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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慧城市是新时代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 统筹实施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 ， 加快

推进智 慧社会 、 数字 中 国 以及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综合载体 。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

十大报告 中指 出 ，

“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建立宜居 、 軔性 、 智慧城市
”

。 我国 的智

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政策的推动作用 ， 研究智慧城市政策 内 容对于促进智慧城市落地实践

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省级政府中 出 台 的智慧城市政策有哪些 ， 政策中涉及哪些主

体 ， 政策主体间合作网络呈现出 怎样的特征 ？ 这些智慧城市政策采用 了哪些政策工具 ，

其选择倾 向性如何 ？ 智慧城市政策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 政策结构是否合理 ？ 基于政策范

式视角 ， 本文 以省级层面的 ９７ 份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为研宄对象 ， 从政策主体 、 政策工

具和政策主题三方面对省级智慧城市政策 内 容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 。

研究
一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主体构成及网络结构 。 研宄发

现 ： （ １ ） 政策制定 以单
一

部 门发文为主 ， 联合发文的政策数 目 较少 ；
（ ２ ） 参与主体较

多 ， 但政策主体间 的合作程度较低 ， 政策主体网络结构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

研宄二运用 内 容分析方法研宄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的政策工具组合及偏好 。 研宄发现 ：

（ １ ） 从政策工具维度看 ， 三种政策工具的运用极不均衡 ， 供给型政策工具被广泛运用 ，

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应用相对较少 ， 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最少 ， 并且每种政策工具类型

内部都存在结构性失衡的 问题 ；
（ ２ ） 从应用类型维度来看 ， 智慧城市政策工具较多地

运用于智慧政务领域 ， 而智慧产业领域和智 慧 民生领域应用不足 ；
（ ３ ） 从交叉维度来

看 ， 政府在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方面缺乏针对性 ， 三大应用领域中使用最多 的均是供

给型政策工具 ， 反映 出政府在 目 前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

研宄三运用聚类分析 、 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挖掘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主题及政策结构 。

研究发现 ： （ １ ） 智慧城市政策 内容涉及的主题较为广泛 ；
（ ２ ） 政策结构不合理 ， 体现

为
一

是政策 目 标较为宏观和宽泛 ， 二是政策对象的范 围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 三是智

慧城市政策手段较为固化 。

最后 ，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 本文为后续智慧城市政策优化提 出 了 如下建议 ：

一

是构

建政策主体间合作机制 ， 可 以从增强政策主体协同 、 明确政策主体权责两个方面入手 ；

二是优化政策工具结构 ， 具体包括调整供给型政策工具组合 、 注重环境型政策工具作用 、

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 ；
三是完善政策体系 内容 ， 可从构建政策 目 标体系和增强政策

内 容的系统性两方面来实现 。

关键词 ： 智慧城市 ； 政策主体 ； 政策工具 ； 政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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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ＩＩ与研究意义

研究背景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 城市发展对于 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Ｄａｍｅｒｉ 提出 ， 考虑到 目 前人 口 向城市流动的趋势 ， 预计到 ２０５ ０ 年 ， 大约 ７０％的世界人 口将居

住在城市
？

。 随着人 口 向城市的逐步迁移 ， 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 、 资源短缺等
“

城市病
”

问题

凸显 ， 而智慧城市作为
一

种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 被视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
“

灵丹妙药
”

。 ２００９

年 ， 智慧城市这
一

概念被 ＩＢＭ 公司首次提出后 ， 便在学术界 、 商界和政府部 门获得了广泛的

关注 ， 并引发全球智慧城市的建设热潮 。

在国 内 ， 智慧城市的相关理念也获得 了党和 国家的高度认可 。 ２０ １ ２ 年 ， 住建部发布 《关

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 ， 并于 ２０ １ ３ 年确立 １ ９３ 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信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 同年 ７ 月 ，

《国家倍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 提出建设
“

新型智慧城市
”

。 ２０２０ 年 １ １ 月 ，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中方
“

将推动制定智慧城市指导原则 ， 为亚太

创新城市发展提供样板
”

。 ２０２ １ 年 ， 十四五规划 中 明确提 出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 《

“

十四五
”

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 颁布实施 。

在中央政策的指 引之下 ， 多个省市结合本地实际相继出 台 了 智慧城市发展的政策 ， 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 在全国范围 内 ， 所有的副省级及 以上城市 、 ８９％的地级及 以上城

市 、 ４７％的县级及 以上城市 ， 均 已启动智慧城市建设
＠

。 智慧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政策

的支持 ， 但当前与智慧城市发展政策相关的研宄较少 ， 且与政策相关的研宄多侧重于智慧城市

政策的功能 、 评估等方面 ， 对智慧城市政策 内容研究的相关文献较为缺乏 ， 还没有学者从政策

范式视角对智慧城市政策进行研宄 。 因此 ， 本文基于政策范式视角 ， 以省级层面的 ９７ 份智慧

城市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 ， 从政策主体 、 政策工具和政策主题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深入分析 ， 尝

试回答以下研宄问题 ： （ １ ） 省级政府出 台 的智慧城市政策有哪些 ， 政策中涉及哪些主体 ， 主

体间合作网络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 （ ２ ） 这些智慧城市政策中采用 了哪些政策工具 ， 其选择倾

向性如何 ？ （ ３ ） 智慧城市政策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 政策结构是否合理 ？

＾

Ｄａｍｅｒｉ Ｒ Ｐ ． Ｃｏｍｐａ
ｒ 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 ａｎｄ Ｄ ｉｇ ｉｔａ ｌ Ｃ ｉｔｙ
： Ｉｎ ｉｔ ｉ ａｔ ｉｖｅ ｓ ａｎｄ Ｓ ｔｒａｔｅｇ ｉｅ ｓ  ｉｎ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ａｎｄ Ｇｅｎｏａ ．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Ｄ ｉｇ ｉｔａ ｌ ａｎｄ／ｏ ｒ

Ｓｍａｒｔ？
［
Ｍ

］
． Ｓ

ｐ
ｒ ｉｎｇｅｒ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ｇ， 

２０ １ ４ ： ６２ ．

＆

唐斯斯 ，
张延强

，单志广等 ．我国新型智慧域市发展现状 、 形势与政策建议
［
Ｊ
］

．电子政务
，
２０２０

，
Ｎ〇 ． ２０８

（
０４）

：７０
－

８０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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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意义

（

一

） 理论意义

第
一

， 有助于丰富智慧城市政策研究 内 容 。 （ １ ） 本文 以 Ｈ ａ ｌ ｌ 的政策分析范式理论为基础 ，

从 中提炼 出政策主体 、 政策主题与政策工具三个政策分析要素 ， 建构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 丰富

政策文本分析 的理论 内 容 ， 并为后续政策文本研 究提供
一

个可操作性的范本 。 （ ２ ） 目 前学界

对智 慧城市政策的研宄涉及政策功能 、 政策评估等方面 ， 但围绕智 慧城市政策展开的量化分析

十分匮乏 。 本文从政策范式的 角度对我国智慧城市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 既拓展 了政策

范式理论的应用 领域 ， 也为智 慧城市政策制度的完善提供 了 方法论的指导 。 （ ３ ） 拓宽 了 智慧

城市政策的研宄对象 ， 目 前 国 内 学者主要聚焦于从城市微观层面或者从 国 家宏观层面来探讨智

慧城市 的相关政策 ， 还没有学者对省级 中观层面的智慧城市政策进行研宄 ， 本文则是对省级层

面的智 慧城市政策研究进行 了补充 。

第二 ， 有利于丰富智慧城市政策的研宄方法 。 智 慧城市政策 目 前的研宄多 以定性分析为主 ，

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 只有从定性与定量分析两方面对智 慧城市政策进行研究 ， 才能

更好诠释智慧城市政策的全貌 ， 助推智慧城市建设 。 本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技术有机结合 ， 运

用政策文献计量 、 内 容分析法 、 社会化网络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 ， 对我 国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从

主体 、 工具 、 主题等多维度进行分析 ，

一

定程度上扩展 了 智慧城市政策的研究方法 ， 并为今后

智 慧城市政策制定 的科学性奠定 了理论基础 。

（ 二 ） 实践意义

二十大报告 中 明确提出 建设智慧城市 。 智慧城市理念将对今后城市发展的智 慧化 、 精细化

和可持续化带来新思路 ， 同时也将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 我国地方政府在大力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时 ， 也产生诸如认识不清 、 主体单
一

等 问题 ， 因此优化政策制定可 以为智慧

城市发展提供有利 的指导 。 故本文选取全 国省级层面 出 台 的智慧城市政策作为研宄对象 ， 通过

分析智 慧城市政策主体 、 政策关注领域的分布情况 以及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 ， 不仅可 以发现当

前省级智慧城市政策 内 容方面存在的 问题 ， 及时地进行查漏补缺 ， 确保政策 目 标的有效落实 ，

同时也Ｗ利于完善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体系建设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

、 智慧城市研究

（

－

） 智 慧城市概念研宄

关于智 慧城市概念 ， 目 前全球学术界 尚未形成统
一

的认识 。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成表

１
－

１ ， 可 以发现学者们有 以下三种不 同 的视角对概念进行探讨 ： 视角
一

是 以新技术为核心 的智

慧城市 ； 视角二是 以人为中 心的智慧城市 ； 视角三是从系统角度来认识智慧城市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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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城市的研宄刚刚起步时 ， 学者们主要从智能技术的角度理解智慧城市 。 Ｈａ ｌ ｌ 等提出

