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城市工作总结 智慧城市(通用6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
大的作用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智慧城市工作总结 智慧城市篇一

-------140城市角逐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有望近日面世

在2013年年初已经公布90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第二批试点
城市也即将在6月底完成初审，数量大约为50个，两批合
计140个。

住建部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毅日前表示，我国住房城乡建设领
域在rfid(无线射频识别)和智能ic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在此基础上，由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制定的 《促进我国智慧
城市健康有序发展指导意见》也有望于近日下发。

第二批试点待出

按照专家的解释，智慧城市是指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
能、数据挖掘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形成的一种新型
信息化的城市形态。

我国所有的一线城市、50%以上的二线城市都提出了建设
“智慧城市”的目标。在今年1月底住建部确定的90个“智慧
城市”试点中，包括地级市37个、区(县)50个、镇3个，其中
二、三线城市占据绝大多数。据知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透露，第二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将在下半年公布，
数量在50个左右。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智慧城市”的建设分为前期
基础设施建设、中期数据处理设施建设和后期的服务平台建
设，相关的建设涉及电信设备制造企业、系统集成企业、数
据采集分析企业、电信运营商和数据服务企业，对整个产业
链将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初步预测，“智慧城市”市场规
模在“十二五”期间累计将超过7000亿元。

“„智慧城市‟可作为贯穿全年的重要主题。随着住建部第一
批试点城市名单公布，投资方向逐步具体化。年中第二批试
点城市名单有望公布。按照我国项目建设传统进度，下半年
通常是招投标高峰期。不断释放的招投标信息有望成为行业
持续的催化剂。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指出，“智慧城市”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城镇化战略部署的具体任务，也是扩大内需、启
动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新要求。

角逐背后的隐忧

目前，全国开始建设“智慧城市”的地方遍及东中西部。除
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外，杭州、厦门、珠海等一些东
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也纷纷开始“智慧城市”建设。

而湖北、湖南、山东、辽宁等省份则提出建设“智慧城市”
群。浙江省日前还成立了“智慧城市”促进会，计划今年在
全省范围内启动20个“智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项目，遍及
智慧健康、智慧旅游、智慧安居、智慧交通等领域，预计投
资28.68亿元。

在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信息数理中心教师王学严看来，
要实现“智慧城市”的视频预知网、gps定位、“市民卡”等，
在研发层面问题不大，最大的障碍可能不在技术而在于钱。
翻看各个试点城市的申报材料就可以看到，各种规划的背后，
是巨大的资金投入和融资需求。



工信部科技司司长闻库也曾提出，“智慧城市”建设要合理
规划，应尊重市场规律加强宏观指导，杜绝盲目投资重复建
设。

按照住建部的设想，将高起点构架“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
高标准构建智慧型的城市基础设施，高规格建立发展协调机
制，高效率推进 “智慧城市”的示范作用，通过试点探索、
总结、提炼创新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住建部在《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2013年度试点申报工作的
通知》中写道，每个省限推荐2个试点，可以是市、县、区或
镇。“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试点选取的无歧视性原则，但也
增加了遴选难度。”上述住建部内部人士说，因为没有gdp、
人口规模等硬性限制，申请门槛较低，也更需要甄别，以保
证试点效果。

有专家也提醒，一些欠发达地区建设“智慧城市”的积极性
可以理解，但不考虑基础条件就急于启动项目，还需三思。
如果头脑发热盲目上马，挤占了其他基础民生投入，甚至让
地方政府和百姓债台高筑，无疑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标准体系将问世

在刚刚结束的京交会上，三星sds集团亚太区ceo杨惠泽表示，
火热的市场中却缺乏相关的标准和法律法规规范这类企业的
运营，90%以上以 “提供„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服务”为宣传
口号的企业实则只能提供整体方案中某个细分环节的解决方
案。

据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一份名为《促进我国智慧城
市健康有序发展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由国家发改委
和工信部牵头制定，有望近期出台。意见经修改完善后，将
以国务院名义下发执行，成为从现在起直至2020年指导我
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最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据悉，意见将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和主要目标以“五化”进
行了完整概括，即城市规划设计科学化、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管理精细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和产业发展现代化。针对
上述各地竞相角逐智慧城市的问题，《意见》还要求中心城
市、中小城市、小城镇要结合各自实际，理性推进智慧城市
建设。

