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s 软件工程与应用, 2022, 11(5), 1071-1086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ea 
https://doi.org/10.12677/sea.2022.115110   

文章引用: 李军阳, 王丽娜. 智慧城市下市民服务 APP 应用研究[J]. 软件工程与应用, 2022, 11(5): 1071-1086.  
DOI: 10.12677/sea.2022.115110 

 
 

智慧城市下市民服务APP应用研究 

李军阳，王丽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2年9月19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14日；发布日期：2022年10月25日 

 
 

 
摘  要 

近十年以来，中国在不断发展智慧城市，也在积极推动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中国的一线城市已经在智

慧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通过不断完善城市ICT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和城市

大脑，让城市管理智慧化，全面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手机作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是市民获取城市服务的直接途径，是市民与城市沟通的媒介，手机应用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本

文首先简要阐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接下来探讨了智慧城市下的服务变革，然后提出了智慧城

市服务系统架构，进而对国内城市主要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及服务应用建设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最后提

出了城市服务APP建设建议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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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China has been developing smart cities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smart cities. China’s first-tier citie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urban IC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y have built 
smart city operation centers and urban brains, made urban management smart, and comprehen-
sive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urban refined management services. As an indispensable tool in c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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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s’ life, mobile phones are a direct way for citizens to obtain urban services and a medium for 
citizen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ity.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construc-
tion of smart cities.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describes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smart city construc-
tion, then discusses the service reform under the smart city, and then proposes the smart city ser-
vice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then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main service areas 
of domestic cities and the status quo of service application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for urban service APP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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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虽然 COVID-19 的出现减缓了全球城市化的进度，但是全球城市化的脚步并不会停下。联合国人居

署发布的《2020 世界城市报告》指出，未来 10 年，世界将进一步城市化，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

将从目前的 56.2%达到 2030 年的 60.4% [1]。城市化比例的不断增加，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推动

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了不同的挑战[2]。如何规划和管理城市，保

证城市的高效运作，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随着近些年科技的

快速发展，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智慧城市”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尽管世界各地对于智慧城市有着不同的解释和解决方案，但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已经得到了广

泛认可：以人为本，服务于人，提高人的生活质量[3] [4] [5] [6] [7]。一个高效运作的城市，会在社会、

经济等各个领域创造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些价值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使得人们得到更好的服务。做

好城市服务，是完善智慧城市建设中最关键的一环。在智慧城市的背景下，城市服务的方式也发生了变

革。市民可以在手机上通过移动应用获取智慧城市服务，比如获取交通状况、天气状况，也可以线上购

物、线上办理业务等等，手机将人与城市连接了起来。虽然在智慧城市建设早期就有人意识到了移动服

务应用程序的重要性[8] [9]，但是这些年来关注智慧城市应用程序的研究却非常稀少[10]。因此，本文将

重点研究移动应用如何推动城市服务变革以及重要服务领域移动应用的建设现状。 

2. 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概念最早源于 IBM 在 2008 年提出的“智慧地球”(Smart Planet)这一理念，自 2010 年被正

式提出后，各地城市积极响应开展智慧城市计划[11]，智慧城市计划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改善城市的新工

具。智慧城市建设早期侧重于基础设施和技术，技术与数据被视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活质量

的主要驱动力[12]。城市管理者将精力集中在城市高度智能化，市民的需求被忽视[13]。例如，韩国的松

岛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马斯达尔城，技术被用来无情的推动城市的发展，却忽视了市民生活体验而受

到广泛批评[14] [15] [16]。卡德维拉等人通过对巴塞罗那智慧城市的建设分析，认为技术和基础设施是建

设智慧城市的先决条件，但如果市民不使用它们，那基础设施和技术将毫无用处[17]。 
针对智慧城市过度强调技术作为智慧城市驱动力的问题，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一批新型智慧

城市，即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有效整合各类城市管理系统，实现城市各系统间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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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智慧化，提升城市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城市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创新型城市[18]。2016 年 11 月，我国发布了《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6 年)》，在

