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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智慧城市体系结构与发展研究报告（2011）》涵盖行业最新数据
，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
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
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
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
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qitanengyuan/110465110465.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200元    纸介版：20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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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简 介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建设开展的如火如荼，“智慧城市”所涵盖的领域范围遍及

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了城市运营管理的各个系统（如交通、环境、安全、应急、医疗
、资源等），这是一项渐进的、分阶段逐步实施的庞大系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即可实
现，需要在建设过程中不断的优化与完善。
如何能够高效率的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进程，需要率先做好“智慧城市”的全面规划、建设
与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准备工作。

智慧城市体系报告致力于服务于政府与智慧城市从业机构，在当前智慧城市高速发展
的环境下，协助城市管理者与产业链企业成员更好地进行本地智慧城市体系与发展环境建设
。智慧城体系关注并涉及到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中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通过对智慧城市核心
发展要素、主要模块构建方式、国内外发展标杆等领域的研究。为城市管理者的城市信息化
管理规划、发展规划、投资方向制定、以及工作重心的调整等工作提供有效的体系支撑。
        部分章节摘取：智慧城市与业界流行概念的关系，及发展重心思考

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城市化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城市对中国的
经济、社会、人文、政府治理等发展提升意义重大，对拉动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作用也极为
重要。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政府施政、环保、节能、交通拥堵、产业转型升级、安全等
方面待优化问题逐步增多，需要有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城市管理工具来有效提升城市发展水
平，推动中国的城市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与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智慧城市概念被提出并被各地政府指导下的官产学研迅速、广泛地接受。
根据新华字典解释，智慧是指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当前

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众多，概念或者说关系有些混淆，智慧城市研究发展中心认为主要有以
下四方面的问题

1、将智慧城市，简单等同、冠名为各行业信息化的深化。我们经常看到，在智慧城市
的目标拆分与落地时，被落实为智慧医疗、智慧生产、智慧交通、智慧政府等比较大概念的
行业应用，在具体子方案落实时，就更名为蔬菜自动喷淋、环保监测、路灯管理、车联网等
具体微观方案。实际上两种强调方式都是传统行业信息化的分类与深化，但与智慧没有本质
关联。信息化深化方式有多种，智慧仅是信息化深化的一个方向而已。这里边智慧城市真正
关心的，仍是深入感知、协同、智慧分析3大模块，这些才是智慧的重点，而不是简单传统
信息化冠以智慧之名。

2、将智慧城市，概念重点落实为网络带宽的扩大与无线网络的完善。网络是承载智慧
城市的基础，没有网络必不会智慧，但只有网络却不会智慧，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在当前的
发展环境下，网络建设反倒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盲点，而真正与智慧有关的感知、协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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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析等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盲点。
3、智慧城市与物联网关系混淆。物联网是当今ICT发展之热点，其重点在于强调物联

，并不强调上层的智慧，可以说各有侧重，为实现智慧物联是必备的基础，但物联并不等于
智慧应用。

4、智慧城市与云计算的关系模糊不清。云计算主要强调云布局的计算方式，在基础设
施、平台、应用三层都有云的实现方式，云的价值在于资源的节约与部署的快捷。由于这种
有效的投资节约性与部署便捷性，使应用充分利用高级计算能力成为可能。而智慧城市对计
算能力是有要求的，必备的甚至是充分的计算能力，将无疑是确保智慧的基础。云计算IAA
S、PAAS并不意味着智慧；而在云SAAS层面，为了实现智慧城市，相关的智慧应用需要去
落地开发实现，智慧的应用部署在云上、还是部署在传统的数据中心都是可行的，只是由于
云的聚合模式，使得云去支撑智慧实施效率更高。

智慧城市研究与发展重心倾向对智慧城市进行以下定义，虽然仍难免偏颇，但力求强
调智慧本身的意义与诉求：“智慧城市”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形态，构建了支撑城市发展的智慧
化环境。它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光网络、移动互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手段，把城市里分散
的、各自为政的信息化系统整合起来，提升为一个具有较好协同能力和调控能力的有机整体
，对公众服务、社会管理、产业运作等活动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单独看此定义，仍
难理解与把握智慧城市的重心所在。
        认为对智慧城市重点进行以下3点的内涵澄清极为必要：

1、有效的感知：可实现按需的数据采集和动态监测，城市内海量、多源的城市信息资
源可以被逐步探测与感知。从这里看，重点的建设在于末端的传感器、底层的传感网关、与
上层的感知传送管理系统。相对而言网络是否够宽不是真正的瓶颈，网络是否够窄反倒成为
瓶颈，海量的传感管理也成为瓶颈。也就是说现有的网络建设目标是适应人与大流量、常在
线应用的。而城市传感网络多数情况下要求的是小流量、非常在线、随需感知的，对网络运
营商的关键要求正在这里，如何构建适合小流量、非常在线数据传送需求，对当下运用商热
议的智能管道的运营要求也提出了一类全新的应用场景，目前厂商与运营商尚无很好的解决
方案，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看不到推进中的有效行动。

2、便利协同。多信息体系互联协同运作，信息充分交互处理。其实协同本不应成为智
慧城市的核心诉求，但遗憾的是现有的城市各信息化子系统，未发展到有效协同阶段。而智
慧的定义要求具有“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这就造成了协同是必
然的基础，只有充分配合、信息充足利用，才有可能被智慧分析，做出智慧的动作。便利协
同，也是当前各行业以智慧城市为名义，进行信息化深化的重点方向，说白了类似于城市应
急联动管理系统，有统一的首脑部门、有跨多子系统的横向整合上层平台，才谈得上协同，
才进而谈得上智慧。

3、智能处理。具备洞察力，可按需进行数据分析和知识生成，可有效对预测、决策进
行支持，可调动相关的末端部件实现智能的响应动作，可进行快速可变的业务处理，能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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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迅捷、随机应变。上诉智慧的处理，综合而言就是分析、建议、行动、事后评估四大能力
，也就是传统行业我们常提的要求人或团队能够对一件事情进行闭环实现的4个环节（APD
C，Analyze, Plan, Do, Check）。也就是要求整个系统具有类似于人类完成一项任务的4大
关键属性，即智能处理不是单一环节的，而是紧扣完成一件任务的4大环节，实现全方位的
智慧。

智慧城市研究与发展中心简介：本中心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智慧城市研究、评测、与咨
询机构，智慧城市研究与发展中心已为相关政府、电信运营商、产业链企业，提供了多项智
慧城市相关服务，主要集中在智慧城市概念开发、智慧城市评测体系搭建、智慧城市行业应
用、智慧园区规划等领域。并出版了市场监测月报、及10几份智慧城市系列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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