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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发展探索与建议 
 

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社会建设的核心组成部

分。当前，各省市智慧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

一些突出问题，尽管全国范围内落地诸多智慧社区示范项

目，但实际多数仍未跨越从概念到现实的鸿沟，大多只是实

现了硬件层面的“智能化”，距离真正的“智慧”还有相当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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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智慧社区实践探索 

（一）建设社群互动智慧社区。江苏省印发《关于深入

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居民之间的互动与社

区参与，通过智慧平台促进社区、社群互动交流。一是建设

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江苏省多个设区市推广使用统一智

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如“我的南京”APP、“苏州社区”

等，平台集成社区公告、在线报修、邻里交流、社区活动报

名等功能，为居民获取信息、参与社区生活提供便利渠道。

二是整合社群经济与周边服务。江苏各社区通过接入智慧社

区综合服务平台，共享周边商户资源，促进社区内部、各临

近社区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整合周边商户资源，推出社区

团购、优惠券发放等服务，丰富了居民的消费选择，形成了

基于社区的经济生态圈。三是加强居民社群互动与社区共

治。以南京乌衣巷社区为例，通过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通过设立居民议事会、线上意见箱等形式，收集居民意见和

建议，让居民在社区规划、项目实施等环节有更多发言权，

促进社区治理的民主化和透明度，形成共治共享互动的良好

氛围，增强邻里间的互动与社区凝聚力。 

（二）建设老年友好智慧社区。浙江省发布了《关于开

展 2023 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培育工作的通

知》，确定 78 个社区为 2023 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浙江省创建培育社区；通过对硬件设施改造升级、数字化健

康监测、智慧适老化改造等手段，建设老年友好型智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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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社区适老硬件升级方面，浙江省湖州市龙泉街道白鱼

潭社区等区域，改造升级社区的基础设施，如安装便于老年

人使用的智能电梯、无障碍通道、智能照明等，确保社区环

境对老年人友好。在智慧社区数字化服务方面，利用数字技

术提供健康监测、紧急呼叫、远程医疗咨询等服务，确保老

年人能及时获取必要的健康照护。同时，开发适合老年人使

用的社区 APP 或小程序，简化服务流程。在智慧社区康养环

境方面，创建数字化智慧康养平台，集成健康管理、生活服

务、娱乐学习等功能，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

方案。如通过智能穿戴设备监测老人健康状况，及时预警潜

在的健康风险等。 

（三）建设绿色完整智慧社区。湖南省在全国率先提出

了“绿色完整社区”概念，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完善社区燃

气、污水、生活垃圾、排水防涝等设施，建设绿色完整居住

社区。一是绿色生态环境建设。以怀化市鹤城区为例，在社

区建设中融入绿色生态理念，按照《湖南省绿色完整居住社

区建设指南》要求，确保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小于 1 平方米，

推动社区绿化，建设生态友好型环境。二是绿色智能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推广智能垃圾分类、绿色建筑和能源管理系统，

构建生态宜居的社区环境。每个绿色完整社区内建设社区综

合服务站，内含服务大厅、警务室、社区居委会办公室等，

确保居民能够在步行 5 至 10 分钟范围内到达幼儿园、老年

服务站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居民生活的便捷性。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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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与信息化建设。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进社

区信息系统建设，加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的信息化应

用，如部署智能道闸、智能家居等设施，提升社区管理效率

和服务水平，同时利用数据基础支持精准化服务和管理。 

二、智慧社区发展存在问题 

一是智慧社区后续运营维持存在难题。当前智慧社区运

营主要依靠政府购买和委托第三方两种主流模式，均需对智

慧社区运营的后续支持。其他先行省份智慧社区已出现运营

维持困难现象，未实现通过数据运营带动政企居民共治和社

区自我造血，加之工作后续执行不到位，责任和义务不落实，

智慧社区运营就难以长久发展1。二是智慧社区数据汇聚缺乏

支撑。当前智慧社区主要以社区物联感知设备布控为主，设

备建设主体繁多，但相关平台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较难实现大

范围推广，用户使用频率偏低，对用户历史的数据积累较少，

相关的算法无法进行深度学习，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仍需进

一步探索。三是智慧社区信息统筹能力仍显不足。大部分已

建成智慧社区治理基本还处于“人盯手扛”的阶段，完全未

达到“智慧”水平，未建立有效的信息统筹使用机制，极大

消耗了社区干部、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工作精力2。 

三、我区智慧社区发展建议 

我区智慧社区建设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各设区市已实

现智慧社区试点建设落地，作为数字广西建设的工作要点，
                                                              
1 新京报，《<问政山东>栏目点名“面子工程”，智慧社区缘何不智慧？》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昌市夷陵区委员会门户网站，《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提案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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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推进数字生活智能化、更好建设智慧社区方面，有以

下三点建议。 

一是创新智慧社区建设投资运营模式。智慧社区平台和

感知网络分别采用“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模式，由政

府成立并授权建设运营平台公司，统一运营智慧社区平台。

感知网络设备由投资主体分别运营，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监管，由建设运营平台公司统筹；平台、设备运行数据

经过脱敏、开发再利用，实现数据增值。能够完全实现市场

化运营的，如门禁、电梯等场景，采用企业投资；尚无法实

现市场化运营的，如消防栓箱、地下室等场景，采用“企业

投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二是构建分类分级的智慧社区

处置机制。基层社区工作者是智慧社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方便各基层工作者全面掌握信息，减少不必要精力支出，

应统筹开发数字台账、智能报表，用好智能网格系统，按照

分级负责、数据共享、安全可控的原则开放特定信息的单点

查询功能，实现基层工作者可依据权限对管辖范围内的人

员、企业基础信息进行查询，提高我区基层工作者工作质效，

保障智慧社区运转良好。三是融合已有感知网络资源。用活

已建成的感知网络，融合区内雪亮工程、天网工程及电信运

营商等企业视频链路资源，科学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将

已建成并联网的监控探头，如门禁、电梯等场景数据按照“谁

使用、谁负责”安全可控原则，将数据脱敏后共享各智慧社

区；针对区内洪涝灾害多发的现状，扩大物联基础传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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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应用场景，做到智慧社区数据真正可用，为我区加

快数字社会步伐、智慧城市运行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执笔人：李佳宁） 

 

 

 

 

 

 

 

 

 

 

 

 

 

 

 

 

编辑部地址：南宁市体强路 18 号广西信息中心 1412 号房

联系电话：0771-6113592 

电子邮箱：dsjyjs@gxi.gov.cn 

网    址：http：//gxxxzx.gxzf.gov.cn/ 扫描二维码获取

更多决策参考信息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