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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城市是社会空间、物理空间和信息系统三元有机融合的条件下城市智慧化转型的新型态, 运用新一代

信息化技术优化城市系统, 提升城市品质和综合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 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视程度也在不

断加强, 但其并未如其他领域智慧化转型那般顺利, 建设过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的发展产

生了制约作用. 本文以城区级规模的幸福林带建筑为例, 简要介绍了其智慧化运营管控平台, 并针对其在数字化、

可视化、智能化和开放式开发框架等方面的需求, 凝练了一个智慧化平台的技术参考框架. 最后, 以此经验为基础,
对智慧城市运营管控平台的建设给出一些建议, 并提出了其潜在的关键技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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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city is a new type of smart cit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ternary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ocial space,
physical spac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It uses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optimize the city system,
enhance the city’s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has also been attached increasing importance, it has not been as smooth as the
smart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field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s still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which restricts the city’s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study takes the urban-scale Happiness Forest Belt building as an example, outlines a
smart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latform developed for this building, and presents a condensed reference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a smart platform to meet its needs in aspects of digitization, visualization, smartness, and open
development framework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his experience for constructing an
intelligent city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latform, and its potential critical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smart city; digitizing; big data; digital twin; Internet of Things (IoT)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 十四五规划纲要强

调“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 为智慧城市未来

10年的发展作出战略指引[1,2]. 然而第 4次科技革命即

工业 4.0 时代, 信息技术革新促进了园区管理[3–5]、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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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6,7]、交通[8,9]、公共安全[10] 等垂直领域向智能制

造的转型和落地. 但在城市建设运营仍处于初级阶段,
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比较成功方案建成智慧城市, 因此,
亟需在新型信息技术支撑下实现快速转型.

通过分析已有的城市智慧化建设方案和案例, 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信息化水平良莠不齐; (2)综
合服务与管理效能有待提升; (3)信息孤岛林立、业务

缺乏协同等. 上述问题使得城市各个功能模块无法有

机融合形成 one ICT 架构, 导致功能子系统数量在不断

增多, 但没有质的改变, 反而造成管理的混乱、低效,
资源共享、业务协同等更高级的智慧化特征更是无从

谈起, 亟待突破现有智慧化方案的不足之处和弊端. 从
信息化视角来看, 如何在城市运转过程中产生的海量

数据中发现问题并找到最优解决方案, 并以此指导城

市发展, 将是城市智慧化转型的关键所在.
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 技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

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 集成多学科、多物理

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 在虚拟空间中完成

映射, 从而反映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11]. 随着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其在电力、船舶、制造等行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并得到了众多企业 (如波音、西门子等) 与组织 (如德

勤、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协会)的高度重视, 探索基于数

字孪生的新型智能生产模式. 这一技术的广泛落地应

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极有意义且可行的参考方案

和技术路线.
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是指在信息系统中构建

一个虚拟世界, 通过信息收集、传输、处理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实现与物理世界的同生共存 ,  达到社会世

界、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作用, 并
最终形成虚实结合、孪生互动的城市发展新形态. 同
时, 借助于泛在感知、高速网络、智能计算, 在虚拟世

界不断持续迭代, 指导物理世界有序运行, 形成一个更

加智慧化的新型城市. 在赋予城市政府实时治理、全

局规划能力的同时, 给所有市民带来更加舒适、便捷

的体验.
伴随着这种新型城市运营模式——社会世界、物

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作用, 需要从新

的视角来探讨智慧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技术. 在此背景

下, 本文将以一个城区级建筑体——西安幸福林带建

筑工程的智慧化运营管控 (如图 1) 为例 [12], 简要探讨

新型智慧城市运营管控的核心设计理念和建设需面临

的关键难题、挑战以及潜在的研究内容.
 

