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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智 慧城市的本质是以城市为舞台 的创新 勝利梡颇孤 Ｓ触神誠 Ｔ 仓丨躺細職

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 ， 城市规模和人 口不断扩张 ，城市

发麵临 的机遇麵战并存 。 城市发展过程 中 各种亟 待解虽然从技术发展 的视 角衡量 ， 我们 早 已跨人信息 时代 。

决的
“

城市病
’ ’

需要城市管理者不断增强城市管理与运作 但直到 进入 ２ １ 世纪
， 伴随着网 络社会 的 崛起 、

移动技术的

能 力 。 新千年以 来飞速发展的 信息通 信技术 （
ＩＣＴ ）对城 ＴＵ

齡发展 以及创新的 民 主化进程 ，

工业时代以生产为中 心

建设与发願重要細 日碰舰视 ， 在此背景下产频
酬新 Ｕ 模韻化雜獅 代＿ 乡 力 巾心＿新 ２ ． ０

“

智 慧 城市
”

概念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 的新思路 ，
开辟 了认

模式
’
改变世界 的 力量 ＾体从 ＾家 、 ４＾？—步演￥ 为 ＋

识城市 、 发展獅 的新视角 ， 成为城市转型发展 中重要ｗ
人

’ 我们才逐步做好 了 ；
｜＞理

、社会 、 文化上 的准 备 ’ 社会？

态才完成从工业文明 向信息文 明 的嬗变 ， 从工业社会迈人

然而 ， 当前中酣地減起云灘智 慧贿发廳索
？

仍处于 热情与盲 目將的状态 。 鋪信息化翻觀錢
丨０細代＿府 ２ ． ０ 。 知识社会环境和需求两方面催生 了

或某－方向 技术突破形成 的智慧城賴决方案 向 我 们臟
備 ２ ． 〇 实践活动 的蓬勃发展 ，

工业 时代各类 产 业的业态

了未来城市发關广 阔可能性 ， 但似乎仍欠缺可持续发展
胃

ｗ种技术手段 ，让知识和创新共享和扩散 。 如果说创新 １ ．０ 是

智 慧城市據碰念层賴 本黯鑛献隨合 ，

以生 产为 导 自 、 以技 术 为岐点 ’鑛 ２ ．Ｇ 则 是 以 人为本 、

正是源源不断 的创新驱动着人类社会的 发展 。 而城市作为

人类社会发麵重要空间节点 和文 日ｉ坐标 ， 恰是适合軸先

践行创新理念 的应用场合 。 只有创新导 向 的智 慧城市转型
取决于 知识社会下形成隨环境 。 首先 ’息通 ｆＨ技 术 的

发财是有 持续生命力 的 ， 移动互联 网 、物联网 、 云计算 、

大数据等 网 络信息技术领域 的进展得 以使 以城市为舞 台 的
颈

，
人类可 以糊 知识 网络更快捷和方便的共享 和传播知

创 ，新步人转型升级的 ２〇 时代识和信息 ； 其次 ， 知 识 网络的环境最大限度 的消 除 了信息
”’
… 一

ＮｅｗＧｅ ｎｅｒ 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０獅性 ， 使人为构建的知识壁金和信息麵在如今的知

Ｉｎ 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２
．

０Ｘ识网络 下越来越难以为继 ；
而更重要的 是越来越 多的研究

Ｓｒｎｓ ｒｔＣｉ ｔｖ＃細司＃肠雖》脈＃＿言》炸 丨

職
’ 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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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不 等于 信息有效传播 ， 利于知识被快速检索 、 理解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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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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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从而便于更多 人麵 。 上述知 识社会的外部环境有 助

