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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要

求，积极构建智慧社会、数字中国，而积极研究智慧城市

建设中的数据资源协同创新路径，有助于实现新型智慧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设。

一、积极研究新型智慧城市及其数据资
源协同创新路径的意义

自 2012 年国家住建部正式开始启动国家智慧城市建

设的试点工作以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

的成绩。其中已建成的智慧城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

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智慧城市是一种可持续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一方

面，为了实现城市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建设“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协作共赢”的新型城市，国

家一直呼吁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

把我国建成“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

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智慧社会就是对智慧

城市的延伸。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大

力建设“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宜

居化、基础设施智能化、网络安全长效化”的智慧城市。

与此同时，在新型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开展

中，我国已经开始从初期的科技型数字城市建设方向朝管

理型生态智慧城市建设方向调整，其目的是为了完成构建

适合人类居住的新型智慧城市。所以，在新型智慧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建设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社会发展潮流，高

效运用信息技术及手段，保证智慧城市建设全阶段有效使

用数据信息，才有助于提高智慧城市建设效果。因此，本

文将针对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数据资源协同创

新路径进行简要研究。

二、积极学习国外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
经验及模式

（一）创新管理模式，精准治理城市

基于管理视角分析，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阶段可积

极学习发达国家智慧城市大数据实际运用期间演化的综合

集成管理、协同创新合作机制，其由多条利益多方合作、

多维度多层次主体积极合作方式组成。多条利益多方合作

即“积极构建利益各方领导者合作伙伴关系，支持高等院

校、企业、政府合作，一起提供决策完善、技术及产业创

新和智力等服务可持续发展支持。”所谓多维度跨层级主

体合作，即“构建跨越部门、地域、学科的管理者、技术

人才、用户、研究者等交流机制”，从而使执行与合作创

新服务能力在各部门协调配合工作中得以改善。

国外在治理智慧城市、使用大数据时坚持以应用为

导向，在跨界合作、协调创新等方面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比如，以巴西为例，其将城市问题变成驱动，将城市内部

数据、知识、决策、信息共享变成了现实，完成了政府款

速应急方案体工程城市治理优化模式的构建。在面对自然

灾害及安全问题时，巴西通过跨部门跨系统集成平台的构

建，将几十个部门联系到了一起，并利用数据实施监管及

智能解析模式，使各部门联合行动、提前预警突发问题变

成了现实。

（二）基于经济发展和生态体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新型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数据资源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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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所以积极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十分重要。因此，本
文将针对新型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阶段的数据资源协同创新路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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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荷兰为例，其国内政府在驱动选择中以创新产品

为核心，将社会数据在政府、高校、企业、人民中进行

了有效共享，实现了未来世界互联网发展生态体系示范模

式的积极探索。在能源与气候问题的处理中，荷兰通过对

人民、区域内住户行为的研究，组织了现实生活场景未来

互联网实验活动，并利用开放联接等项目的组织、管理，

引导社会主动参与多种创新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测试。

比如，以 Amsterdam Innovation Motor、阿姆斯特丹市、

Liander、KPN 为发起者，他们已建成由 70 多个合作伙

伴参与的各类能源、气候转变和开放联接项目，提供各类

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测试；理解居民和区域用户行为；提供

可持续经济投资。

（三）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构建参与式智慧城

市

欧盟作为一个强大的联盟，其联盟国家都十分重视

智慧城市的建设，并基于以人为本理念建设了一个专业的

试点项目，取名“My Neighbourhood”。该项目建设目

的主要是想打造基于市民为核心的智慧城市，构建以市民

和政府双向互动、可持续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环境，并借助

参与式创新增加社会就业岗位、财富，提高各国人民幸福

指数。此项目坚持“共同设计、寻求解决方案”作为项目

开展理念，通过结合市民愿望、需求、想法、利益，基于

技术手段将政府和市民连接到一起，探究城市发展中设计

的环境、交通等问题解决方案。My Neighbourhood 项目

主要由邻里重建、赋能、价值倍增三大环节组成，对基于

智慧城市基于以人为本理念建设的途径进行了深度探索，

且 My Neighbourhood 项目在里斯本、奥尔堡等试点城市

获得了良好效果。

三、实现新型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数
据资源协同创新路径的几点意见

（一）重视数据资产管理意识创新，改善数字管控

水平，加速创新、协同、共同治理

实际操作中应以政府部门为引导，积极建设跨部门、

系统、层级的全方位主体、利益多方联盟机制，推动城市

数据整个生命周期、整个流程、所有要素的立体化集中管

理，健全登记、共享、处置等数据资产操作相关体制，为

智慧城市数据资源提供安全保护基础。

（二）对数据资源应用体制予以创新，完成城域开

放众创空间的建设

围绕城市进行数据连续互联、政府为主导、社会各

界参与的数字生态环境构建，以此实现再用、开放、共享

的目标。数据建设在新时期是社会资源完善利用的配置机

制、是创新公共资产应用的供给机制，所以要吸引、支持

企业、大众等积极参加，要发挥大众智慧、集思广益，实

现数据创新运用，增加信息消费总量。

（三）推动数据决策分析模式创新，改善数字治理

水平，实现高效、精准目标

在智慧城市的数据资源协同创新阶段，要积极运用

数据，如基于数据展开管理、决策、创新，从而推动城市

管理模式实现创新。这样便可以基于数据提高决策科学性，

促使城市治理工作开展更具针对性、有效性，从而提高城

市运行效率。

（四）对数据资本运作方式予以创新，促使数字服

务能力进行提升，实现共赢、共创、共建

重视数据驱动方面业态、产品、服务、技术的创新

建设，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落实绿色集约发展方案，引导社

会各界力量积极参加数据运营，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高信息惠民服务效果。

（五）对数据能源作用方式进行创新，促使数字城

市活力得以改善，实现互信、互相联通

积极打造培养智慧城市智慧人民的数据 - 信息 - 知

识 - 智慧行动培育模式，做好社会、组织、个人活动方

案的科学落实、推广，对从数字化至信息化下产生的数字

人文环境进行优化，实现数字记忆维护、数字身份认可、

数据多元价值发掘目标，鼓励竞争、创新，赋予智慧城市

更多价值、意义、梦想，将智慧城市建设成优质的精神家园。

结语

综上所述，做好新型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阶段

的数据资源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工作，有助于改善智慧城市

建设效果、实现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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