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大脑”建设的苏州实验

施庆华

“城市大脑”的目标是实现城市级的超级人工智能，核心是利用实时全面的城市数据资源，从全局上

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实现城市治理模式、城市服务模式以及城市产业发展的突破。2017年 2月，苏州市政

府与阿里巴巴签订城市数据大脑建设深化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苏州正式启动建设“城市大脑”。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公安会同交通、市容市政、旅游、轨道交通、规划等部门，电信、联通、移动三

大运营商，阿里巴巴、高德、腾讯、百度、规划设计院等 14家企业共同参与，逐步形成了政企协同、多企

合作、联合创新、共同研发的工作机制和运行模式。

基础：建立全方位的大数据系统

近年来，城市服务管理、经济产业信息化应用发展快速，居民应用互联网、“互联网+”越来越广泛，

由此产生的数据也越来越多，海量的数据推动苏州的信息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原有的业务驱动

应用模式基础上加载数据服务功能，形成以业务和数据双轮驱动的信息化发展模式。在苏州，“城市大脑”

是一项前瞻性的决策，旨在把现有的信息化基础和当前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应用结合起来，让数据帮助城市

来做决策。

苏州从两个维度启动“城市大脑”。首先，选择交通治理来突破。这个领域的关注度高，涉及面广，

数据来源多，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实践也证明了交通领域的应用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可以带动

更多领域的发展，也使得“城市大脑”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其次，选择苏州工业园区作为试验区，

思维新、基础好、发展快的区域能够为其他板块产生示范效应。

拿交通领域的数据来说，苏州把从政府部门、企业、互联网公司等层面的数据汇总并进行更新维护，

建立起一个聚焦交通的大数据系统，包括车辆、公交、轨交数据；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则提供位

移信息，即在某个时段人群主要集中在哪里，移动的方向是什么，等等。数据汇集的过程是一种以数据思

维来重塑数据和业务关系的过程，通过把原始数据从业务部门抽取，从而形成能够服务于各个政府功能的

数据集。在数据整合的过程中，数据的多维度价值就会逐渐显现出来。在实践中，苏州通过不同数据组合

形成更多的应用，开展了交通事故预测、高架交通态势分析等一批亮点应用建设。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

交通治理的立体数据生态系统，这个系统让职能部门对于大数据有了更加实际和客观的认识。

突破：通过数据模型优化城市交通

数据是观察城市的一双眼睛，通过最初建立交通的实施感知，可以全面、客观地去观察这座城市的交

通基础设施和人群出行之间的关系。比如，数据分析得知，苏州市区 68%的出行人群出行距离在 10公里以

内。数据还会告诉我们哪些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比如以工业园区为试点，数据分析出每个时段的公交出

行人数和换乘情况；分析出主干道上用不同的出行工具导致出行效率的差别；分析出每个时段公交的分担

率，让相关部门衡量公共交通是不是还可以再提升。

城市的主体是人，人和物的流通是关键。通过构建聚焦交通的城市全量数据，建立交通 OD（Origin 出

发地，Destination 目的地），从而综合分析计算出行 人群、出行目的与出行方式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



重点考虑公交与轨交、公共自行车的衔接，提出公交优化方案，调整公交线路、站点设置和班次时间，提

升公共交通分担率、利用率和便捷性。为了更清楚地从数据中挖掘信息，我们选择了两条具有代表性的公

交线路做实验，一条是跨区的快 7，另外一条是社区巴士 1001，希望能从数据源出发建立新的公交优化方

案。在对个案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把这些方法固化成模型，进而推广到城市公交的新建和优化过程当中。

大数据为预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目前，苏州工业园区的湖东地区，已经运用交通事故预测系统在构

建一个更加主动的警务模式。预测系统可以每两小时提供全区 1%—2%的重点路段，根据系统预测，相关部

门可以更加科学地部署警力，更加具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从而减少事故发生。城市的数据也让苏州

原有的企业建筑火灾模型得到了优化和迭代，在安监领域，可以使预测、预警、预防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发

挥作用。此外，“城市大脑”数据也让交通部门对信号控制系统的优化有了更多的提升空间。

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特别是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快速发展，让相关部门在寻找可疑人员、走失人

员、可疑车辆等工作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快捷的途径。苏州已经将人脸识别技术运用到民政工作当

中，让一些走失的、神志不清的人，在人脸识别技术的帮助下，能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让他们回到失散

多年的亲属身边，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力量和它带来的温暖。2018年以来，先后确认救助站、福利

院身份信息 60人，协助核实迷路老人、醉酒人员、精神病人等人员身份 127次。这也是苏州推动“城市大

脑”所追求的目标，那就是让更多的城市居民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享受到大数据带来的红利。

拓展：“城市大脑”重塑城市管理模式

苏州“城市大脑”开始建设的时候，仅有公安局、交通局等五个部门参与，目前已经吸引了包括民政

局、国土局等越来越多的部门参与。此外，“城市大脑”建设也不断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加入，从而催

生大数据产业形成一种新型生态。可以说，数据越来越成为城市大脑各方参与者之间的纽带，带动整个城

市形成了一种新型关系。

当前，城市大脑已经从交通治理领域向外延伸拓展。在公共安全领域，通过全面掌握聚焦公共安全的

各类数据现状和规模、应用需求等信息，建立公共安全数据清单和业务需求清单，推动实现在大数据背景

下构建针对城市各类公共安全风险事件的预测、预警、预防新模式。在城市治理领域，不断优化创新工作

手段和方式，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由综治部门牵头、公安部门为主推动各区网格化平台整合对

接，支撑社会综合治理联动机制建设。市容市政部门通过分析城市大数据，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管理。公



安和住建部门通过共同建设住房租房交易服务平台，加强出租房屋规范管理。

城市大脑建设推动了城市级的大数据应用，让部门之间的协同更加清晰，城市管理更加精细、更加专

业、更加科学，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将持续地向其他领域拓展。城市中的每个政府部门、每个企业、

每个个体都是城市大脑的参与者，通过大家一起努力，既让老百姓能享受到大数据发展带来的成果，又能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引导政府部门运用数据思维重塑城市管理模式，提升城市智慧化管理水平，打造利用

大数据进行城市治理、社会治理、行业治理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