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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意义］ 智慧社区是社区信息化进程中演化出的新形态和新概念， 其相关研究对我国基层社

会治理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方法 ／ 过程］ 因此，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 对 ＷＯＳ 核心合

集数据库中智慧社区相关的国际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结果 ／ 结论］ 本研究从概念内涵和研究范式明晰了社区信

息化发展研究脉络， 并进一步总结了智慧社区研究的动力机制、 议题关切和热点趋势， 以期为我国智慧社区建设

和可持续的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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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融合的不断深入， 数字国

家、 电子政府、 智慧城市等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兴

起， 成为政府治理的有效工具。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

论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时， 提出要加强应用基础

研究， 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突出关键共性

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 颠覆性技术

创新， 为建设科技强国、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提供

有力支撑［１］。 社区作为构成社会系统的基本单元，
是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着力

点［２］， 社区信息化建设为社区服务与治理提供更

加可靠的支撑平台和良好的系统环境， 为智慧社会

治理创新奠定基础。 因此， 回溯社区信息化治理相

关历程， 明晰智慧社区创新现状， 汲取经验教训，
无疑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

智慧社区是通过先进信息技术建立大数据平台

和管理系统， 实现公民公平便利、 政府透明高效目

标［３］的一系列相互依赖的人类———网络———物理

系统［４］。 智慧社区在统筹协调社区资源配置［５］，
推动社区融合发展［６］， 提升居民生活便利程度［７］

方面有着巨大潜力， 是未来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

重要方向［８］， 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

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但是，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智慧国家或者智慧

城市层面探索切入， 智慧社区仅仅被视为其中的一

个基本模块， 且智慧社区概念尚未成熟， 其在整个

社会治理层面的价值更未凸显， 智慧社区建设在操

作实践中仍面临规划协调、 基础设施、 运营模式和

专业人才等方面的多重困难［９］。 为了更好地理解

其在学术研究的源起， 我们选择和智慧社区概念相

关且有传递意义的概念， 即数字社区， 一并进行分

析。 由此， 本文梳理了数字社区向智慧社区发展阶

段的国际文献， 追踪社区信息化过程的发展轨迹，
重点聚焦智慧社区的研究现状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

当前国际智慧社区研究的规律和特点进行分析和归

纳， 以期对未来智慧社区的理论研究和治理实践提

供参考， 进一步提升基层社区治理能力， 为建设智

慧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助力。

１　 研究方法

本文梳理的研究文献来自于 ＩＳＩ－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 结合本文研究目的， 将整个文献

梳理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数字社区与智慧社

区的发展探索； 第二部分聚焦智慧社区研究。 具体

而言， 文献筛选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如图 １ 所示。
考虑到数字社区和智慧社区研究的多学科性， 第一

阶段我们试图检索获得尽可能多的高质量文献， 故

而选择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进行以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 ＯＲ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
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为主题， 检索日期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 进行英语文献的高级搜索查

询， 共获得相关出版物 ４７４ 篇。 第二阶段， 一方面

我们为确保对数字社区和智慧社区的准确分析， 通

过题目和摘要阅读对文献进一步精炼， 最终选择

６０ 篇期刊论文， １４２ 篇会议论文， 去重后共计 １９５
篇文献构建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数据库。 另一方

面， 为了全面把握和理解当前国际上智慧社区研究

的概况， 选择与智慧社区话题相关的研究成果， 即

１０５ 篇期刊论文， ２２４ 篇会议论文， 去重后共计

３２１ 篇文献构建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数据库。

图 １　 论文研究数据库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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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社区信息化演进： 数字社区到智慧社区

从文献回顾中可以发现， 数字社区与智慧社区

是文献中最常用来表述社区信息化的术语。 为了更

为清晰地理解这一发展脉络， 阐明数字与社区智慧

社区概念之间的共同特征和差异， 对两者进行合理

界定， 以下我们将从发展历程、 概念内涵和研究范

式 ３ 个方面对当前国际社区信息化研究中的数字社

区和智慧社区研究进行分析与归纳。 其中时间分析

解释两者在时间框架中的发展趋势及驱动因素， 回

答 “哪些事件主要影响了数字社区和智慧社区发

展” 问题； 定义分析解构概念， 回答 “数字社区

和智慧社区内容之间的差异和重叠” 问题； 方法

分析通过将文献进行实证—理论研究的分类， 试图

了解并回答 “研究起源是更理论性的、 自上而下

的， 还是更具经验性、 自下而上的” 问题。
２ １　 时间分析： 发展历程

采用时间分析方式， 分析数字社区和智慧社区

研究的时间分布趋势， 并尝试解释影响其发展的因

素。 基于这一目的， 我们绘制了数字社区和智慧社

区研究的发展趋势图， 如图 ２ 所示， ３ 条曲线的时

间趋势虽有部分重叠， 但也不尽相同。 就社区信息

化治理的整体趋势来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文献数量才

开始大幅度上升， 尤其是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文献数

量呈现几何级增加。 其中， 不难发现， 数字社区研

究的发展变化趋势较为稳定， 总体呈现出波动式小

幅上升特点。 智慧社区研究则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呈现

出上升态势， 贡献了社区信息化治理的多数研究，
在 ２０１４ 年稍有下降之后， 又进入稳定高速发展阶

段， 并且未来依旧呈现上升势头。 检查时间分析结

果， 有 ３ 个日期可能是影响数字社区和智慧社区研

究时间分布趋势的原因， 这些日期分别是：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图 ２　 数字社区和智慧社区研究的发展趋势

