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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成智慧理论的智慧城市建设理念研究

张萍，赵普光

（青岛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形态的改变促使智慧城市出现，并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

热点。借助于 Cite Space 分析了学界关于智慧城市的研究热点，信息通信等科学技术层面的研究较多，而人

文艺术层面的研究较少。基于此研究热点现状，以大成智慧理论为指导，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应遵循功能主义

和人本主义的双重导向，既注重城市建设的功能性，又强调城市个性与人性，兼顾“量智”与“性智”建设，

做到科学与艺术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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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emergence of smart city，and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and research hotspot of the community.With the help of cite spac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bout 

smart city in academic circles.There are more researche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but less on 

humanities and art.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 research hotspot，guided by meta-synthetic wisdom theor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should follow the dual guidance of  functionalism and humanism.It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al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but also emphasizes the urban personality and human nature，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construction of "quantitative intelligence" and "sexual intelligence"，so as to achieve the parallel of science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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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背景及内涵

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及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

改变了信息、知识的传播共享，推动了新一代创

新——创新 2.0 的出现，并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工

作、学习和生活方式，为社会创新变革、现代城市发

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1]。社会、政府、城市、产业等领

域的建设应把握这种趋势，推动各类新形态的演进

和发展，智慧城市就是新形态之一。

智慧城市是基于创新 2.0 并把信息科学技术

充分运用在城市建设中，促使现代化、工业化与信

息化深度交融的城市演进形态，对于提高公众生活

质量、满足多样化的公众需求、解决未解决的社会

问题具有很大帮助。城市建设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过程，其建设基础和目标会随社会发展不断改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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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慧城市与智能城市、数字城市、信息城市存

在很大不同，它不只是技术的简单堆砌，不只是通

过技术的引入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空间布局，

而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

它应是功能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结合，科学与艺术

的结合 [2]。钱学森先生的大成智慧理论以科学的

哲学为指导，将理、工、文、艺相结合，是“量智”和

“性智”的结合、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其为智慧城市

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而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也将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大成智慧理论。

1.2 研究热点分析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起步较晚，相关研究较为分

散，尚未形成体系。为了解国内专家学者关于智慧

城市的研究热点现状，将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并利

用 Cite 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为确保数据

的权威性、代表性，以“智慧城市”为检索词进行检

索，选取中国知网（CNKI）中的 CSSCI 来源期刊，

文献检索时间跨度设为 2010—2020 年，检索日期

为 2020 年 5 月 3 日，共检中 881 篇。同时进行二

次人工筛选，剔除文献综述、书评、会议简介和综

述、征稿启事等非相关文献 177 篇，最后得到有效

研究文献 704 篇。

关键词是文章的核心概括，通过关键词的分

析能够明晰相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 Cite Space

参数设置界面中，以关键词为统计节点进行可视化

分析，运行后得到 2010-2020 年国内智慧城市研究

热点知识图谱（图 1）。关键词字体的大小表示其

出现的频次多少，字体越大、频次越多，即表示该词

为研究热点。据图可知，除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

市外，电子政务、智慧图书馆、信息化、大数据、云计

算、互联网 +、人工智能、数字城市等关键词字体较

大，即信息通信等科学技术层面是研究的热点和重

点；而公众参与、公众认同、协同共享、公民采纳、市

民、宜居、人本导向、人文科学等人本主义方面的关

键词字体较小，显然研究热度较低。

由此可见，近年来国内各专家学者对智慧城市

的研究既涉及信息通信等科技层面，也涉及人的层

面，但更多关注智慧城市的科技、功能建设，人本

层面的建设关注度不高。智慧城市最终是服务于

人的，科学技术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手段而非目的，

与人相关的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因而，

本文基于大成智慧理论，就智慧城市建设中功能主

义与人本主义的融合、科学与艺术的双重建设展开 

论述。

图 1 2010-2020 国内智慧城市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2  大成智慧理论

大成智慧理论是钱学森先生在科技发展的新

时代，高度重视人在科技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强

调“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前瞻性提出

的包含大成智慧学、大成智慧工程等内容的系统理 

论 [1]。该理论为应对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提供了

理论基础，特别对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日益被智慧城市建设的研究领域关注。

大成智慧，是“量智”与“性智”的结合，科学

与艺术的结合，重视思维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智慧

城市也应具有“大成智慧”的属性 [2]。首先，“量

智”与“性智”的结合。钱学森先生将近代哲学家

熊十力的智慧分类引入其理论中，将数学科学、地

理科学和建筑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方面的智

慧称为“量智”，文艺创作、文学理论和文艺实践活

动等文化艺术方面的智慧称为“性智”[3]。智慧城

市建设应是“量智”与“性智”建设的结合，既注重

通过信息通信等科学技术提升城市的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也应注重以人为本，通过文化艺术方面的

