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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王梦洁

（郑州大学管理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本文通过对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智慧城市新型主体阵营、工作着力点、技术支柱等的描
述，全面审查并提出了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智慧城市的体系结构，对在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构建智慧
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我国智慧城市生态参与主体多元化的现状下，指导各主体
协同推进并优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帮助政策制定者、城市开发商、政府官员和服务提供商在制
定智慧解决方案中获得更多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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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是一个庞大而持久的人类生态系统，为

市民提供了大量的服务和机会。快速城市化和人
口增长给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带来了很大压力。
许多城市正在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来提高城市服
务的质量和韧性。据统计，到2019年年初，智慧
城市建设范围已涵盖500多个城市。在学术界，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相继开展了平台建设、现
状综述、评价指标确立和实践案例研究等方面的
讨论，形成大量研究成果，有效促进了“智慧城
市”发展进程。

由于技术、经济和管理方面的障碍，智慧城
市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同时存在无法
及时跟进城市建设传统阵营向新型阵营的转变、
城市空间数字化程度低、城市信息化水平与技术
基础设施不同步等问题，智慧城市建设成效并不
乐观。本文从智慧城市“规建管一体化”视角进
行框架研究，一方面推进智慧城市多元主体协同
共治模式，发挥新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智慧城
市领域整合了多种信息通信技术（ICT）以及物联
网（IoT）解决方案，并非传统设计院、施工单位
或咨询公司所擅长，新型企业（互联网企业、大
数据公司等）的加入使传统城市建设阵营主体增
多，实行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可以充分发挥
各主体的优势，实现城市建设的协同创新。另一
方面土地规划、工程建设、城市管理一体化可以
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智慧城市建设落地，以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为底板，构建土地规划、工程建设和
城市管理全过程多要素的数字化表达。其主要针
对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使工程各阶段数据互联
互通，并基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做出智慧化的
决策。本文通过在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分析城市
新型主体阵营规建管工作的着力点，初步探索了

智慧城市“怎么建”“怎么用”。

2  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随着政府和私营企业越来越多地将智慧城

市作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部分学
者也对城市智慧成长的机理进行了探索，对智慧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最新的、有经验依据的
分析，考虑了对智慧城市政策和愿景的批判，同
时也考虑了越来越多关于智慧城市计划实践的因
素。韦颜秋等[1-2]分析了智慧城市发展阶段，对
智慧城市体系架构（建设理念、模式、机制、方
法）进行探讨，在对多个现有架构进行全面分析
之后，得到了四层自下向上的架构。包胜等[3]从智
慧城市和城市信息模型（CIM）内涵出发，两线
并行，形成一套基于CIM的智慧城市管理平台设
计方案，并结合现存的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模式，
对基于CIM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合作模式、内
在逻辑、运行优势和建设目标进行了细致讨论。
宫攀等[4]在对多个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和要素进行对
比分析后提出了一套用于评价智慧城市的体系。
楚金华等[5]以智慧城市建设中人与ICT的关系为视
角，梳理智慧城市发展典型观点，构建基于“ICT
成熟度—城市发展需要—智慧城市建设任务”三
个维度的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提出智慧城市
理论的发展趋势和开展研究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虽然既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和侧重点对智慧
城市进行了研究，但既往研究大多将智慧城市职
能主体作为独立个体进行规划、管理，造成了割
裂、冗余和浪费，未能发挥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和协同效应。目前智慧城市建设仍面临很大挑
战，部分城市虽启动了智慧城市筹建任务，但交
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内涝等现象日趋严
重，在土地规划、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细分领
域，领域融合分析与智能决策方面存在困难，存



·121·

规划、设计与测绘信息

在智慧城市复杂的系统级统筹与整体化、全流程
项目监管、长效化运行机制和模式、智能化应用
配套环境、系统与资源高度集成下的城市网络安
全等挑战。

3  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智慧城市研究
3.1  智慧城市新型主体阵营
随着人口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智慧城市研