部门之间的藩篱一直是新兴产业发展的症结，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校长邬江兴认为，建
设“智慧城市”难点不在技术，而在利益壁垒。

以智能公交为例，需要通信系统、银行系统、政务管理系统
等全面打通、开放，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恰恰极其缺乏跨部
门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工作机制，使智慧应用的推广难度非常
大。

“政府各个部门都有大量信息，但这些信息都被政府的各个
部门所拥有，所谓智慧就是把这些信息最大程度地融合起来，
才能让城市得以智慧地运行。”邬江兴说。

而在即将出台的意见中也或有类似 “将信息资源作为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下大力气促进信息资源开放和
共享”的表述。

智慧城市工作总结 智慧城市篇二

减速器是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独立的闭式传动装置，是一
种相对精密的机械，使用它的目的是用来降低转速和增大转
矩，以满足工作需要，在某些场合也用来增速，称为增速器。

为了保证减速器的正常工作，除了对齿轮、轴、轴承组合和
箱体的结构设计给予足够的重视外，还应考虑到为减速器润
滑油池注油、排油、检查油面高度、加工及拆装检修时箱盖
与箱座的精确定位、吊装等辅助零件和部件的合理选择和设



计。

减速器按用途可分为通用减速器和专用减速器两大类，两者
的设计、制造和使用特点各不相同。其主要类型：齿轮减速
器；蜗杆减速器；齿轮—蜗杆减速器；行星齿轮减速器。

一般的减速器有斜齿轮减速器(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器、蜗
轮减速器、锥齿轮减速器等等)、行星齿轮减速器、摆线针轮
减速器、蜗轮蜗杆减速器、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

减速器在各行各业中十分广泛地使用着，是一种不可缺少的
机械传动装置。当前减速器普遍存在着体积大、重量大，或
者传动比大而机械效率过低的问题。国外的减速器，以德国、
丹麦和日本处 于领先地位，特别在材料和制造工艺方面占据
优势，减速器工作可靠性好，使用寿命长。但其传动形式仍
以定轴齿轮传动为主，体积和重量问题，也未解决好。日本
住友重工研制的fa型高精度减速器，美国alan-newton公司研
制的x-y式减速器，在传动原理和结构上与此类似或相近，都
为目前先进的齿轮减速器。除了不断改进材料品质、提高工
艺水平外，还在传动原理和传动结构上深入探讨和创新，平
动齿轮传动原理的出现就是一例，减速器与电动机的连体结
构，也是大力开拓的形式，并已生产多种结构形式和多种功
率型号的产品。目前，超小型的减速器的研究成果尚不明显。
在医疗、生物工程、机器人等领域中，微型发动机已基本研
制成功，美国和荷兰近期研制的分子发动机的尺寸在纳米级
范围，如能辅以纳米级的减速器，则应用前景远大。

2.国内减速器现状

国内的减速器多以齿轮传动、蜗杆传动为主，但普遍存在着
功率与重量比小，或者传动比大而机械效率过低的问题。另
外，材料品质和工艺水平上还有许多弱点，特别是大型的减
速器问题更突出，使用 寿命不长。国内使用的大型减速器
（500kw以上），多从国外（如丹麦、德国等）进口，花去不



少的外汇。60年代开始生产的少齿差传动、摆线针轮传动、
谐波传动等减速器具有传动比大，体积小、机械效率高等优
点。但受其传动的理论的限制，不能传递过大的功率，功率
一般都要小于40kw。由于在传动的理论上、工艺水平和材料
品质方面没有突破，因此，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传递功率大、
传动比大、体 积小、重量轻、机械效率高等这些基本要
求。90年代初期，国内出现的三环（齿轮）减速器，是一种
外平动齿轮传动的减速器，它可实现较大的传动比，传递载
荷的能力也大。它的体积和重量都比定轴齿 轮减速器轻，结
构简单，效率亦高。由于该减速器的三轴平行结构，故使功
率/体积（或重量）比值仍小。且其输入轴与输出轴不在同一
轴线上，这在使用上有许多不便。北京理工大学研制成功
的“内平动 齿轮减速器”不仅具有三环减速器的优点外，还
有着大的功率/重量（或体积）比值，以及输入轴和输出轴在
同一轴线上的优点，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国内有少数高等学
校和厂矿企业对平动齿轮传动中的某 些原理做些研究工作，
发表过一些研究论文，在利用摆线齿轮作平动减速器开展了
一些工作。