 
图 1    西安幸福林带工程透视图

 1   智慧林带

 1.1   简介

如图 2 所示, 西安幸福林带集城市绿地、公园、

旅游景点、公共交通载体、办公载体、商业综合体等

多种属性于一身的地下工程建筑, 其总长 5.85 km, 东
西宽 210 m, 是全球最大的地下综合空间[12]. 幸福林带

项目与目前主流建筑商业综合体、特色功能园区/社区

相比, 呈现出建筑面积大、人员流量大、业态种类丰

富、建筑环境需求和机电系统运行关系复杂等特点,
这也使得在幸福林带的运营管控阶段将面临着如下显

著挑战和困难:
(1)设备管理负担重、效率低;
(2)信息孤岛林立、缺乏协作;
(3)信息化水平各异、安全不可控;
(4)服务业态杂、缺乏针对性.
幸福林带运营过程中体现的困难挑战也是城市运

营存在的共性问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也将对智慧城

市建设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参考.
 1.2   技术路线

为解决上述的管理困难、信息孤立缺乏协作、安

全不可控等挑战, 构建支持资源设备集成管理、信息

融合共享、应用服务融合扩展的通用平台是关键核心.
借鉴数字孪生思想 ,  智慧林带旨在实现物理空

间、社会空间和信息系统“三元空间”的有机融合, 构
建基于数据驱动、虚实交互、先知先觉和共生共智的

幸福林带建筑体信息模型, 使得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实现全过程、全要素数字化. 通
过将新福林带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信息实时采集

汇聚, 并在信息系统进行仿真、分析、决策, 以保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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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体内状态实时化、可视化和管理决策与服务的协同

化和智慧化[13–15].
从技术角度分析, 其核心理念可概括为 3句话: 数

字孪生可信可管, 建立信息物理融合的管理平台; 智能

服务无缝覆盖, 发展全时空覆盖智能化服务体系; 知识

发现智慧运营, 支撑数据科学驱动智慧运营中心.
数字孪生可信可管: 利用数字孪生技术, 通过软件

定义方式对林带进行数字化建模和信息聚合, 实现物

理世界与信息空间的紧密融合, 具备幸福林带建筑体

全生命周期监测交互能力.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 进一步提升客体在感知、反馈、分析、自主决

策等方面性能, 主动监测预判设备运行状态, 有助于解

决被动式运维效率低下的问题, 延长设备运行寿命. 此
外, 设备信息聚合在平台有助于挖掘设备间的运行关

系, 提供有效协作方案, 提高运维人员在管理、应急等

方面效率.

智能服务无缝覆盖 :  利用 GPS、WiFi、Blue-
tooth等技术实现人在林带范围内的全时空域的感知追

踪, 形成人、物理世界、信息系统有机融合的三元系

统. 通过收集用户在幸福林带空间内的活动信息, 不仅

能够实现智能服务和用户体验的时间和空间全周期覆

盖, 提高用户体验. 而且, 用户在林带分布密度、时长

等信息有助于主动动态调整运维方案, 提高管理效率,
同时为幸福林带运营、业态调整提供重要的支撑数据.

知识发现智慧运营: 通过数字孪生、全时空域的

感知追踪等技术形成的人、物理世界、信息空间有机

融合的系统, 在平台汇聚海量异构设备信息、用户信

息、空间信息等, 利用中台技术实现信息有机融合, 打
破底层系统间的信息壁垒. 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辅助, 从平台海量信息中挖掘知识, 实现信息的精

细化管理, 为幸福林带的商业化运营提供针对性的辅

助决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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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面向智慧城市运营管控的技术框架示意图
 

 2   智慧林带平台框架

基于上述的技术路线, 借鉴物联网系统“感”“联”
“知”“用”的体系结构, 如图 2所示为构建智慧林带运营

管控平台的技术架构示意图. 首先, 依托于泛在立体感

知网络获取实时数据, 包括感知、监测建筑体内物理

设备和人类活动. 同时, 在传输层屏蔽底层不同感知系

统的通讯协议差异性, 为上层提供统一的消息机制, 完
成对底层各子系统的控制和管理. 其次, 在平台层, 通
过数据中台将海量、零散、无序、异构的城市大数据

进行统一规整、关联融合和存储等, 为各应用场景做

好支撑; 通过建模管理构建城市不同尺度、不同粒度

的实体在信息系统中相同规模的数字孪生体; 利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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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技术对城市运行状态进行监测、模拟、分析发