＾于更广泛的创新群体在－个开放 自 由 的平台上从事科技创

新活动 。

ｃｍ
ｇｌ同 时 ， 知職会 也迸发 了更广泛關新需求 。 外部环境

ｄ＾＾ｉ！ｋｎ ２
．
０？？聲 胃Ｌ 造就 了 创新主体实酬新活动的可能 ， 也造就 了更多知识

图 １ 新
一

代信息 技术与 创新 ２ ． ０ 催生 智 慧城市与应用 场合需求碰撞 的机会 。 这样的碰撞就是创新活动 最

二
＇ 仓｜

Ｊ新 ２ ． ０
： ｛言 ，菅＇ 日寸代催生的 仓 ｉ

ｊ新范式
？

源 ＠力 ， 胃ｔｆＡ ｅ
ｐ ｉＥＴ 泉Ｉ？＃仓 源 活

创新 （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起源 于拉 丁语 ，
原意有 三层含义 ： 更

基本观点 。 因此
，
知 识社会环境和需求两方面的 因素催生

新 ； 创造新 的东西 ；
改变 。 简而言之 ，

创新就是利用 已 存在
Ｔ创 ？ｆ２ ．０ 实践

’

活动 的蓬勃发

的 自 然资源创造新事物的手段 。 创新作为
一

种理论可追溯创 新 ２ ． ０ 不仅是以 复 杂性科学 视角 对 ＩＣＴ 融合背景下

到
１９ １２ 美 国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的 《经济发展概论 》 。 熊彼 科技 创新 的重新审视 ’ 是一种面 向 知识社会的 ， 以用户 为

特关于创新的基本观点 中 ，
最基础 的一点 即创新是生产过 中心 、 以社会实践为舞台 、以 用 户创新 、大众创新 、共同 创新 、

程 中 内生的 。 随着技术创新 的迅猛发展 ， 其表现 出 了越来 开放创新为特点 的以人 为本的创新形态 ； 从更宏观的视 角看

越强 的知识依赖性 。 创新 由 易变难 ， 逐渐成为高 知 识积累 待 ，
它更是知识社会条件下 的创新民主化展现 。 面向 知识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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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 用 户 广泛 、实时参与创新与 价值创造 的全过程 中 ， 是 打

／？智 慧城市 的转型发展 同样需要重视用户 创新 。 这也是

；

｜４＾＾

＇

＊智慧城市研 究领域 多次倡导的 以人为本的建设发展原则 。

＇

＇

＇ ％２０＾
＇
２０ １４－２０ １５ 年我们对中 国 智 慧城市发展关键问 题 的调查研

紐示
，
与公众健職賊減市雜与麵 问题倍受

关注 ，
包括 对 民众生活的环境质量 、 食品 药品 安全 、交通安

＼全等擁獅賴 ；
他獅社突 Ｓ雜触急能力 。

Ｉ技术，管理 奮
＇

？隨細難龍 體獅 ？顯祕紙 類５

ｐ ｉ

健 次于舒＿齢賴众各方酿全 的龍化监测 。

＼
＼ 舍 ＾

？

？

而智 慧城市发展 中人的 作用 ，
人力 资本作为智 慧城市一项

／重要资源的价值 ，
也得到 越来越多 的认 同 。

目前部分地方智慧城市发展遇到 的许多瓶颈恰恰 源于

在建设规划 时技术导 向 压倒 了用 户导 向 。 智 慧城市解决方
图 ２ 面向 知识社会 的创 新 ２ ．

０ 构成简 图

《■丄ｍ＾案缺乏用 户需求分析 ， 从而
＇

论 为技术的 堆砌 。 这样的城市
会的科学 ２ ． ０ 、技术 ２ ．０ 以及管理与制度 ２ ． ０ 共同塑造 了面 向

不可能产牛 直 ＴＦ 的
“

智 筆
”

