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案

核心提示：智慧城市是利用信息化、可视化、智能化、移动化的技术手段，通过城市域内的

全面感知、精准采集、资源整合、数据共享和系统互联等方面的建设，实现政府智慧执政、

企业智慧运营和公众智慧生活，从而达到城市域内的集约、高效、绿色、低碳、便利、安全、

可持续以及预测预警、科学决策、防患未然、长效运行等效果。

一、 对智慧城市的理解

1. 为什么建设智慧城市

城镇化作为十八大提出的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正稳步推进，而在推

进的过程中引发的“城市病”问题却日益凸显。

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诊断、治疗、预防“城市病”，保障城市健康、高效、长效

地运行和发展，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势在必行。



2. 什么是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利用信息化、可视化、智能化、移动化的技术手段，通过城市域内的

全面感知、精准采集、资源整合、数据共享和系统互联等方面的建设，实现政府

智慧执政、企业智慧运营和公众智慧生活，从而达到城市域内的集约、高效、绿

色、低碳、便利、安全、可持续以及预测预警、科学决策、防患未然、长效运行

等效果。

3. 如何建设智慧城市

做好智慧城市的“六个一”建议：



一套班子：设立一个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筹

智慧城市项目的规划、投资和管理；

一个智慧城市运营商：负责智慧城市运营平台的运营管理、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

和运维、公共数据资源的批发与挖掘，可以由智慧产业联盟成员、地方政府、智

慧产业基金共同组建；

一个平台：即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城市内的数据共享、系统互联和业务

协同，避免重复建设；

一个智慧产业基金：由母基金联合政府、智慧产业联盟成员、社会资本共同设立；

一个智慧产业园：由智慧城市运营商牵头，联合智慧产业联盟成员发展智慧产业；

一个人大立项：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能受政府换届的影响。

4. 如何运营智慧城市

建议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运营与投资模式，引入智慧城市运营商

来负责智慧城市的运营维护工作，下图为智慧城市运营商的组织形式之一。

二、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思想简述

1. 开展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顶层设计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效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顶层设计指导，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各自为政、信息孤岛、重复建设等城市信息

化建设的老难题，增加智慧城市建设失败的风险。

2. 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思路

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将从城市发展的总体需求出发，自顶向下进行信息

化统筹设计，协调各方资源，通过业务、数据、系统和技术多个视角，采用全局

的系统分析方法，进行城市现状分析、目标架构设计、互联规范和统筹建设约束，

明确业务之间的协同关系、系统之间协同和共享关系，各项任务的配合关系，设

计目标架构的实现路径。

最终达到三个目标：

（1）实现城市内政府、企业、社会等信息化的协同共享和统筹建设；

（2）促进上下级政府相关信息化系统的数据共享、系统互连和业务协同；

（3）明确区域信息化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实施路线和工作标准。

3. 智慧城市总体架构

上图为设计的“四横两纵”智慧城市总体架构，分述如下：



（1）智能感知物联网，实现信息智能化采集、识别、定位、跟踪、传输和处理；

（2）智慧城市运营平台（SCRP—Smarter City Running Platform），是智慧城

市的基础公共信息平台，包括“两中心，三商城“，即云计算数据资源中心、智

慧城市运营中心以及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工具商城、智慧信息商城和智慧应用商城。

如想了解完整方案，请与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