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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19年 12月，湖北省武汉市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随着春运期间人员流动高峰，疫情在短时间

内迅速扩散蔓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

能力的一次大考”，同样这次疫情也是对“智慧城市”

建设水平评估的试金石。短期来看，疫情对经济发

展、社会生产带来了较大冲击，尤其是 2C的旅游、餐

饮、零售、影视等线下服务行业以及 2B的销售以及交

付服务环节，但也看到“云经济”“非接触经济”“大数

据防疫”等新业态显现。从长期来看，疫情为我们提

供了将智慧城市建设推入“深水区”的机遇，引导数字

化、在线化、智能化建设更加贴合实际，并向细分领域

渗透。

1“数字化抗疫”在疫情阻击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突发的疫情，为社会各界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

响应疫情防控的需求，智慧城市各相关厂商主动拥抱

新技术，立足自身优势，不同程度参与到疫情防控，及

时有效地服务于疫情防控决策、实施和公众参与。而

在此过程中，以电信运营商为代表的智慧城市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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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对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工作生

活都带来了重大影响，也为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和机遇。深度分

析了疫情对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挑战，研究了智慧城市在疫情防控中的典型服

务，提出疫情防控形势下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思考。

Abstract：
At present，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 is fierce，which has brought major impacts on urban manage-

ment，social governance，work and life，and also bring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ies.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epidemic pos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it

researches the typical services of smart citie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puts forward the thinking on the next

step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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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充分发挥其在新基础设施、数据运营与服务保障

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围绕“数字抗疫”，加强 5G、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抗击疫情中的应

用，为基础通信、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

资源调配等疫情防控提供了高效服务，主要集中在以

下方面。

1.1 应急通信保障及免费通信服务

疫情发生以来，电信运营商多措并举，全力以赴

保障信息服务畅通。通过暂缓停机、减免话费等特殊

业务政策，满足民众正常通信需求，对各地医疗机构

及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等进行通信保障，配合疫情防控

推出了公益短信等免费通信服务，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基础通信保障工作。例如中国联通启动了一系

列应急通信与网络保障服务工作，对重点疫情地区 19
个省 2.5亿用户实施暂缓停机，并对赴湖北医护人员

中的中国联通用户每人赠送 520元话费；迅速完成湖

北省疾控中心至所有地（市）专线电路扩容任务，为

235所定点防控医院进行网络扩容，特别是在 36 h内，

完成了火神山医院的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为向民

众及时传递疫情防控动态，联通在线还积极联合人民

网，向全网用户免费发送疫情防控相关内容的人民日

报手机报。多地联通配合当地政府发送疫情防控公

益短信。

1.2 云产品及服务

在全力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的同时，电信运营

商发挥其云网融合的优势，快速布局云经济，提供优

质免费的云产品及服务，打破地域、时间限制，满足广

大用户应急指挥调度、在线协同办公、远程教育、远程

问诊会诊、疫情防控等需求。中国联通携手合作伙伴

推出沃云系列行动计划，提供云视频、云课堂、文宣助

手、多彩云信、企业云盘等多款云合作产品。河北联

通为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提供云视频会议系统免费安

装、免费调测、免费培训、免费使用的“四免”服务。响

应“停课不停学”号召，中国联通推出智享云课堂、知

行云课堂、联通-钉钉未来校园三种智慧教育服务，有

效联通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实现校园管理、家

校互动、线上直播。中国电信天翼云联合央视，开启

24 h不间断的 4K高清、360°全景VR直播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建设，在线观看的云监工突破1.1亿人。

1.3 5G、AI等新技术应用

疫情导致短时间产生大量防疫抗疫方面的突发

性业务需求，电信运营商运用5G网络、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新技术赋能各种应用场景，重点围绕无接触快速

筛查体温异常人员、溯源人员行动轨迹、政府监管及

社区、园区防控等方面，助力抗击疫情。中国联通 5G+
热成像人体测温系统已在地铁、火车站、商务楼宇等

场景得到广泛应用，系统通过远距离、非接触方式，实

现了多目标、高精度体温筛查；中国联通推出疫情回

访AI机器人服务，实现自动疫情通知、批量电话调研、

愈后回访等外呼服务，能够快速准确收集信息生成报

告，有效减少了医患之间面对面接触。中国电信打造

天翼看家防疫平台和防疫监管助手——智能门磁，利

用天翼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对重点区域、

重点人员进行实时监控。中国移动 5G智能医疗机器

人在湖北、浙江、上海等地“上岗”，承担导诊服务、宣

传防疫知识、消毒清洁、运送药品等工作，助力提升病

区智能管控水平，帮助医护人员减少交叉感染。

1.4电信大数据分析应用

电信运营商充分发挥大数据能力，将电信大数据

分析应用在疫情的溯源、监测、态势研判分析、防控部

署等领域，及时提供各类数据分析结果，助力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得到用户授权的情