建设增添城市的人文气息，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

围，塑造独特的城市文明。其次，“科学”与“艺术”

的结合。现代城市中的社会个体既需要智能的生

活、便捷的交通，也需要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科学

需要艺术的点缀，艺术需要科学的支撑，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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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需要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最后，整体观和系统

观。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和事物，既要把握其微观、

细节上的准确变化，又要注重系统整体地看待各层

次、各部分间的联系与升华。现代城市是劳动力、

资本和信息等要素的聚合体，是政治、经济、文化、

科技和教育中心，同时也是诸多问题矛盾的聚集

地，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智慧城市建设既要关注

各子要素、子系统内部的发展与变化，也要注重整

体把握不同层次、部分之间的融合发展，系统解决

各类城市问题与矛盾。大成智慧学为我们描绘与

建设智慧城市提供了新的视野与理论基础。

大成智慧工程是从整体上认识、研究和处理各

类复杂问题的综合集成方法，实质是把各方面有关

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各种类型的信息数据与计算机

的软硬件有机结合，同时对事物进行反复的定性与

定量分析和综合，从对事物经验性的感性认识上升

到理性认识 [4]。它为建设智慧城市提供了系统、理

性的科学方法，指导我们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

整体优势，构建人机结合的系统模式，激活个人和

计算机的协同智慧，进而利用协同智慧观察和解决

城市的环境、资源、交通和社会问题，不断优化管理

和服务，带来更加舒适的城市生活。

3  建设导向：功能主义与人本主义并行

在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和研究过程中，主要存

在两种导向：功能主义与人本主义。从功能主义的

视角看，智慧城市建设要求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运用，处理好城市中居住、工作、

学习、交通和休闲等功能关系，以数据技术为支撑

进行功能区的划分和布置，同时注重建设的功能

性与实用性；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智慧城市建设

应以人民利益为基础，以人的尺度和需要衡量其

规划建设，同时关注人文内涵和地域差异等因素。

基于大成智慧理论，功能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非矛

盾，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功能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有机 

结合。

3.1 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导向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现代

主义大背景下出现的，它指出应依据理性主义的思

想方法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城市规

划建设者带有理性经济人的色彩，注重科技运用和

技术改造。《雅典宪章》被称为功能主义城市建设

的宣言，其最突出的内容是功能分区，针对城市无

规划、无秩序发展中的问题，依据城市活动对土地

进行合理配置和综合部署 [4]。

智慧城市建设的功能主义与传统功能主义相

比稍有差异，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方面，以功能区

的划分和调配为基础。运用信息技术获取反应居

民行为特征的各类交通运行数据、城市路网数据及

兴趣点数据等，从而对用地紧张的城市进行科学划

分，使住宅、商业、行政等功能区的划分更加精确合

理，缓解用地压力、拥堵问题 [5]。另一方面，以实用

性或功能性为目标，抓住城市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

智慧城市作为城市政府提供的优质公共品，其主要

功能有：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改善提升政务服务；

智慧化减灾防灾；治理各类城市问题等。因而，各

方面建设的目标应是更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例

如，上海初步建成的国内最大人口健康大数据中

心、网上政务大厅、市民云等，推动了政府管理模式

的转变，提高了政务服务效率。北京的无感停车、

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共享停车等智慧停车项目，缓

解了城市停车难问题。总之，基于功能主义的智慧

城市建设以科技运用和技术改造为技术基础，在宏

观上致力于把城市划分为更加科学、有序、合理的

功能区；微观上竭力通过建设使各功能区发挥更优

功能。

功能主义的智慧城市建设也有其弊端，它强调

空间划分的独立性和明确性，各功能区间缺乏关联

性和可变性 [6]。同时，完全的功能主义也会使城市

被凝固的空间和僵化的形式所束缚，传统历史文脉

被隔断，城市面貌冷酷单调、千城一面，失去多样性

与活力 [7]，即成为字面意义上的“智能”城市、“机

器”城市。现代城市是各类元素、问题的复杂集合

体，单纯依靠功能、科技难以解决其全部问题。

3.2 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导向强调突出人的地位，以呼唤人

性、文化和多元价值为特征，更多体现城市的人文

精神，以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取向衡量

建设工作的成败 [8]。《马丘比丘宪章》作为人本主

义城市建设的宣言指出，不应为了追求明晰的功能

分区而牺牲城市的有机构成与活力，城市的个性和

特征取决于其文化、地理和社会特征，一切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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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征的有价值的事物应当传承并与城市建设