评价指标中，一共有八个大指标，而惠民服务和市民体验是占比最大的两项指标，分别占比 37%和 20% 
[19]，可以看出做好市民服务已经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也

在强调智慧城市应将人放在首位，技术是主要用于为公民服务的工具[20]，并开始探索如何使用智能技术

来改善解决社会问题和市民需求以及加强城市治理水平[21]。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经意识到智慧城

市的建设应“以人为本”，为市民提供尽可能高的城市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增强城市服务功

能，技术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推动者。 

3. 智慧城市下的服务变革 

3.1. 多渠道 

市民服务主要指的是交通、水电、医疗、治安、环境、应急、政务等公共服务，早期市民获取服务

的方式以线下为主，手机、电脑、电视等途径为辅。以往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市民在路边招手打车、

医院线下排队挂号、等待水电工上门查看水表和电表、线下政府大厅办理证件等场景，此时市民获取服

务比较耗时耗力。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我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

网改变了城市服务获取方式，以更快捷高效的方式将交通、医疗、应急等城市服务提供给市民[22]。国家

也在鼓励利用移动互联网开展城市服务，国家发改委和中央网信办牵头开展的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评

价中，将移动互联网城市服务提供情况纳入《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鼓励各地利用移动互联网开展

生活缴费、医院预约挂号等便民服务举措[23]。市民获取城市服务的方式开始以线上和移动端为主。 

3.2. 一网通办 

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上海率先提出“一网通办”的服务提供模式[24]。“一网通办”就是通过运

用大数据互联网一些现代的技术手段来整合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把整个办事的流程进行规范，让所有

面向市民和企业的政务服务都能够通过一个门户实现。“一网通办”是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的重大制度性

变革，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国家认可，同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到 2022 年底前，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一网通办”[25]。 
“一网通办”推动了城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打破了部门“数据孤岛”，为市民提供了一个综

合服务平台，各地政府也主导建设了相应的 APP，进一步加深了移动服务的理念[26]，例如上海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随申办市民云”，北京市大数据管理局主办的“北京通”，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主

办的“i 深圳”，南京市信息中心主办的“我的南京”等，这些 APP 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千人千面的智能

政务服务门户，实现政务服务窗口的统一入口、多端同步，一网融合、数据同源，为城市服务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 

3.3. 城市超级 APP 

“一网通办”最初是为解决政务服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27]，它推动了政务服务从“群众跑腿”向“数

据跑路”的转变，促进了政府数据开放和共享，各地开始将该模式向其他市民服务领域扩展。在上海市

最新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中，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将“一网通办”服务理念和创新模式向公共服务和便

民服务扩展，不断完善智慧城市服务体系[28]。深圳市政府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也提到，在面向

民生服务的领域，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通过政府开放数据和服务接口，企业

投资建设运营，融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的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各类服务，建设一体化市民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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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提升市民体验和项目可持续运营能力[29]。未来，城市数据将归集到一个功能性平台，市民通过一个

“门户”就能获取不同领域的服务，这个“门户”就是城市超级 APP，即每一个市民都可以通过一个超

级 APP 随时随地的享受到所有的市民服务。 

4. 智慧城市服务系统构建 

4.1. 智慧城市服务系统架构 

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的建设需要物联网、5G、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

(图 1)。智慧城市通过传感器(摄像头、麦克风、温度传感器、气象传感器等)收集城市中的数据，然后收

集到的数据通过有线(光纤、双绞线、电缆等)或无线(WIFI、窄带物联网、蓝牙等)的方式传输至云平台[30]，
多源异构数据在云平台融合[31]，最后在智慧层通过人工智能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32]，数据最终被集成

到更高级别的服务应用程序(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生活、智慧应急等)中。城市服务应用

程序作为城市信息流动的终端，是市民获取城市服务最关键的一步。 
 

 
Figure 1. Technical architecture of smart city service platform 
图 1. 智慧城市服务平台技术架构图 

4.2. 智慧城市服务实现流程 

政府通过操作和控制城市中的物联网传感器、5G、大数据、云计算、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