况下，基于电信大数据分析，向用户提供本人“14天内

到访地查询”服务，帮助有关部门提高对流动人员行

程查验的效率，实施精准防控。中国联通充分发挥特

有的大数据多源、海量、融合优势，基于运营商数据通

过传播风险分析、时空分析等模型开发人员流动图，

帮助疫情防控部门针对特定区域人群的扩散轨迹、已

确诊人群接触者范围等进行定位和分析。中国电信

为甘肃省卫健委打造了“甘肃省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监

控系统”，以大数据支撑疫情监控，针对上百家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门诊发热病人、疑似感染人群、确诊病人、

出院病人以及院内物资每日情况的汇总、分析、监管。

2 疫情背景下的智慧城市面临严峻挑战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尚不能完全满

足城市应急管理需求，此次大规模疫情给各地的智慧

城市建设和运营带来了严峻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2.1 大数据管理挑战：数据融合共享程度不够

数据融合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内容，很多

城市开展了数据融合工作。但面对突然爆发的疫情，

我们会发现数据互通还是那个症结所在，离理想中的

城市数据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举个最典型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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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前对人员位置、流动轨迹最有效的监控方式就

是利用运营商的数据，但 3家运营商数据分散，尚未有

全国层面的集成应用。此外，尚未与城市视频数据、

交通数据、金融数据、社区/园区数据等形成有效结合，

难以实现人员全时空行动轨迹溯源，未充分发挥出数

据在疫情监测、追踪、隔离管理、复工复产等环节的作

用。与人员数据类似，其他疫情相关数据也分散在城

市各个领域之中，要释放出真正的大数据价值，就需

要各方通过一定的数据共享机制打破壁垒，推动数据

真正融合，助力疫情联防联控。

2.2 城市微单元治理挑战：基层治理信息化支撑不足

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隔离、复工复产防护等要

求使得基层社区、园区、楼宇成为疫情管控的关键区

域。但在各基层社区、企业园区、办公楼宇等微单元

防控工作中，大多仍然是采用人员拉网式摸排、人员

登记、测温等传统人防策略。同时，对特定隔离人员

（在家、隔离点等）、居家老人的监控，也缺少信息化手

段支持。这些方式容易导致信息收集不全面、动向掌

握不准确、隐患发现不及时，甚至有可能出现居民故

意隐瞒行程和病情的情况。总体来看，基层微单元基

础信息自动实时采集分析（人员信息、防控信息等）、

日常综合监管（隔离人员、复工人员、居家老人等管

理）、配套服务能力（健康医疗、商品采购、物流配送

等）等方面都需要信息化提供更深度、更定制化的支

撑。

2.3 资源协同管理挑战：数字化管理能力存在短板

自疫情发生以来，医疗人员、医疗和生活物资成

为防疫抗疫工作的关键，各种物资的捐赠、各省医护

人员的驰援都向湖北倾斜，但诸如物资运输与仓储信

息不透明、物资分配不合理、人员上班运力不足等问

题也不断暴露出来。从宏观上看，由于缺少专业化统

一的应急物资管理平台，无法掌握全部资源信息，跨

域的物资采购、运输、流通等无法实现全流程、透明化

管理。从微观上，与应急物资相关的医疗机构、药店、

物资生产商、商业零售等尚未全部纳入信息管理范

围，无法彻底掌握物资供给信息，不能更好地对接公

众对应急资源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对应急资源管理

进行深度数字化变革，加速推动相关生产、物流、交

通、销售等环节的信息化支撑能力，并实现以资源为

核心的多维信息和数据互通。

2.4 政府公共服务挑战：公共服务线上化尚存差距

在国家“放管服”改革下，各地政府大力推行“一

网通办”“不见面审批”“掌上办”等政务服务。在疫情

防控背景下，在线政务服务成为切断疫情线下传播的

重要方式，确保疫情期间工作“不打烊”，服务“不断

档”。但也应该看到，全国范围内政务服务仍然存在

数字鸿沟，像是广东、浙江、江苏这些政务信息化建设

比较好省份，在线政务服务仍然以高频需求服务为

主，即使在线服务比例在不断提高，但仍存在一部分

线下办事的要求，而其他政务服务信息化能力弱的省

份，尚不能满足高频服务在线化需求，容易造成线下

办事，从而导致感染风险。此次疫情或将加快“放管

服”改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进一步转型，倒逼“互联

网+政务服务”的加速布局。

3 对下一步智慧城市建设的策略建议

在疫情大考下，智慧城市承担起应对重大突发事

件的关键角色，对疫情防控起到重要作用。从长期来

看，此次疫情加速了智慧城市的升级，也给智慧城市

下一步如何更好建设带来更多启示，今后智慧城市建

设重点应围绕以下4方面推进。

3.1 全力打造高质量“数字政府”，提升城市应急管理

能力

新型冠状病毒突发事件对政府应急和治理能力

提出了严峻考验，面对政务服务便捷化、信息公开透

明化、基层治理精细化等需求，打造高质量的“数字政

府”成为根本途径。政府应当进一步强化治理创新与

技术创新的结合，深度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效

率，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前沿技术在

应对突发事件工作中的创新应用，推动卫健、公安、交

通等政府数据以及运营商数据、互联网数据等融合协

同，建立基于多维数据的城市综合应急管理系统；将

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应急物资管理、捐款管理等方面；