未来的城市中心安全 、 环保 、 绿色 、 高效 ， 因为所有结构均采用先进的集成材料 、 传感器 、 电

子设备进行设计 、 建造和维护
？

。 Ｏｄｅｎｄａａ ｌ 提 出智慧城市是
一

个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的机

会来促进其繁荣和影响力 的城市气 Ｈａ ｒｒ ｉ ｓｏｎ 主张通过利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建成智慧城市气 以

邬贺检
？

、 王辉等
？
为代表的 国 内早期智慧城市研宄者亦是从技术的视角对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

了 阐述 ， 强调信息技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

但是 ， 以技术为主导的智慧城市概念过于强调技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 ， 而忽略

了城市 中 的人 ，

一

定程度上悖离 了 智慧城市建设的初衷 。 因此 ， 学者们转而从
“

以人为本
”

的

人文视角对智慧城市概念进行阐述 。 如 Ｎａｍ 和 Ｐａｒｄｏ 提出 智慧城市是
一

个人道的城市 ， 有多

种机会发挥其人类的潜力 ， 过着创造性的生活 Ｌａｚａｒｏ ｉｕ 和 Ｒｏ ｓｃ ｉ ａ 认为智慧城市是
一

个代表

未来挑战的城市 ，

一

个技术服务于人及其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改善的城市模式气 以陆小敏等

为代表的 中 国学者则是在阐述智慧城市发展宗 旨 的基础上 ， 指出 智慧城市建设 目标在于为人们

提供舒适 、 安全的环境 ， 同时改善社会生活质量 ， 最终 目 标是让人的生活更美好气 Ｗ ｉｅ ｌ ｉ ｃｋａ

等根据智能城市概念的现代指导原则 ， 智能城市不仅在技术方面高于平均水平 ， 而且首先关注

其居 民的需求
？

。

随着智慧城市研究的不断深入 ， 学者们开始将上述两种角度相结合 ， 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对

智慧城市概念进行整体界定 。 以 Ｃ ｏｃｃｈ ｉａ 为代表的学者提出 智慧城市是
一

个总括概念 ， 包含 了

城市主义 、 经济 、 健康等多个副主题
？

。 Ｃ ａｒａｇ
ｌ ｉｕ 等提出 智慧城市建设不但能促进经济增长 ，

而且能通过技术溢 出效应提高城市创新能力
？

。 刘淑妍和李斯睿从多主体协作视角 出发 ， 认为

通过技术 、 人与环境的综合设计和系统性分析 ， 实现参与式治理明智地管理 自然资源时 ， 这个

城市就是智慧的？ 。 Ｊ ｉ ａｎ
ｇ 等学者指 出 ， 能很好地突破城市人 口 、 环境和资源等制约因素的城市 ，

才可 以被称作是名 副其实的智 慧城市
？

。

综合上述国 内外相关文献 ， 学者们对智慧城市的认识经历 了从技术到人再到将两者相结合 ，

虽然智慧城市 尚未形成全球统
一

的概念 ， 但学者们基本认同智慧城市是通过应用云计算 、 大数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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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等新
一

代的信息通信技术 ， 以提升城市服务能力 、 管理效率和运营水平 ， 最终实现人类生活

质量改善这
一

目 标 。

表 丨
－

１ 智慧城市 的概念

关注点作者


ｇｘ

未来的城市 中心 ， 安全 、 环保 、 绿色 、 高效 ， 因为所有结构
——无论是 电力 、

Ｈａ ｌ ｌ等
水 、 交通等

——均采用 先进 的集成材料 、 传感器 、 电子设备进行设计 、 建造和

维护 ， 以及与 由 数据库 、 跟踪和决策算法组成的计算机系统连接的网络 。

Ｏｄｅｎｄａａ ｌ智慧城市是
一

个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机会来促进其繁荣和影响力 的城市 。

智慧城市是
一

个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城市 ， 寻求成为
一

个更开放的社会 ， 在那里 ，

Ｐａｒｔｒ ｉｄｇｅ

技术使人们更容 易拥打发 Ｖ ｆ权 、 获得服务 ， 并 ／周 丨

４
彳发屯的事惜保持联系 。

＾Ｈａｒｒ ｉ ｓｏｎ 等 连接物理基础设施 、 ＩＴ 基础设施 、 社会基础设施和业务基础设施 ， 以利用城

市的集体智慧 。

Ｂａｒｒ ｉｏｎｕｅｖｏ
作为智慧城市意味着 以智能和协调的方式利用 所有可用 的技术和资源 ， 开发既

等集成 ， 又可居住和可持续的城市 中心 。

巫细波等通过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
一

代信息技术改变城市治理和生活的方式 。

辜胜阻智慧城市建设 中对于信息技术的运用是区别 以往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标志 。

Ｎ ａｍ 、 Ｐａｒｄｏ
—

个人道的城市 ， 有多种机会发挥其人类的潜力 ， 过着创造性的生活 。

Ｌａｚａｒｏ ｉｕ＾一

个代表未来挑战的城市 ，

一

个技术服务于人及其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改善的

人ＨＧｓｃ ｉａ城市模式 。

陆小敏等
“

以人为本
”

是智慧城市呈现 出 的核心理念 ， 智慧城市发展 目 的是为人提供宜

居 、 安全的环境 ，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一

个系统地促进其所有成员 的整体福祉的社区 ， 并且足够灵活 ， 能主动和可持
Ｌａ ｒａ等

续地成为
一

个越来越更好的生活 、 工作和玩耍的地方 。

Ｙ ｉｇ ｉ ｔｃａｎ ｌａ ｒ作为建立 ２ １ 世纪城市 的理想模式 ， 其实践涉及
一

套系统方法 ， 以及对经济 、

系统论
等社会 、 环境和制度发展领域的可持续和平衡的观点 。

刘 淑妍 、 李 为达到 多元主体参与 智 慧治理的 目 标 ， 需要进行综合设计和 系统性分析 ， 涉及

 

技术 、 人员和环境等方面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文献 自 制 。

（ 二 ） 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目 前 ， 学者们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 、 驱动因素 、 建设路径等方面 已经开展 了丰富的研宄 。

关于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国外学者对智慧城市的研究侧重于经济 、 民生 、

创新等方面 。 如 Ｏｂｅｒｔ ｉ 和 Ｐａｖｅｓ ｉ 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经济 、 社会的优化发展有着显著价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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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１ ）

。 Ｙ ｉｇ ｉｔｃａｎ ｌ ａｒ 和 Ｋａｍ ｒｕｚｚａｍａｎ 研宄 了英 国 智 慧城市建设的环境效应＇Ａｆｚａ ｌａｎ 等提 出 智慧

城市建设有助于城市创新和 民主决策气 Ｍｏｍ 等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美国丹佛市智慧城市建设

促进创新发生的机理进行研宄 ， 并指 出 智慧城市建设可 以运用新
一

代 丨ＣＴ 技术来改变社会资

本结构 、 社会资本关系维度和认知资本 ， 同时改变知识转移和共享的方式 ， 从而有助于创新气

Ｓ ｈａｍ ｉ 等认为 ， 智慧技术在城市安全和公共教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 通过利用智慧技术 ， 可 以

提高城市的安全水平 ， 减少犯罪率和其他不 良事件的发生 。 此外 ， 智慧技术还可 以帮助市 民更

好地 了解和参与城市管理 ， 增强市 民凝聚力和参与度气

国 内学者们的研宄则主要集中在智 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发展质量 、 城市创新力 、 企业创新绩

效等方面的影响 。 赵蔡晶 、 吴柏钧利用 中 国 ２０ １ ２ 年启动 的智 慧城市试点建设这
一

准 自 然试验 ，

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发展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

。 楚金华 、 钟安原从理论和实证两

个维度研宄智慧城市发展对城市创新力提升的影响 ， 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创新力提升之间

有正向关联
＝

。 胡艳君等采用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 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可 以通过增强区域创新能

力 、 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 ， 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 ， 对于企业创新绩效有着正 向作用
？

。

就智慧城市建设的驱动因素而言 ， 学者们认为包括技术因素 、 创新因素 、 体制 因素 、 混合

驱动因素 。 技术驱动突 出新
一

代信息技术在城市建设中 的促进作用 。 创新驱动主张 以社会资本 、

人力资本 、 新型经济及优质环境等要素促进城市建设 。 例如 ， Ｌａｖａｎｇ 着重指 出城市的繁荣发

展依赖于它的创新阶层气 体制驱动多发生于韩国 、 中 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中 ， 其推动力包

括政策规划 、 政治领导和资金支持 ， 这些是促进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智慧城市发展不

止有
一

种推动力 ， 而是 由 多种动力 因素共同作用构成混合动力体系 。 Ｋ ｉｍｚｍａｎｎ 将智慧城市的

驱动力归纳为 ：

一

是智能城市技术使城市生活更容易 ， 更方便 ， 更安全 ；
二是智慧城市服务的

社区受益者 ， 并决定解决哪些 问题 ；
三是智慧城市倡议的政策推动者 ， 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智

慧城市破坏的负面影响？
。 Ｖｅ ｓｅ ｌ ｉ ｔ ｓｋａｙａ 等不仅提 出 智慧城市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成熟的基础设

施 、 广泛使用 ＩＣＴ 、 公民参与城市发展和扩大公私伙伴关系 ， 同时提出 了对智慧城市发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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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的因素 ， 如市政当局 、 市 民和企业之间 的利益冲突和信息安全 问题气 Ｔａｎ 和 Ｔａｅ ｉｈａｇ 则提

