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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城市和人本城市建设的浪潮已经触及到了城市的细胞——社区，智慧社区建设已成为未来10多年中

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社区网格化管理逐步成熟以及城市社区管理逐步信息化的新背景下，本文从中国

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出发，提出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路径：智慧社区建设应以社

区动态规划为引导、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依托，通过多网格融合和技术标准建立与互融，实现社区服务精细化。特

别强调社区规划应突破社区物理空间，并对社区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实现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再社区化；

进而实现社区网格的科学划分和动态管理，并基于居民时空间行为的模式挖掘和需求分析，提供社区居民行为引

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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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社区发展逐渐开始

摆脱政府强势干预，由居民组建的社区组织逐渐在

社区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居民对社区社会、经济、

文化生活拥有了主导权(O'Connor, 2008)。尤其是

随着人们对邻里环境与社区生活质量的重视及社

区信息化、智能化设施的普及，社区的生活功能已

然成为社区建设的核心，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与个

性化需求成为社区建设的重点。

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

成的单位制无法满足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逐渐开

始解体，单位制主导社会基层组织制度逐渐由社区

制所取代(何海兵, 2003)。社区冲破了传统单位大

院的空间束缚，逐渐还社区以居住、生活功能为主

的社会群体组织单元本质。在社区尺度内，土地混

合化与功能综合化得到弱化，但在街道、区镇、城市

更大尺度上却得到增强，土地资源和服务设施在市

场化机制的推动下得到更优的配置，城市空间结构

发生重组，居民生活跨出社区的物理围墙，出现多

样化、复杂化转变。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形

势下，城镇发展逐渐从注重经济增长转向以居民生

活为核心的发展新模式(夏学銮, 2002; 陈岩, 2007)，

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成为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核心目

标(费孝通, 2002; 柴彦威等，2014)。社区作为智慧

城市和人本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其建设已进入智

慧化发展的新阶段，需要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高

效、精细、科学、智慧的管理与服务。同时社区建设

由管理和治理功能转向更加侧重居民服务，强调居

民的主体性地位，并为其提供便民、利民和惠民的

精细化服务，以及优化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时空间秩

序，提高生活便捷度与居民生活质量，促进邻里关

系与社会和谐。

城市社会学者、城市地理学者、城市规划学者

对社区研究由来已久，不同领域学者侧重不同方

面，研究热潮也此起彼伏。社会学者多从社区群体

出发研究社区共同认识、社区治理、社交关系等问

题，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区研究在社会学领

域中逐渐衰落。另一方面，随着80年代社区地域性

概念的引入，城市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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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热潮开始兴起。城市地理学者从空间出发

关注社区空间发展与居住分异等问题，城市规划学

者多从社区规划、社区景观设计等方面为社区建设

提供支持(约翰斯顿, 2005)。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地

理学在社区研究中都强调社区生活的重要性，而城

市地理学更重视社区生活的时间空间特征(姜振华

等, 2002; 柴彦威等, 2012)。

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是理解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土地利用、城市交通、城市社会、城市居民生活

方式的基本研究单元，而社区规划、管理与服务是

将城市地理学者研究成果推向实际应用的重要出

口，因此，城市地理学学者应重视城市社区研究(柴

彦威等，2013)。由行为地理学、时间地理学为主体

构成的日常生活地理学作为城市社会地理学的重

要分支，是地理学深入社区这一城市最小研究与实

践单元的突破口。日常生活地理学从居民时空间

行为出发，通过居民空间行为分析和模式挖掘，掌

握居民时空行为特征及其与城市、社区空间作用关

系，进而面向居民群体或个体提供服务，是一套实

现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路径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本文在分析中国社区网格化管理、信息化发展

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基础设施、感知设备、

网络融合、数据汇集等数据采集与融合层面，通过

社区规划、管理、服务相关技术体系的互融互通，建

立可接入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智慧社区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并基于日常生活的地理学理论与方