　

　 　 ２０００ 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

进程的加快， 传统社区治理形式开始遭遇新时代治

理工具的挑战， “智慧社区” 由技术概念逐渐进入

实践探索［１０－１１］， 但现阶段的智慧社区还未真正融

入居民生活， 数字社区研究仍占据主要地位［１２］。
２００８ 年。 ＩＢＭ 公司提出了 “智慧地球” 的概

念， 倡导在智能时代使用互联改变提升生活质量。
在此之后， 全球许多公司 （如思科、 ＡＢＢ、 惠普、
西门子、 爱立信等） 都遵循了 ＩＢＭ 的想法， 研究

城市问题的新智能项目， 智慧城市这个概念随之在

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智慧社区

概念也慢慢在研究中传播开来。
２０１１ 年。 经过 １０ 年发展， 科学技术水平迅速

提升， 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发展为智慧社

区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尤其是智能家居研发进入

大众视野［１３］， 智慧社区研究逐渐由虚拟架构进入

居民生产生活领域［１４］。 云计算、 大数据处理技术

也成为世界各国社区治理变革的关键环节［１５］。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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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技术不断成熟， 智慧社区进入了具体实践建设阶

段， 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隐私保护和住宅建设等现

实问题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１６］。
２ ２　 定义分析： 概念内涵

数字社区与智慧社区概念经常重叠或混淆， 定

义分析的目的是比较两者定义， 以便于理解这两个

概念之间的主要相似点和差异。 不同学者对数字社

区和智慧社区的关注和理解存在不同， 但是学界对

两者的内涵还是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在总结国内外

文献基础之上， 我们绘制了表 １， 表述数字社区与

智慧社区定义差异。

表 １　 数字社区与智慧社区定义内涵比较 （自制）

定义项
数字社区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智慧社区

（Ｓｍａｒｔ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参与主体 社区、 企业、 政府等 社区、 企业、 政府、 居民等

技术定位 虚拟平台 网络物理系统、 人类———网络———物理系统

应用领域 虚拟社区 智能家居、 个性化服务、 社区治理

价值目标 协调、 应急 公平、 效率、 共享、 智能化

　 　 早期数字社区研究内容比较宽泛， 涉及企业、
社区、 公共部门等多主体， 如数字社区虚拟企业网

络研究［１７］、 数字社区建设研究［１８］、 数字社区公共

部门的电子政务创新研究［１９］。 近几年数字社区的

专题研究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针对社区实践主题的

研究增多， 并关注到社区的具体生活和社区关系，
如社区档案结构化、 社区认同、 少数群体、 隐私保

护问题等［２０－２１］。 此外还有， 通过涵盖家庭信息服

务、 房屋自动化和物业管理的数字社区管理系

统［２２］， 在虚拟社区平台对真实社区进行关系协

调［２３］。
智慧社区概念源于智慧城市， 是实现可持续、

低碳和抗灾功能的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４］，
也是社区参与城市生活公共服务创新［２５］。 国内智

慧社区设计， 多涉及电网［２６］ 等领域的电能数据采

集系统、 分布式能源接入监控系统， 以及智能家居

系统、 社区服务管理系统等［２７］， 随着公民参与增

加， 智慧社区倾向于发展成为一种新型基层治理模

式。 放眼国际， 智慧社区研究最初主要集中于应用

互联网、 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解决社区管理实践

中的现实问题， 在社区能源［２８］ 以及智能家居［２９］ 领

域研究较多， 并呈现不断细化的趋势。 关注个人对

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 信息和服务融合以及多主体

互动的智慧社区主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如

Ｆｉｒｍａｎｓｙａｈ Ｆ 等从智慧社区改善参与背景下研究文

化遗产保护问题［３０］； Ｌｅｅ Ｙ Ｔ 等人研究智慧社区服

务管理算法分配问题， 认为需要了解和解释利益相

关者持有的各种公平观念， 保持社会互动， 建立公

平和激励的算法服务［３１］。

总体而言， 数字社区集中关注将社区、 企业、
政府等主体的实体信息构筑为虚拟平台的虚拟社区

研究， 注重实体社区与虚拟社区整合［３２］， 目标是

虚拟社区和真实社区之间的协调或应急［３３］。 而智

慧社区则是立足于居民角度， 通过各个社会主体的

互动， 借助智能家居、 个性化服务和公众治理等途

径［３４］， 实现社区公平、 效率、 共享的人类———网

络———物理系统［３５］。

２ ３　 研究范式： 理论与实证研究

范式分析是将理论文章与实证文章进行区分统

计， 目的是试图确认数字社区与智慧社区研究主要

是理论基础上的学术理念， 还是从社区的具体实施

中产生的实践探索， 也就是理论研究与经验实施之

间的关系。 从专业角度而言， 实证研究具有鲜明的

经验特征， 主要包括数理实证研究和案例实证研

究； 而理论研究是对社会现象、 社会生活的内在联

系及其规律的研究。 两者之间在学术上具有明确的

界定， 但本文鉴于数字社区与智慧社区涉及多领

域， 单一的标准对范式分析会存在差异， 故将实证

研究定位于案例研究和单一技术实践探索， 将理论

研究定位于知识架构、 体系研究。 统而言之， 两种

研究范式的占比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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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数字社区与智慧社区研究范式分布