加快推动政务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的覆盖广度和深

度，力争实现全部政务服务线上化、零接触，建立统一

的市民政府互动入口（如城市级APP等），做到应对突

发事件时真正的“不打烊”，推动政府服务高效协同、

信息资源流转通畅、决策支撑科学智慧、公共服务便

捷高效。

3.2 加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重构企业运营服务模式

疫情导致诸多行业遭遇冲击，但同时也给很多行

业迎来全新机遇，我们可以看到，拥有在线服务平台、

数字化能力更强的企业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打

造“智慧企业”成为企业应对突发风险的硬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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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积极运用 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变革内部运营与外部服务，通过业务上云、数据

整合、应用创新等举措，构建数字化企业大脑，全面整

合生产运营数据、产业数据、互联网数据等，形成企业

大数据，通过智能分析后为企业提供从研发设计到智

能服务的各类应用，辅助高层决策支撑，最终实现业

务数字化、运营平台化与服务在线化。

3.3 积极推进 5G+ABCDEI融合发展，探索智慧城市

多元创新场景

基于 5G+ABCDEI（A指人工智能，B指区块链，C
指云计算，D指大数据，E指边缘计算，I指物联网）的

信息技术革命正引领全社会的数字化变革，此次疫情

将加速新技术与治理的有效结合，催生更多的智慧城

市创新应用场景。积极开展 5G+AI、5G+MEC等融合

技术与城市治理的有效结合，赋能远程医疗、远程教

育、无人安防、无人物流、线上数字化生活等场景；推

动 5G+IoT技术在智慧家居、智慧养老、网格化监管等

领域应用，实现采集、监控、预警、管理等流程远程化、

自动化，打造安全高效的监测手段；加快全面打通医

疗、电信、交通、互联网平台等多方面数据系统，建立

精准的分析模型，发挥 5G+大数据技术在城市精细化

治理中的支撑和服务作用；深入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应

急物资流通、金融监控（捐款、拨款等）领域的具体应

用，增强社会互信。

3.4 构建数字孪生城市，以数据融合助力城市管控

此次疫情为国内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

的发展契机，数字孪生城市可基于三维模型，实现跨

区域、跨部门、跨行业高效协同的可视化城市管理模

式，助力城市快速、高效、精准地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城市应抓紧构建数字孪生平台（CIM），打造立体虚拟

城市，与实体城市交互映射，开展数字化治理，作为提

升城市治理能力、重塑城市管理模式的一种新思路。

依托城市数字孪生平台，围绕应急事件数据分析、人

员监控、资源保障等方面，集成融合城市公安、交通、

城管、卫健、园区/社区等城市全量大数据，推动城市数

据资源的共享、共用、处理和分析，在数字空间刻画城

市突发应急事件体征、推演未来趋势，充分挖掘大数

据价值，辅助支撑城市应急智能化决策，能够有效提

升城市应急响应和处理能力。

3.5 聚焦智慧城市微单元，提升基层精细治理能力

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隔离、复工防护等要求使

得基层社区、园区等城市微单元成为疫情防控的关键

区域，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强基层精细化治理成为阻止

疫情蔓延的重要举措。聚焦社区、园区、街区等微单

元，基于数字孪生+网格化管理理念，打造城市微单元

智能运营管理平台（IOC），打破基层部门烟囱式运营

和调度，汇聚融合社区人员数据、重点人员跟踪数据、

安防数据、门禁系统数据等，及时、全面、准确掌握所

管辖区域内的疫情基本态势，实现跨职能、跨业务的

联动。同时配置健康打卡、AI监测（如体温检测、口罩

检测、聚集检测等）等特色防控应用，有效提升城市微

单元应对诸如疫情等突发事件的管控能力，增强微单

元数字化治理能力。

4 未来展望

当前，战“疫”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期，无论是着

眼现有疫情防控，还是提升未来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智慧城市都将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中国

联通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致力于成为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者和运营服务商，积极打造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AI、安全、定位等 6大创新基础平台能

力，赋能城市微单元管理，积极布局 5G创新应用、数字

孪生平台、云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业务，让智慧城

市建设成果下沉，实现新技术、新应用与治理现代化

融合，助力全面提升全社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应对

能力。相信经历本次防疫阻击战后，我国的“智慧城

市”发展会有一个质的跃升和蜕变，城市治理能力将

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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