础设施以及信息安全技术保障，建设智慧城市服务平台，市民通过手机中的城市服务应用获取服务，如

图 2。 

4.2.1. 操作 
智慧城市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可以通过软件操作的城市[33]，城市的管理者可以操作城市硬件设施，

获取所需的信息。比如，供电局通过智能电表远程读取市民用电量，不再需要电工上门读表。气象局通

过温度、湿度、风向和风速、气压等传感器数据确定未来气候变化，向市民发布天气预报。交通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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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物联网等技术远程实时优化信号灯，缓解交通拥堵。应急管理部门通过铺设地震预警网，实现地震

预警功能。智慧电表、智慧路灯、智慧家居等物联网应用帮助城市管理者精准高效的了解城市运行状况。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smart city service provision and access 
图 2. 智慧城市服务提供、获取示意图 

4.2.2. 控制 
在智慧城市中，城市管理者可以通过智慧城市 IOC (图 3)时刻关注城市运行状况[34]。在 IOC 中，城

市大脑帮助城市管理者监管城市运行。当城市大脑监测到城市中发生车祸、抢劫、人群聚集等异常现象

发生，城市大脑会调动交通局、卫生局、警察局等部门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行。 
 

 
Figure 3.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smart city operation center 
图 3. 深圳市龙岗区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IOC 作为一个实体中心，提供了一个仪表盘来显示城市宏观与微观运行状况，例如：城市基本数据：

城市人口、交通、气象与生态环境、土地规划等；城市业务数据：消防、安全、应急事件处理完成度；

城市基础设施：可以操控调取城市每一处基础设施数据，显示设备运行状况。IOC 打通了不同部门之间

沟通的信息孤岛，通过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共享，以人、物和事件以及其他要素的信息化为基础，实

现对城市中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智能调度，从而保证城市这个复杂的大系统及其子系统的高效运行。 

4.2.3. 服务 
城市是人创造出来的，人也是城市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主要宗旨就是为人

民服务，服务是智慧城市管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市民通过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注册城市服

务 APP 账号，政府根据市民身份授予相关权限。市民在 APP 中申请交通、生活、健康、应急等服务需求，

政府通过操作和控制城市中的基础设施、政府机构等资源，给市民提供服务，市民通过 APP 获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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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城市服务应用 

智慧城市服务的开展需要深入到民生领域，与市民实际生活场景相结合，政府根据这些场景存在的

问题，加强开放数据共享，与企业、科研机构合作或独立设计智慧城市服务应用，解决市民需求。接下

来，我们将介绍智慧城市服务在几个重要民生领域中的应用。 

5.1. 交通服务 APP 

城市就像一个生命体，而交通就对应着人身体中的一条条血管，是一座城市的命脉，交通对于城市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城市的交通路线复杂，交通拥堵情况严重。交通拥堵不仅会增加出行时间，

还会消耗大量能源，加具空气污染，市民出行难问题在城市里普遍存在[35]。近些年来，市民汽车拥有量

也在逐年上升，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数暴增，市民还面临着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停车场“一车一杆”

的缴费方式也浪费了市民大量时间。为帮助市民解决这些交通问题，政府联合企业运用 5G、大数据、地

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交通基础设施网与信息网络融合发展，打造基于移动智能终端技

术的服务系统。以滴滴出行为例(图 4)，APP 首页界面主要包含三大模块：地图、打车服务和综合服务。

地图模块中包含一键报警和定位两个功能，在打车服务模块输入目的地就可以进行打车，综合服务模块

集成了导航、代驾等多种服务。我们本次选取了百度地图、滴滴出行、哈啰出行、高德地图、T3 出行 5
款交通服务 APP 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见表 1。 

5.1.1. 出行服务 
出行方式的选择是市民需要面对的首个交通问题，市民可以通过交通服务软件实时查询每条街道的

交通状况，哪里拥堵比较严重、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其他路况信息。在使用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时，

市民输入出行目的地，软件会自动生成几种出行方案，比如价格最低或者时间最短的出行路线，市民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滴滴出行和哈啰出行需要市民自行选择一种出行方式，