　

总的来看， 相关研究以实证研究， 即以案例、
实践探索为主， 理论研究则显得不够充分。 首先，
相关案例研究多从优化技术、 完善设施、 构建框架

／系统 ／模型等角度入手， 展现现实探索进程， 如优

化移动数据收集、 上传技术， 提升社区物联网系统

数据传输效率［３６］； 提升传感器等基础设施安全性，
保护社区隐私安全［３７］； 从基础层、 共享层、 应用

层、 服务层和门户层构建智慧社区规划框架， 促进

新型城镇化发展［３８］。 其次， 也有少数学者尝试从

理论视角切入这个议题， 在为数不多的理论研究

中， 理论应用［３９］、 路径探讨［４０］、 模式归纳［４１］等是

主要形式。
数字社区与智慧社区研究比较来看， 理论研究

与实证研究的数量差异基本一致， 但数字社区的理

论研究比重略高于智慧社区研究。 其中数字社区的

理论研究以社区革命［４２］、 教育方法［４３］、 理论框

架［４４］、 理论建议［４５］为主， 智慧社区的理论研究以

理论应用［４６］、 模式研究［４７］、 公民参与［４８］为主。 因

此， 社区信息化研究的理论进程稍滞后于实践， 其

中智慧社区的研究特点亦是如此， 学界需要在理论

溯源上给予更多地关注。

３　 社区信息化实现： 智慧社区探索

数字社区和智慧社区的文献梳理和分析已经帮

助我们理清了社区信息化的发展脉络， 定义了数字

社区与智慧社区的概念内涵， 并概括了社区信息化

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关系。 在此基础上， 本部分重点

聚焦智慧社区研究成果， 依托前文建立的国际智慧

社区文献研究数据库， 对智慧社区研究呈现的规律

和特征， 包括研究动力、 研究场域和研究关切进行

归纳和讨论， 同时对未来智慧社区研究的开展提出

一些可供参考的方向和角度。

３ １　 研究起源： 动力机制

该部分试图从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总结回答： 为

什么要研究智慧社区？ 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可以帮助

我们追本溯源， 理解智慧社区探究的现实意义， 由

此明晰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如

表 ２ 所示， 我们可以将目前国际上智慧社区研究的

驱动力分为 ４ 种。

表 ２　 智慧社区研究的驱动力 （自制）

类别 举　 　 　 　 　 例

问题

驱动

城市中心人口集中 （Ｍａｕｒｙ Ｚ Ｄ Ｌ Ｃ Ｓ 等［６６］ ， ２０１５）；
建设经验缺乏 （Ｚｈｕ Ｑ Ｘ 等［３６］ ， ２０１７）；

住宅能源需求上升 （Ｐａｌａｃｉｏｓ－Ｇａｒｃｉａ Ｅ Ｊ 等［４９］ ， ２０１６）；
室内空气质量差 （Ｍｅｒｉｋｈｉ Ｂ 等［５０］ ， ２０１６）

目标

驱动

提升社区竞争力 （Ｃｏｈｎ Ｓ 等［５２］ ， ２０１６）；
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５３］ ， ２０１４）；

提高社区生活质量 （Ｌｉａｎｇ Ｘ 等［５４］ ， ２０１３）；
提升居民社区意识 （Ｋｉｍ Ｍ Ｊ 等［５５］ ， ２０１４）

政策

驱动

地方政府数字议程 （Ｂａｌｅｎａ Ｐ 等［５７］ ， ２０１３）；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Ｄａｎｇ， ２０１６）；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策略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 等［５８］ ， ２０１７）

技术

驱动

移动通信 （Ｈｕａｎｇ Ｌ Ｆ 等［５９］ ， ２０１４）；
大数据 （Ｆｅｎｇ 等［３］ ， ２０１５）；
物联网 （Ｚｈｕ Ｑ 等［６０］ ， ２０１７）

问题驱动， 聚焦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将智

慧社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进行研究。 借助于智慧

社区的智能数据采集系统和计算系统， 使用随机需

求建模和历史生产数据就可以大大提升智慧社区能

源需求负载匹配准确度， 实现资源高效利用［４９］。
针对 “室内空气质量可能对人体健康有不良影响”
问题， Ｍｅｒｉｋｈｉ Ｂ 等提议建立智慧社区室内空气质

量监控模型来解决［５０］。 当处理社区服务管理相关

事务时， 智慧社区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其良好的交

互体验、 精准的数据分析以及便利的操作经验助力

公民参与城市发展决策问题［５１］。 诸多亟待解决的

现实问题增加了人们对智慧社区研究的热情， 如社

区养老、 社区护理、 环境保护等问题， 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尝试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智慧社区进