相结合，同时要注重公众参与，城市属于人民。

智慧城市建设的人本主义导向主要体现为三

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城市起源

于人类的聚集，城市的根本是人民 [9]。智慧城市建

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供更优质的

城市服务，其服务对象是城市中的人，其建设和功

能定位应以人的需求、生存发展为依据；二是注重

历史文脉的保留与传承。“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背景，也会经历产

生、发展、消亡等一系列阶段。智慧城市意味着城

市新形态的产生，应借助于多种历史文化的传承和

延续使新旧城市形态良好衔接，其建设发展不应是

历史的断裂，而是新旧文化的深度融合，合理继承

历史文化因素丰富充实城市，使城市得以延续下去

并保持持久魅力。同时，基于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建

设智慧城市也能避免单一性与沉闷，保持多样性与

活力；三是尊重多元利益价值，注重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现代城市是由多主体、多要素构成的复杂巨

系统，具有利益多元性，开放和宽容精神应成为智

慧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智慧城市建设涉及诸多

利益主体，其建设应是可讨论的模式，鼓励各利益

主体参与其中，表达对其观点和愿望，规划师的角

色应成为各利益群体的代表和辩护人，尊重并协调

和综合多元利益价值取向。

人类在遭受物欲极致的痛苦以后，开始意识到

现代工业社会和机器大生产对社会的摧残和毁灭，

把关心人、陶冶人作为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人本

主义成为重要导向 [9]。但仅有对人的关怀和历史

文脉的关注也可能会使我们忽视城市建设的理性

和科技因素，忽视其物质技术基础，智慧城市则再

无“智”可言。

综上所述，功能主义与人本主义各有优势与不

足，单纯使用机械、理性的功能主义理论方法容易

使智慧城市被僵化、单调的思想束缚，单纯的人本

主义导向又会使其缺乏科学指导。在科学技术和

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城市还未能很好

地解决结构功能和社会人文方面对立统一的问题。

我们在批判功能主义导向的同时，不能完全批判

其提供的理性方法与科学理论。我们在提倡人本

主义的同时也不能脱离对客观事物科学理性的分 

析 [10]。基于大成智慧理论，功能主义和人本主义

并非矛盾，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两者并非不

可逾越。因而，功能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渗透和有机

结合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导向，互相弥补不

足、发挥优势，满足社会公众的功能与人本需求。

4  “量智”与“性智”建设：科学与艺
术并行

4.1 量智：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智慧城市的出现，是智

慧城市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

作用在于多方面协调城市运作，尽可能以最少的资

源消耗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求、解决最多的城市问

题，优化城市管理服务，全面实现政务、交通、环境、

教育、医疗、安全等各方面的智慧化。为更好发挥

其作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通信等科学技术必不

可少。

4.1.1  人的层面

科技人才是运用科学技术建设智慧城市的主

体，是智慧城市科学技术建设与创新的基础和根

本，对于促进科技发展、提升科技竞争力具有很大

帮助 [11]。人才缺失对智慧城市建设来说就如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应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

入。人才的培养与引入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和物

质保障：一方面，要积极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制度，

为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入提供政策依据，提升制度

化、合法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营造良好的教育、培训环境，从而为智慧城市建

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人才资源。

4.1.2  物的层面

智慧城市建设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城市管理服务到医疗、交通等，均需通过科学技

术的应用进行智慧化建设，提升其现代化和智慧化

水平。（1）城市管理服务。构建开放、共享的政

府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实现多行业、多领域的数据

共享，为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详细的数据信息；构

建公共安全事件监控体系，对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智

能化追踪与数据分析，辨析其发生的热点时间与区

域，及时发现不利因素进行预警，维护城市公共安

全 [12]；构建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实时监测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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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状况并及时追踪污染源，以便有针对性采取措

施控制污染源，解决城市污染问题。（2）医疗。建

立医疗资源共享体系，整合同区域内各类医疗资

源，实时监控更新医疗资源在库情况，提高资源利

用率降低资源浪费。（3）交通。电子警察，将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转化为数据程序导入监控设备，使其