法，从社区管理网格化、服务精细化、规划动态化等

方面提出了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路径。

2 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信息化基础

2.1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现状

社区网格化管理是社区治理的创新，经过近20

年的发展尤其是近10年的全面普及，使得中国社区

建设初步完成了信息化改造。在城市信息化发展

的要求下，城市网格化建设以街道、社区、网格为范

围对象，通过对社区地图、房屋、楼栋、人口、党建、

安全、纠纷等民政和治安信息的数字化，实现即时、

联动的社区信息化管理。尤其是对社区内发生的

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社会治安等事件实现了即时

监察、调整与治理，并通过构建不同角色模块和打

造互动平台，为社区居民与各级管理者提供了交流

互动的平台，实现不同等级社会管理部门与同一等

级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协同处置，及时听取社区居

民意见与建议，反馈社情民意。社区网格化管理，

运用技术化手段将被动、分散式管理转化为主动监

测、系统式管理，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在公众参

与、多方互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也是和谐社区建

设与社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李鹏等, 2011)。

社区网格化管理为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包括：通过社区管理综合平台

建设，基本实现了社区基础信息的电子化，为社区

智慧化管理和社区聚合服务提供良好的信息化基

础；细化了社区管理单元，虽然单元划分未必完全

合理，但管理网格的细分仍为社区精细化管理与服

务提供了借鉴和支撑。社区管理人员得到一定的

信息化技能培训，包括上级职能部门、居委会、物业

委员会、网格管理人员等均进行了信息化技能实

践，积累了相关经验。

2.2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问题

社区网格化管理作为社区基层管理的手段创

新，虽然在社区管理与服务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一定

的效果，为智慧社区建设打下一定基础，但依然存

在诸多问题，也是下一阶段社区管理与服务提升亟

需解决的问题，包括：

(1) 重管理轻服务，智慧化程度有限。社区网

格化建设核心是面对社区管理者建立的，实质是针

对民政信息、安全信息、矛盾纠纷解决的社区治理

模式创新。居委会作为行政基层组织的代表，行政

化偏向仍然较重；社区网格化建设重管理而轻服

务，社区的服务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社区居民

主动性与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 ( 陈志强等,

2007)。但随着政府组织机构作为社区建设单一主

体地位被逐渐打破，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主动

性开始增强(魏娜, 2003)。居民是社区建设的主体，

社区的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亟需实现从面向管理

者向面向多元主体，尤其是居民的转变。但社区信

息化服务多以天气、停车、限行等简单化、静态信息

发布为主，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充

分满足。为此要从居民实际需求着眼，从居民时空

间行为分析入手，提供满足社区居民切实需求的服

务，实现从传统社区管理模式向智慧社区服务模式

的转化。

(2) 重空间划分，人本社区建设不足。社区网

格化管理实际是以空间为核心的人、地、事、物、组

织的静态管理，社区网格往往由社区管理者根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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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面积、人口数量等标准进行划分，具有较强的主

观性和简单化弊端，且以静态管理为主，缺乏合理

科学的网格划分手段和技术，导致社区网格化管理

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缺乏对与人相关信息的动态监

测和及时提供针对性服务(邢月潭, 2008; 马贵侠,

2013)。且空间划分往往依照社区物理空间内的楼

栋分布，未考虑社区内部空间与社区周边设施存在

紧密的关联，很少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进行目标

定位，未能实现以空间为基础到以人为基础的转

变，社区人本化建设不足。

(3) 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信息化水平有待提

高。社区信息化建设长期以来各自为政，建设内容

与水平参差不齐。虽然社区网格化建设有指导性

文件，但具体执行方法差异较大，且缺乏建设标准

的约束与支撑及统一的建设规范引导，使得中国社

区网格化建设较为混乱，难以在更高行政管理部门

实现快速集成管理，不利于社区服务业务的推广和

第三方服务接入，最终阻碍了社区信息化进程(陈

家刚, 2010)。目前，社区网格化建设多侧重于信息

化管理平台的建设，信息系统滞后、数据库建设缺

乏，缺乏专业的系统维护和升级。虽然重视社区信

息化硬件建设，但单一化静态电子展牌对社区居民

信息服务很有限，其他信息化硬件设施建设不足，

缺乏与社区管理与服务其他终端设备的配套与衔

接，各网格之间的信息缺乏联动(李鹏等, 2011)。

3 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框架

3.1 从网格化管理走向智慧社区建设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以网格化

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

求”。居民对社区管理与服务存在多层次、多样化的

需求。社区网格化管理为社区建设奠定了一定的信

息化基础，但网格化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阻碍了社

区管理与服务的进一步提升；而智慧社区建设则为

社区管理与服务新一轮改革和提升提供了契机。

随着城市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有力地推进

了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建设，而智慧社区是智慧城

市的组成细胞，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北京西城

区、上海陆家嘴、广州天河区等地区相继开展了智

慧社区建设示范试点，并先后颁发了一批不同层次

的建设指南。如北京市、上海市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3年颁布了《关于在全市推经智慧社区建设的事

