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江苏启东市着力打造高效规模农业，调整农
田、水利、金融、物资等要素配置，重点围绕家庭农场、规模种
植、特色养殖和生态农业，采取典型引路、共同参与、营销带动
和龙头企业拉动战略，有效促进了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持续
增收。

图为4月16日，江苏启东市冬娟家庭农场的员工驾驶植
保机在家庭农场上喷洒农药。 新华社发（李存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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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个明白

河北省文安县鹏冠科技公司与中科院合作，于 2016 年
12 月成功研发出非接触式压电陶瓷喷射阀，填补了国内空
白，并有5项指标领先于国际同类产品，目前该技术已申请成
功10项发明专利和15项实用新型专利。非接触式压电陶瓷
喷射阀广泛应用于手机封装、集成电路、光伏和医疗生命科学
等领域。

图为4月16日，河北省文安县鹏冠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
员在组装压电陶瓷喷射阀。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压电陶瓷喷射阀填补国内空白

近年来，作为中国四大绸都之一的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盛泽镇，积极探索科技创新，以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重
点，力争打造先进纺织产业集群。

图为4月15日，工人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一家
企业内作业。 新华社发（周海军摄）

科研助力“绸都”纺织产业

近日，位于重庆龙湖时代天街的“颠倒屋”吸引来大量游
客。据悉，“颠倒屋”于 2017年初建成开放，是一栋倒置过来
的别墅，室内所有家具饰品全部都是倒置的，市民和游客置身
其中不但能够体验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还能拍出别出心裁的

“生活照”。
4月15日，游客在“颠倒屋”内留影。

新华社记者 唐奕摄

重庆奇境“颠倒屋”冲击视觉

城市地下遍布管廊，轨道交通等出行方便，人

们通过高速信息通道工作、生活……集绿色、森林、

智慧于一体的未来城市或许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然而，与此相对照的现实却是，当前我国城市

雾霾严重、交通拥堵、垃圾围城，人口和水资源矛

盾突出……近日，在河北保定举行的“智慧城市发

展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

表示，上述种种“城市病”正是我国城市“未老先

衰”的体现，而智慧城市将成为解决城市病的一大

良方。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报记者 陈 磊

本报记者 李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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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要求，到今年底，我国所有市县都要形

成数字化管理平台，到 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

智慧城市。

据统计，目前住建部 277 个智慧城市试点中，

70%以上做完了顶层设计，30%以上开始真正实

施。智慧城市不仅包括信息化等，还有很多基础设

施产业园，智慧城市试点共有 3600 个项目，总投资

约 1.3万亿元。

仇保兴说，当前“智慧城市”在设计上存在诸多

误区，不少概念容易混淆，其中一个就是把“商业

品”当做了“公共品”。

“现在，有的地方政府谈起‘智慧城市’，就是要发

展电子商务、智慧旅游、滴滴打车等，这就进入了一个

误区，干了在市场上可以大有作为的‘商业品’，而忽

略了政府自身原应关注的‘公共品’。”仇保兴说，政

府在进行“智慧城市”设计时应聚焦“公共品”，即在

城市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新模式上多下工夫，而不

是去和企业抢空间，设计“商业品”。

仇保兴说，“智慧城市”设计存在的另一个误区

是将“手段”与“目标”混淆。有地方政府以为“智慧

城市”是一个单纯的目标，其实“智慧城市”设计更多

是手段，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应用大数据、

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

题构成一个闭环”。比如北京智慧城市建设有一个

重点，即无纸化办公、政府管理信息化、政府大数据，

但这是政府要做到“自己的便利”，而非让民众便

利。政府把这作为建设的目标，其实应该是手段。

政府该关注“公共品”而非“商品”

智慧城市是什么？政府究竟应该怎么做？仇

保兴说，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提供足量的、优质的

公共品，建设好的人居环境。智慧城市设计应注重

政府与民众的彼此关系，而非政府自己怎么智慧

化，与民众无关。如果不搞清楚这些误区，“我们智

慧城市就不知道怎么下手、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

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建设。”