出推动发展中 国家智慧城市发展的驱动因素除技术发展之外 ， 还强调经济和融资能力的发展 ，

以及加强监管发展 、 人力资本和公 民参与 ， 私营部 门也是进
一

步促进发展中 国家智能城市发展

的重要因素气

关于智 慧城市建设的路径 ， Ｐｏｅｍｏｍｏ 提出 构建智慧城市需要
一

种综合的方法 ， 将其整合

为
一

个最终 目 标的单
一

单元 （ 系统 ） ， 以迅速 、 友好 、 令人满意的方式满足公众的所有需求 ，

与此同时 ， 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气 国 内 学者大都遵循
“

问题
一

对策
”

的研宄路径 ，

如辜胜阻等发现 目 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
“

千城
一

面 ， 缺乏特色
”

，

“

重项 目 、 轻规划
”

，

“

重建设 、 轻应用
”

，

“

重模仿 、 轻研发
”

， 资源整合难度大等 问题 ， 从差异定位 、 应用为王 、

技术支撑 、 智慧整合 、 变革治理等方面提出解决对策
？

。 唐斯斯等指 出新时期推进我国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的政策建议包括强化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 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 推进公共服务公

平普惠 、 深化城市数据融合应用 、 优化新型智慧城市生态等
？

。 关爽指 出 ， 在我国 的智慧城市

建设过程中 ， 没有对普通百姓的实际需求给予足够的关注 ， 因此产生民众获得感不强等问题 ，

并倡导
一

种能够有效协调供需两端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式
（？

。

综上 ， 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 民主决策 、 电子政务 、 城市创新等多方面的发

展 。 大多数学者认同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因素包括技术因素 、 创新因素 、 体制因素等 ， 国外学

者侧重于强调技术因素和创新因素的重要性 ， 而国 内学者立足于中 国 国情 ， 认识到政策在智慧

城市发展 中 的重要性 ， 同时也看到当前智慧城市发展中存在着统筹规划缺乏的 问题 。 因此 ， 我

们要注重政策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 ， 这也是本文的切入点 。

（三 ） 智慧城市评估研宄

智慧城市是
一

个涉及多个领域和方面的系统性工程 。 智慧城市建设不仅需要规划 、 建设 、

管理和运行 ， 还需要评估 、 优化和调整 ， 以保持智慧城市建设的前瞻性 、 合理性和有效性 。

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 ， Ｈｅｒｓｃｏｖ ｉｃ ｉ 认为从经济 、 社会 、 环境和 民主的角度来看 ， 精益

思想与 智 慧城市原则 高度兼容 ， 其完善的方法和工具可 以作为
一

套评估智 慧城市的标准
？

。

Ｐｅ ｔｒｏｖａ
－Ａａｎ ｔｏｎｏｖａ 和 丨 ｌ ｉｅｖａ 研究 了 １ ８ ３ 篇关于智慧城市的文章 ， 将当前可用 的 １ １ ５２ 个智慧城

市指标 （ ＳＣ Ｉ ） 分为六个主题领域进行研宄＇Ｇ ａｏ 等提 出 了
一

种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理论的

智慧城市建设综合能力耦合协调度模型方法 ， 从智慧政务 、 智慧交通和智慧教育三个方面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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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构建 了 智慧城市建设综合能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气

在智慧城市评估的实证研究方面 ， Ｂｅｒｒｏｎｅ 等利用 Ｃ ＩＭ 丨 评估 了８０ 多个 国家的 １ ８ １ 个城市 ，

以确定世界上最智慧的城市气 Ｚｅｎｇ 从投入产 出 系统的角度 ， 采用上下文相关的数据包络方法

对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进行 了评价气 Ｗａｎｇ 等基于云平台 的智 慧城市评价体系进行 了理论探

索 ， 研宄 了 智慧城市所包含的指标及其相互关系 ， 并进
一

步提出 了 智能城市评价体系的构建方

法 ， 并通过实例验证 了该方法的可行性＇Ｙｏｕｎｇ 等以 ＳＴＰ 理论为基础 ， 建立分析模型 ， 评估

东盟四 国各智慧城市部 门 的水平和潜力 ， 提供反映智慧城市市场细分结果的营销方向气 Ｚｈａｏ

基于 ＣＲ ＩＴ ＩＣ －Ｇ ｌ 方法和 Ｂｏｎｆｅ ｒｒｏｎ ｉ 算子对中 国智慧城市建设准备情况进行 了评估

综上 ， 国 内外学者都意识到智慧城市评估的重要性 ， 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估的实证研

宄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 。 但在智慧城市的评估研究方面侧重点不同 ， 国外学者侧重于评价指标

体系 的构建 ， 而国 内学者则大多注重通过实证研宄来评估智慧城市的建设 。

二 、 智慧城市政策研究

为明确智慧城市政策文献与智慧城市文献的关系 ， 在 ＷＯＳ 核心合集上 以
“

ｓｍａｒｔ ｃ ｉ ｔｙｐｏ
ｌ ｉｃｙ

”

为主题词 ， 以截止到 ２０２２ 年为时间限定 ， 研宄领域选择
“

公共管理
”

、

“

城市研宄
”

、

“

人

文多学科
”

、

“

区域城市规划
”

、

“

社会科学跨学科
”

、

“

管理
”

、

“

经济学
”

这几部分 ， 选

择这几部分的原因在于与 中文期刊 的文献选择相对应 ， 以主题＝
“

ｓｍａｒｔ ｃ ｉ ｔｙ／ｃ ｉ ｔ ｉ ｅ ｓ

”

和
“

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ｙ

ｐｏ ｌ ｉ ｃｙ

”

分别进行检索 ， 发现智慧城市政策 占智慧城市研究的 比例接近 １ ／４ 。 在知网上使用
“

高

级检索
”

功能 ，

“

检索范围＝中文
”

， 文献分类 目 录选择
“

经济与管理科学
”

、

“

哲学与人文

科学
”

、

“

社会科学 Ｉ 辑
”

、

“

社会科学 Ｉ Ｉ 辑
”

， 文献来源类别选择
“

ＳＣ Ｉ

”

、

“

核心期刊
”

和
“

Ｃ Ｓ ＳＣ Ｉ

”

， 分别 以
“

智慧
”

、

“

智慧城市政策
”

为主题词检索 ， 发现智慧城市相关论文有

１ ３ ７９ 篇 ， 而智 慧城市政策相关论文仅有 ７３ 篇 ， 占智慧城市研究的 比例不足 ６％ 。 这也证实 了

Ｌ ｉｍ 学者的观点 ， Ｌ ｉｍ 等通过对 １ ９９９－２０ １ ９ 年智慧城市文献统计 ， 发现智慧城市政策类别 中 ，

亚洲机构仅 占 １ ８％ ， 而欧洲机构 占 ５ ７％气 可见 ， 国 内 智慧城市政策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

间 。 从检索 出 的文献中可 以得知 ， 大学数学者对智慧城市政策的功能 、 评估 、 内 容分析等方面

进行 了深入研究 。

（

一

） 智慧城市政策功能研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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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在培育智慧城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 应该将政策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元素 。

Ｋｏｕｒｔ ｉ ｔ 等提 出 ， 智 慧城市管理呼吁使用现代和新颖的政策工具来解决正在 出现的复杂城市现

实
（
ｉ

）

。 Ｃ ａｒａｇ ｌ ｉ ｕ 等通过实证表明 ， 智慧城市政策有助于城市经济增长 。 智慧城市政策与城市经

济绩效相关＇Ｌ ｉｍ 等通过对文献进行统计 ， 发现 ２３ 个与智慧城市相关的研究课题 ， 并将 ２ ３

个主题分为三个层次 ， 其 中之
一

就是智慧城市政策研究＇智慧城市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Ｒａｚｍ
ｊ
ｏｏ 提 出 智 慧城市的发展存在

一

些障碍 ， 要克服这些障碍 ， 必须发挥政策的作用气 Ｊｏｏ

阐 明 了新加坡和首尔 的智 慧城市是政策努力 的最新延续 ， 旨在推动新加坡和首尔成为各 自 民族

国家具有竞争力 的地方城市 ， 同时也是在快速技术进步中 的亚洲重要的全球城市
？

， 由此可知

政策对智慧城市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

国 内研宄中 ， 辜胜阻等最早提出智慧城市政策有利于城市经济转型 ， 增加城市发展红利 ，

优化城市产业结构＇ 此后 ， 学者们大都对智慧城市政策的功能进行 了实证研宄 ， 如张建伟等

采用 因子分析 、 聚类分析 、 ＥＳＤＡ 等方法 ， 探讨 ２０ １ １ 年和 ２０ １ ４ 年中 国 ７７ 个智慧城市发展水

平空间差异演变 ， 发现智慧城市发展受政策作用非常显著
？

。 李健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发现智慧城市政策能打破技术依赖 ， 推动城市的创新与城市经济的增长＇ 李珊和湛泳从产业

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 通过实证研宄发现智慧城市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减少本区域的碳排放 ， 并对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 的促进作用气

综上 ， 可以看 出 国 内外众多学者均意识到政府政策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 并对智

慧城市政策的功能展开了实证研究 。

（二 ） 智慧城市政策评估研宄

关于智慧城市政策评估的研究 ， 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评估体系的构建及实证评估研究方面 。

