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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上海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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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中国城镇化和智慧城市背景 

统计和数据文化 

创造智慧城市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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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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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数量 
人口 1978 2010 

城市 193 658 

＞1千万（巨大型城市） 0 6 

5-10百万（特大城市） 2 10 

3-5百万（特大城市） 2 21 

1-3百万（大城市） 25 103 

0.5-1百万（中等城市） 35 138 

≦0.5百万（小城市） 129 380 

建制镇 2,173 1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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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2年间变化 
城镇化率上升                      
18%到53% 
 

GDP上升140倍          
¥3650亿到¥519470亿 
 

贫困率下降                 
85%到13% 

生活质量  

环境恶化  

交通拥堵 

垃圾污水处理 

食品安全 

能源消耗 

社会公平 
地理差异 

户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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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城镇化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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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 
03/2014 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 

  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 

03/201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07/2014  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 

08/2014 住建部、科技部和标准委联合启动 

  第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08/2014 中央八部委联合发文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09/2014 全国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干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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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全面提高城镇化质
量的新要求” 

 8部，31章，27000字 

 18个定量指标 

无数定性指标 

 “三区四线” 

18个定量指标 

城镇化水平（2） 

 6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基本公共服务 (5) 

基础设施 (6) 

资源环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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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主要指标基准定量 

2012 2020 
1.1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2.6 60 

1.2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5.3 45 

2.1 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教育比例（%） ≥99 

2.2 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新成长劳动力免费接受
基本职业节能培训覆盖率（%） 

≥95 

2.3 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66.9 ≥90 

2.4 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95 98 

2.5 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性住房覆盖率（%） 12.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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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主要指标基准定量 
2012 2020 

3.1 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 45* 60 

3.2 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 81.7 90 

3.3 城市污水处理率（%） 87.3 95 

3.4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84.8 95 

3.5 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秒/兆） 4 ≥50 

4.1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平方米） ≦100 

4.2 城市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 8.7 13 

4.3 城市绿色建筑占新建筑的比重（%） 2 50 

4.4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35.7 38.9 

4.5 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比例（%） 40.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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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定性指标 

例：城市“三区四线”规划管理 
 

三区：禁建、限建、适建 

四线：绿线、蓝线、紫线、黄线 

        规定保护要求和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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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第三十一章 
健全监测评估 
加强城镇化统计工作，顺应城镇化发展态势，
建立健全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统计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规范统计口径、统计标准和统计制度
方法。加快制定城镇化发展监测评估体系，实
施动态监测与跟踪分析，开展规划中期评估和
专项监测，推动本规划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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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 
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
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
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
在城镇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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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用词2008年左右开始出现 

以前的城市並不愚笨 

没有统一定义 

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应用、以人为本的
知识环境下的城市形态，通过参与式、
科学的管理，构建可持续创新生态、经
济增长和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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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城市现况 
2013年底： 

住建部:193个智慧城市试点(3-5
年创建期) 

科技部和标准委:20个城市智慧
城市技术与标准试点(3年示范)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导航与位置服务、信息安全 

2014年联合启动第三批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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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八部委联合发文 
(十)加快推进信息资源共享与更新。统筹
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及建(构)筑物数据库等资源，加快智慧城
市公共信息平台和应用体系建设。建立促进信息共享的跨部
门协调机制，完善信息更新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务部门信息
共享和信息更新管理。各政务部门应根据职能分工，将本部
门建设管理的信息资源授权有需要的部门无偿使用，共享部
门应按授权范围合理使用信息资源。以城市统一的地理空间
框架和人口、法人等信息资源为基础，叠加各部门、各行业
相关业务信息，加快促进跨部门协同应用。整合已建政务信
息系统，统筹新建系统，建设信息资源共享设施，实现基础
信息资源和业务信息资源的集约化采集、网络化汇聚和统一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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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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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过河” 
测量不同时间河的深度 

收集相关可靠数据 

分析结果寻找理想的交汇点 

评估赞成和反对选择的理由 

做出智慧的决策 

让更多人公平安全的“过河”  

监测评估状况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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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金字塔:DIKW 

智慧 W 

知识 K 

信息 I 

数据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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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以数为根据 

测量事实、讯号、观感 

原始数据本身没有意义:三尺 

有内容、背景、定义才可化数据成信息 

不是所有数据都有用 

不一定是数字:文字、地图、影像、声音、
以及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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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分析、与风险 

科学思想 
预防 - 胜於治疗 

分析 - 了解情况 

风险 - 无法避免 
 

提升效率 

减少错误 

保持廉正、客观 

持续改善 

明天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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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研究数据的科学(无论数据大小) 

 统计 

数据信息 

评估方法:可靠地测量、描述、分
析、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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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和抽样调查 

普查 
 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和
中国汉朝已有历史记載 

每一单位点查,最全面 

大量数据 

治理国家 

比较定点静态、耗费
高、时间长、出台已过
时 

抽样调查 
 1895年提出 

应用概率 

随机抽样 

小量数据 

量化抽样风险 

应用於各行各业 

比较专业，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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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统计应用主要方法 



数据质量 

頂層设计:预防与治疗同样需要 

可靠分析依赖可靠数据 

务实針对问题 

客观了解情况,有喜有忧 

定义、标准不能含糊 

文化是长时间累积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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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化的核心 



中国的数据文化 
历史短暂,比较薄弱 

“渗水”和可靠性问题,公信力不足 

一个指数的不足:全国与人均GDP 

统计系统的需要:动态监测与跟踪分析 

各部门提供数据共享是大难题之一 

数据文化是智慧城市成败关键之一 

但中国已经打好良好的基础! 