现问题, 为城市管理、控制、运营、优化提供决策支

撑, 最大限度地挖掘信息的潜在价值, 实现信息的价值

化; 通过共性服务提取共性技术需求构建统一运行框

架、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地理信息服务平台、视频通

用服务平台及统一通信服务平台, 为智慧林带的各类

应用系统提供公共服务, 目的是整合需求和信息资源,
通过统一的访问入口, 实现跨应用、跨系统的无缝接

入, 和支持协作的集成化环境, 促进定制化应用的快速

开发、资源共享、业务融合以及灵活部署等. 最后, 通
过面向不同业务、不同用户群体的应用, 实现对城市

运营的自动化高效控制、个性化智慧服务, 提升城市

的运营效率.

 3   对智慧城市平台建议

根据智慧林带平台架构及城市运营特点, 可按如

图 3 的方式设计智慧城市运营管控平台, 以实现以下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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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智慧城市运营管控平台架构设计示意图
 

(1) 城市状态感知

泛在全面的感知城市运行状态信息是智慧城市建

设的基础前提, 其信息的可靠性也决定着平台模拟、

诊断、决策的准确性、有效性. 在充分依托现有基础

设施感知设备基础之上, 结合新型物联网感知技术, 例

如基于无线信号的、基于摄像头的、基于移动传感器

的等等, 构建泛在城市状态感知层, 以实现城市信息实

时、多维接入. 随着城市不断运行, 感知层的数据会呈

现爆炸式增长汇聚到平台, 遗憾的是这些海量数据具

有低质、异构等特点, 给数据处理、存储带来灾难级

挑战, 甚至进一步对平台决策带来负面干扰. 因此, 如

何保证数据实时快速感知的同时, 具备有效信息的初

步提炼、简单聚合的能力是信息感知层的亟需研究解

决的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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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决策

为实现城市状态的泛在感知, 在城市空间部署大

量的感知设备是第一步, 然而如何连接、管理这些设

备势必会带来信息的挑战.
考虑到集中式管理具有敏捷性、实时性以及安全

等问题, 因此, 本文建议采取边缘计算框架是一种比较

合适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将信息数据处理、城市区域

的运行监测和一些重要决策的执行, 由城市指挥中心

下放到以城市区域范围为单位的边缘计算服务中心能

够在提高城市管理管理效率, 同时一定程度上缓解城

市指挥中心计算服务压力. 边缘计算框架在边缘网络

实现海量数据的就近处理, 能够降低主干网络的吞吐

量、缓解平台压力、减少运维成本, 同时有利于边缘

设备高效协作.

 4   智慧城市运营管控平台关键技术展望

目前智慧化建设常用的解决方案是将部署的数个

基础子系统进行简单的信息汇聚、数据归集和功能累

加, 显然这种方法在面对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的泛在感

知、异构效联、智慧服务和智能挖掘等更高需求是行

不通的. 因此, 为了更好地构建数字孪生智慧城市运营

管控平台, 下文将从感知、连接、数据处理、知识挖

掘和安全 5个方面简要阐述未来拟研究的关键技术.
 4.1   泛在感知技术

智慧平台的核心是来源于城市中时时刻刻都在产

生的数据, 要想充分发挥数字孪生技术的潜能, 如何全

面、实时的感知城市各域的运行状态 (包括物理世界

和社会世界的信息)仍面临着极大地挑战. 随着工业物

联网的发展, 已有大量的工作研究通过部署大量温、

湿度传感器等感知设备来准确地感知设备状态. 而人

在城市环境下具备动态、范围大、目标多的特点, 要
实现精准定位、追踪、识别和行为理解同样面临着巨

大挑战.
近年来, 通过观察研究人的手势、姿态等动作对

无线信号 (例如包括 WiFi[16,17], RFID[18,19], VLC[20] 等)
传播过程的影响, 研究人员实现了对动作的识别和追

踪, 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例如, Qian 等人[21] 和 Zhou
等人[22] 的工作中利用 CSI 信息实现了移动人员的被