在政策评估体系构建方面 ， Ｃ ａｓｔｅ ｌｎｏｖｏ 等 旨在探讨采用整体方法评估智慧城市治理和决策的重

要性 ， 构建 了
一

个包含社区建设与管理 、 愿景与战略制定 、 公共价值创造 、 资产管理 、 经济和

金融可持续性这五个维度的绩效评估框架 ， 评估智慧城市决策的公民 中心 ， 以及评估公共决策

实施 、 监测和评估的过程＇Ｓｏｋｏ ｌｏｖ 等使用 了
一

种基于智慧城市概念演变的概述和智慧城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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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关键因素／驱动因素的识别的方法 。 在 １ ３ 项 旨在构建城市发展情景的研究中 ， 就这些因素

的重要性对其影响进行 了评估 。

一

组与智慧城市相关的场景特有的因素被用于分析决定三个不

同规模城市的发展的政策文件 ：

一

个特大城市 （莫斯科 ） ，

一

个大城市 （ 喀 山 ） 和
一

个小城市

（温特 图尔 ）

５：

。

在政策评估的实证研宄方面 ， 有些国外学者对某
一

国家的智慧城市政策进行评估 ， 如 Ｌｅｅ

通过对韩 国智慧城市法案的实证评估表 明 ， 当前的政策更注重实施智慧城市带来的经济和技术

效益 。 环境 、 社会研究和实践需要将似乎被忽视的可持续性组成部分纳入当前和未来城市政策

制定的主流
＠

。 Ｙ ａｍ ａｓｈ ｉ ｔａ 运用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等人提出 的智能城市政策概念框架来对 日 本的智慧城

市政策进行评估 ， 发现 日 本第
一

代智慧城市政策的政策产 出和成果得到 了 高度评价
＠

。 还有
一

些国外学者基于对城市的分析 以评估智慧城市政策的效果 。 Ｋ ｉｍ 等通过对泛在城市居民的认知

调查 ， 客观地评价泛在城市政策 ， 并提出
一

个让市 民感受其情绪的智慧城市政策方向
？

〇 Ｃ ａｒａ
ｇ

ｌ ｉ ｕ

基于对 ３０９ 个欧盟城市的分析 ， 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确实刺激 了创新 ， 增加 了城市的知识储备 ，

这是公认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
一气 Ｌ ｉｍ 等的研宄从从业者接受的角度来关注智慧城市政

策评估 ， 以确定马来西亚智慧城市框架 中概述的七个智 慧城市领域和各 自 战略的理解和接受程

度 ， 研宄结果表明 ， 在制定更具包容性的智慧城市战略时 ， 考虑所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意见至关

重要入 Ｂａｎａｃｈ 和 Ｄｌｕｇ
ｏ ｓｚ 提出 了

一

种基于静态指标的动态指标 ， 新的指标能够极大地改进智

慧城市的评估过程 ， 并在实践中将其应用于欧洲选定城市的现有数据气

与 国外学者对政策的多方面进行评估不 同 ， 国 内 学者则是基于城市的面板数据 ， 采用双重

差分模型 、 倾向评分匹配 、 空间倍差法等方法 ， 评估智慧城市政策对经济 、 城市创新等某
一

方

面的影响 。 如 Ｘｕ 等验证 了 智慧城市政策确实对城市创新产生 了积极而显著 的影响
？

。 张节 、

李千惠发现智慧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 且城市科技创新基础越好 ， 政策效

应越突 出＇张治栋 、 赵必武侧重于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作用 ， 发现

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杨浩东 、 王高峰以 中 国 ８ ８ 个国家级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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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研究对象 ， 实证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于高新区企业的推动作用还需进
一

步提高 、

（三 ） 智慧城市政策 内容分析研究

在智慧城市政策分析中 ， 内容分析法近几年得到 了
一

定程度的应用 。 国外学者 Ｍａｓ ｉｋ 等人

对六个波兰城市及其大都市区 的智慧城市战略的官方和网站进行 内 容分析 ， 并通过有针对性的

访谈和研讨会对此进行补充
＠

。

国 内 学者对智慧城市政策的 内 容分析起步于 ２０ １ ６ 年 ， 代表性学者是孙建军和裴雷 ， 他们

最早将省市县三级的政策进行统
一

编码分析 。 孙建军等对省市 、 地 、 县市区 １ ３ １ 个智慧城市政

策样本通过 自 下而上的智慧城市政策工具编码 ， 结果表明我国 的智慧城市政策凸显政府主体作

用 ， 并注重应用供给型政策工具及环境型政策工具 ， 并且统筹管制规制类工具 以及激励诱因型

工具的运用
＠

。 裴雷等通过对这 １ ３ １ 份政策文本中建设实践与应用领域的识别 、 提取与统计 ，

发现我国智慧城市的五大主要应用领域
？

。

之后 ， 学者们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城市群 、 都市区层面的智慧城市政策 。 如王法硕和钱慧将

长三角城市群的智慧城市政策作为研宄对象 ， 运用 内 容分析法得出 目 前存在强制性政策工具应

用过度 、 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等 问题
？

。 杨凯瑞等将研究对象汇聚在郑州大都市区 ， 发现大都市

区城市群智慧城市政策呈现区域分布的
“

差距性和梯次性
”

， 数量发展的
“

波动性和增长性
”

，

主题关联上的
“

完整性和合理性
”

， 制定主体的
“

强权威性和弱协调性
”

四个特点＇

在对省市县层面和城市群层面的智慧城市政策进行研宄后 ， 大多数国 内学者开始着眼于 国

家层面发布的智慧城市政策 。 如郭雨晖等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 对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前的 ２９６ 篇政策

文件为分析对象 ， 结果表明在智慧城市政策中 ， 供给类 、 环境类 、 需求类三大类政策工具运用

不均衡
？

。 孟凡坤则 以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９ 年国家层面的 １ ３ ５ 份智慧城市政策文件作为研究对象 ， 探究

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演进特征及规律
？

。 毛超和岳奥博对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２０ 年国家颁布的智慧城市政策

文本进行实证分析 ， 结果发现环境型政策工具及供给型政策工具在应用较多 ， 而需求型政策工

具 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气

综上 ， 学者们运用 内 容分析法对智慧城市政策进行研究时 ， 经历 了从省市县层面的政策到

城市群 、 都市区层面的政策 ， 最后扩展到 国家层面的政策 。 省市县层面的政策 由不同行政级别

的政府部 门颁布 ， 统
一

编码存在不 同政策间政策效力不 同的 问题 ， 不利于对不同层级的政府部

｜

杨浩 东 ，王 高峰 ．智 慧城市建设对高新 区 企业发展影响评估
丨外科技管理研究 ，

２ ０２ ３
，
４３

（
０２

＞
： ６ ５

－

７４ ．

Ｍ ａｓ ｉ ｋ Ｇ
， Ｓ ａｇａｎ Ｉ ， Ｓ ｃｏ ｔｔ Ｊ Ｗ． Ｓｍａｒｔ Ｃ ｉ ｔｙ

Ｓ ｔｒａ ｔｅｇ ｉ ｅ ｓ ａｎｄ Ｎ ｅｗＵ 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Ｐｏ ｌ ｉ ｃ ｉ ｅ ｓ  ｉ ｎ  ｔｈｅＰｏ ｌ ｉ ｓｈ Ｃｏ ｎ ｔｅ ｘ ｔ
［
Ｊ

］
． Ｃ ｉ ｔ ｉ ｅ ｓ

， ２０２ １ ： １ ０８ ．

ｉ

孙建军 ，
裴雷 ．周兆韬 ． 中 国智 慧城市建设政策工具 的釆纳结构分析⑴ ． 图书与情报 ． ２０ １ ６

（
０６

＞
： ３ ３４０ ．

＇

裴雷 ，周兆韬
，
孙建军 ．政策计量视角 的 中 国 智 慧城市建设实践与应用

［
Ｊ

】
． 图书与情报 ，

２ ０ 丨 ６
（
０６

）
： ４ １

－

４６ ．

￥

王法硕
，钱慧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的长三角城市群智慧城市政策分析

［
Ｊ

］
．情报杂志 ，

２０ 丨 ７
，
３ ６ （ ０９ ）

： ８６
－９２ ．

杨凯瑞 ． 中 国 国 家 中 心城市大都市 区智 慧城市建设研宄 ：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
Ｊ
］

．河南社会科学 ，
２０ 丨 ９

，
２ ７ （０７ ） ： 丨 ０ 丨

－

１ ０５ ．

７

郭雨晖
，
汤志伟

，
翟 元甫 ．政策工具视角 下 智 慧城市政策分析 ：从智 慧城市到新型智 慧城市ｍ ．情报杂

志
，
２０ １ ９

，
３ ８

（
０６

）
： ２ ０ １

－

２０７＋２ ００ ．

盂 凡坤 ．我 城市政策演进特征及规律研允——接于政策 文献的量化考察
［
Ｊ

］
．情报杂忐 ，

２０２０
，
３ ９

（
０５

）
： 丨 ０４ －

丨 １ １ ．

＂

毛超 ，岳奥博 ．政策科少范式下智 慧城市政策文本Ｍ化及演进历程研允
［
Ｊ

］
．情报杂志 ，

２ ０２ １ ．４０
（
０８ ） ： １ ８６－

丨 ９３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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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提 出针对性的政策优化建议 。 城市群 、 都市区层面的政策仅限于某
一

地区 ， 是否具有代表性

与推广性 尚待检验 。 国家层面的政策具有宏观性 ， 但是针对性不强 ， 忽略 了个体差异 。

三 、 政策范式研究

（

一

） 政策范式概念研究

１ ９６２ 年 ， Ｋｕｈｎ 首次提 出范式这
一

概念 ， 并将其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

观念 ， 涵盖
一

整套的
“

学科基质
”