大数据时代带来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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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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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式存量 

模拟式储存 

数字式储存 



大数据时代的意义 

机器可以存储和处理
的数据大幅增加 

旧数据新用途 

 行政记录 

新数据多来源 

 社交媒体、传感
器、手机、… 

前所未有的集成数据
和新统计 

信息传送速度与复盖
范围日益加快扩大 

图书館与百度搜索 

专家、民众共同参与 

地图、可视图简易化 

穷富国家地方都通用 
28 

革命潮流：不把握就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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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统计一例:动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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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多种来源 

纵向 

工人 僱主 职位 



中国的动态框架 
四大基础数据库(2002年开始) 
人口基础数据库 

法人单位基础数据库 

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数据库 

宏观经济信息数据库 

30 



对城市的部分要求 
改革户籍制度 
 …加快建设和共
享国家人口基础
信息库 

规划管理信息化 
建立城市统一的地理
空间信息平台及建
（构）筑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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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信息管理制度 

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 



中国公民身份号码 
AAAAAAYYYYMMDDNNNC 
 

AAAAAA:行政地区代码 

YYYYMMDD:生日年、月、日 

NNN:系列代码:奇数男，偶数女 

C:效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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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码/代码 
大数据威力的关键  

电子记录匹配和合并 

提供身份保护 

基本描述和分类 

执行初步质量检查 

创建动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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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人口信息管理制度 

身份证
识别码 

就业 

… 

税务 

信用 房产 

社保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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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记录
唯一标识 

跨部门、
跨地区信
息整合和
共享 



大数据时代的负面映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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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W 
知识 K 

信息 I 

数据 D 

吹嘘炒作，浪費资源时间 
急功近利，难以研究开发 
忽视质量，优劣混淆不清 
是否实际增强知识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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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 

数理统计 

有用大数据 

价值有限 
小样本 

大样本 

总体 

随机收集数据 非随机收集数据 

大数据时代开拓统计学2.0 



数学模型与预测未来 
数学模型 
数学简化复杂的现实 

“所有模型都是錯误
的，间中有些有用” 

假定有代表性 

假定未来重复过去趨
勢 

预测未来 
长远的预测绝大
部份都不准确 

“有如看倒后镜
向前开車” 

正常是看未来而
创造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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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挑战-不进则退 

20世纪方法不能解决21世纪的问题 
 

政府角色:治理方法要科学 

民众要求:水平会不断提高 

数据文化:文化要尊重，质量要坚持 

问题处理:思维、科技、数据要调协 



21世纪统计系统的特徵 

海量纵向数据的应用 

多种数据源的整合 

快速以及简便地呈现结果 

严格保护数据机密和系统安全 

提高精度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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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市民卡 
 

 

 

 

 

 

部分城市已採用 

居住证制度  

不分户口 

多功能 

两个芯片 

一个磁性存储条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 

借记卡 

小额信贷 

公共交通 

图书馆 

自行车出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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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整合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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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 

养老保险
覆盖率 

医疗保险
覆盖率 

保障性住房
覆盖率 

人口基础
信息库 



信息整合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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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城市
建设用地 

城市公共供
水普及率 

城市污水
处理率 

城市建成区
绿地率 

人口基础
信息库 

建筑物
数据库 

地理空间
信息平台 



一站式市民服务平台 
 

 

 

 

消除政府部门的各
自为政 

最受欢迎:取消排隊,
提供方便 

统一数据收集 

尚没有政府部门
之间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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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电子政府和公共
服务 

在线调查和微博提供
反馈机会 

用户“数字生活足
迹”和初步分析 
 



 
 
 
 
科技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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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交通排放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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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时
动
态
可
视
化 



美国应急地图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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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报告 
 

全自动化 
 

天然災害包
括颱风、水
災、山火、
災难区、暴
風雪 



中国城镇问题 
30年前城镇问题 

统计取经、传呼电话、粮票、外汇卷、… 

今日城镇问题 

数据文化 

大城市病、社会公平、经济发展 

数据分享、隐私保护、系统安全、… 

智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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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出发点 
成立一个信息、监控中心 
动态、直观、实时、跟踪 

现况:城镇发展统计评估体系 

实况:交通、耗能、环境、排水、应急、
意外、气候、… 

成立一站式公共平台服务三大目标 

人民、政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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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公共平台功能 
提供全面多功能电子服务与服务状
态进度信息、指南 

统一电子数据收集入口，包括反馈 

建立测量计算变更与效率指标 

分别照顾老人、殘障、贫困、无法
上网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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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评估体系内容 
建立规划中每一定量、定性指标的标准
定义、数据来源、整合计算方法 

加上地方态势的发展指标 

建立统计监测指标，包括效率、复盖程
度，综合评价指标 

实施系统性监测和跟踪分析 

随时或按期评估进展 
50 



快速信息交付概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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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用户 

休闲用户 
仪表板和
报告(网

上或移
动) 

数据来源 
(有结構/
无结構) 

数据抽取
处理环境 

查询可視
化工具 

检索报
告分析 

事件驱
动警报 

探索发
现 

数据库 

平台服务 



统计提高精度和可靠性 

顶層设计 

连合记录 

填补数据 

数据質量认证 

可视化和创新应用 

用词和定义标准化 

统计模型 

数理推论 

保护隐私 

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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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内可能实现的理想 
不是所有部分都会顺利，不是所有指标
都能达到 

但完全可能 

科学地用可靠数据说话、治理城镇 

提高社会办事效率、城镇生活质量 

开展数据文化领先世界统计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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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的未来 
数据文化引导政策走向新时代 

眼光长远，承担责任 

创新包括社会治理 

创业难，持续更难 

智慧在人，不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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