发展趋势：

当今的减速器是向着大功率、大传动比、小体积、高机械效
率以及使用寿命长、高水平、高性能、积木式组合设计、型
式多样化，变型设计多等方向发展。

1、高水平、高性能。圆柱齿轮普遍采用渗碳淬火、磨齿，承
载能力提高4倍以上，体积小、重量轻、噪声低、效率高、可
靠性高。

2、积木式组合设计。基本参数采用优先数，尺寸规格整齐，
零件通用性和互换性强，系列容易扩充和花样翻新，利于组
织批量生产和降低成本。

3、型式多样化，变型设计多。摆脱了传统的单一的底座安装



方式，增添了空心轴悬挂式、浮动支承底座、电动机与减速
器一体式联接，多方位安装面等不同型式，扩大使用范围。

智慧城市工作总结 智慧城市篇三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
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是
提高城镇化质量，缓解当前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的重要
举措，建设智慧城市是经济增长“倍增器”和发展方式
的“转换器”。智慧城市不仅会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也会
改变城市生产方式，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当前推进我国智慧
城市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内涵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培育和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社会节能减排，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利于
我国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实
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依托
信息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应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
型和城市治理的现代化;通过整合各种信息资源，全面提升城
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是经
济发展模式创新在特定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是一场信息产业
再升级和信息技术创新引导的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和生产生活
方式变革。这就要求城市发展既要在技术上实现透彻感知、
互联互通和深入智能，更要实现城市经济、生活和管理上的
全面“智慧”。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城市时代，亟需充分利用
城市信息化把握发展机遇，改变以往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管
理中面临的诸多失衡问题，以及应对城镇化过快发展所蕴藏的
“大城市病”集中爆发风险。基于这一现实需求，加快推进
城市“智慧化”，实现城市经济“智慧增长”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
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经济增长“倍增器”和发展方式



的“转换器”，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
持续发展，具体而言:(1)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
推进内涵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建设“智慧城市”有利
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运行效率，通过引进电子
信息化技术，实现电子政务，提高信息传递速度以及实现各
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以提升公共服务部门的行政效率和决
策水平，切实解决城市居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使
全体居民更多地分享信息化和城市化发展成果，推动城镇化
发展模式由侧重数量，关注经济要素集聚的外延型城镇化向
重视质量、突出城市功能完善和经济社会效益提升的内涵型
城镇化转变。

智慧城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 在
生产方式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将为信息技术应用提供更为广
阔的市场空间，有助于增强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和动力，促进
信息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信息化，加快产业转型和结构优
化，推动生产方式由“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
向“绿色、低碳、高效”转变。在消费方式方面，智慧城市
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机结合，通过网络消费、电视购物、
远程服务等消费方式减少中间环节，实现成本节约与资源的
循环利用，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转型。

（4）发展智慧城市有利于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提升城市核
心竞争力。建设智慧城市，有助于我国把握第三次信息革命
的机遇，发展物联网、云计算、3s 等高端信息技术，抢占未
来科技制高点，提升城市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在“十二五”时期，智慧城市与集成电路、智慧工业、地理
信息、软件信息服务等共同列入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国
家“十二五”规划以及“十二五”科技计划的规划重点，以
及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着力点。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要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
府“有形之手”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共同



作用的动力机制。一方面，要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引导性作用，
制定相对完善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营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智慧城市相关
产业流动。

智慧城市建设要处理好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促进产
业技术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发挥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注重物联网、云计算、3s 等
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相关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掌握一批自
主知识产权，不断改变我国信息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
要发挥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作用，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和国际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3）处理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集成共享的关系

建立“智慧城区”或“智慧社区”，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
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扩展、不断提高，进而带动整个
城市的信息化和智慧化。要率先在交通、环境、医疗、教育
等领域推进智慧化项目建设，解决大城市“出行堵”、“环
境差”、居民“看病难、看病贵”、教育不公平等迫在眉睫
的现实问题，提升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引导广
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支持和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定义：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
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
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
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
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
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原因：（1）一方面是中国目前的发展主要以城镇化为重心，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嗜待解决，而智慧城市很有可能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



期，部分地区“城市病”问题日益严峻。为解决城市发展难
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当今世界城
市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3）最后，智慧城市建设是需要不断的创新的，而中国目前
正在提倡创新，由此可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扩大就业，改善
环境、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

智慧城市工作总结 智慧城市篇四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城市里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吧!

