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智慧城市深度分析 

 

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新 2.0）环境下

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维基、社交网

络、Fab Lab、Living 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营造有利于创新

涌现的生态，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

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 

智慧城市将深化数字城市建设的目标，带来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作为更高

一级的城市建设目标，智慧城市是城市全面数字化基础之上建立的可视化和可量

测的智能化城市管理和运营，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2013 年智慧

城市的建设模式将有突破和创新，资金来源进一步多元化，BOT 模式越来越多，

大型互联网公司将介入智慧城市的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具备投入总额大、投入周期长的特点，将带动整个产业链广阔

的发展空间。第一阶段以搭建系统及平台为主，因此硬件及集成的占比较高。第

二阶段预计以部署具体应用为主，因此软件占比较高，投入比例在第一阶段的

40%-50%之间。第三阶段建设基本以升级维护为主，投入将达到第一阶段和第

二阶段投入总和的 10%-20%。 

另外，以云计算为基础的电子政务顶层设计与应用进入快速成长期。中国电

子政务已进入以云计算促进资源整合、业务协同和集成应用的新阶段。云计算相

关的硬件制造、软件开发、运营服务等领域将成为重点。 

 

图 1  智慧城市业务领域  



 

图 2  智慧城市规范及安全体系  

 
 

住房城乡建设部在 2013 年 1 月公布首批 90 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其

中，地级市 37 个，区 50 个，镇 3 个。住建部并与第一批试点城市及所在省级



人民政府签订共同推进智慧城市创建协议。住建部将在 3-5 年之后对这些试点城

市进行评定，评定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一星、二星和三星。 

国家开发银行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未来 3 年，国开行与住建部合作投资

智慧城市的资金规模达到 800 亿元。国开行将根据已签订的合作协议，推进智

慧城市试点项目的遴选、调查、发款等工作。4 月初，继国开行提供不低于 800

亿元的投融资额度后，又有两家商业银行作出承诺，表示将提供不低于国开行的

授信额度，支持智慧城市建设。另有其他投资机构也在 4 月初签订了 2000 亿元

的投资额度，相关投资或将超过 4400 亿元。 

从此次发布的名单来看，第一批的试点城市就达到 90 个，已经远远超过“数

字城市”3 轮共 51 个试点城市的数量，这也标志着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在全国各

个城市的信息化建设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住建部在 5 月启动了第二批智慧城市试

点申报工作，预计 3 个月内公布第二批试点城市，数量约为 50 个。此外，三大

运营商已经与 300 多个地方政府达成了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运营商将率先

建设智慧城市的基础网络。预计，在 2013-2015 年期间，全国还将有 600 至

800 个城市加入智慧城市的队列，智慧城市已经不是之前的“政绩亮点”而是地

方政府的“必选科目”。 

结合地方政府的规划预算及银行的资金支持，对智慧城市总体投资规模进行

测算：乐观假设下将达到 2.1 万亿；中性假设下 1.4 万亿；悲观假设下 9750 亿。

在智慧城市项目规模变大，以及地方政府资金吃紧这 2 方面因素影响下，BT/BOT

模式成为当前及之后一段时间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模式。 

 

表 1  智慧城市总体投资规模进行测算 



 

 

智慧城市重点建设方向还是民生信息化（含医疗信息化及社保信息化）、智

能交通及平安城市，预计在投资中占比较大。这三个方向既是居民生活中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又能充分满足政府执政管理的需求，投入在未来能够看到

较为清晰的回收模式。除此之外各地政府可以结合当地需求以及地方特色进行其

他方面的建设，如智慧教育、智能环保、数字城管、食品溯源、智能建筑、应急

指挥等。 

 

表 2  民生信息化、智能交通及平安城市在投资中占比较大 

 

 

1）医疗信息化：根据健康中国 2020 规划，“十二五”期间投入在 800-1200

亿之间。其中医院信息化占比在 50%左右；区域医疗占比在 35%左右；公共卫

生（疾控）及社区健康服务占比在 15%左右。医疗信息化一方面是保障民生的

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成为控制医疗费用的一把利器。2012 年，县级医院能力

建设、电子病历在大型医院的普及推广、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和区域医疗试点是驱

动医疗信息化投入的主要因素。随着移动应用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应用范围的扩

大，医疗信息化不仅从应用系统而且从技术架构正在持续经历一次新的升级。 

 

图 3  医疗信息化投资关系与步骤 



 

 

2）社保信息化：根据“金保二期”规划，投入规模在 200-400 亿之间。“金

保一期”于 2012 年 6 月竣工，目前人社部正积极推动“金保二期”的顶层设计

和立项工作，预计投资有望超过 300 亿。金保工程一期从 2004 年投入建设以来，

全国实际累计投资超过 140 亿。其中中央投资超过 70 亿，地方累计完成投资

78.6 亿元，预计金保二期的投资规模增速将超过 100%。社会保障系统将在“金

保一期”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入。人力资源系统和民政救助系统在一期的基

础薄弱，因此二期增速更高。 

 



图 4  社保信息化投资关系与步骤 

 

 

3）智能交通：城市智能交通市场规模预计 13-15 年 CAGR 达到 30%，合

计规模 800 亿左右；城际智能交通规模略大，约是城市智能交通的 2 倍左右。

因此整体智能交通规模在 2400-2800 亿之间。受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道路运

输业投资和市政投资增速加快，智能交通、轨交信息化等信息化建设同步加快。

受稳增长政策措施的刺激，2012 年基建投资（本文指铁路运输业投资、道路运

输业投资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之和）呈现前低后高，预计 2013 年在新型城镇

化的推动下还将持续增长。发改委继 2012 年 9 月集中批复包含多个铁路项目在

内的 25 条城际轨道项目后，总投资规模预计超过 8000 亿。2012 年 11 月 26

日发改委再次发布公告称批准了三项投资总额约 750 亿元的轨道交通项目，轨

道交通投资持续升温。  

4）平安城市：根据中国安防行业的“十二五”规划，13-15 年的投入规模

约为 3500 亿左右，同时根据已经启动省份的投资规模（广东省“慧眼工程”投

入 300 亿），乐观估计能达到 5000 亿。城镇化带动城市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引



发了城市的社会治安、重点区域安全防范、交通管理等一系列城市管理问题，城

市视频监控系统需求迫切。未来城市设立门槛降低，越来越多城市出现，城市治

安管理的日常防控和应对重大恐怖、灾害等特殊突发公共事件的安全防范压力也

越来越大，因此城市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受到了重点关注，针对城市视频监控系

统的投资逐步增加。  

5）教育信息化：财政性教育支出需达到 GDP 的 4%，其中教育信息化经费

达到教育投入经费 8%左右，因此测算 13-15年投入规模合计达到 1000亿左右。

教育信息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发展前景广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要“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

署教育信息网络”。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目标是占国内 GDP 的 4%，过去

均未达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中教育信息化经费将达到教育投入经费的8%。

2012 年 1 月 13 日，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开展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的通知》，

提出用 4 年左右的时间，总体完成 100 个左右区域试点和 1600 所左右学校试

点，从中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教育信息化市场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行业景气

度持续提升。  

6）其他方向的投资额度根据各地具体方案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