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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37106:2018《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城市建立智慧城市运行模型指

南》。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智城国际标准信息咨询(杭州)有限公司、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天津大学、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联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研究

院有限公司、御道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

办事处、北京御道十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杭州标准化国际交流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锋、孟凡奇、邢立强、李燕、王媛、尹宝泉、邹春棋、尚敏青、康国虎、陈鸿、沈琦、
董山峰、龚娟、宋鑫、马东伟、阎毛毛、周琪、张志强、孙勇、吴英昊、艾腾飞、任静、郭晶鹏、张胜权、种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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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以开放、协作、以人为本和数字化的方式,为城市的治理、服务、数据和系统提供一套智慧化

的实施工具,帮助城市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愿景。本文件为城市定义了一种智慧运行模式,使城市能

够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灵活性、更低的交付风险实施其愿景、战略和政策。
本文件可使城市能够:
———以现有的和将来的市民需求作为所有城市空间和系统开发的内生驱动力;
———整合实体规划和数字规划;
———以系统的、敏锐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预判并响应新的挑战;
———使城市内跨组织边界的联合传递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跃升。
尽管本文件设立的很多原则和方法与城市的特定垂直行业相关,比如水、废弃物、能源、城市农业、

交通、IT等,但重点仍在于将这些垂直行业整合为一个城市整体所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本文件

的重心在于强调领导作用和治理,文化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城市空间和服务的创建与传递,市民、商业和

民间团体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本文件针对城市领导者发布,同时指南里很多内容也对非城市规模社区的领导者有帮助,包括地区

和城市下属区域。但是,因为该指南是针对城市开发和测试的,其主要受众仍然是城市领导者,包括:

a) 城市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对管理部门的服务、命令和传递功能进行制定的领导者及社区领

导者,包括:
● 最高管理者;
● 政府行政部门主官 (包括主要行政官员、首席信息官、重要部门的主管);
● 管辖整个城市范围事务的其他公共机构的主要领导。

b) 其他负责引领和塑造城市环境的利益相关方,包括:
● 私营部门的高层,有意合作并帮助城市进行城市体系转型以创建共同价值;
● 活跃在城市的志愿者组织的领导者;
● 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部门的领导者;
● 社区改革者和代表。
本文件不仅可供领导层使用,还可供智慧城市所有相关方,包括个人使用。
本文件中使用的智慧城市的工作定义由ISOTMB规定:
智慧城市应被描述为“可显著提高城市可持续性和韧性”,并可通过提高社会参与、采用协同领导,

跨学科和城市系统工作、使用数据和集成技术等方式,来改变城市居民、企业、游客等的生活服务及

质量。

  注:上述定义是特意作为智慧城市的工作定义提出的,而非所有城市都需要遵守的智慧城市明确定义。尽管在全

球范围内,智慧城市的开发战略具有很强的共性,但也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所有准备制定智慧城市战略的

城市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阐述其开发原因,利益相关方之间对“智慧巴黎”“智慧东京”“智慧多伦多”的定义

进行讨论和辩论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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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城市建立

智慧城市运行模型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为智慧城市和社区(公共、私营、志愿部门)的决策者在如何开发一个开放协作、以人为本、数
字化的城市运营模型提供指南,以使城市和社区具备转型能力来实现未来的愿景。

本文件并没有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统一通用的模型。本文件着眼于技术和数据的创新性使用,
并与组织机构改革相结合,协助城市以高效、灵活的方式来实现各自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愿景。

  注:本文件为城市提供了使用GB/T40759—2021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战略、政策议程时的可行性工具。

本文件也可独立于GB/T40759—2021来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40758—2021 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术语(GB/T40758—2021,ISO37100:2016,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40758—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创新生态系统 innovationecosystem
由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保障城市或社区的创新发展而互利共生的复合系统。

3.2
筒仓 silo
在城市中通过协作以实现特定功能的一组个人/团队/组织。
示例:教育、能源、交通。

3.3
以人为本 citizen-centric
城市服务的设计和实施基于市民的需求,而不是基于城市“组织”的功能结构。

  注:本文件语境下的“市民”包括城市里的居民、游客和企业。

4 概述

4.1 转变城市传统运行模式

城市的传统运行模式是以功能为导向的服务提供商为基础的,这些服务提供商就像独立的垂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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