不能提供组合出行方案。滴滴出行和高德地图提供了公共交通乘车码，可以凭借乘车码乘坐公交车。T3
出行只提供打车服务。 
 

 
Figure 4. Transportation service application 
图 4. 交通服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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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 APP 
表 1. 交通服务 APP 对比 

NO. APP APP 主要功能 路况 定位精准度 拥堵路线选择 

1 百度地图 
导航 
打车 

一键报警 

道路拥堵 
道路施工 
道路封闭 
交通事故 

人群热力图 

一般 可选 

2 滴滴出行 

导航 
打车 

老人打车模式 
一键报警 

道路拥堵情况 
道路施工 
交通事故 
违停路段 

差 可选 

3 哈啰出行 

导航 
打车 

公共交通乘车码 
一键报警 

道路拥堵 较差 不可选 

4 高德地图 

导航 
打车 

老人打车模式 
公共交通乘车码 

一键报警 
ETC 

道路拥堵 
道路施工 
道路封闭 
交通事故 
交通管制 

精准 可选 

5 T3 出行 
打车 

老人打车模式 
一键报警 

道路拥堵 准 可选 

5.1.2. 打车服务 
交通服务软件定位精准度对于市民的出行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在导航时，定位出现错误就会导致整

体的出行路线发生变化，出现绕路等情况。在打车时，会影响乘客的接送位置，容易出现上车位置与乘

客实际位置不符的情况出现。我们本次通过打车功能来测试这五款交通服务 APP 的地图精准度，测试结

果如图 5。我们在南京市浦口区和秦淮区分别进行了 4 次测试(测试地点允许停车)，第一次测试和第二次

都位于浦口区弘扬广场西 3 门的 T 字型路口南侧。第一次测试，T3 出行与滴滴出行提供的上车地点与乘

客实际位置偏差较大，第二次测试，哈啰出行提供的上车地点严重偏离乘客位置。第三次测试地点位于

秦淮区新百 B 座东 1 门路边，只有高德地图提供的上车位置与乘客实际位置基本一致，滴滴出行、哈啰

出行上车地点严重偏离乘客实际位置。第四次测试地点位于南京国际金融中心北门外 T 形马路口，百度

地图提供的上车地点需要乘车横穿车流量较大的马路，有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在 4 次测试中，我们发

现高德地图的定位最精准，而且高德地图整合了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曹操出行等多个打车平台，提供

的选择更多。 

5.1.3. 安全服务 
在众多出行方式中，打车出行因为可以提供点到点的接送服务，所以是比较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

市民对打车服务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各大公司也都加入到打车行业，像高德、美团就属于近几年开通

打车业务的公司。但是由于打车平台对司机监管不到位，导致司机对市民的侵害事件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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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 年，发生多起滴滴司机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36]，彼时滴滴作为国内打车行业的龙头公司，

市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滴滴在 2018 年推出了一键报警功能，并且开启车内全程录音，其他

打车公司在不久的时间内也上线了此项功能。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间，仍然有司机侵害乘客的恶性事件发

生，究其根本，交通服务软件在提供出行服务时，对司机的聘用应该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同时，做好对

司机的岗前专业培训和监管，才能保护好乘客的安全。 
 

 
Figure 5. Comparison of accuracy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 application 
图 5. 交通服务应用精准度对比 

5.1.4. 停车服务 
对于停车难问题，杭州市 2019 年推出了停车场“先离场后付费”的模式，杭州市内 3500 多个停车

场取消了门口的“杆”，支持 ETC、扫码付、和现金支付，加快了停车场的车辆流动。市民还可以通过

APP 随时查看近 75 万个泊位的停车情况，大大减少了找停车位的时间。在我们测试的 5 个交通服务 APP
中，只有高德地图支持 ETC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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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活服务 APP 

智慧生活以住宅为应用场景，综合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一个智能中枢(目前常用的智能中

枢载体是智能音箱和手机)，以及有线和无线的连接方式，实现屋内智能设备的互联，屋主通过使用手机

APP 连接和控制智能家居，享受智慧生活。早在本世纪初，西门子、思科、微软、IBM 等多个公司就已

经在开展智能家居的研究。早期智能家居的发展侧重于单体家居智能，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各大厂