动式检测; WiVi [23] 则更进一步, 利用 MIMO 和 ISAR
技术实现了对人位置和移动的“穿墙”监测; 而 LiSense
则利用可见光通信技术实现人体 3D 模型重建和运动

感知[24]. 尽管如此, 这些已有工作仍存在感知范围有

限、感知维度单一、场景依赖等问题, 导致无法广泛

应用.
在面向城市范围内人的感知需求下, 大范围、多

目标、位置动态是阻碍现有感知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
首先, 针对基于商用无线信号感知的局限性: 缺乏对感

知能力的理论探索、环境依赖高、感知精度有限. 亟
需研究无线信号的通用感知模型, 面向连续、多变环

境下人体的无缝识别和交互技术, 以及提高感知鲁棒

性等技术. 其次, 面向复杂多变大范围的城市环境, 仅
仅依靠传统的 WiFi 和移动网络通信的方式难以满足

智慧城市泛在感知层的全面覆盖、高效传输的需求,
需要融合城市范围内感知的多模态信息 (例如 RF 信

号、移动网络、视频信号等), 实现多模异构信息融合

的跨场景协同感知技术.
 4.2   异构效联通信技术

在发展城市信息智能感知技术同时, 高效异联的

网络通信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弱

电系统、控制系统等基础设备, 这些设备中部署着各

类传感器等器件时刻产生着城市数据, 遗憾的是这些

物理设备间常常结构各异、缺乏统一的标识, 且通信

技术和协议也不相同, 导致实体互联而不互通, 在城市

系统中逐渐形成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 例如城市中各

个工业系统, 通常具有各自的数据格式和通信协议, 且
相互之间网络物理隔离. 而随着规模增大、数量增多,
在智慧城市实现高带宽、低时延、安全可靠的网络需

求变得更加愈发不可能. 因此, 智慧城市需要研究异构

设备之间高效互联通信技术, 以实现城市不同实体 (如
“物-物”“物-机”“物-人”)之间的泛在通信组网.

为解决城市大规模异构终端的泛在联通问题, 需
从标识寻址和网络互联两方面为切入点展开研究. 即
研究设计一套城市级实体标识系统, 能够有效管理标

识并保证唯一性; 研究跨协议的数据交互技术, 屏蔽不

同实体间的协议异构性. 首先, 如何构建一个能够为城

市全部实体分配一个全局唯一且可寻址的标识管理系

统, 同时能够兼容已有系统, 例如工业网络中常用的

EPC、IPv6 等, 以将城市中各个孤离的网络有效融合

是解决异构网络融合、实体互联的挑战之一. 此外, 基
于此表示管理系统, 需要设计高效的寻址算法. 城市网

络通常是一个复杂且多级的融合网络, 且存在大量的

局域内网, 给基于标识符实现快速寻址和可靠通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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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极大的挑战和困难. 例如, 当城市网络边缘的两个

异构网络内部需要通信时, 在内部网络边缘如何进行

包头转换、在城市核心网络如何寻址、路由转发、通

信实体间数据格式不同时如何转换等.
除此之外, 城市中存在大量设备采用互不兼容的

无线网络通信标准, 如基于 WLAN、ZigBee、蓝牙等

组建的短距离无线网络, 基于 NB IoT 或者 LoRa 构建

的长距离无线网络, 或者基于 4G 以至 5G 的运营商网

络. 如何融合异构的无线网络并实现数据的充分共享

交换和融合分析利用[25–27], 是智慧城市实现互联互通

方面须应对的突出难题. 在许多场景下, 不同的无线技

术在共享频率介质中并存, 物理空间. 这种无线共存可能

会导致严重的跨技术干扰 (cross-technology interference,
CTI) 问题, 例如信道竞争、信号冲突、吞吐量下降. 与
传统方法相比, 如干扰避免、容忍、并发机制, 信息交