究的不断深入，如何在对环境、市民生活方式和
治理的影响最小的情况下处理城市化问题的创新
方法也越来越多。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下，
由规划设计院、GIS与测绘企业、施工单位等组成
的原始城市建设阵营已无法满足城市智慧化建设
需求，各大ICT企业及互联网巨头开始参与城市
智能解决方案的提出，如高德地图充分发挥其在
高精度地图数据采集、路径指引与优化、车辆调
度方面的优势，推出城市交通大脑辅助城市交通
精细化治理。阿里、腾讯等大数据公司，深耕数
据知识图谱，搭建了涉及交通、政务、医疗、环
保等多个领域的智慧化治理平台。当前规建管主
体共生关系逐渐凸显，除调动各新型主体积极参
与各环节技术服务外，传统阵营主体也应主动求
变，将城市全要素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未来城市及
社区建设，打造CIM平台，全面激活智慧城市建设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行业伙伴，共建新型基础设施
与开放能力平台共建共享的生态化发展模式。

3.2  智慧城市规建管的着力点
从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和城市管理三个方

面可以比较分析智慧城市建设的着力点和协同联
动机制。“规划设计”阶段主要通过分析国家级
战略或规划，结合城市自身发展，立足建设智慧
城市的目标定位、重点领域、建设内容，以及相
应的工作机制等开展可视化方案比对和审核，集
成多源设计数据，并可实现属性和图档的全程追
溯。在施工建设阶段，将BIM+GIS场景与工程现
场监管有机结合，实现施工建造的可视化、智能
监管，对进度、安全、成本、质量进行有效管
理。同时，基于物联网技术，对施工过程中涉及
的人员、大型机械设备、材料、环境进行实时监
控，采集其状态、位置等数据信息。通过对城建
工程施工各要素的信息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工程
建设管理水平。在运管阶段，对设备、资产、智
能调度、图像识别、应急响应等方面进行管理，
实现工程的智能化运营和维护。将可视化场景与
视频实时监控、物联网传感数据有机结合，通过
指挥中心大屏、计算机、移动App等智能终端，
方便管理者随时掌握一线人员、设施设备动态，
使工作人员更直观地开展现场和远程相结合的巡

检管控，同时设置智能监控与预警，对故障报
警、异常情况给予及时关注和有效处理。

3.3  新视角下智慧城市的技术支柱
智慧城市大多是以科技为导向的先进城市，

其筹建逐步迈入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新发展阶
段，依托物联网、新基建、大数据等技术构建智
慧城市新型治理方式成为重要的战略举措。智慧
城市筹建过程中，在技术层面需要积极关注大
数据、机器学习、云计算、数字孪生、区块链
以及物联网等技术支柱，智慧城市的规划、建
设和运营彻底升级和落地需要依托这些技术的 
进步[6]。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大数据、物联
网（IoT）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既可能为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创造机会，使收集、存储、分析、使用
和传播多源数据变得更便利，也可以推动数据在
隐私安全、可靠性、异质性、冗余等方面实现重
大突破。另外，数字孪生因具有全景感知、虚实
交互和洞察等方面的特性，在联合城市建设产业
链资源优势、打通资源壁垒，促进协同发展等方
面具有巨大优势，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和垂直领域
实现数据的最大化利用。所以，技术元素是实现
数据价值进而推进智慧城市规建管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在技术基础和核心举措的支撑下，
终端、网络、平台、应用、场景和方案提供方成
为实施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是智慧城市生
态中的重要角色。

3.4  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智慧城市的体系 
结构

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智慧城市体系架构是基
于物联网、云计算、数字孪生、5G等技术支柱，
通过多源数据接入、数据融合、数据治理、共享
开放，集数据、技术、服务于一体，实现智慧城
“一张图”管理以及城市规划过程中的规划、布
局、分析和决策，从而支撑智慧城市的建设、管
理与运营。由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分析可以
得出由职能底座、新型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
层、应用服务层四层组成智慧的城市体系架构。

基础设施层包括基于智慧城市的技术支柱的
基础硬件即智算设施、物联感知设施、网络连接
设施等以及包含操作系统、镜像系统、云端调度
系统等的基础软件系统，主要通过各种信息传感
器、RFID、GIS、激光扫描器等各种硬件装置，
实时采集需要监控、互联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
外部表征、位置等各类信息，通过各类操作网络
系统接入，实现人、物、环境的泛在连接，带动
物理城市向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变[7-9]。