商开始关注智能家居产品间的互联互通[37]。目前，国内的公司有海尔、海信、美的、Aqara 等这一类传

统家电制造行业公司转型加入到智能家居领域，还有小米、华为、阿里、涂鸦智能等科技公司进军智能

家居行业。以海尔智家为例(图 6)，海尔智家首页包含天气、人工客服、智能家居连接、家电维修与安装

预约、语音助手五个板块。屋主可以在智家页面查看和操控智能家居以及自动化场景设置，实现智能家

居之间的联动。我们本次选取了海尔智家、米家、智慧生活、涂鸦智能这四款生活服务 APP 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见表 2。 
 

 
Figure 6. Life service application 
图 6. 生活服务应用 

 
Table 2. Comparison of life service APP 
表 2. 生活服务 APP 对比 

NO. 公司 APP 名称 主要用户 服务 

1 海尔智家 海尔智家 海尔产品购买者 

家居自动化 
家庭健康 
家庭安防 
紧急求救 

2 小米 米家 小米手机用户 家居自动化 
家庭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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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华为 智慧生活 华为手机用户 家居自动化 
家庭安防 

4 涂鸦智能 涂鸦智能 IOT 企业 家居自动化 
家庭安防 

5.2.1. 家居自动化 
生活服务 APP 除了最基本的对单体智能家居的操控，还支持多个设备的联动操作，实现家居自动化。

空调会根据温度、湿度传感器数据主动调节程序，窗户会根据天气情况自动开关，做饭时抽油烟机自动

打开，离开家时，家里电器自动断电。屋主还可以把自身位置作为智慧生活场景触发条件，当屋主还有

几百米到家时，家里的电热水器和空调就会自动打开，回到家就可以直接享受舒适的温度和热水。智慧

生活不支持屋主地理位置作为家具自动化触发条件。 

5.2.2. 语音控制 
家庭设备过多时，我们在 APP 内查找自己想要操控的设备时，会有一些繁琐，这时屋主可以借助手

机语音助手帮助我们进行操作。海尔智家内置了一个语音助手，虽然可以在不同品牌手机上进行语音操

作，但是每次使用时，需要手动唤醒语音助手，所以在实际使用时并不方便。米家、智慧生活在绑定设

备后支持通过手机语音助手操控，缺点是无法支持第三方品牌手机语音助手，这个也是目前支持手机语

音助手操作的生活服务类 APP 都存在的问题。涂鸦智能内置语音助手，使用方式同海尔智家，它同时也

支持三星 Bixby 语音操控，但是需要在 Smart Things APP 中绑定涂鸦智能的账号才可以使用 Bixby，首次

使用会比较麻烦。 

5.2.3. 家庭健康 
家用健康检测设备的普及，使得市民可以在家自行检测体脂、血压、血糖等身体指标[38]。米家、智

慧生活、涂鸦智能只做到了健康设备连接，屋主可以通过 APP 查看身体测量数据，而海尔智家家人健康

功能模块，将步数、体重、体温、血压、睡眠、血糖数据整合到同一面板，屋主可以查看每个家庭成员

的身体状况，以及根据家庭成员身体状况定制的专属饮食方案和运动方案。海尔智家还可以根据家庭成

员身高、体重、腰围、血型，疾病史、家族史和手术史，生活方式和状态，以及近期体检结果，为家庭

成员分析影响身体健康的风险因素以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身体各系统患病概率，并提供生活建议。

生活服务 APP 能够接入家庭成员在医院里的体检报告和，它所提供的健康报告会更精准。 

5.2.4. 家庭安防 
家庭的安全是智慧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家门口的摄像头检测陌生人长时间停留会通过 APP 通知屋

主。陌生人触碰门锁，会对其发出警告，并且屋主也会收到手机信息推送。家里的烟雾传感器检测到室

内烟雾浓度过高时，会立即发出报警，并关闭屋内电器。当天然气报警器检测到天然气泄漏时，排风扇

和窗户就会打开，将天然气排出。水浸传感器检测到屋内漏水时，会联动智能插座关闭电磁水闸。智慧

生活 APP 将摄像头、水浸传感器、燃气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等安防类设备信息进行整合，做了一个家庭