换直接及时因此, 异构设备之间的基本要求是确保可

用性、互操作性、物联网的可靠性和可靠性. 在这种

情况下, 跨技术通信 (cross-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CTC)技术应运而生[28–38], 成为学术和工业领域的热门

话题, 旨在直接交换数据遵循不同标准的异构设备.
CTC不仅为无线设备之间的互操作和数据交换创造了

一种新的方式, 而且增强了无线网络的管理能力.
 4.3   城市大数据处理技术

智慧城市运营管控平台作为一个面向城市范围内

提供实时的应用与服务的智能化系统, 需要持续采集

来自终端设备的源源不断的数据并加以处理、分析和

利用. 这些终端设备作为数据源, 以高低不一的采样频

率产生来自物理世界的数据, 终端众多因而数据体量

非常可观, 且包含从视频、图像、音频等非结构化数

据到位置、环境指标、能耗等海量的结构化数据, 总
体上说是典型的流式大数据. 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实

时的传输、及时的清洗、高效的存储、合理的归纳整

理, 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一致性是智慧城市

项目在数据管理层面须应对的主要挑战.
随着城市实体不断增多、网络规模不断发展, 传

统的智慧化系统所采用的集中式数据处理方式需要将

网络边缘数据传入城市数据中心处理, 再根据边缘设

备功能需求返回数据, 这种操作势必会带来严重的网

络延迟, 致使无法实时高效处理网络边缘的需求[39,40].
同时也会产生较多的冗余网络流量, 增加网络负载压

力, 影响网络稳定性和安全, 显然集中式方法已不再适

用, 亟需采用新的方式来应对智慧城市对数据不同的

实时、安全等需求. 为保证城市大数据的时效性, 需解

决如下两方面的挑战: (1) 快速的数据汇聚, 在城市实

际运行过程中, 面对着实时不断产生的海量城市大数

据, 平台可利用的资源 (网络带宽、处理能力等) 是十

分有限的; (2) 高效的传算协调模式. 面对着海量数据

的时效性挑战, “先传再算”的数据处理模式显然是行

不通的, 也难以同时保证数据处理的实时性与实效性.
针对上述挑战, 需要研究面向城市网络的动态传算技

术, 充分利用网络边缘设备的资源, 实现与城市多级计

算中心的协作, 动态进行任务解耦和分发, 保证城市大

数据的实时实效. 同时, 考虑到城市边缘网络数据的时

空冗余度大、类型复杂, 研究数据的关联关系, 以保证

有效可靠; 研究计算开销、传输开销与数据实效性的

量化关系, 以实现汇聚数据的实效性保障需求.
最后, 数据融合问题. 城市大数据包含着多不同模

型的数据信息, 例如城市空间 BIM 模型、物联网实时

感知数据、音频、视频、文本等, 这些数据的来源不

同且结构各异, 平台需要对其进行数字化表达、统一

数据格式, 以用于知识中台挖掘、分析有效信息和产

生决策. 因此, 面对海量的多源异构多模态数据, 如何

高效地集成、规整、融合和统一管理是亟需解决的核

心关键之一 [41–44].
 4.4   知识中台

从海量感知数据中挖掘知识 ,  指导城市的自动

化、智能化管理运营, 是基于数字孪生智慧城市运营

管理平台的核心思想. 平台以知识库为基础, 通过知识

中台挖掘分析数据, 并有序、统一的管理以支撑城市

各种定制的智能化服务需求. 如图 4所示, 平台采集到

的政务数据、社会数据等各种类型数据, 利用大数据

处理技术转换成规范化格式数据, 城市知识中台则基

于知识库推理、归纳、决策以分析城市态势、产生面

向城市运营发展的辅助性决策信息. 同时, 中台的模型

库 (即知识网络) 则根据网络边缘层采集到的数据信

息, 生成面向城市智慧化应用需求的信息.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知识生成是智慧城市之所以