中国科协党委书记、常务副主席尚勇也表示，

智慧城市是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以最小的资源耗费

和环境退化为代价，能实现最大化的城市经济效

益、最美好的生活品质。因此，智慧城市的核心功

能应该是智能和服务。

世界银行测算，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建设“智

慧城市”，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施智慧管理，城

市发展红利将增加 2.5到 3倍。

尚勇说，在智慧城市中，企业焕发出活力，个人

核心功能是智能和服务

即使有这么多城市在轰轰烈烈地建设智慧城

市，但“结合美国、欧盟和西班牙等国家地区智慧城

市权威机构的测评，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尚未进

入先进行列。”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

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振强博士说。

徐振强分析说，我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存在

重硬件投入，少市民沟通参与；建设模式相对单一，

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思考探索不足；对优化

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培育智慧产业的智

慧顶层设计和实施部署力度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

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同时，我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以生态破坏

为突出表现的城市体系的脆弱性快速显现出来。

城市内涝、交通拥堵、雾霾频发和高房价等都是城

市脆弱性的典型表现。

其实，当前发达国家城市也同样面临严峻的脆

弱性问题。据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和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对美国 361个城市的评测，美国 40.2%的

城市弹性处于差或极差的状态，其中较为知名的城

市包括迈阿密、洛杉矶、亚历山大和奥兰多。

在脆弱性认识之上，“骨干企业在智慧城市事业

中应强化担当”。徐振强说，我国智慧城市产业涉及

企业主体，去年产值占GDP约5.6%，而同期房地产业

比例为6%。据统计，世界财富500强中美国从事智慧

城市的骨干企业约14家，像IBM、Intel、亚马逊等，这

些企业去年营业收入占美国世界财富500强12.1%，达

1.048万亿美元。而我国世界财富500强中涉及智慧

城市业务的主要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

为等，去年营业收入合计309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智

慧城市骨干企业收入的1/3，而利润仅为美国的1/9。

建设过程企业应强化担当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应注重突破和自我革新。”

徐振强说，应基于智慧应用，促进城市脆弱性机理

认知与韧性建设。

徐振强表示，智慧城市行业协同机制是实现信

息技术、规划建设、行政管理、用户消费和融资运行

等多元化集成创新的关键，也是智慧城市建设推进

的重要力量。自 2011年开始，我国就陆续出现与智

慧城市相关的联盟，截至去年 12 月，全国各类联盟

数量总数超过 40 个，联盟有全国性的，也有区域性

的；联盟建设模式有公共合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合

营等。这些智慧城市联盟的协同创新中心，都有转

向培育综合实体经济的趋势。

智慧能源是打造智慧城市的主要部分，也是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副研究员潘崇超说，从智慧能源建设看，技

术上的突破约占 30%，政策机制突破约占 70%。

仇保兴进一步解释说，当前太阳能、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比例日益加大，多使用可再生能源，意味

着减少冬季空气雾霾污染。“手机里免费装一个软

件，出门时关掉家里的智能暖气系统，关掉后室温

保持在零上 5 摄氏度不冻坏；到家前半小时用手机

软件开启室内供暖，到家时屋里就暖和了，这样一

个小小的系统就能大幅节能。”专家们的眼里，智慧

城市的打造跟每一个普通人都息息相关。

创新迈开转虚向实步伐

城市城市““未老先衰未老先衰””
““智慧智慧””或成治理良方或成治理良方

近半年来，学术评价圈出了几件大事情：汤森

路透卖掉其 SCI业务；自然出版集团发表社论将重

塑期刊评价方式，改造影响因子；爱思唯尔推出全

新期刊评价指标 CiteScore（CS）……这些在中国科

研界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学术评价何去何从？

4 月中旬，爱思唯尔期刊出版业务全球总裁菲

利普·特赫根（Philippe Tergehhen）博士及爱思唯尔

文摘索引数据库 Scopus内容策略管理总监维姆·梅

斯特（Wim Meester）博士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就全球科研评价、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中国学术