知识社会的 下
一代创新形态 ， 也就是创新 ２ ．０ 。 知识社会下的

一￣°

？Ｖ
人为本的城市建设与规划思路 ， 加大力度分析用户需求 ，

创新 ２ ．０ 必将催生一＊

系列极具价值的理论探索和头践活动 。

综上所 述 ， 创新 ２ ．０ 是中 国 智 慧城市转 型发腦核心
提升用户 体验

，
才能使智慧城市建设成果真正实现便民惠 民 。

理念
，

基于備 ２ ． ０ 理念 ，
智 慧城市将是 以城賴户 为 中 心 ，

智慧城雜酿展需要重測户 创新 ， 强调城市发麵 以人

为本 ， 以深人的公众分析需求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前导 。

以开放与协 同为 基本模式的大众城市管理与服务创新的 汇

聚 ， 以 下我们将分别 从用户 创新 、开放纖 、协同 创新和大 四 、基 于开放创新 、倡导开源 共创 ，
以兼容 扩

众创新的角 度对智慧城市转型发展 的宏 观策略进行 阐述 。 展为 智 慧城市建设首要柄）准

创新 ２ ．０强调不再仅仅限于实验室 、企业研发的边界以 内 ，

而是将创新触角延伸到用 户端 ，
延伸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 ，传

＾
ＨＨ酿驢边界测續鋪 ， 必鮮賴麻神的分工

ｉＫＫｓＬ廳 ，并会产生各种麵活动觀和合娜式 ，人类依靠创新

■ｉＭＳＩｆ
本 打邏ｔｓ动实现新价 （ｔ创造 的过程也将逐步发生改变 。 这样酬新形

ｉｇ式的核心价
？

值观是开放的 ，
这＆是强调开放创新的要义 。

开放创新在 网络信息技术本 身 的发展进程中 扮演着非

常重要的 角 色 。 开源共享的技术演进范式为今天科技成就

ｔＰｌＭ 昏新
■塑豐腳誠得做 ｔｈ 了不可磨■魏 。 智 慧獅賊设发展同样

■
需要有理念开放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 ， 留给未来更多 的

＾
■

棘獅Ｍｉｌｌｔ
．龙雜 ，

：

；

■ ■紛 ：

城市发展参与主体以后续延 伸开发 和 应用 的空 间 。

ＢＢＢａ？Ｂｓａ？２Ｈ？？ｒａ？ＳＢＨＨＳ＾基于这
－

理念 ， 我们需要认识到 ， 智慧城市 的概念可能

＿
？

＾＠

最初 由个别 品牌企业提出 和 倡导 ， 但其发展－定应该是开

二 、基 于用户创新 、 倡导 以 人为本
，
以公众需

源 开放 的 ， 某个品 牌的 智慧城市是不太可 能长久 存在的 ，

求分析为 智 慧城市发展的前导一些地方政府失败 的教训也在反 复 昭示 ： 任何试图 在智 慧

从创新 ２ ． ０ 的定 义来看 ，
用 户创新 凸 显 了 这

一 时代创 城市建设转型 中搭建技术壁垒 ， 实现技术垄断的 尝试都会

新活动的本 院驱动力 。 用户参与恰恰是创新模式转变 的核 危 害到 智慧城市核心价值本身 ， 是不会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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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城市转 型发展需要重视开放创 新 ，
强调城市建设 它强调 了 上述 创新规则 交互作用后形成创新 系统 中 复杂