， 包括研宄传统 、 理论框架 、 理论上与方法上的信念 、 价值

观 、 共有范例气 虽然 Ｄ ｉｍ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提出政策科学范式的思想 ， 但是英国政治经

济学家 Ｈａ ｌ ｌ 是第
一

个将政策范式作为
一

种理论框架进行系统研宄的学者 。 Ｈ ａ ｌ 丨 于 １ ９９３ 年指 出 ，

政策制定者 习惯于在
一

个既定的框架 内工作 ， 这
一

框架 由不 同 的观念和标准共同构成 ， 其不仅

对政策 目 标和用于实现这些 目 标的工具类型进行界定 ， 而且还对它们需要解决的 问题本质进行

确定 。 该框架嵌入于政策制定者在工作 中必须使用 的每个专业术语之中 ， 其影响力在于这样
一

个事实 ， 即它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 并且难 以作为
一

个整体得到有效验证 。 Ｈａ ｌ ｌ 将这种解

释性框架称为政策范式
＠

。

（ 二 ） 政策范式构成要素研究

Ｈａ ｌ ｌ（ １ ９９３ ） 认为实际政策文件应当涵盖三个主要元素 ： 政策的整体 目标 、 实现政策 目 标

的工具 以及政策工具的精细设置 ， 由此构成 了政策范式的分析框架气 Ｂｅｎｎｅｔｔ 进
一

步区分 了政

策 目 标 、 内容 、 手段 、 结果和风格气 其他要素和变量 ， 如政策概念 、 政策的态度＇ 行政结构

ｅ

和技术
？
也被提 出 。 Ｋｅｍ 提 出政策范式 由 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 ：

一

是关于主题的想法 以

及如何治理它 （ 解释框架 ）
；
二是政策 目 标 ；

三是政策工具 ； 四是治理机构气

国 内学者也对政策范式的构成要素进行 了研宄 。 李捍东最早将政策构成要素分为政策 目 标 、

政策主体 、 政策工具＇吴卫东在此基础上增加 了政策对象＇ 周超纲和黄贤金将政策解构成政

策 目 标 、 政策手段 、 政策界定 、 政策主体 、 政策对象 、 和政策方案
？

。 郝敬习和陈海民将高校

科技创新团 队的激励政策分解为为政策主体 、 政策客体 、 政策工具 、 政策环境和政策评价等五

方面要素的含义
？

。 刘伟和秦波借鉴公共政策框架 ， 将低碳城市政策划分为 目 标 、 内容和手段

Ｋｕｈｎ ．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ｈｅＳ ｔｒｕ ｃ ｔｕ ｒｅ ｏ ｆ ｓｃ ｉ ｅｎ ｔ ｉｆｉ ｃ Ｒ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 ｏｎ ｓ
［
Ｍ

］
． Ｃｈ ｉ ｃａｇｏ ： 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ｏ ｆ Ｃｈ ｉ ｃ ａｇｏ Ｐ ｒｅ ｓ ｓ ． １ ９６２ ： １ ５０

Ｈａ ｌ ｌ Ｐ Ａ ．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Ｐａｒａｄ ｉｇ

ｍ ｓ ， Ｓｏ ｃ ｉ ａ ｌＬｅａ ｒｎ ｉ ｎｇ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 ｔａｔｅ ： Ｔｈ ｅ Ｃａ ｓｅ ｏ ｆ Ｅ ｃｏ ｎｏｍ ｉ ｃ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ｍ ａｋ ｉ ｎｇ

ｉ ｎ Ｂｒ ｉ ｔａ ｉ ｎ
［
Ｊ

］
．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 ｉ ｖ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Ｉ ９９３
ｒ 
２ ５ （ ３ ） ： ２ ７ ５

－

２９ ６ ．

１

Ｈ ａ ｌ ｌ Ｐ Ａ ．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Ｐａｒａｄ ｉ

ｇ
ｍ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ｌＬｅ ａ ｒｎ ｉ ｎｇ ， ａｎ ｄ  ｔｈｅ Ｓ ｔａ ｔｅ ： Ｔｈｅ Ｃ ａｓｅ ｏ ｆ Ｅ ｃｏ ｎｏｍ ｉ ｃ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ｍａｋ ｉ ｎｇ

ｉ ｎ Ｂ ｒ ｉ ｔａ ｉ ｎ
［
Ｊ

］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 ｖ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 ｓ
， １ ９９３ ，２ ５ （ ３ ）

： ２ ７ ５
－

２９ ６ ．

Ｂ ｅｎｎｅｔｔ Ｃ Ｊ ． Ｗｈａ ｔ  ｉ ｓ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ｃｏｎ ｖｅｒｇｅ

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ｈ ａ ｔ ｃａｕ ｓｅ ｓ  ｉ ｔ？
［
Ｊ

］
． Ｂ ｒ ｉ ｔ ｉ ｓｈ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ｓ ｃ ｉｅｎ ｃｅ ． １ ９９ １ ． ２ １

（
２

）
： ２ １ ５

－２３ ３ ．

Ｄｏ ｌｏｗ ｉ ｔｚ ＤＰ ． Ｂｒｉ ｔ ｉ ｓｈ ｅｍ
ｐ

ｌ ｏｙｍｅ ｎ ｔ
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ｉ ｎ  ｔｈｅ １ ９８ ０ ｓ ： ｌ ｅ ａｒｎ ｉ 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 ｅ ｘｐｅ ｒ ｉ ｅｎ ｃｅ＾ ］

． Ｇ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 １ ９９ ７

， １ ０
（ 

１ ）
： ２ ３

－４ ２ ．

＇

Ｌ ａｒｍｏ ｕｒ Ｐ＿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ｔ ｒａｎ ｓｆｅ 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ｅ ｒｓａ ｌ ： ｃｕ ｓ ｔｏｍａｒｙ

ｌ ａｎｄ  ｒｅｇ
ｉ ｓ ｔ ｒａ 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 Ａ ｆｒ ｉ ｃ ａ  ｔｏＭ ｅ ｌ ａｎｅ ｓ ｉａ

［
Ｊ

］
． 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Ａｄ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 ｌｏ ｐｍｅｎ ｔ ： Ｔｈｅ  Ｉ 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 ａ ｌ Ｊ ｏ 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Ｍ ａｎ ａｇｅｍｅ ｎ ｔ 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ａ ｎｄ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 ２ ００ ２ ， ２２ （
２

）
： １ ５ １

－

１ ６ １ ．

Ｐ ｉｅ ｒｓｏｎ Ｃ ．Ｌｅ ａｒｎ ｉｎ
ｇ 

ｆｒｏｍＬａｂｏ ｒ？ Ｗｅ ｌ ｆａｒｅ
ｐ
ｏ ｌ ｉｃｙ

ｔ ｒａｎ ｓ ｆｅ ｒ ｂｅ ｔｗｅｅ ｎ Ａ ｕ ｓ ｔｒａ ｌ ｉ ａ ａｎｄ Ｂ ｒ ｉ ｔａ ｉ ｎ
［
Ｊ
］

． Ｃｏｍｍｏ ｎｗｅａ ｌ 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 ｖｅ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２００ ３ ． ４ １
（

１
）

： ７ ７
－

１ ００ ．
＇

Ｋｅｍ Ｆ． ＫｕｚｅｍｋｏＣ ． Ｍ ｉ ｔｃｈｅ ｌ ｌ Ｃ ． Ｍ ｅａｓ ｕ ｒ ｉ ｎｇ 
ａｎ ｄ ｅｘｐ ｌ ａ ｉｎ ｉ ｎ

ｇ ｐ
ｏ ｌ ｉ ｃ

ｙ ｐａ
ｒａｄ ｉ ｇｍｃｈ ａｎｇｅ ：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ｏ ｆ ＵＫ ｅｎｅ ｒｇｙｐｏ ｌ ｉｃｙ ［

Ｊ
］

． Ｐｏ ｌ ｉｃｙ 
＆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２ ０ １ ４
， 
４２

（
４

）
： ５ １ ３

－

５ ３ ０ ．

＂

李捍东 ．财政政策构成要素 、 传导机制与效应 分析
［
Ｊ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９９４ （