实意见》、《北京市智慧社区指导标准(试行)》和《上

海市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也于 2014 年 6 月颁布了《智慧社区建设指南 (试

行)》，并正在组织专家和基层工作者编制智慧社区

建设国家标准《智慧社区建设规范》。

在社区网格化管理初步奠定信息化基础但尚

未全面深入铺开时，智慧社区建设又开启了新一轮

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热潮，但社区网格化管理

与智慧社区建设缺乏衔接；虽然社区网格化管理为

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信息化和智慧化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但中国目前开展的智慧社区建设未能充分利

用这一基础，且缺乏统一的建设模式。因此，今后

智慧社区建设亟需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克服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弊端，建立智慧社区管理与服务

技术标准，充分利用智能监测终端、信息推送终端

等智能终端，变社区静态管理为社区动态服务。

社区网格化管理已经建立了职能部门、社区居

委会、物业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居民等多角色主体

服务网络端口，社区居民通过百姓互动平台及时反

馈建议和意见。社区网格化管理建有公告管理模

块、个人通知管理模块、短信管理模块等模块构成

的信息发布平台，以及网格以内发生民众矛盾纠纷

与社会治安等事件主动上报与调处整治的社情民

意平台。智慧社区建设应充分利用社区网格化管

理已有成果，建立基于网格化管理的智慧社区管理

与服务平台，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主体由社区

管理部门向社区居民的转变，形成以社区居民为核

心的多主体互动模式；通过社区范围内及社区周边

摄像头、家居、环境监测设备、管线监测设备、一体

化服务设备和社区居民的移动通信、位置感知设备

等实现社区各层面数据的动态感知；依托社区网格

划分实现各个网格或微空间不同感知设备的建设

和管理，强调社区网格的微观监测与管理和网格之

间的动态关联。将社区划分为网格进行管理和服

务，有利于社区基础设施和感知设备的建设与布

局、感知设备反馈信息的精细化管理，同时有利于

社区服务的合理配套和实施针对性的服务。

3.2 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路径

在智慧城市建设和倡导人本理念背景下，社区

作为城市的细胞和最小建设示范单元，其管理与服

务的智慧化建设逐渐成为建设的核心方向，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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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重视，社区