的开源共创
，
以模块化和兼容性 、 扩展性为智 慧城市建设 涌 现 。

的首要标准 。 强调开源开放 的建设理念 ， 才能 为后续可能现代城市及其管理是一类开放的 复杂巨 系统 ，
必须高

的广泛参与提供可能 。 最初城市的形成是人类出 于共同价 度重视数据体系的作用 ，
以复杂性科学 的方法论指导现代

值需求考虑的 聚集 ，
共创必然是城市 复兴与繁荣 ， 应对当 城市管理 。 随着社会计算 、 物联 网 、云计算为代表 的新

一代

前城市问题之匙 。信息技术 的发展及其所推动 的面 向 知识社会的下一代创新

五 、 基于协 同创新 、倡导 多主体参与 ，
以公私 （ 仓！

Ｉ
，新 ２ ．〇 ）形 态 的演化 ， 社会计算 、大数据在应对现代纪济

伙伴关系协 同 为智 慧城市建设的基本形态
》会复杂性方面越来越得到各界关注 。 在新

－

代信息技术

创新 ２ ． ０ 的難也是协關■过程 。 在鋪 、移雜
柳识社会鑛 ２ ． Ｄ＿动下 ， 在前＿空 间 、社会空 间

术支撑下
，
繼活动 的 生产雅齡式会能 大改变 ， 有

肖肺 数麵＿＿齡 １敎互細下
，
全球化 、 信 息

利于更多不 同贿龍 、 社会雅祕构 和 人齡与 ， 这
髓景下＿代城較■細复杂 ，

抛发成为
一

个面

种协同 的工賴式必紐－

步推动更細鑛 。 同 时也有
＿新 ２ ＿Ｇ随动 空 丨

目 。 献数雛术驗觀及维基政

利政 、用 、产 、学 、研各主体围绕创新的无缝合作 。

智慧城市转型发展对协 同鑛模式有着急迫 的需求 。

關

＾
智 慧工 程发展 ， 丰 ？ 和发展开放复杂 巨 系统的方

各级政府在 已有的智 慧城市建设实践中 已逐步认识到政府

职能所需的转变 ， 然 而政府退后 的前提下 ， 社会力量在？

慧城市建设 巾贿齡与翻 尚有紐－

步職痛索 ，

１■ ’ 不且财 于简靴紐翻麵 ， 智？城市也必将

２ ０ １４ 年 国 家发改委牵 头 ， 多部委联合发布 的 《关于 促进冑
＆ 中 长期 的 发展过程 。 仅仅浦 慧城市看作短 期 目 标 ’ 或

慧城市麵鎌觸导 ；ｔ见 》 巾棚翻 了體肺麵
＃种鹏減技 术产娜賴 ’

是雜实誠正意义 的长

发展 中公私伙伴关 系 （ ｐｐｐ ） 模式 的采用和推广 。 公私伙伴

关系 可能将在未来智 慧城市转型发展 中 扮演重要 的 角色 ，

企业雜会力 量的ｒ泛参柳及参与 ：

ａ程 巾多主細互自
脉浦式 的多 样性在肺■浦＃醜下 的充分包谷

协臟制是智慧城市顺 畅发展 的可持续推动 力 。胃

合理的智 慧城市 的公私伙伴关系模式需要地方政府进
可能 。 智慧城市转＾展需要重视大

行积极有益 的 多种尝试 ， 其核心是突破简单的政府委托模
众重新 ， 强调城市 发展 的 大众复杂 涌现 ，

基于 大数据分析

式 ， 充分棚 市雛制
，
发挥企业 和社会力 量 的主 体細

，

Ａ

并探索其中 的监管和制约机制 。 目 前多城市与阿里 、腾讯 、

百度等企业的 战略合作可能 只是探索 的开始
，

后续 的合作ｇ＃ ５
１
＃

模式与协同工作过程值得持续关注 。［
１

］宋 刚 ’
张 楠 ． 创新 ２ ． ０ ： 知识社会环境下 的创賴

除 了市场机制 的借力 ， 公民社会的塑造 、激活 和协作 同

样十分重要 。 协 同的关键是各类主体麵 自 身优势 的扬长
、

［
２

］宋 目 ， 部 伦 ．麵 ２ ． 〇 视野下 的 智 慧城市ｍ．城市

避短 和优势互补 。 协同是多方参与从理念到落地的最关键

环节 。 智慧城市转型发展需要重视协同创新 ，
强调城市发ｔ ３

１
Ｚｈ ａｎ ｇＳｏｎ ｇ（ｉ

 ’Ｚｈａｎ ｇ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ｄｅｏｌｏ
ｇ

ｉｃ^

展的多主体参与 ，
以新技术环境下 的公私伙伴关系发展为

＆Ｉｎｍ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 ｕｒｏ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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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基于大众重新 、 面对复杂涌现 ，
根据大数

、 ，

—Ｔｒａｎ ｓａｔｌ ａｎｔ
ｉ
ｃＤ ｉａｌｏ

ｇ
ｕｅ（ ＴＡＤ９

－

２０ １ ３ ） ，Ｂａｌ
ｔ ｉｍｏｒｅ

，Ｕ ． Ｓ ．２０ １ ３ ．

［
４

］宋 刚 ， 张 楠 ， 朱 慧 ． 城市管理复杂性与基于大数
面 向 用户 的开 放 、 协關紐湖落头 与 父汇就呈

獅应对策略研細． 獅发麵究 ， ２Ｇ １４
，
２ １⑷ ： ７２

＿

７６ ．

现 了 大众创新 ， 实现创新从生产范式到 服务范式的转 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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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６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总第３３８期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ｙ

ＡＸ ＩＳＣ １ ００４－Ｅ 网络箱式扬声器和 ＡＸ ＩＳＣ ２００ ５ 网络吸

顶扬声器均 为全功 能 的音响 系 统
，
经过预先配置 ，

可 以开

箱 即 用 。 訂ｓｓ产 ＆ ， 零售雜就可 ｗ 在針地丨通

播放背景音 乐 ，
并狀狀械场公告 ， 或雜时随ｍ

先录制 的公告 。
ｅ

智能网络扬声器１

Ａ ｎ 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 ｇｅｎ ｔＮ ｅ ｔｗｏ ｒｋＳｐｅａｋｅ ｒ－