以前的文具盒最高档次使用铁做的，现在的文具盒是用塑料
做的，而且还有指南针，还可以弹出来;以前用的是木头铅笔，
现在用的是自动铅笔;以前的尺子用断了还能用，现在是用断
了就重新买一把;以前用井水，现在用自来水;以前是马车，
现在是汽车;以前用算盘，现在用计算机;以前是用信来联系，
而现在是用电话给家人联系;以前用柴来取暖，现在用天然气
取暖，以前没有吹风机，只有用毛巾把头发擦干，现在是用
吹风机来把头发吹干的;以前的桌子是自己用木头做的，现在
是用大理石做的，以前没有零食，如果有一块糖就已经不错
了，可现在我们有了零食还不满足!

这就是以前与现在的鲜明对比，也是城市的变化。

智慧城市工作总结 智慧城市篇五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100个试点城市)编辑

目录1 背景2 目的3 试点名单4 展望

背景为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构筑创新2.0时代的
城市新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之路，住房城乡建



设部于2012年12月5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
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
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
两个文件，即日开始试点城市申报。办法指出，建设智慧城
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
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目的

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
新2.0）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社交网络、fab lab、living lab、综合集成
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营造有利于创新涌现的生态，实现
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
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
创新。试点城市通过智慧城市（区、镇）的实践，从政府和
市长角度，促使城市“不得病”、“少得病”和“快治病”，
保障城市健康和谐发展；从企业角度，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手
段，提升企业自身运营效力、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
从百姓角度，让百姓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便民”、“利
民”和“惠民”，给百姓生活方式带来更好的变化。

住建部表示，将高起点构架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高标准构
建智慧型的城市基础设施，高规格建立智慧型城市发展协调
机制，高效率推进智慧城市的示范作用，通过试点探索、总
结、提炼创新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住房城乡建设部2013年1月29日公布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
单，并与试点城市及其上级人民政府签订共同推进智慧城市
创建协议。2013年8月5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第二批2013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再度确定103个城市(区、县、镇)
为2013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行新型城镇化，有效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
市2013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建办科函[2013]275号）要求，
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了基于数字化城管系统的
智慧城市试点申报的组织、初审和推荐工作。经综合评审，
确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103个城市（区、县、镇）为2013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智慧城市工作总结 智慧城市篇六

我的家乡是汕头，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那凹凸不平的羊肠小道，那欲倒的危房，那空荡荡的市
场，那破旧的小公园，还有那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幼儿园和学
校。现在，变得面目全非了。

来到汕头，只见高楼林立，绿树成阴，繁花似锦，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马路干净又整洁，四辆汽车在马路上并行还显
得很宽敞。马路两旁种满了一棵棵苍翠的树，使空气十分清
新。一幢幢高大雄伟的建筑物犹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有三
十层的高楼大厦，有显示现代特色的五星级酒店，还有别致
的居民楼，展示了现代城市的风貌。市场里的食物琳琅满目，
每天买菜的人络绎不绝。以前的汕头市只有一两个破旧不堪
的公园，现在已经新建了许多公园，不但景色宜人，还增加
了各种游戏设施。公园里的假山、喷泉、花草树木比比皆是，
给公园增添了许多情趣。幼儿园和学校鸟语花香，传来孩子
们欢快的笑声和琅琅的读书声，合奏成一支和谐生活的交响
曲。

现在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水平犹如芝麻开
花——节节高。听长辈们讲，以前的生活十分拮据，自给自
足。户户人家的父母都是起早贪黑地干活，但收入才刚好养
家糊口而已。还有，在那时候，如果谁家有一辆自行车或一
台缝纫机，就算是很富有的了。经过了连年的经济改革开放，
使市民们增加了收入，个个都奔上了小康水平。现在每户人



家家里都有普通的家具设备了，甚至个别人家还拥有一些现
代化的高科技用品。

看着家乡的这些变化，我们非常骄傲和自豪。因为它美化了
我们的家乡，美化了我们的生活。我爱家乡的一草一木，更
爱这个生我养我的家乡——汕头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