环境、社区生活质量和健康生活方式成为社区居民

关注的重点。智慧社区建设推动了现阶段社区管

理与服务智慧化的深入发展。

智慧社区建设应以人为核心，依托社区管理网

格化建设，以社区动态规划为指导，通过移动互联

设备感知、多网融合和数据抽取—转换—加载

(ETL)，利用智慧社区聚合服务技术、智慧社区居民

自主与互助服务技术、智慧社区本地化第三方服务

集成技术和智慧社区设施与环境监测技术，实现智

慧社区精细化服务，并通过国家颁布的智慧社区建

设指标与评价体系对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水

平进行评价和反馈，促进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的

不断提升。

3.2.1 社区管理的智慧化实现

(1) 充分利用社区网格化建设成果

社区管理的智慧化应充分依托社区网格化管

理的已有基础，打破传统基于空间的治理思路，从

居民行为分析出发，实现社区管理网格的科学划

分，向以人为核心的社区治理模式转变。居民社群

日常行为早已冲破了社区的物理“围墙”，往往依托

社区周边各类设施供给，不同居民个体或居民社群

的日常空间会经常出现空间重叠和共享，即社区生

活圈。高时空精度的居民行为数据是测度社区生

活圈合理范围和进行社区生活圈规划的重要基

础。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社区居民时空间行为和

社区周边设施利用状况能得到迅速有效的获取和

整合(秦萧等，2013；甄峰等, 2014)。基于居民时空

行为特征，用海量数据挖掘、地理计算、智能分析、

地理叙述等方法科学测度社区生活圈，将社区周边

合理范围纳入社区规划的边界，将社区规划聚焦社

区生活圈规划，动态科学地划分社区网格，了解社

区居民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制度基于不同网格、

不同人群、不同行为的社区治理方案。

(2) 从社区网格化管理到社区智慧化管理

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信息化基础和网格化

框架，在网格的智慧化再识别与确定边界的基础

上，通过各个网格内移动互联的感知设备进行设

施、人口、环境、行为、健康等等社区相关的监测信

息数据，借助移动通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等多

网融合技术实现社区数据的传递与汇聚，运用多网

格综合服务统一接入技术、面向主题的服务聚合及

服务管理技术、多网格综合服务多渠道统一受理技

术等社区管理网格化技术、社区居民自主和互助服

务技术等社区服务精细化技术，并在面向服务的体

系架构(SOA)基础上搭建基于网格的智慧社区管理

与服务平台，实现人口、设施、环境、物业、停车、能

源、管线等核心内容的网格化管理，和智慧家居、智

慧健康、智慧养老、智慧出行、智慧缴费、智慧家政、

信息发布等智慧社区精细化服务(图1)。

在建立社区规划动态化、社区管理网格化和社

区服务精细化的技术标准体系下，实现智慧社区规

划、管理与服务不同技术体系之间的耦合互通和无

缝对接，解决技术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促进社区信

息化和智慧化建设。首先，社区网格的划分不应单

独依据人口、建筑或空间面积等静态信息进行划

分，而应充分结合“人”本身的群体特征与行为特

征。具体而言，社区设施、社区管线等静态社区管

理网格的划分可以依据设施空间布局、空间面积等

进行划分，但与人相关的商业服务、养老服务、文体

服务、医疗保健服务、交通信息服务等动态社区服

务网格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且往往超出社区的物

理边界，因此动态社区服务网格划分应充分考虑人

的群体特征和行为特征。其次，基于社区静态网格

和动态网格划分的智慧化，在不同网格内通过标准

互通共融的时空数据监测与采集技术、多网格数据

无线采集技术和智慧社区设施与环境集成监测技

术等进行精细化监测和数据采集。通过多网格时

空数据集成和挖掘，并结合多网格综合服务统一接

入技术和智慧社区本地化第三方服务集成技术，实

现数据转化、集成和挖掘；进而利用智慧社区聚合

服务技术、智慧社区居民自主与互助服务技术，基

于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建立智慧社区综合管理服

务平台，并通过决策支持与个性化信息发布技术实

现社区服务的动态化、精细化和智慧化。

3.2.2 社区服务的智慧化实现

(1) 以日常生活的地理学为知识基础

社区服务的智慧化应从人本理念出发，基于对

居民时空间行为模式挖掘和需求分析，整合社区生

活圈与城市尺度范围内设施供给的时空信息，对社

区生活圈范围内的设施进行时间规划，为居民提供

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实现社区居民行为的高效、

低碳、健康引导。

日常生活的地理学提供了一套实现社区服务

智慧化的理论与方法，其核心为时间地理学与行为

地理学。时间地理学强调行为的时空间制约，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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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理学则强调行为的主观偏好与选择，两者的相