最终能够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迭代的根本源泉. 城市

运营需要哪些知识、这些知识蕴藏在哪些数据中、怎

样获得这些需要的知识、如何辨别获得的知识的真伪

和质量, 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这客观上要求知识

中台将各个领域的已有知识经验和运营需求, 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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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紧密结合, 挖掘需要的知识, 进而支持决策、

判断、运营等. 因此, 从海量低信息量的数据中提炼有

用知识是知识中台面临和需解决的首要难题.
云边端协同管理能力. 支持模型的端与边缘侧服

务部署, 具有边缘节点的统一管理、模型的批量分发

与更新、节点运行状态的实时上报. 在城市范围实现

对物理资源及业务请求的情况监测, 实现资源的弹性

伸缩、动态分流等能力, 进一步提升 AI 部署运行的质

量及效率.
考虑到业务子系统间的业务不同以及数据壁垒的

存在, 使得无法在同一业务流程中实现数据流的闭环.
例如, 在应急处理中, 终端感知的应急数据、人员实时

位置信息、资源数据等相关流程的数据之间无法打通

且数据不关联. 此外, 数据的多模、低信息率、海量的

特点也给数据挖掘、知识管理、分析决策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
 

政务数据

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认知引擎

推理

决策

归纳与
演绎

知识网络

决策树 知识图谱 语言模型业务逻辑规则

A^B=>C

社会数据

产业经济

智慧治理

生态宜居

惠民服务

城市知识中台

 

图 4    智慧城市知识中台功能示意图
 

在实际应用中, 基础知识库的发展较为滞后, 给
AI技术在不同行业应用带来了众多问题和挑战. 例如,
没有统一的知识库和模型标准, 且模型互操作难; 大量

历史数据的缺失无法进行回溯等. 自动机器学习技术

聚焦数据处理、自动特征工程、模型构建 3 方面, 通
过将模型构建与训练过程自动化, 加速 AI 技术与行业

融合, 大幅缓解了行业应用工程化落地问题. 同时, 基
于强化学习方式下的决策类 AI 研发自动化, 可以增强

对环境的理解, 有助于大范围广泛部署.
 4.5   信息安全

面对着智慧城市如此大规模的系统, 部署设备多,
网络结构复杂, 数据通信频繁, 业务共享复杂, 且大量

设备运行于实际应用环境之中, 给系统的安全性 (主要

包括应用安全、设备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 保
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战. 同时, 随着对个人敏感数

据 (特别是高隐私的数据) 的关注和重视, 人们越发不

愿意分享自己的数据, 以及不同部分、企业等之间的

数据壁垒, 在物理层面进行数据集中式管理显得更加

难以实现. 给智慧城市平台在安全方面带来了极大的

阻力 [45–47].
为满足城市安全需求, 需从底端基础设备层到上

层应用构建一套完整的安全服务体系和防护机制, 具
体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终端设备研究嵌入式

安全操作系统, 保证嵌入式应用软件的安全, 同时研究

实现设备端指纹感知和身份保护技术以及海量异构终

端动态安全管理方法. 其次, 为保证人、物的安全互联,
需要研究面向业务特征的安全协议, 同时可利用区块

链技术实现跨区的多方交互. 最后, 在数据安全方面,
研究数据访问控制技术和防护体系, 以支持数据的跨

域共享和访问控制.

 5   结束语

智慧城市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 基于泛在

感知、广泛互联、智能处理等基础需要, 实现的物理

世界、人类社会和信息系统“三元空间”有机融合的城

市新型态.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巨系统, 本文基于智慧林

带工作经验, 给出了一个云边端融合的智慧城市体系

结构以及平台建设的一些建议. 同时, 从感知、连接、

数据处理、知识发现和安全体系 5个方面阐述了构建

智慧城市平台拟解决的困难挑战, 以推动城市的智慧

化转型和科学持续运营.
我们相信 ,  未来随着物联网核心技术、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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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取得新突破, 智慧城市将凝聚企

业界和学术界的群体智慧, 逐步成熟推广到各地. 网络

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生活管理模式深入到人们的

衣、食、住、行等方面给人类生活、安全管理、城市

运营带来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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