０ ３
＞

： ４ ８ －

５ ３ ．

ａ

吴 Ｈ东 ． 论税收政策构成要素 、 功能范 丨

彳 彳及传 ￥机制
［
Ｊ
］

． ，代财经． 丨 ９９ ５
（
０ ７

）
： ２ １

－２ ４ ．

３ １
１

周超纲 ，黄贤金 ．土地政策构成要素及其环境因 素分析
［
Ｊ
］

． 中 国 土地科学 ， 丨 ９９ ５
（
０ ５

）
： 丨

－

５ ．

？
郝敬 习

，
陈海民 ．高校科技创新团 队激励政策要素研宄

［
Ｊ
］

．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４
，
ｖ ． ｌ ３

；
Ｎ〇 ． ７４

（
０５

＞
： ８ ８

－

９ １
＋

１ １ ２ ．

１ １





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三个要素＇ 欧阳景根提出
一

项公共政策必然包含四个维度的 内容 ， 这四个维度分别是政策理

念 、 政策工具 、 政策 目 标与政策程序 ， 并将这四个政策维度的 内 容统称为政策要素
＠

。 李祥从

公共政策要素维度 出发 ， 将民族地区教育对 口 支援的政策要素划分为主体 、 对象 、 内容 、 环境

与运用机制等＇

（三 ） 政策范式政策序列变化研究

在上述三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上 ， Ｈａ ｌ ｌ 又进
一

步确定 了三种不 同类型的政策序列变化 ： 其 中

第
一

种序列变迁是指在政策工具水平上的变化 ； 第二序列变迁指的是政策工具本身的改变 ； 而

第三序列变迁指的是政策工具水平 、 政策工具本身 、 政策 目标都将发生
一

定的改变 。 上述三种

政策序列 的变化 ， 均会使政策产生
一

定的改变 。 在这三种政策序列的演变中 ， 第
一

序列 、 第二

序列的变化是正常的 ， 但是第三序列 的政策变化则会在
一

定程度上 引发政策范式转移
？

。

政策范式 自 提出后受到 了广泛的讨论 。 Ｈｏｄｓｏｎ 和 Ｍａｂｂｅｔｔ 认为 Ｈ ａ ｌ ｌ 关于范式转变的解释

要求太多 的政策改变 ， 这是有争议的
？

。 Ｓｃｈｍ ｉｄ ｔ 提出 ， 范式的转变并不总是像 Ｈａ ｌ ｌ 的概念化

所暗示的那样 ， 与过去的偶发决裂 。 反之 ， 政策范式的转变可 以看作是
一

个较为渐进的演化过

程 ， 新范式能够通过重新翻译和对早期范式的要素进行全新的等级排名来表达 ， 这种排序是通

过拼合或组合的方式发生的
？

。 Ｂｅ ｒｍａｎ 认为 Ｈａ ｌ ｌ 的定义和行动者仍然有些模糊 ， 它对动机和

因果关系的理解也有些不清楚和混乱
＆

。 Ｐｒ ｉｎｃｅｎ 则提出这三种序列在
一

定条件下可 以相互转换

〇

国 内 学者则主要是借鉴 Ｈａ ｌ ｌ 提出 的政策范式分析框架 ， 结合中 国实际对其构成要件提 出

了各 自 的看法 ， 并 以构成要件为基础对政策的变迁进行研宄 。 曹琦 、 彭忠益和高峰 、 魏淑艳等

把政策范式的要素分解为政策 问题 、 政策 目 标和政策工具 ， 并 以此探讨卫生政策 、 能源政策和

教育政策变迁的特征和规律
＿？

。 曾莉等则在上述学者的基础上加入政策行动主体 ， 借助这四

个构成要件分析中 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与发展？
。 叶托从政策 目 标 、 政策工具和政策影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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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维度研究我国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
？

。 朱侃和郭小聪结合 Ｈａ ｌ ｌ 的范式框架来研究我国公共就

业政策的变迁逻辑
＠

。

综上 ， 国 内学者提出政策的构成要件后 ， 多是利用这
一

理论分析和说明政策与政策之间 的

差异 ， 包括政策在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不同 。 这
一

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 的卫生政策 、

能源政策 、 教育政策 、 扶贫政策 、 社会组织政策 、 就业政策等多个政策领域 ， 在我国的政策分

析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

四 ｖ 政策工具研究

（

一

） 政策工具研宄的缘起

荷兰学者 Ｎ ｉ ｓｐｅｎ 等人研宄发现 ， 在 １ ９７０ 年之前 ， 学术界在政策工具的系统研究方面非常

缺乏 ， 甚至是对该不该研宄这方面的争论也很少发生
？

。 早在 １ ９７ １ 年 ， 著名政策分析学者德洛

尔就批判道 ， 对于工具实践的漠视造成公共行政学研究中
一

个有说明力知识体系的极端匮乏
？

。

在实践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 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学科也 由规范研宄走向规范和实证并举 ， 共同

推动这政策工具的研究
？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新公共行政时代的来临推动 了公共政策科学的诞生 ， 并为政策工具研宄奠

定学科基础 。 自此之后 ， 政府组织对实践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 、 政策执行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

而人们对政策失灵在相 当程度上同政策工具相关的理解又衍生出 了政策工具的研究
？

。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 随着西方对于福利国家败落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的检讨及 由此引发的
“

新

公共管理
”

运动 ， 政策工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 同 以往的
“

新公共行政
”

思潮强调民主 、

强调公共理念不同 ，

“

新公共管理
”

运动及其
“

管理主义
”

更趋向于向市场机制 、 工商管理技

术以及社会化手段看齐 ， 使其更侧重于达到公共管理 目 的的手段与工具
？

。 在公共政策学的视

野下 ，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 目 标的
一

种手段
？

， 伴随着政策执行的难度与复杂程度的增加 ，

以及政策执行方式与方法要求的提升而引起人们的重视 ？

， 它是作为回应
“

种种政策失灵源于缺

乏政策工具知识
”＠
的这

一

判断与责难而产生的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国外对政策工具的探索产生于上世纪 ８０ 年代 ， 并在 ９０ 年代和本世纪初

得到快速发展 ， 现在 已经成为政策科学与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与重要研究方法 ， 正

在快速地发展成为
一

门新的学科分支 。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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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政策工具研究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 ， 我们可 以发现 ， 西方对于政策工具的研究大致经历 了三代 。

研究政策工具的
“

第
一

代
”

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 ， 以及 国家调控和经

济政策形成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 尽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福利经济学家在这
一

概念上进行 了

激烈的争论 ， 但第
一

代工具选择经济学家将精力集中在确定
“

市场失灵
”

， 这将
“

证明
”

政府

“

干预
”

市场交换的
“

合理性
”

， 以及可能的治理技术 ， 可 以
“

纠 正
”

这些失灵
＿

。 然而 ， 其

他学者认为 ， 意识形态倾 向 、 党派选举计算或信用要求和推卸 责任行为等政治理 由 是工具选择

和制度有效性的主要解释
？

。 公共政策制定者通常不被认为是受到理论纯洁性 问题的驱使 ， 而

是受到更公开的选举或意识形态成本和利益的政治考量
？

。

第
一

代早期工具分析有三个主要 问题 。 第
一

， 研究结果倾向于使人误解选择工具的纯粹技

术性质或纯粹政治性质 ， 这就削弱 了仔细审查使用工具的背景的必要性 。 第二 ， 他们倾向于用

“

好与坏
”

的术语来描述工具选择 ， 例如 ，

“

好的
”

支持市场的选择和
“

坏的
”

非市场的选择

（或相反 ） 。 第三 ， 它们导致复杂的行政实践与过于简单的理论讨论和调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

大 。

当然 ， 并非所有早期研究都具有这些特征 ，

一

些学者提出 了更复杂 、 更细致的模型和分析 。

在这些作品 中发展起来的案例研究和见解的基础上 ，

“

第二代
”

工具选择研究者试图在他们的

工作中解决背景和混合的 问题 ， 例如 ， 政策网络在工具审议和选择 中 的作用气 虽然大家承认 ，

在某些情况下 ， 各国政府很可能根据技术效率和理论上的适宜性选择特定工具 ， 有人认为 ， 这

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非常具体的情况下——例如在财政和货 币决策等技术专家能够主导政策

审议的领域中偶尔发生
？

。

第二代分析着眼于工具组合中 的互补性和冲突 ， 并采用更灵活和更少意识形态的方法来使

用工具 。 对于第二代学者来说 ，

一

个关键 问题不再是为什么决策者要使用某种工具 ， 而是为什

么程序性工具和实质性工具的特殊结合要在特定的部门范围 内使用 。 虽然第二代研宄在第
一

代

工作的基础上有 了很大的改进 ， 但也存在
一

些明显 的局限性 。 首先 ， 它们倾向于关注那些 旨在

影响社会中商品和服务生产和交付的工具
一一

“

实质性工具
”

， 或那些 旨在改变政策过程的工

具
一一“ 程序性工具

”

， 但却忽略 了它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 其次 ， 与此相关的是 ， 在几乎所

有的情况下 ， 他们也只专注于单
一

的 、 离散的 、 工具选择的实例 ， 即使承认工具的选择经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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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绑
”

或累积成这样的捆绑或
“

混合
”？

。

关于工具的第三代研究者试图克服这些限制 ， 并将第
一

代和第二代理论家开发的模型应用

于政策工具组合的问题 ， 特别是在复杂的多工具环境中开发最佳政策工具设计的潜力
＿

。 后
一

项工作代表着
一

种努力 ， 旨在纠正第
一

代和第二代思维的许多缺陷 ， 并解决行政实践和工具分

析之间的脱节 ， 这是早期关于该主题的工作的
一

个反复 出现的特征 。 关于工具选择的第三代研

究与新治理安排的分析特别密切相关 ， Ｓａ ｌａｍｏｎ 教授使用
“

新治理
”

这个术语 ， 对政策工具的

研宄提供
一

种新的诠释 。 他从公共治理的层面来认识政策工具 ， 并总结 出
“

新治理
”

的两大特

点 ： 第
一

， 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 ， 离不开政府 、 非营利部门和私营部 门 的群策群力 ； 第二 ， 众

多部门协作治理不能特立独行
？

。

综上所述 ， 西方学者们对于政策工具的研究历经了三个不同的
“

时代
”？

。 理论学家 己经

从分析单个工具
？

转向 了对工具选择的 比较研宄
？
和工具选择理论的发展

？
。 理论家 、 行政人员

和政治家们扩大 了政府选择的菜单 ， 包括实质性和程序性工具以及每种工具更广泛的选择范围 ，

并理解工具选择的重要背景性质
？

。 第三代工具选择理论现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工具选择本身 ，

以解决在复杂的决策和实施环境中设计和采用最佳工具组合所涉及的
一

系列 问题
？

。

国 内关于政策工具的研宄则是经历 了从评介 、 引进和消化国外理论和方法再到政策工具的

本土化应用 。 在 ２ １ 世纪初 ， 政策工具理论的研究才被张璋 、 陈振明和顾建光等学者逐渐引入

到国 内 。 在这当 中 ， 以陈振明为首的学者 ， 不但对有关政策工具的研宄脉络及主题进行了系统

性的梳理和回顾 ， 著有 《政府工具导论 》
一

书 ， 而且还发表 了
一

系列基于个案研宄和理论梳理

的文章与学位论文
？

。 其中 ， 大部分是对政策工具理论的梳理和介绍 ， 但也有
一

些学者对其进

行了超越 ， 并对其理论体系进行了整体的考察 ， 并以此为基础 ， 通过案例分析逐步实现政策工

具理论的本土化？
。

（三 ） 政策工具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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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
一