精确辨识并及时抓拍交通违法行为，提高信息采集

效率；智慧停车，将移动通信、GPS 等技术应用于城

市停车服务，根据车辆所在位置及时向车主推荐最

佳停车位，解决停车难问题。

总之，从人的层面来看，以科技为基础的智慧

城市建设可以提高整个城市的人才拥有量，增加人

才资本；从物的层面看，可以推动城市治理的现代

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提高各类资源的利

用效率，提供智能化的管理与服务。无论基于功能

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建设导向，科学技术始终是智慧

城市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我们也应认识到，科

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只注重科技建设会使城市像运

行良好的机器一样机械运转，各类社会问题也会随

之产生。因而，我们既应承认科学信息技术建设的

基础性、必要性，注重量智建设，也应明晰其不足，

正确运用。

4.2 性智：文化艺术

智慧是城市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文化艺术使

得城市更有灵气与活力。《清明上河图》由北宋大

家张择端绘制，画中的景物、文艺活动生动展现了

宋城的城市风貌，反映了宋城人丰富多样的生活与

价值追求，也体现了那个时期宋城独有的文化底蕴

和精神风貌。智慧城市作为当代的象征，同样需要

文化艺术反映其独有的气质与风貌，它不仅需要硬

核技术支撑，也需要精神支撑。

4.2.1  人的层面

公众的文化艺术素养是城市文明形象和精神

风貌的直观反映，其整体水平的高低、优劣是一个

城市文明程度和发展前景的重要评判标准，全面提

升公众的文化艺术素养才符合智慧城市建设的精

神与文明需求 [13]。一方面，普及文化艺术教育，让

文化艺术走进校园、社区 [14]，提升公众对所在城市

文化艺术的感知、理解，增强其文化自信心，同时也

能加深公众对智慧城市的认可度。另一方面，组织

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让公众通过主动参与实现个

人文化素养的提升，同时缓解城市生活的压力与紧

张感，加强互动交往，推动城市由陌生人社会向熟

人社会转变，向更有温度的城市转变。全面提升公

众文化艺术素养、实现人的“智慧化”是社会发展

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应有之义。

4.2.2  物的层面

近年来，旧城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传统文

化造成了破坏，大量历史街区、传统文化产业正在

快速消失，切断了城市的历史延续性。智慧城市建

设应避免此类现象的产生，注重物的文化艺术建

设，主要包括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

设。一方面，以城市特色文化艺术为基础，整合分

散的文化艺术资源，建立文化艺术专区，以创新、开

放和包容的思维发展文化艺术产业 [15]。另一方面，

文化艺术底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基础设施的建设

应尊重历史与自然，强调规划设计与人文历史的和

谐性，既要保护原有文化艺术，又要在新建中与之

融合。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引入较多科技因素，不可

避免地会对原有基础设施加以调整，但这种调整不

应以破坏原有文化为牺牲，例如北京、西安、南京、

杭州、成都等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者，它们同时也

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要尤为注意对原有文化艺

术基础设施的保留与传承 [16]。

我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不同时期的城市

建设是对不同文明的铭记与传承，智慧城市是新时

代的新文明，是在传统文化艺术的涵养中发展起来

的。因而，不管是从人的层面还是物的层面，不管

是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还是对现代文化艺术的

创设，智慧城市应始终将文化艺术建设作为不可忽

视的一部分，文化艺术是精神支撑，是其永续发展

的不竭动力和重要资本。

总之，科学技术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量智，是

物质技术支撑。文化艺术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性

智，是精神支撑，两者都是智慧城市建设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5  小结

智慧城市作为创新 2.0 时代城市建设的新理

念和新实践，是信息科学技术与城市公众生活需

求、可持续建设需求，以及文化艺术需求深度融合

的产物，也是优于信息化、智能化与数字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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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基于大成智慧理论，“智慧”不等于“智

能”，而是“量智”与“性智”的结合，智慧城市建设

不仅仅是各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而是城市不同要

素、资本的融合发展。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解决好城

市管理、服务、发展等多个问题，功能主义和科学技

术是理性方法与技术基础，人本主义与文化艺术是

感性方法和人文基础，这两个层面不是互相取代的

替代关系，而是多线并行的协同发展关系。总之，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以功能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融合

为建设导向，兼顾“量智”与“性智”建设，做到科

学与艺术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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