行关联， 期待智慧社区能够包容这些问题。 但是，
目前智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大部

分智慧社区的功能只是构想， 未来智慧社区到底可

以承担多少问题责任， 仍然要保持理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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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驱动， 是为达到特定目标而进行研究。 社

区是竞争的中心， 世界各地正在努力通过发展智慧

社区建设国家竞争力［５２］。 尤其是国内特殊环境中，
社区物业管理通过不断更新管理理念和方法， 跟上

智慧社区发展步伐， 将使人们对服务更加满意， 提

升社区服务水平［５３］； 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教育、
医疗和政府服务水平提升， 社区生活质量得到提

高［５４］； 引入 “智能范式”， 制定和采取有效的策

略， 可以激活社区， 提高居民的社区意识［５５］。 明

确的目标， 为智慧社区研究指引方向。 但值得注意

的是， 目前相关研究目标比较宏观， 且尚未对智慧

社区最终受益者—居民—给予充分关注， 后续研究

需在明确建设背景的基础上， 将居民纳入更广泛的

考虑范围。
政策驱动， 肯定了科学合理的政府政策在智慧

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加强和创新城市社会治理， 探索通过建设智慧社区

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途径［５６］。 世界各国地方政

府的数字议程将开放网络与社区公共事务相结合，
以此改善社区公用事务［５７］。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策

略试图树立， 基于社区基础设施和商业领导者之间

的全球共同发展、 可持续理念， 为智慧社区建设赋

予更多可能性［５８］。 政策是相关研究最直接的驱动

因素之一， 因此， 从地方到国家、 到国际社会， 智

慧社区发展政策的出台与应用， 给与相关研究莫大

动力。 但智慧社区政策以地方政府或者个别国家政

府水平为主， 国际层级尚缺少普遍认可的策略， 国

际社会应一道， 共同发挥智慧社区政策对相关研究

的促进作用。
技术驱动， 突出技术以及软件、 硬件设施对智

慧社区发展的重要性。 信息、 技术和大数据刺激了

管理领域的改革， 在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应

用越来越深入， 相关的移动智能设备和应用技术也

逐渐发展［５９］。 物联网为社区治理提供了许多新的

选择， 如智慧医疗、 公共安全［６０］。 但同时， 国内

外的研究者均注意到， 技术应用存在一定的风险，
易受到各种新型网络攻击， 居民隐私存在潜在损失

可能［６１］。 因此， 信息技术发展为社区信息化带来

更多可能， 为智慧社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话题， 但

技术的固有缺陷不可忽视。
３ ２　 研究场域： 议题关切

３ ２ １　 研究主体

本部分对前文数据库中的智慧社区文章进行统

计分析， 选取发文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进行国家间

的发文数量与质量分析， 如表 ３ 所示。 从智慧社区

研究的文献发表数量来看， 总体而言， 智慧社区研

究发文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 发文量占全部文

献的份额从 ３３ ３３％ ～ ２ ４９％不等， 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 排名前 ３ 位的国家贡献了超过 ６５％的研究，
是智慧社区研究的重要核心。 中国以 １０７ 篇论文排

名榜首， 其次是日本、 美国、 意大利、 加拿大。 如

表所示， 澳大利亚、 新加坡、 英国、 西班牙、 韩国

在排名中位于第 ６～１０ 位。

表 ３　 智慧社区研究高产国家分布

国　 　 家 文献数量 份额（％） 被引频次 平均被引 Ｈ 指数

Ｃｈｉｎａ （中国） １０７ ３３ ３３ ３０７ ２ ８７ ７

Ｊａｐａｎ （日本） ６１ １９ ００ ３８ ０ ６２ ４

ＵＳＡ （美国） ４２ １３ ０８ １４５ ３ ４５ ６

Ｉｔａｌｙ （意大利） ２３ ７ １７ ３６ １ ５７ ４

Ｃａｎａｄａ （加拿大） １７ ５ ３０ ２５７ １５ １２ ５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澳大利亚） １３ ４ ０５ ８８ ６ ７７ 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新加坡） １３ ４ ０５ ９０ ６ ９２ ４

ＵＫ （英国） １１ ３ ４３ ４４ ４ ３

Ｓｐａｉｎ （西班牙） １１ ３ ４３ ２５ ２ ２７ ２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韩国） ８ ２ ４９ １ ０ １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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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发表质量， 主要参考总引用次数、 平均引