般将政策工具应用领域的研宄划分为两种类型 ，

一

类是聚焦于单
一

政策工具展

开研究 ， 如将叙事
￥

、 公共信息运动
＠

、 公共调查
＾

等视作
一

种政策工具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

另
一

类是多种政策工具的联合应用研宄 ， Ｔｏｔｈ 将政策工具细分为直接提供 、 监管 、 融资和信

息这四类 ， 对医疗保健部 门 的治理中使用 了哪些政策工具进行调查 ， 并 比较 了澳大利亚 、 加拿

大等五个经合组织国家的 医疗保健系统＇Ｌｅｗ ｉ ｓ 等研宄 了实质性政策工具是否与程序性工具

（ 治理模式 ） 相结合 ， 以指导当地服务提供机构提供福利服务的个人的工作
＠

。

国 内 学者对政策工具应用研究方面存在两种路径 ，

一

种是从中 国实践中提取政策工具 ， 如

谢小芹和姜敏通过对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项 目 的文本分析 ， 总结 出 四种政策工具类型 ： 基

本型 、 创新型 、 协作型和激励型治理 任彬彬和周建国通过扎根分析 ， 将河长制政策工具分

为实质性政策工具 、 执行性政策工具 、 能力导向 的赋能性与 引领导 向 的 引 导性政策工具
？

。 另

一

种是直接依据 国外学者的政策工具分类对实践进行分析 。 如江亚洲和郁建兴采用 Ｈａ ｌｅ 等对

疫情防控政策测量指标的分类方法 ， 以探究中 国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 的政策工具组合运用

情况气 现今被学者们经常使用 的政策工具分类法主要有 以下三种 ，

一

是 ＭｃＤｏｎｎｅ ｌ ｌ 和 Ｅ ｌｍｏｒｅ

的分类法 ， 在教育政策
＿

、 数据开放政策？
、 诚信政策？等得到应用 。 二是 Ｈｏｗ ｌｅｔｔ 和 Ｒａｍ ｅ ｓｈ

的分类方式 ， 目 前 已应用于气候变化政策？
、 海洋生态环境政策？

、 新冠疫情防控政策 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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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了 国 内研宄者的青睐 ， 当前已被广泛地运用于我国的产业政策
？

、 人才政策
？
和环境政策

＠
的

研究中 。

通过对政策工具文献的梳理 ， 可以发现政策工具的研宄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西方关于

政策工具研宄 已经从从对单
一

工具的分析 ， 发展到 了对工具选择的 比较研究 ， 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工具选择理论 。 目 前 ， 对于政策工具的研宄 ， 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工具选择上 ， 而

是更多的将政策工具和公共管理方式的研宄结合起来 ， 以对政策工具的组合进行研宄 ， 以适应

复杂的公共管理实践 。 国 内 的政策工具研宄始于本世纪初 ， 己经从西方的 引进阶段进入 了对其

本土化应用 的阶段 。

关于政策工具的具体研宄 内容 ， 许多 国 内外学者按照不同 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 ， 并根据这

些分类对具体的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 。 然而 ， 目 前还没有
一

种令人信服的分类方法 ， 能够将其

作为工具理论的基本构架 。 上述分类方法存在着
一

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 第
一

， 这些分类方法并

不全面 ， 很多 已有的分类方法并未充分认识到非正式工具的重要作用 ； 第二 ， 大部分分类之间

并没有明确 区分 ， 彼此之间也没有排他性 ， 导致研宄中存着着边界不清的灰色地带 ？

， 第三 ， 这

种划分的另
一

大阻碍就是将工具视作静态的 ， 主体使用它们就像工匠使用锤子
一

样 ， 随着时间

的推移养成
一

种习惯 ， 会忽视工具的细微变化 ， 而对于工具本身的看法却保持不变 。 虽然综上

所述 ， 没有
一

种政策工具分类是详尽无遗且相互排斥的 ， 但是 ， 这并非说对工具进行归类的尝

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 以上依据不同的立场所形成的的多元工具类型 ， 有利于我们从多重维度

更深刻地认识政策工具 。

关于政策工具应用方面的研宄 ， 国外专家学者大多将重点放在单
一

政策工具的研宄上 ， 或

者是对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上 ， 而国 内学者对政策工具应用研宄方面存在两种路径 ，

一

种

是从中 国实践中提取出政策工具 ， 另
一

种是直接依据国外学者的政策工具分类方式对中 国实践

进行分析 。 虽然国 内学者也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划分 ， 但是在分析某项政策时应用度并不高 ， 学

者们还是倾 向于采用 西方学者的分类方式来研宄我国政策 。 其中 ， 最受国 内学者青睐 的是

Ｈｏｗ ｌｅｔｔ 和 Ｒａｍｅｓｈ 的强制 、 自 愿 、 混合型分类方式以及 Ｒｏｔｈｗｅ ｌ ｌ 和 Ｚｅｇｖｅ
ｌｄ 的供给 、 需求 、

环境型分类方式 。 Ｈｏｗ ｌｅｔｔ 和 Ｒａｍｅｓｈ 的分类方式更适用于环境政策 、 疫情防控政策等需要政

府运用权威强制千预的领域 ， 而 Ｒｏｔｈｗｅ ｌ ｌ 和 Ｚｅｇｖｅ ｌｄ 的分类方式则适用于科技政策 、 产业政策

等创新型政策 。 很多学者采用 了Ｒｏｔｈｗｅ ｌ 丨 和 Ｚｅｇｗｅ ｌｄ 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方式并将其作为逻

辑基础
？

， 这说明该政策工具分类方式与政策结构的匹配度较高 ， 从而能使分析结果更为精确
？

。

（ 四 ） 政策工具选择研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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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策工具选择的研宄方面 ， 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如何选 ， 依据什么来选 ， 可从哪些角度

来考虑展开 。

在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要素方面 ， 可 以分为五大类 ： 政策 目 标 （或政府 目 标 ） 、 工具本身

的特性 、 工具应用 的场景 、 以往的工具选择 以及意识形态
？

。 关于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 ， 丁煌 、

杨代福指 出除 了经济学视角外 ， 还有政治学视角 、 规范视角与法律视角＇ 政治学视角 的代表

性学者有 Ｅ ｌ ｉ ａｄ ｉ ｓ 和 Ｈ ｏｗ ｌ ｅｔｔ 。 Ｅ ｌ ｉ ａｄ ｉ ｓ 和 Ｈｏｗ ｌｅｔｔ 认为观念 、 制度 、 利益 、 个人与 国际环境这五

项因素会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 ， 简称为
“

５ １

”

框架气 Ｈ ｏｏｄ 基于政策工具选择的规范视角 ， 分

别从伦理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阐述对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
？

。

关于政策工具选择的研宄途径 ， 陈振明最先从工具主义 、 过程主义 、 权变主义和建构主义

等角度归纳 了 国外政府工具的研究
？

。 顾建光和吴明华论述 了三种不同 的研究途径 ， 第
一

种是

“

工具属性
”

研宄 ， 认为对政策工具进行经验性研宄 ， 通过
一

段时间的积累 ， 可 以形成
一

种政

策工具理论 ， 并最终发展为
一

套关于政策工具的学说 。 第二种是
“

工具关联
”

研宄 ， 它强调
一

项政策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 ， 政策的作用 与效果也是 由其执行环境决定的 。 第三种是
“

背景性
”

研究 ， 主要关注的是政策系统 、 政策网络 、 决策层 以及实施过程 ， 在较大程度上弱化政策工具

变量的重要性 。 丁煌与杨代福提 出 了政策工具选择的研究途径 ， 并将其归结为传统工具路径 、

修正工具路径 、 制度主义路径 、 公共选择路径 以及政策网络路径＇

五 、 文献述评

总体而言 ， 通过对国 内外关于智慧城市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看出 ， 在与智慧城市相关

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方面 ， 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 ， 但也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 ， 可以总结为三个方

面 ：

在研究 内容方面 ， 国 内外学者对智慧城市的概念 、 建设 、 评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智慧城市相关研宄涉及范围广 。 尽管 国 内 外学者都认识到 了政策在构建智慧城市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 ， 但我国专 门针对智慧城市政策保障的研究成果偏少 ， 聚焦性不强 ， 远远不能为智慧城市

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 作为
一

种新兴的事物 ， 智慧城市的规划离不开
一

个完善的政策体系来引 导 ，

但是当前关于智慧城市政策的研究较少 。 而且在智慧城市政策研究方面 ， 学者们主要关注到政

策的功能 、 评估等领域 ， 而对于智慧城市政策 内 容的分析研宄方面相对较少 。

就研究对象上而言 ， 目 前 国 内 外学者对智慧城市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整体层面或从城

市微观层面进行研究 ， 但国家层面的智 慧城市政策研宄存在缺乏针对性以及忽略个体差异的 问

ｉ

陈振明 ．政府工具研宄与政府管理方式改进
一一

论作为公共管理学新分支的政府工具研 究的兴起 、 主题和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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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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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而在城市层面的研宄存在缺乏代表性和可复制性差的 问题 。 省级政府是我国地方层面负责