期刊国际影响力等话题展开讨论。

“科研评价不能只关注引用量这一个方面，有

时，一篇论文产生影响力需要假以时日，可能是在

其发表 10 年、15 年甚至 20 年之后才被关注。”菲利

普 以 爱 思 唯 尔 集 团 发 表 的 两 个 领 先 成 果 为 例 ：

CRISPR 基因编辑的研究论文发表后，在前 10年间

引用率和影响力是较低的，但现在它不仅影响了科

学研究，还将应用于农业、医学等其他经济领域；

荣获诺贝尔奖的蓝色发光二极管技术也是在 15 年

之后彰显效益，并被预测未来将在节能领域带来前

景可期的经济效益。

这些研究仅仅靠一个引用量就能评估吗？“被

引频次只是我们达到一个目的（评价期刊）的工具，

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是看它本身对科学以及经济社

会法律等方方面面的影响。”菲利普说。

“这种要经过漫长积淀和沉睡终被唤醒的成果

称作‘睡美人’研究。”维姆认为，因此学术评价不能

仅用单一的指标，而是要考虑一揽子综合指标。这

一揽子综合评价指标包括多个维度，如指标类型可

以包括学术群体（编辑委员会、作者等个人科研表

现），学术贡献（文献发表数量、基金资助情况），使

用状况（被引频次、下载量、CS、影响因子等），学术

影响力（学术成果在学术圈如博客被讨论的次数

等），社会影响力（社交媒体或新闻媒体的传播）等。

维姆说，一方面，要承认引用的局限性，同时也

不能否认其在评价期刊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去年年底，爱思唯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期

刊评价指标 CS，即用出版物连续 3年的出版文章在

一年里所获得的被引频次，除以 3 年内发表的所有

类型文章。其数据基于全球最大的学术文摘与索

引数据库 Scopus，并可供所有人免费获取和使用。

在维姆看来，“这是个全面、透明且具有时效性的新

的期刊指标”。

相比于“影响因子”（IF）两年的窗口期，该指

标为什么选择 3 年？“我们认为 3 年是最佳的窗口

期，‘影响因子’可能对生物医药等发展变化快的

学科评价是有益的，但对于像数学这样显现效益

较慢的学科却并不是非常适用。所以，对所有科

研领域来说，3 年可能是引用量最多的时间周期。”

维姆说。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学术委员会刘雪立、任

胜利和程维红三位编审近期对 CS 进行了研究，他

们认为，CS与 IF指标构成要素相同，引证时间窗口

期不同，3 年引证时间窗口期对移动速度较慢的学

科期刊的评价将更加公平；在数据来源方面，由于

Scopus数据库规模较大，各期刊都有可能获得较多

的引证机会。

针对中国很多科研单位和高校将引用量等评

价指标用于考察科研人员的情况，菲利普认为：“不

同评价对象应采用不同指标，对期刊的评价指标不

能用于作者，单纯依靠引用量来评价人是不应该

的，有时学术评价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

“CS 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对期刊和研究人

员要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引用量不是唯一指标。”

维姆也认为，科研评价指标应运用两条黄金法则：

一是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同时参考定量与定性指标；

二是在做定量分析时，需要从指标体系中选取多个

维度的指标以支撑验证结论。

“我建议政府采用更全面的指标体系，以定量

与定性结合的方式，将同行评议、对研究经历或过

程的评估甚至问卷调查作为评价的补充手段，为科

研决策提供平衡的视角。”维姆说。

评价期刊的指标不能用在人身上
——爱思唯尔期刊负责人谈科研评价

数据显示，爱思唯尔出版的中国作者的文章得到引用的和其引用爱思唯尔期刊文章
的数量均居于领先地位，分别达到30.0%和38.3%。

我国已成为世界智慧城市创新的主试

验场，世界规模最大的智慧城市产能市

场。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100%的副省

级以上城市、87%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

500多个城市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

约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我国

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估计在2.3—4.1万亿元

左右，并将在“十三五”期间集中释放。

享受到国家服务，社会提供无微不至的保障，更重

要的是要确保城市安全。推进城市科技文化和诸

多领域改革，促进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提升城市智力和服

务水平，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发展民生服

务智慧应用，实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对新型智慧城市的追

求，最终要落实到以人民为中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