互补充，不断充实了日常生活的地理学研究框架。

随着与移动通信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一方

面，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公众参与，社区居民通过参

与社区规划编制与社区设计方案，和对社区管理服

务反馈建议，提高了社区自治与参与度；另一方面，

基于定位技术使得社区居民时空行为动态数据监

测与捕捉成为可能，通过行为数据生成的自动化、

共享化与智慧化，以及时空行为模式分析与需求挖

掘，实现社区服务的智慧化，这也是社区服务待开

发的重点领域。

(2) 社区服务智慧化与行为引导

传统的社区规划以社区物理空间为内容，以物

质规划为核心，仅仅侧重社区内部设施布局与功能

优化，社区静态规划没有充分考虑社区居民主体性

特征，而社区动态化规划是社区服务智慧化发展的

基础。社区动态规划以人为核心，是基于居民行为

的日常生活地理学研究与规划的结合，将社区生活

圈作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空间范围，通过社区生活圈

内设施时间规划与有效调控，并结合行为与空间相

互作用机制解剖和居民需求挖掘，提供面向居民的

服务引导，实现社区服务的智慧化。

一方面，通过服务设施的时空供给与调控实现

行为与设施时空关系耦合。社区居民生活的时间

维度表现为以人为主体的个人时间利用和以物为

主体的设施(商业服务、医疗、养老、公共交通、停车

等)时间利用，设施时间规划以社区公共服务、公共

空间作为规划对象，将设施时间利用状况与居民的

移动—活动行为和设施时空间利用状况相匹配，从

时间维度实现社区内设施资源的优化配置(柴彦威

等，2014)。社区设施时间规划的范围不应局限于

社区物质空间内部，还应包括社区生活圈整个空间

范围，如社区周边购物设施时间配置、工作地—社

区错时停车等都是通过社区设施时间规划与调控

实现社区服务的智慧化。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

个性化信息服务，引导社区居民行为。研究社区居

图1 智慧社区管理与服务框架图

Fig.1 Framework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smart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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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长期时间尺度和短期尺度下时空行为所产生的

社会响应机制，剖析时空行为背后隐含的丰富内

涵。在社区居民行为时空规律和需求偏好分析的

基础上，遴选有针对性的信息及次序选择集，利用

社区公告管理模块、个人通知管理模块、短信管理

模块和其他智慧化移动信息发布终端等手段，并充

分结合无技术壁垒的第三方服务，通过短期行为引

导和干预，形成长期惯常行为的改变，促进智慧、健

康、低碳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的形成，同时推动

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肖作鹏等, 2012)。

4 结论与讨论

在人本城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更加

关怀社区、关怀社区中的人，营造更宜居的社区环

境、倡导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社区生活质量成

为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因此，亟需促进社区管理

与服务的智慧化。

(1) 近20年的社区网格化建设奠定了社区信息

化基础，但仍存在智慧社区建设硬件设施、感知设

备不足，数据采集、整合与共享及平台建设不能满

足需要等问题。当前中国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

应以智慧社区建设为重点，充分利用社区网格化管

理的现有成果，完善社区静态网格与动态网格划分

及多网格间的有机耦合，通过社区管理网格化技术

体系、社区服务精细化技术体系与社区规划动态化

技术体系的对接互融，促进智慧社区的规划建设。

(2) 社区管理与服务中应更强调对人的服务，

而日常生活地理学研究从居民时空间行为出发，通

过居民行为与空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居民之间的社

会关系，挖掘行为—空间互动机理，最终面向社区

居民服务，提供个性化服务，调控社区居民的日常

生活活动，塑造智慧的社区生活方式，提升社区生

活质量。

(3) 社区规划应突破社区物理空间，基于居民

时空间行为分析，对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实现社会

空间意义上的再社区化，重新构筑社区居民的生活

空间，提升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水平。

结合城市管理学、城市地理学、时间地理学、行

为地理学、移动通信技术及地理信息系统等学科的

国内外前沿交叉领域，通过社区居民日常生活行为

感知，深入挖掘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并及时

作出行为引导与个性化信息服务等精细化、智慧化

的响应，应用于智慧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并接

入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以居民为核心，通过社

区居委会、物业委员会和市场服务企业等多元主体

互动，促进社区管理科学化决策、提高中国社区服

务效率、推进社区居民服务的个性化与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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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communities in Chinese cities

CHAI Yanwei, GUO Wenbo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lanning of Smart Cities,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wave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reached the basic

organizational unit of cities: communities, and the building of smart community is considered the key to the

smar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ystems of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Chinese cities, this article offers

the vie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ommunities should be guided by dynamic planning and based on a man-

agement system using grid data and corresponding tools, and fine tune servic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

ple layers of grid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The planning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should break the physical boundary of communities and re-divide and recreate the space of commu-

nities to form "new communities" in terms of behavior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and thus achieve improved divi-

sion and dynamic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grids, as well as change of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

ties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their behavioral patterns in space and time and needs.

Key words：urban community; space-time behavior; geographies of everyday life; smart community; human-

oriented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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