用次数和 Ｈ 指数来对发文量前 １０ 的国家进行评

估。 从智慧社区研究的文献发表质量来看， 在排名

前十位国家中， 中国、 加拿大和美国的文献总引用

次数远远高于其它国家。 再看这 １０ 个国家的文献

平均引用次数， 加拿大以 １５ １２ 次排在高质量的第

一梯队，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则以 ６ ９２ 次和 ６ ７７ 次

位列第二梯队， 英国、 美国和中国紧随其后， 位列

第三梯队。 就 Ｈ 指数而言， 中国、 美国和加拿大

排名靠前， 说明它们在国际智慧社区研究中占有主

导地位。
文献质量与数量相结合， 可以看出中国的相关

研究数量质量基本平衡， 但也可发现国际研究中一

些有冲突的地方。 首先， 加拿大虽然文献数量不

多， 处于第五位， 但被引频次较高， 处于第二位，
平均被引则处于第一位， 可见加拿大文章总体质量

高。 第二， 与加拿大相反， 日本发文数量不少， 处

于第二位， 而被引频次不高， 平均被引频次甚至处

于倒数第二位， 可见日本智慧社区文献总体质量偏

低。 第三， 澳大利亚与新加坡文献数量、 被引情况

相似， 且总体质量也比较高。 详细分析来看， 加拿

大的高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关［６２］， 日本的

高产出与国家能源短缺与自然灾害频发有关［６３］。
除此之外， 期刊水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影响因素，
新加坡文献发表期刊基本集中于中科院 ＳＣＩ 一区，
而日本发文期刊处于四区的也较多， 正如下文提到

的 《Ｆｕｊｉｔｓ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相关文章

数量不少， 可期刊质量一般。 因此， 智慧社区研究

与国家发展水平、 国家发展政策、 国家地理条件等

客观因素有着一定的联系， 但同时， 学者们的选择

也关乎发表文章的总体水平， 高水平的期刊、 高质

量的文章对智慧社区研究的推进有着一定程度的影

响。
３ ２ ２　 现实关注

在智慧社区主题相关的 ３２１ 篇文章中， 会议论

文 ２２４ 篇， 约占２ ／ ３。 会议文章主题往往是时代热

点与研究热点的一种体现， 不同规格、 不同行业、
不同侧重点的会议， 充分体现了议题的时效性、 多

样性和综合性。 对会议论文的分析， 希望能把握智

慧社区研究的领域分布， 把握智慧社区研究的现实

关注。
所有会议论文中， 总体来看， 美国电气和电子

工程师协会 （ＩＥＥＥ） 举办的各种类型会议在所有

会议中占 ３５％以上， 会议主题涵盖能源 （如 ＩＥＥＥ
Ｐｏｗｅｒ － ａｎｄ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ｍａｒｔ Ｇｒｉ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ＧＴ）、 通信 （如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ＣＣ）、
电力 （如 ＩＥＥＥ ＰＥＳ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ＰＥＥＣ）、 智慧城市治理

（如 ＩＥＥ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Ｃ） 等多领域。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较为有影响力的会议也发

表了较多和智慧社区有关的研究， 如管理教育信息

技术和控制国际会议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ＩＣＩ），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国际会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ＣＣＳＡ）， 能源、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

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ＥＳＤ）。 其中 ＭＥＩＣＩ
会议旨在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提供一个高级别的国际

论坛， 涵盖了管理、 教育、 信息和控制等各个方面

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 ＩＣＣＳＡ 旨在汇聚世界各地

计算科学及其应用领域的专家、 学者、 研究人员及

相关从业人员， 分享研究成果， 探索热点问题， 交

流新的经验和技术； ＥＥＳＤ 是旨在成为在能源、 环

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呈现新颖和根本性进步的国际

会议。
在对所有会议名称进行词频分析后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从会议类型来看， 国际会议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占所有会议的 ７６ １５％， 是主要举

办形式； 从会议内容来讲， 可以分为两大类别： 一

类以智慧计算、 智慧电网、 智慧交通等为主题； 另

一类聚焦城市或社会发展， 如城市化、 城市规划、
智慧城市等主题。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智慧社区研

究的现实关注内容广泛， 主要涉及能源、 通信、 教

育、 环境等领域。
３ ２ ３　 学术关注

学术论文体现了一个研究主题的学术成果和价

值， 而期刊品质是评估研究质量的基础， 也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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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以及学术创新点的聚集处， 学术论文发表

的平台以及期刊品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研究成果

的质量。 因此， 我们试图对智慧社区学术论文发文

量前五的学术期刊进行分析， 见表 ４， 以期获得智

慧社区研究的学术关注。

表 ４　 智慧社区研究高产期刊分布

期　 刊　 名　 称
文章

数量

百分比

（％）
影响因子

（２０１７）
期刊

分区
类　 别　 与　 排　 名

Ｅｎｅｒｇｉｅｓ ５ ４ ７６ ２ ６７６ Ｑ２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 （４８ ／ ９７）

Ｆｕｊｉｔｓ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 ４ ７６ ０ １７６ Ｑ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２５６ ／ ２６０）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４ ３ ８１ ９ ２７０
Ｑ１
Ｑ１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 ／ ８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３ ２ ８６ ４ ０３９

Ｑ１
Ｑ２
Ｑ１
Ｑ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６ ／ ３５３）；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 （２８ ／ ９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６ ／ ２４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３ ／ １０８）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３ ２ ８６ ３ ５５７
Ｑ１
Ｑ１
Ｑ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４ ／ １４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４８ ／ ２６０）；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 ／ ８７）

