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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日前，住建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作为主编单位，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归口管理单位的《智慧城市评价模型及基础评价指标体系第3部分：建设管理》启动征

集参编单位工作。《智慧城市评价模型及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将是我国第一个指导与评价智

慧城市的国家标准，也将第一次对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管理等进行规范，建立我国统一、

科学合理的智慧城市模型和建设管理指标，为各地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程度、水平和效益评估

提供统一依据，为有需求的地方扩展和建立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基础，也将为我国主管

部门从整体上综合分析各城市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统一维度。

    根据住建部信息，其2013年公布的两批193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涉及重点项目近2600个，

资金需求总额超过万亿元。其中，智慧管理与服务类项目数量最多，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类

项目的总投资额最高。城市决策者们更希望智慧城市能对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城市

建设管理水平、提升城市功能起到促进作用。住建部始终坚持&ldquo;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多元主体、全球参与&rdquo;的原则，提高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水平。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竞争格局及行业趋势调研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智慧城市行业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智慧城市行业规模及消费需求，

然后对中国智慧城市行业市场供需分析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智慧城市行业面临

的机遇及趋势预测。您若想对中国智慧城市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

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监测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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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须要看到系统的整体性，同时每个系统之间又存在着个性化和差异性。

    人：城市中人的系统涉及到人和社会网络。这些包括公共安全（火情，警情和疾病），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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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城市提供潜能的时候，&ldquo;系统中的系统&rdquo;内每个元素就都面临着重要的挑战和

威胁。当城市面临诸多实质性的挑战，当前的模式就可能不再是可行的方式。此时，城市必

须采取新的措施加强自身能力，使城市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城市必须使用新的科技去改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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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计算发展状况�145

    中国云计算产业正式起步于2007 年，且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云计算前期以政府云为主。

主要原因是，云计算初期商业模式不成熟，中国互联网企业规模较美国的IBM、Google 等相

比小很多，在商业模式尚不成熟的技术新兴领域尝试较为谨慎。另外，政府在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相关扶持政策下，主导建设云计算中心，购买服务器兴建机房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云计算产业初期的发展，但据相关机构统计数据看，大部分政府云项目后期使用率偏低。

预计到2015 年后，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将趋于成熟。

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历程

 

中国云计算产业主要政策     年   发布机构   政策   简介       2010   年10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将云计算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2010   年10 

月   工信部与发改委   《关于做好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   将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无锡五个城市作为先行试点示范城市。       2011   年7 月   科技部   《国

家&ldquo;十二五&rdquo;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形成基于自主核心技术的&ldquo;中国

云&rdquo;总体技术方案和建设标准，掌握云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的核心技术，培育发展云计算

应用和服务产业。       2012   年5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通信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   将云计算定位为构建国家级信息基础设施、实现融合创新、促进节能减排的关键技术和重

点发展方向。       2012   年5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互联网行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   提出推动云计算服务商业化发展，构建公共云计算服务平台，并专门设立云计算应用示范

工程。                   将&ldquo;云计算创新发展工程&rdquo;列为八个重大工       2012   年5 月   工业

和信息化部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程之一，强调以加

快中国云计算服务产业化为主线，坚持以服务创新拉动技术创新，以示范应用带动能力提升

，推动云计算服务模式发展。       2012   年7 月   国务院   《&ldquo;十二五&rdquo;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   将云计算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和新兴业态加以扶持，

并将物联网和云计算工程作为中国&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的二十项重点工程之一。      

2012   年9 月   科技部   《中国云科技发展&ldquo;十二五&rdquo;专项规划》   到&ldquo;十二



五&rdquo;末期，在云计算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形成自主可控的云计算系统解决方案、技

术体系和标准规范，在若干重点区域、行业中开展典型应用示范，实现云计算产品与服务的

产业化，积极推动服务模式创新，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引领云计算产

业的深入发展，使我国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2012 年，通信、互联网等行业&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出台，多方面对云计算发展工作进

行部署。7 月，《&ldquo;十二五&rdquo;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出台，将物联网和云

计算工程作为中国&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的二十项重点工程之一。

    未来3年，以政府、电信、教育、医疗、金融、石油石化和电力等行业为重点，云计算将被

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采用，越来越多的应用将迁移到云中。

    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将从2010年的167.31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174.1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91.5%。而到2015年，我国云计算产业链规模将达到7500亿至1万亿元。

2010-2013年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亿元）       2010年   167.31       2011年   228      

2012年   606.8       2013年E   1174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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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作报告提出，要&ldquo;加快物联网研发的应用&rdquo;。政府工作报告对物联网的重

视，被认为将对产业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物联网的研发应用有望踏上快车道。智慧城市是

物联网应用落点的最重要的载体，尽管智慧城市要实现真正的智慧，应用领域会十分广泛，

但是不能一哄而上，要找准时机找准落点，像美国选择了&ldquo;智慧电网&rdquo;作为切入点

，日本选择&ldquo;智能交通&rdquo;切入。

    其实智慧城市的应用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在交通领域，ETC不收费停车和交通一卡通；

家庭领域里的视频监控、远程冰箱控制；金融行业的无线POS；教育领域的电子书包；政府



领域的电子政务；能源行业的远程抄表、能量数据的远程上传与监控等，不胜枚举。

    我们将智慧城市的应用整合梳理了一下，可以分为公共、产业和生活三大领域里的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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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大领域不仅包括以上所列的应用，还包括了其他已开发或还未开发的应用。

    我们的智慧生活将体现在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人类的创造力与需求是无限的

，我们对智慧生活的期望应该也是逐渐在转变，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还是期望智慧的生

活早日来临。

智慧城市应用分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智慧城市描绘一个全景图：在绿色化、服务化、泛在化三大动力的

驱动下，以高效政府服务体系为中心，以完善的信息泛在网络为基础，通过产业、生活、公

共三大领域的十二类主题应用，汇聚民生应用，使城市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以此

开启我们的智慧之旅，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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