数据已经成为城市重要的生产要素。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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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服务、交付和管理，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和可视化。数据资源层主要执行各种数据操
作，基本任务是维护数据的生命力，重点是数据
清理、演化、关联和维护。数据资源层可进一步
分为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融合供给、数据
可视化等过程。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来收集数据信
息并揭示隐藏的、未知的、有价值的数据。而在
数据融合中，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被组合在一
起，以加强准确性，并在不依赖单一数据源的情
况下生成明确的决策。数据分析的功能也可以提
高智能环境的数据处理效率。通过图形引擎，可
视化呈现数据图形方式的特征[10-12]。

应用服务层是智慧城市体系结构的顶层，
是城市居民和数据资源层之间的中介，主要通过
大量处理和存储数据的应用程序提高城市性能。
关键应用服务包括以运行监测、信息服务、规
划仿真等为主的综合应用和以交通管理、医疗
服务、产业创新、生态治理、应急救援等为主
的行业应用。由于应用服务层通过大量处理和
存储数据的App、小程序、公众化、web等应用
程序服务大众，提高城市性能。所以应该分析
公民的某些或是不确定的需求，并以最大的准
确性服务，同时保持其他智能应用程序之间的 
操作性[13-15]。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首先对规建管一体化进行了概念界定，

并通过对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智慧城市新型主体
阵营、工作着力点等的描述，全面审查、提出了
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智慧城市的体系结构，对在
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构建智慧城市的主要组成部
分进行了详细描述，在中国智慧城市生态参与主
体多元化的情境下，带动各方协同推进及优化城
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实现城市统筹发展。

智慧城市在整个设计、实施和运营阶段都面
临着机遇和挑战。例如设计和运营的成本、设备
之间的异构性、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信息安
全和可持续性是一些主要的研究机会。首先，智
慧城市数据由多厂商和多用途传感器、电器、设
备等组成，体系架构的落实依赖于在数据资源层
集成所有这些异构的东西的能力。然而，由于异
构性而导致的平台不兼容阻碍了应用程序层的集
成和互操作能力，如何有效实现异构数据兼容以
确保数据融合顺畅已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必要
的研究任务。其次，城市网络收集各种各样的数
据，包括高度敏感的公民数据，这些数据容易受
到许多安全威胁，因此，数据隐私安全也是实现
规建管一体化视角下智慧城市结构的重要研究方
向。此外，数据体量大，价值密度低，商业价值
高。以视频为例，1h的视频，在不间断的监控过

程中，可能有用的数据仅仅只有一两秒。因此，
如何结合业务逻辑并通过强大的机器算法来挖掘数
据价值，是未来亟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韦颜秋，李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逻辑与

重构[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06）：

108-113.

[2] 李谧，贺晓钢，李博涵，等.基于BIM+GIS的

市政工程规建管一体化应用研究[J].地下空间

与工程学报，2020，16（S2）：527-539.

[3] 包胜，杨淏钦，欧阳笛帆.基于城市信息模

型的新型智慧城市管理平台[J].城市发展研

究，2018，25（11）：50-57，72.

[4] 宫攀，张令新.国内外智慧城市评价指标

体系对比分析及启示[J].规划师，2018，34

（11）：96-100，107.

[5] 楚金华.从“被动接受”到“合作共创”：

基于演化视角的智慧城市理论发展框架[J].

国际城市规划，2019，34（04）：64-71.

[6] 陈兵，王港.城市信息模型（CIM）关键技

术集成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1，24

（23）：159-162.

[7] 吕欣，韩晓露，郭晓萧，等.新型智慧城市

网络安全协同防护框架研究[J].信息安全研

究，2021，7（11）：1017-1022.

[8] 王海明.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J].数码设计（下），2021，10（5）：71.

[9] 杨昆.智慧建造助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J].建材发展导向（下），2021，19（7）：

160-161.

[10] 沈净瑄.大数据背景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研

究[J].知识经济，2021，590（23）：37-38.

[11] 王继冬.泰安市智慧城市建设研究[J].赤

子，2017（25）：196-198.

[12] 刘子锋.新时代智慧城市建设研究[J].城市

住宅，2020，27（4）：131-132.

[13] 蒋雪峰.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J].电脑爱好者（普及版）（电子刊），2021

（2）：69.

[14] 刘飞浪，余杰.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智慧城市

建设研究[J].数字通信世界，2018（7）：

248，27.

[15] 郝飞翔，朱颖.大数据视角下的智慧城市

建设研究[J].建筑与装饰，2020（31）： 

133，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