　 　 如表 ４ 所示， 总体而言，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国际期刊， 但各大期刊发文量差异不大。 排名前五

的期刊是 《Ｅｎｅｒｇｉｅｓ》、 《Ｆｕｊｉｔｓ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Ｅｎ⁃
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和 《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这五本期刊除了

《Ｆｕｊｉｔｓ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之外， 其他均

在 ＷＯＳ 期刊分区里面属于高水平期刊， 其中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是国际政治、 经济、 规划、 环境

和社会方面的杂志， ２０１７ 年的影响因子达到

４ ０３９； 《Ｅｎｅｒｇｉｅｓ》 是一个开放获取相关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和政策管理研究的期刊， ２０１７ 年的影响

因子为 ２ ６７６； 《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是多学科全电子档

案期刊， ２０１７ 年的影响因子 ３ ５５７。 总的来看， 智

慧社区研究高水平文章期刊发表数量总体差异不

大， 具体到研究领域， 以电信、 能源、 电子电器等

工科领域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 《 Ｆｕｊｉｔｓ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该期刊是由富士通公司发布，
是介绍富士通集团研发活动、 技术、 产品和解决方

案的季刊。 富士通公司在信息通信技术研发方面处

于领先地位， 在 ＩＣＴ 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和实力。 因

此， 富士通公司在智慧社区实践探索中的领导地位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在学术研究上的进步。
具体到研究主题， 高产期刊相关文章中， 能

源、 城市治理、 网络系统、 智能家居主题占据较大

比重。 其中能源主题主要研究智能电网中的可再生

能源［６４］与分布式能源问题［６５］。 城市主题显示了智

慧城市与智慧社区研究的联系， 使用信息技术处理

各种智慧社区创建的关键方面， 为智慧城市的交通

管理和流动性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６６］。 智能家

居主题也从初期关注系统建设， 逐渐转向安全与隐

私维护［６７］。
３ ２ ４　 小结

通过对智慧社区研究的国家主体、 会议论文和

期刊论文的分析， 我们尝试回答 “谁在什么背景

下研究智慧社区” 的问题。 从研究主体来看， 中

国和美国的研究成果在质量和数量上综合表现较

好； 加拿大、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文献在整个智慧

社区研究中很可能是基础性较强的、 十分重要的节

点； 日本对智慧社区关注热情较高， 其更多体现在

应用和技术实践层面。 而智慧社区研究的现实关注

和学术关注既有一致性， 又有一定的差异性。 总体

看来， 两者都在电信、 能源、 智能应用、 城市治

理、 环境的学科背景下理解智慧社区； 城市治理主

题在期刊的关注度稍微高于会议文章； 相较于现实

关注， 学术关注更加聚焦社区问题与社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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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研究焦点： 特点与趋势

３ ３ １　 研究特点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将智慧社区研究的研究方

法、 研究主题以及主要技术进行系统性总结， 明确

研究关切， 提炼经典话题， 形成目前智慧社区的概

览。 首先， 智慧社区研究一般以个案为依托， 采用

实证研究的方法； 其次， 绿色可持续的社区智能电

网建设是智慧社区研究的主要话题； 最后， 以多代

理技术为代表的智慧社区系统形成了智慧社区建设

的良好解决方案。
首先， 研究方法上， 如上文所述， 案例研究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是智慧社区研究普遍采取的方法。
案例研究通常是选取某一特定地点 ／地区 ／项目作为

