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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务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任务。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推动
“数字政务”加速落地，不断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和为民服务效率。

户籍证明、社保转接等200多项群众经常办
理事项实现跨省通办，90%以上的政务服务实
现网上可办，平均承诺时限压缩了一半以上；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10亿
人，数字政务惠民便民覆盖面广、成效显著。

随着各项政策的出台以及各地政府陆续
提供数字政务服务，数字政务背后的市场蓝海
和产业机遇逐渐显现出来。 锐观咨询数据显
示，2017-2021年我国数字政务市场规模逐年
增加，2021年市场规模约为3650亿元， 年复合
增长率约为7.6%。整体市场内，IDC（国际数据
公司）测算的2021年中国数字政府数据治理市
场整体规模达39.7亿元人民币， 年复合增长率
为15%，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智慧能源的本质是能源优化、管理和服务，核心
在于信息化与自动化的深度融合实现用能智能化，
达到能源的经济、高效、环保利用。

虚拟电厂则是智慧能源示范工程的新模式新业
态，这种智慧供能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虚
拟电厂其实就是一个基于大数据参与电网运行和电
力市场的电源协调管理系统， 对外表现为一个可控
电源。虚拟电厂基于大数据技术和智能控制系统，通
过对分散的分布式能源进行集成、优化和协同调度，
把各类可调负荷资源汇聚， 根据电网削峰填谷的需
求调节负荷。

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建设发展，智慧能源行业呈
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国家政策及经济发展策略的调整
为智慧能源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2023-2029
年中国智慧能源市场消费调查及经营模式分析报告》
分析，2020年， 中国智慧能源行业的市场规模约为
3.06万亿元，同比增长14.3%。

随着“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在环保领域中如何
充分利用各种信息通讯技术，感知、分析、整合各类环
保信息，对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使决策更加切合
环境发展需要，“智慧环保”概念应运而生。

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北京市
东直门城市生态岛始建于2020年， 是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政府投资， 由北京市东直门街道建设和管理的集大
件垃圾拆解转运、垃圾分类宣传于一体的功能性设施，
在垃圾分类工作推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环境治理方面，2018年以来， 北京市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科研先行，在全国率先推进重型车排放远程
在线监测技术，应用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手段，突破海
量高并发数据接收与解译瓶颈，搭建了国际上首个重
型车排放远程在线监测示范平台。深化重点排污单位
自动监控数据应用，根据自动监控数据综合分析感知
生产变化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治理设施运行情
况等，同时这些数据经过聚合分析，对于各个区域、行
业的运行与排放，可以实现逐小时的动态表征，支撑
行业精细监管。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在打通城
市路网“经络”中，智慧交通正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目前，北京、广东等地均在以各自
的方式进行着智慧交通的实践， 这不仅推动
交通高质量发展，也为破解“大城市病”提供
了有效支撑。

多措并举下， 智慧交通技术支出规模也
在不断增长。根据艾媒数据，2017-2020年中
国智慧交通技术支出规模从327亿元增长至
503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5.44%， 预计
2023年中国智慧交通技术支出规模将达778
亿元。整体上看，根据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公布
的数据，2020年中国智慧交通市场规模达到
1658亿元，2017-202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4%， 预计2023年我国智能交通市场规模将
达2432亿元。

·智慧交通· 数字经济新增长极

·智慧能源·
城市“双碳”转型的硬核支撑

·智慧环保·
新需求提速场景落地

·智慧社区· 技术与社会双向赋能

智慧社区带来了新的生活场景， 为社区管
理提供了新的方式，智慧物业管理、电子商务服
务、智慧养老服务、智慧家居和智慧医疗等领域
都是智慧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慧社区未来
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的是“技术”与“社会”的双向
赋能，实现社区“社会”建设的同步赋能。

根据《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
告（2018-2019）》，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共建
成智慧社区2547个， 约占北京市社区数的
84%，北京市共有96个街道实现智慧社区全覆
盖，启动社区“微信群”体系建设，“探索社会治
理”模式。

在智慧社区的建设中，融合先进的图像识
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智能监控为社区
管理带来很多的便利。近年来，“回天大脑”“政
务晓屋”“智慧村章”等一系列数字政务应用落
地， 北京市正在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顶层设
计，“数字大脑”正在基层上岗。

智慧社区行业应用场景不断升级， 在产品
与服务的优化升级之下， 智慧社区行业也迎来
了爆发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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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慧能源投资规
模的加大，预计到2025年智
慧能源规模将达到1600亿
元， 智慧能源市场空间较
2019年扩大一倍。 照此推
算，2027年的智慧能源投资
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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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慧治理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