安防功能，屋主可以一屏查看家庭多区域安防状况。 

5.2.5. 紧急求救 
城市中的独居市民在家中发生意外时，很难被及时发现。据民政部统计，2018 年，中国有超过 7700

万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其中 1/5 分布在深圳、北京、广州和上海。独居市民在家中意外摔倒或者突发

疾病等其他意外时，如何及时求救，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2018 年，小米 AI 音箱上线紧急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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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屋主对小米 AI 音箱呼唤“小爱同学，救命啊”，屋主的紧急联系人将第一时间收到短信/电话通

知，如果紧急联系人无法确认屋主的安全，专人客服将依情况匹配相应的公安、火警、医疗等救援资源，

不过这个功能已被移除。华为智能手表支持跌倒检测功能，智能手表检测到屋主在摔倒后大约一分钟内

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它会自动拨打紧急服务电话。在通话结束后，手表会向屋主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一条

包含屋主所在位置的信息，华为将这项功能放在了华为运动健康 APP 中，并没有添加到智慧生活 APP
中。海尔智家 APP 可以预编辑求救信息，当屋主在浴室发生意外时，可以通过海尔语音热水发出求救，

屋主的紧急联系人会收到包含屋主位置的求救信息。 

5.3. 应急服务 APP 

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各种自然灾害和公共事件频发[39]。这些应急事件因为其发

生时间、地点和规模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处理事故的难度。如何提前预知或在事件发

生时及时发现，是做好应急服务的首要挑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我们对城市的感知，有效地降

低了相关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40]。城市应急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地震、洪涝、火灾和台风等，

智慧城市必须能够应对这些应急情况。目前，我国应急服务主要集中在疫情防控、地震预警和气象灾

害预警(见表 3)，还未做到应急事件全覆盖。 
 

Table 3. Comparison of emergency service APP 
表 3. 应急服务 APP 对比 

NO. APP 事件类型 版权方 服务 

1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公共卫生 国务院办公厅 
新冠确诊查询 

新冠患者密切接触查询 
疫情风险等级地区查询 

2 地震预警 地震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 地震预警 

3 浙里办——防汛防台专区 台风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台风预报 
山洪预警 
求救 

5.3.1. 疫情防控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口罩已经成为

市民生活的必备品，我国政府紧急采取封锁隔离措施让疫情得以控制。与 2003 年的非典疫情不同的是，

数字抗疫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杭州市率先推出“健康码”模式，实现市民“绿码、黄码、红

码”三色动态管理，随后国家卫建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健康码赋码与转码的规则，全国市民可以通过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APP 申领个人健康码(图 7)，健康码的颜色变化与市民的核酸检测结果、行动轨迹、

接触人群等相关联，健康码已成为了市民去往各个场所的数字通行证。 

5.3.2. 地震预警 
地震灾害是瞬时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可以在几十秒内摧毁一座城市。地震发生前没有任何的征兆，

地震波到来时，造成大量的房屋坍塌和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还会引起滑坡、泥石流、瘟疫、堰塞湖

等次生灾害，对救援工作造成极大的阻碍。中国是世界上地震最活跃国家之一，中国的地震灾害主要集

中在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地区。地震预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最早的地震预警软件由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图 8)，市民可以在地震发生前几秒至几十秒内通过手机 APP 收到语音弹窗提

醒，语音中包含了地震横波达到倒计时和预估烈度。2021 年 7 月，四川省地震局发布紧急地震信息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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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内第一款官方预警 APP。目前，小米、华为、OPPO 和 Vivo 手机已经将地震预警功能整合到各自

的手机操作系统中，市民不需要安装 APP 就可以在地震来临时收到手机的预警提醒。 
 

 
Figure 7.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pplication 
图 7. 疫情防控应用 
 

 
Figure 8.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application 
图 8. 地震预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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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台风预警 
台风这个来自海上的庞然大物，经常通过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登陆广东、台湾、福建、海南、