试点， 以求验证某个设想或方案的有效性、 可行

性。 智慧社区的案例研究话题中， 一种类型是选取

欧洲、 日 本 试 点， 如 罗 马 尼 亚［６８］、 日 本 北 九

州［６９］， 开展智慧社区相关实践实验项目。 另一种

类型则是通过案例验证策略、 体系的适用性， 如验

证智慧社区住宅峰值电力需求功效［７０］。
其次， 研究内容上， 与 “智能电网、 微电网、

定价方案” 等相关的社区智能电网问题以及 “环
境可持续”、 “绿色能源”、 “可再生能源” 等绿色

可持续内容是智慧社区研究的两大话题。 智能电网

在社区的应用可以提升社区能源利用率［７１］ 以及对

抗自然灾害的弹性［７２］， 因此智能电网一直是智慧

社区研究的经典内容。 智慧社区主题下， 智能电网

话题的研究包括分布式发电和智能电网技术两个内

容， 如分布式发电可以大大降低社区住宅以及电力

共享成本［７３］， 使用 Ｖ２Ｇ 技术共享光伏的电网技术

可以提升社区电力利用率［７４］。 而创新能源解决方

案， 可以实现社区可持续能源转型［７５］。 智能集成

可再生能源系统实施可以促进农村社区整体可持续

发展［７６］。 智能节能可以适应个体居民需求， 降低

家居环境能量消耗［７７］。 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是智慧

社区相较于传统社区的差别之一， 运用新的技术、
理念， 社区发展更加科学与和谐。

最后， 技术层面上， 除云计算、 物联网技术

外， 以多代理技术为代表的智慧社区系统广泛运

用。 移动代理技术可以提供普遍、 准确的护理服

务， 为社区护理营造灵活的运行环境［７８］。 智慧社

区系统中代理连接是处理信息孤岛， 形成数据共享

系统和提高智慧社区性能的良好解决方案［７９］。 基

于多代理的本地社会福利配电， 在社区中引入了共

享经济的概念， 提倡社区用户分享电力， 有效利用

电力［８０］。 因此， 多代理系统意味着 “灵活、 智能、
共享” 的智慧社区构建。
３ ３ ２　 未来趋势

未来趋势是智慧社区研究的未来方向与热点。
结合智慧社区研究话题变化与现实状况， 我们归纳

出智慧社区的最新特点、 前沿和变化， 以期对接下

来研究趋势提出有实际价值的建议。
第一， 智慧社区研究将与智慧城市研究相结

合， 智慧社区将成为未来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重

要方向， 两者将更加紧密合作， 共同致力于未来城

市社区发展。 社区管理内容中 “能源” 与 “电力、
电网” 是长期不变的话题与焦点。 除此之外， 未

来， 公共服务供给、 基层治理和公民参与将成为智

慧社区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二， 智慧社区建设实践逐渐由物理层面进入

到决策计算层面。 智慧社区建设方式 “从革新［８１］

到优化［８２］” 反映出该研究走向成熟， 将进入升级

优化阶段。 从智慧网格、 智能电话、 无线传感器技

术到云计算、 大数据技术， 再到物联网和算法， 智

慧社区研究的技术关注既跟随技术发展潮流， 又融

合了该领域独有的技术应用偏好。 受益于科学技术

的发展， 智能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趋向于完善， 技术

应用阶段向系统保护阶段演变， 系统故障保护机

制、 用户数据安全隐私、 数据决策等受到越来越多

学者的关注。

４　 结　 论

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 对数字

社区和智慧社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 探讨了两个概

念发展的共同差异， 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国际智慧社

区研究的规律和特点进行分析和归纳。 分析表明，
社区信息化治理转型过程中， 数字社区研究将逐渐

融入智慧社区研究， 智慧社区创新则呈现继续深入

之状， 研究趋势呈现由数字社区向智慧社区研究转

移特点。 智慧社区概念内涵， 超越数字社区的技术

层次， 呈现不断扩展局面。 数字社区与智慧社区研

究均偏向实证研究， 表现出理论研究相对不足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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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总的来看， 智慧社区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 还

是研究内容， 并不局限于一国之内， 呈现出全球一

体化的发展态势。 具体到智慧社区发展过程， 相关

主题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 研究动力受到实践

问题、 目标、 政策、 技术的影响； 研究地域主体特

征上，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 日本、 美国、 加拿大智

慧社区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但中国、 日本总体质量

有待提升； 研究主题上， 主要集中在电信、 能源、
智能应用、 城市治理、 环境等领域， 绿色可持续的

社区智能电网建设是智慧社区研究的主要话题， 但

学术关注和现实关注重点上不尽相同， 例如学术层

面更加聚焦城市治理主题下的社区与社区主体话

题。
经过以上的梳理， 可以预见， 无论是国内还是

国际， 未来智慧社区研究的领域范围上， 将与智慧

城市研究一起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 相

互促进， 成为未来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方

向； 研究内容上， 将由技术应用阶段向系统保护阶

段演变， 技术维护将成为智慧社区研究的热点； 地

域限制将不断弱化， 更多的学者将互相协作， 以国

际化的视野做出国际化的智慧社区研究； 研究进度

上， 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将逐渐完成自身升级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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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４．

［４１］ Ａｎｎａｍáｒｉａ Ｏｒｂá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７， ５２

（４）： ６６８－６８４．

［４２］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Ｓ．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Ｊ］ ．

Ｃａｍｅｒａ Ｏｂｓｃｕｒａ， ２０１６， ３１ （３＿９３）： ９９－１３１．

［４３］ Ｚｈａｎｇ Ｇ， Ｋｏｎｇ Ｌ．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

ｌｅ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Ｃ ］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ＥＥＥ， ２００９： ２４６－２４９．

［４４］ Ｋｅｎｔｏｎ Ｔ． Ｕｎｒｕｈ； Ｋａｒｅｎ Ｅ． 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 Ｊｏａｎ Ｃ． Ｄｕｒ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ｗａｒｄ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Ｃ］ ／ ／ Ａｓｉｓ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０２： ２５０－２５９．

—３５１—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第 ３９ 卷第 ５ 期
现 代 情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５



［４５］ Ｇｕｍｐｅｒｔ Ｇ， Ｄｒｕｃｋｅｒ 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Ｍ］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Ｉ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２００３： ３６９－３７９．

［４６］ Ｌｉ Ｂ， Ｌｉｕ 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１３： ７６３－７６６．

［４７］ Ｔａｎｉｋａｗａ Ｔ， Ｋｏｉｉｍａ Ｋ， Ｏｈｂａ Ｋ．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３： ３７１－３７４．