安讯士推 出 智 能音响 系 统 ， 涉足零售商店音响 系统市

场 。 安讯士 中 国 区产品 经理邹毓帆表示 ：

“

传统的零售商店安讯士 推 出 智 能音响 系统
，

音响 系统一般包含大量不 同的模拟组件 ，
正确地安装 和微可有效播放 背景音乐 和 发布公告

调这些 系统需要专业的音频知识 。 而我们 的新产 品则 是完ＡＸ ＩＳＣ １
００４

－

Ｅ 和 ＡＸＩＳＣ２００５ 是高灵敏度的 全频扬声

整 的音频系统 ，
无需任何音频知识或特殊的硬件就 能够使 器

，
可实现高质量的背景音乐 回放和清晰 的语音公告 ，并可根

用 。 它们经过预先配置 ，
可以 开箱 即用 。

”

据需求任意安排播放时 间表 。 背景音乐 可以通 过预装 的

安讯士 的
一体 化扬 声器系 统整合 了放大 器 、混频器 、 ＡＸ ＩＳ Ａｕ ｄｉ

ｏＰｌ ａ
ｙ
ｅｒ 应用 软件播放 。 可 以 通过扬声器离线播放

数字信号 处理器 、流 媒体 功能 、 麦 克 风 、 电源 和 喇 叭 。 此 清单 （ ＳＤ 卡 ）或音频流媒体服务 ， 创建和 编排 自 己 的 ＭＰ３ 播

夕卜 ， 由 于采用 了 以太 网供电 （ Ｐ〇Ｅ ）技术 ，
因此仅需一条 网线 放清单 。而公告可以通过预先录制 的音频文件安排 ，或者通过

就能够 同时满足各个装置 的供 电和 数据 传输需 求 。 多套 监控摄像机捕捉的事件触发 。 此外 ，
这些扬声器产品还 内 置了

装置集成起来 ，
可 以形成

一个 灵 活并且可扩展 的 系统
，
添Ｓ ＩＰ 支持功能

，
能够与 Ｖｏ

Ｉ
Ｐ 电话系统轻松集成 ， 从而实现现

加或移除扬声器可瞬 间 完成 ， 非 常 简便 。 扬声器管理功能 场语音公告 。

十分丰 富 ，
既可 以单 独控制 某个 扬声器 ， 也可 以针对多 套这些音响 系统均为 智能设备 ， 专 门针对专业应用而设

扬声器发 出统一指令 。 此外 ， 将众多 的扬声 器分 区管理 ，
计 。 由于 内置 了麦克风 ， 因此扬声器可 以验证 自 身 的功能 ，

还可 以单独针对
一

套装置或 同时针 对多 套装置播放 背景 这样操作人员便可 确保背景音乐或公告播放无误 ， 并且系

音乐 ， 发布现场或录 制 的公 告 ， 以 及 控制或更改音量 。统能够全天候提供高质量的 音乐 。 ＡＸＩＳＣ １００４－ Ｅ 具有 防《

邹毓帆继续道 ：

“

在视频监控领域 ， 推动 了 市场从模拟
功能 ， 并提供黑 白 两种 颜色 。

向数字的转 变 ， 打造 出 了 各种智 能 、开 放 、安全的 系统 。 现开放式 的 ＡＣＡＰ 平 台 和 ＶＡＰＩＸ 协议 使得这些产 品 极

在 ，将 同样的方法应用 于音频领域 。 对于零售商店 来说 ，这 具前瞻性 ，
可随时应用 于其他音乐流媒体解决方案 。

些音响 系统不仅可 以简化公告和 背景音乐 的管理 ， 而且还ＡＸＩＳＣ １ ００４－Ｅ 和 ＡＸＩＳＣ ２００５ 计划 于 ２０ １ ６ 年第 三季度

可 以 为不同的 店 内地点 营造出统
一

的氛 围和 服务 。

”通过安 讯士经销 渠道上 市 。 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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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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