浙江等省份。台风登陆时往往会带来强风、暴雨、风暴潮，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市民的日常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2019 年超强台风“利奇马”即将登陆浙江，政府为了帮助市民应对台风灾害，浙江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主办的浙里办 APP 上线防台服务专区(图 9)，用户可以看到最新的台风路径，还可以查询

气象信息、道路信息。遇到险情时可以调集避灾安置场所，搜寻最近的安置点，还可以通过浙里急救向

政府发出求救信息。 
 

 
Figure 9. Typhoon warning application 
图 9. 台风预警应用 

6. 总结 

6.1. 存在的问题 

当前市民服务 APP 种类多，功能分散，不同领域、不同应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服务深度和

广度覆盖不够全面，发展路径也较为模糊，缺乏整体规划和部署；缺乏统一技术标准；数据安全保障

支撑不足；服务不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管；缺乏政策规范，对个人信息外泄带来诸多隐患；城

市资源整合及运营能力欠缺等问题突出。虽然各地都在积极布局超级 APP 生态，但绝大多数城市仍处

于探索阶段。 

6.2. 发展趋势与对策建议 

6.2.1. 多源异构数据开放共享平台 
智慧城市的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通过数据赋能城市管理，推动城市蝶变，迈

向服务智慧化。城市数据具有数量大、类型丰富、异构特征明显、价值密度低的特点，应由市政府牵头，

利用物联网、5G、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城市数据中台，统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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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标准，集成、处理、分析这些城市多源异构数据，然后开放标准化后的市民服务应用 API 接口。同时，

以城市数据中台为底座，打造城市大脑，统一调度使用城市中的数据资源，带动城市治理由经验判断型

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提高城市服务水平。 

6.2.2. 超级服务终端 
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各类与市民服务密切相关的 APP 应用，将政务、交通、生活、教育、医疗、

应急等市民服务融合为一体的城市超级APP是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必然趋势。城市超级APP在未来建设中，

一方面，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投融资新模式，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各类与市民服务密切相关

的 APP 应用，开放更多服务类型，实现“一站式”服务，让每一个市民都可以通过城市超级 APP 随时随

地享受到所有城市服务。另一方面，政府负责牵头完成城市超级 APP 标准化建设，通过标准化，加强城

市超级 APP 应用服务的规范化，可以提高城市超级 APP 应用服务的质量。另外，城市超级 APP 的建设

情况最终要落实到市民的切身感受上，城市超级 APP 在开发前要做好后期运营维护方面的规划，在推广

使用过程中要注重市民体验，做好反馈工作，从而推动城市超级 APP 持续性的发展。 

6.2.3. 市民服务本地化 
城市超级 APP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工程。各个城市发展存在一定差异，

应依据当地实际发展水平、人文习俗等，开发适合当地市民的服务场景，完善对应服务终端，打造数字

时代本地化城市信息互通共享交流协作大平台。城市超级APP的名字和LOGO也可以用来宣传当地人文，

例如上海市的“随申办市民云”LOGO 以“东方明珠”抽象设计体现上海地域特征，深圳市的“i 深圳”

谐音“爱深圳”，有效地增强了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提升城市软实力。 

6.2.4. 城市数据安全保障 
智慧城市在提供服务时，在不停地搜集和传输大量多源异构数据的同时，智慧城市应用程序也会搜

集市民姓名、身份证号、行踪轨迹、身体健康、生活习惯等个人隐私数据。这些数据一旦泄露，将会给

城市及城市中的市民利益造成重大影响，智慧城市数据面临着一系列安全问题。政府应建立全面的数据

安全管理框架来保护这些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管理框架覆盖数据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包括数据收集、

存储、传输、加工、使用、销毁等。同时，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法律和法规进一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 

6.3. 结语 

做好城市服务，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智慧城市服务需要政府参与主导，

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卫生局、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等各部

门、各系统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多部门互联互通，构建城市综合服务平台。城市服务应用程序作为城

市信息流动的终端，完善城市服务应用程序开发，可以帮助市民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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