供数字资源的模式导

致了公共数据供给的效率低下［１７］ ． 若要保障公众

获得高质量数据的同时，又使得数字资源开放与

共享这一模式具有可持续性，那么未来需要研究

分摊城市数字资源开放和共享成本的模式和制

度，使得城市数字资源开放和共享有法可依、有据

可循．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１）城市基

础设施数字化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机制；２）基于

“数字孪生”的城市建模；３）城市数字资源的权属

关系；４）城市数字资源共享的智能合约构建；５）
城市数字资源开放的法律风险和技术保障；６）城
市数字资源治理中的多主体协作关系；７）面向城

市发展的数据生产要素核算等．
３． ２　 公共管理大数据智能决策

在信息和数据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大数

据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国家层面的发展战

略［１８］ ． 大数据及相关技术不仅是自然科学和商业

领域强大的分析基础与工具，还因在社会科学和

公共政策领域具有强大的预测效力而被学界所关

注． 联合国发布在其发布的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一书中指出，大
数据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不仅存在于发达国

家，也逐步在发展中国家兴起． 大数据具有多种价

值； 从管理的视角而言，大数据是一类能支持管

理决策的重要资源，其价值主要通过其“决策有

用性”体现［１８］ ． 具体到公共管理领域，利用大数据

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辅助决策，可以帮助政

府部门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从而制

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以处理和调控社会经济发展中

的重大问题．
城市管理涉及的行业、部门和人员众多；随着

信息化的发展，有关交通、医疗、出行、消费和土地

利用等信息量的增长，城市管理日趋复杂化，以单

一决策者进行决策往往难以满足未来多维复杂的

城市管理需求．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大数据智能决

策为未来城市管理提供了契机． 大数据智能决策

就是用智能计算方法对大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与

处理，从中抽取结构化的知识，进而对问题进行求

解或对未来做出最优判断的过程［１９］ ． 大数据智能

决策依赖于大数据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两大关键

要素． 其中，大数据是智能决策系统在公共管理领

域应用的基础． 数据是城市治理向数字化转变过

程中的核心，数据作为一种资源要素，将深度参与

到未来城市管理和运营活动中． 其次，智能决策系

统是城市智能化管理所依赖的核心工具． 通过综

合运用互联网、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 将城市

大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共享、可视化等

一系列知识发现技术与现有智能决策支持技术深

度融合，进而依靠大数据支撑实现服务和协同，通
过大数据分析进行决策和管理，实现原来相对独

立的各体系之间的相互融通、相互支持，构建基于

大数据的城市管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是未来城市

管理智能化建设的方向． 典型的案例如政府部门

将路网、交通流量、城市人口分布以及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等数据进行深度融合，借助于已开发的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用于城市规划中的辅助决

策［１９］ ． 因此，未来公共管理领域大数据智能决策

研究一是需要研究如何获取、处理和分析大数据，
二是需要开发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城市管理智能

决策支持系统．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１）基于城

市各系统间互动耦合机制的智慧政务平台多部门

协同模式设计；２）城市信息快速和精准化获取技

术的运用机制；３）城市大数据多源信息融合技术

的运用机制；４）基于不确定性 ／信息融合 ／关联分

析 ／增量分析的城市管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５）
智能决策技术等创新成果运用对城市治理能力提

升的影响作用与路径．
３． ３　 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框架建设和体制机

制创新研究

在教育、科技、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与

服务会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２０］，并且

在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可以缓解空间资

源的局限对城市经济的消极影响［２１］ ． 随着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公众对

广覆盖、多层次、差异化的高质量现代化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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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构建智慧型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日益成为

城市发展的新型基础建设与核心竞争力所在． 然
而，诚如国家发改委在《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

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的行动方案》中所言，“近年来，社会领域

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加大，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但相

对于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仍然存在供给不足、
质量不高、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 城市公共

服务既包括水电气、交通通讯等基础性服务和一

系列安全性服务，也包括教育、医疗、环保等社会

性服务和招商、政务等经济型服务． 智慧城市公共

服务建设成效不仅与公共服务投入密切相关，而
且与如何协调各服务部门，最优化资源配置，创新

服务方式等体制机制创新相关． 在当前数字公共

治理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体制机制创新也关乎

到数字治理的成效；合理的组织架构是政府有效

数字治理的前提，而畅通、协调的工作机制有助于

激发政府治理的活力［２２］ ．
在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框架建设中，如何

结合城市发展定位，吸引社会组织与资源［２３］，建
立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工作协调机制是解决

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高、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的关

键． 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智慧转型的前提是智能信

息化的普及建设，这就要求首先要有效解决城市

数字资源的开放与共享管理． 进而，基于公共数字

资源共享和开放建设智慧政务平台，建立多部门

协同的智慧城市政务决策系统，为政府提高公共

服务能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从而实现城市公共

服务系统的智慧转型和管理，最终形成服务型政

府和智慧型城市的建设．
基于此，未来开展研究的具体科学问题可以

包括：１）智慧型城市公共服务系统中的行为反馈

机制与管理方法研究；２）智慧型城市公共服务系

统的规划与设计；３）考虑社会组织参与的智慧城

市建设和管理；４）多部门跨区域的多主体间的要

素流动、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５）基于数字孪生

与行为规则的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建设与管理；６）
实现技术要素高效配置的城市服务系统整合与决

策支持；７）以智能出行服务为中心的智慧交通服

务系统的建设与管理；８）以“碳达峰、碳中和”为

背景的提升新能源发展的智慧电力系统的构建与

运营管理；９）以应急安全为核心的突发事件和消

防疏散数字孪生系统的构建和管理；１０）在线教

育和远程医疗等智慧公共服务系统的建设和

管理．

４　 结束语

随着城镇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
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的

城市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公众对未来精细化、智
能化、创新性和可持续的城市管理需求． 智慧城市

建设不是简单的城市数字化和智能化． 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以提高人民群众美好城市

生活质量为出发点，以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民生服务、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各行业应用为途

径，汇集并融合多源社会经济数据，打破“数据孤

岛”，创新部门与公共服务协同体制，构建信息安

全保障机制，建立以公共服务便利化、基础设施智

能化和城市管理精细化为目标的多元服务体系．
因此，未来城市管理应把握从数字化、智能化

到智慧化城市的建设方向． 以强化大数据战略为

抓手，推动城市数字采集、融合、技术标准制定、隐
私保护、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研究，推动城市数字资

源开放与共享；深入研究智能决策技术在城市治

理领域的应用，促进数据融合、技术融合和业务融

合；建立多部门协同的智慧城市政务决策系统，以
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行业的协

同管理和服务．
本文结合城市管理的发展态势与最新研究

进展，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十四

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城市管理的智能化转

型”专家会议的研讨，系统梳理了城市管理智能

化转型过程中的典型科学研究问题，总结其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１）城市管理数字资源的开放

管理与共享，２）公共管理大数据智能决策，３）智
慧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框架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

研究这三个重要研究方向，为相关研究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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