［４８］ Ｆａｎ Ｈ， Ｌｉ 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４．

［４９］ Ｐａｌａｃｉｏｓ－Ｇａｒｃｉａ Ｅ Ｊ， Ｍｏｒｅｎｏ－Ｍｕｎｏｚ Ａ，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Ｉ， Ｍｏｒｅｎｏ－

Ｇａｒｃｉａ ＩＭ， Ｍｉｌａｎéｓ－Ｍｏｎｔｅｒｏ ＭＩ．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ｏａ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Ｃ］ ／ ／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６： １－６．

［５０］ Ｍｅｒｉｋｈｉ Ｂ， Ｎｅｊａｄ Ｆ Ｙ， Ａｂｂａｓｐｏｕｒ Ｍ． ＳＣ－ＩＡＱＭ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

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 ／ ／ Ｅｌｅｃｔｒｉ⁃

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６： １５６２－１５６７．

［５１］ Ｚｕｒｉｔａ Ｇ， Ｐｉｎｏ Ｊ Ａ， Ｂａｌｏｉａｎ 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ｅｌｆ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ｉｅｗｓ ［ Ｊ］ ．

Ｊｕａｎ Ｍａｎｕｅｌ Ｇａｒｃíａ Ｃｈａｍｉｚｏ， ２０１５： １３４－１４３．

［５２］ Ｃｏｈｎ Ｓ， Ｇａｎｄｅｒ Ｂ， Ｐｅｒｃｉｖａｌ Ｊ， Ｋｏｐｌｙａｙ Ｔ．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Ｃ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６， ７ （１）：

１７２－１９２．

［５３］ 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ｄｏ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Ｊ］ ．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２０１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ｔｈ）， ＶＯＬ Ⅱ， ２０１４： ２５－３０

［５４］ Ｌｉａｎｇ Ｘ， Ｚｈａｎｇ Ｋ， Ｌｕ Ｒ， Ｌｉｎ Ｘ， Ｓｈｅｎ Ｘ． ＥＰＳ：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 Ｊ］ ． ＩＥＥＥ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３， １３ （ １０）： ３７０２ －

３７１０．

［５５］ Ｋｉｍ Ｍ Ｊ， Ｃｈｏ Ｍ Ｅ， Ｃｈａｅ Ｈ Ｈ． Ａ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ｌａｃ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３ （３）： １－８．

［５６］ Ａｎｒｏｎｇ Ｄ， Ｌｉ Ｇ， Ｌｉ Ｊ， Ｋｏｎｇ Ｘ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Ｙｉｓｈａｎｗ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Ｉｒ⁃

ｓｐｓ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６， ４ （１）： ７８－９０．

［５７］ Ｂａｌｅｎａ Ｐ， Ｂｏｎｉｆａｚｉ Ａ， Ｍａｎｇｉａｌａｒｄｉ Ｇ．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Ｍｅｅｔ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ＣＳＡ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７９７４： ５２８－５４０．

［５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 Ｌｏｏｍｂａ Ｐ， Ｏｒａｊａｋａ Ｉ．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ｉｅ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ｓｈｉｐ ｉｎ ＩＥＥＥ Ｓｍａｒｔ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１７， ５ （２）： ６－１６．

［５９］ Ｈｕａｎｇ ＬＦ， Ｌｉｎ ＪＦ， Ｈｕａｎｇ ＺＣ， Ｃｈｅｎ ＱＹ， Ｌｉｎ ＨＺ．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Ｐ ［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４， ５５６－５６２： ４９２９－４９３２．

［６０］ Ｚｈｕ Ｑ， Ｕｄｄｉｎ Ｍ Ｙ Ｓ， Ｑｉｎ Ｚ， Ｖｅｎｋａｔ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Ｎ．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ｌｏａ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 ［ Ｊ］ ．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４２．

［６１］ Ｋｉａｎｍａｊｄ Ｐ， Ｒｏｗｅ Ｊ， Ｌｅｖｉｔｔ Ｋ． 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Ｃ］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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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 Ｆ， 进口商 Ｇ， 进口国政府 Ｈ， 进口国企业

Ｉ， 进口国消费者 Ｊ 在体系中影响指数总和均大于

受影响指数总和， 说明他们是体系中的主要功能是

信息提供者， 是竞争情报信息获取所针对的主要对

象。

３　 结　 论

综上所述， 生态反倾销竞争情报网络体系是企

业应对生态反倾销竞争情报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在

传统的网络体系中， 信息与情报的流动基本上是自

上而下的单向流动， 或者是彼此分割。 在企业内

部， 企业决策者依赖自身经验将相关情报与决策逐

层传递， 在企业外部， 政府、 行业协会与企业各自

为政， 未能形成系统的有机整体， 极不利于系统内

信息的传播、 交流与共享。 而在多元一体、 协同联

动的竞争情报网络体系中， 各参与成员多元一体、
互联互动， 信息资源互补互通， 信息来源广泛， 沟

通渠道畅通， 可以极大地提高企业应对生态反倾销

的竞争情报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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