协调智慧城市建设的最高决策主体 ， 其政策导 向能够有效反映出地方层面的智慧城市建设逻辑 。

因此 ， 本文选取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作为研宄对象 ， 在中观层面展示 目 前我国智慧城市的政策全

景 。

从研宄方法上来看 ， 当前对智慧城市的政策研宄多 以定性概念的总结与指标体系的构建为

主 。 近些年 ， 学者们在对智慧城市进行政策研究的过程中 ， 定量分析在
一

定程度上也得到 了运

用 ， 但定量分析方法的研宄仍远远小于定性分析 ， 定量统计和定性研宄结合的文章则更为稀缺 。

国 内 内容分析方法的应用起始于 ２０ １ ６ 年 ， 至今仅有七篇文章收录到 ＣＳＳＣ Ｉ 数据库中 ， 这方面

的研宄还有待提升 。

在政策范式研究方面 ， 目 前国 内 学界主要是借鉴 Ｈａ ｌ ｌ 提 出 的政策范式分析框架 ， 根据研

宄需要对其构成要件提出 了各 自 的看法 ， 也有学者结合间断
一

均衡与政策范式诠释变迁规律。

从中可以看出 ， 学者们对政策范式的外延上尚未达成共识 。 考虑到我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 ， 政

策制定的流程具有鲜明 的中 国特色 ， 因此 ， 本文在现有研宄的基础上 ， 对 Ｈａ ｌ ｌ 的政策范式理

论进行 了修正 ， 把政策范式的构成要素划分为政策主体 、 政策工具和政策主题三部分 。 政策主

体范畴包括政策顶层 目标的设计和政策主体部 门 ， 政策预期与可分解性 目 标达成的作用点位于

政策所包含的各主题领域中 ， 隶属于政策主题这
一

类别 ， 同时又是独立的政策工具范畴 ， 三者

共同组成 了本文的政策分析框架 。

在政策工具研究方面 ， 国 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分类和具体实践应用等方面展开并取得了较为

丰硕的成果 。 总体而言 ， 国 内关于政策工具的研宄起步较晚 ， 虽然国 内学者也对政策工具进行

划分 ， 但是在分析某项政策时应用度并不高 ， 学者们还是倾向于采用西方学者的分类方式来研

宄我国政策 。 其中 ， 最受国 内学者青睐的是 Ｈｏｗ ｌｅｔｔ 和 Ｒａｍｅｓｈ 的强制 、 自 愿 、 混合型分类方

式以及 Ｒｏｔｈｗｅ 丨 丨 和 Ｚｅｇｖｅ ｌｄ 的供给 、 需求 、 环境型分类方式 ， 且 Ｒｏｔｈｗｅ ｌ ｌ 和 Ｚｅｇｖｅ ｌｄ 的分类方

式适用于科技政策 、 产业政策等创新型政策 。

因此 ， 本文将我国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作为研宄对象 ， 把 内容分析方法运用到智慧城市政策

之中 ， 使用修正后的政策范式理论框架 以及 Ｒｏｔｈｗｅ ｌ ｌ 和 Ｚｅｇｖｅ ｌｄ 的政策工具分类方法 。 在全面

系统地收集政策样本后 ， 通过对政策文件的 内 容条款进行深层次 、 多维度分析 ， 找出 当前智慧

城市政策体系 中存在的缺陷 ， 并提 出 改进的建议 ， 旨在为智慧城市规划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

指导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

、 研究内容

第
一

章为绪论 ， 主要介绍智慧城市的研宄背景 、 研宄意义 、 相关文献综述以及研宄的 内容 、

方法等 ， 为下文研究奠定基础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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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定义本文中智慧城市及智慧城市政策两大概念 ， 并阐述本

文的核心理论 ， 即政策范式理论 、 政策设计理论以及政策工具理论 。

第三章为政策文本统计及发文主体分析 ， 首先 ， 对研宄样本进行界定 ， 明确政策文本的搜

集范围和标准 。 其次 ， 从政策文本的数量 、 地域分布 、 文种类型等方面进行多视角 的统计分析 ，

全面认知并归纳省级智慧城市政策发布的总体特征 。 最后 ， 本文对政策主体构成及其合作强度

展开研究 。

第 四章为智慧城市政策的政策工具分析 ， 首先 ， 对政策文本条款 内容的分析单元进行手动

编码 。 其次 ， 建构 以政策工具维度和智慧城市应用类型维度为基础的二维分析框架 。 最后 ， 根

据编码结果进行单维量化分析和多维量化分析 。 通过对省级智慧城市政策进行 内 容深度上的量

化分析 ， 探讨省级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 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 。

第五章为政策文本主题分析 ，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 构建出 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中的关键

词共词矩阵 ， 再根据关键词共词矩阵绘制 出政策关键词网络关系 图谱 ， 以实现对智慧城市政策

文本 内 容的可视化呈现 。 通过深入分析 ， 研究智慧城市政策对智慧城市起到 的作用 ， 并剖析政

策结构的合理性 。

第六章为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的优化建议 ， 根据上述对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中主体 、 工具 、 主

题的深入分析 ， 并结合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未来需求 ， 本文提出
一

套适用于我国 智慧城市政策

的优化方案 ， 旨在进
一

步丰富和完善智慧城市政策的 内容并提升智慧城市政策的质量 。

第七章为总结与展望 ， 对前文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 ， 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本领域的研究

趋势 。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分析得出本文的发展路线图 ， 如下 图 １
－

１ 所示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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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技术路线 图

资料来源 ： 作者 丨

＇

丨 制 。

二 、 研究方法

（

一

） 政策文献计量

政策文献计量是对政策文献 的结构性特征进行量化分析的
一

种研宄方法 ， 这
一

方法把数学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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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 、 统计学 、 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应用于政策分析 ， 用 以发现政策主题 、 目 标

和影响 ， 政策主体间 的协作模式 ， 及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化规律 。 本文将运用政策文献计量方

法对我国 智慧城市政策进行研究 ， 在对海量的智慧城市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 ， 对与

之相关的揭示政策发布数量 、 发布时间 、 发布单位 、 发布形式等 内容进行梳理 ， 从而在宏观层

面上对我国智慧城市政策的现状有较为清晰地认知 。

（ 二 ） 内 容分析法

内 容分析法是对各种数据 内 容进行分析的
一

种技术 ， 广义上的 内 容分析法是
一

种利用
“

情

景
”

对文本或有意义的材料进行可复制 、 有效推理的研究技术 。 具体而言 ， 内 容分析法就是在

定性研宄的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 ， 它可 以将原本用语言表达的信息 ， 转化为能用数量来表示的

资料 ， 并把分析结果用统计数字来展示出来 。 通过对文献 内容中
“

量
”

的分析 ， 寻找能体现其

的某些本质且便于计算的特点 ， 能够有效地解决定性研宄中存在的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等 问题 ，

从而让我们对文献
“

质
”

有更加深刻和准确的理解 。 本文使用 内 容分析法并借助 Ｄ ｉＶｏＭ ｉｎｅｒ

软件
？

， 通过筛选样本 、 确定分析单元 、 构建分析类 目 、 编码 、 检验可靠性 、 统计分析等环节 ，

深度地静态挖掘智慧城市政策工具 ， 从而为我国智慧城市政策的科学制定和系统优化提供理论

依据 。

（三 ） 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中主要是利用相关软件 ， 将各分析单元间所存在的关系展开可视化处理 ， 根

据可视化的处理结果 ， 找 出各分析单元间 的发展规律 。 这
一

分析法通常基于图论和统计学方法 ，

将社会关系表示为节点和边的形式 ， 并使用各种度量指标和算法来分析和解释网络的性质和特

点 。 社会网络分析法可 以应用于各种领域 ， 如组织管理 、 社会学 、 心理学 、 政治学等 ， 帮助人

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和行为 ， 并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和政策建议 。 本文运用 Ｕｃ ｉｎｅｔ 、 Ｎ ｅｔＤ ｒａｗ

等软件分析 了我国智慧城市政策的发布主体 ， 将政策主体的网络结构特点 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

出来 。 同时 ， 利用这些软件将政策关键词共词矩阵可视化 ， 并通过构建关键词 的社会关系 网络

图谱 ， 我们可 以对政策关键词间 的相互关系有
一

个清晰的 了解 ， 从而实现对政策 内 容的科学合

理认知 。

Ｉ

１

该软件 由 易研张荣显博士 团 队研发 ， 目 前 己被应用 于 国 际传播 、 管理学 、 危机管理等研宄中 。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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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核心概念

一

、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的概念是在 ２００９ 年由 ＩＢＭ 公司首先提出 的 ，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 ， 全球各国 的政

府 、 机构 以及专家学者都对其内涵有 了不同的认识 。 由于智慧城市所牵涉到的主体范围较广 、

内容体系较庞杂 ， 人们对其 内涵的界定还处在
一

个认知的深化阶段 ， 还没有形成共识 。

２０ １ ４ 年 ， 国家发改委颁布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 ， 明确提出
“

智慧

城市是
一

种 以物联网 、 云计算 、 大数据 、 空间与地理信息融合为核心 ， 推动城市规划 、 建设 、

管理与服务智慧化的新思路 、 新模式
”

， 从国家层面定义智慧城市概念 。 孟凡坤等人以英文文

献中 的智慧城市概念 内涵为研宄对象 ， 并对其进行编码统计 ， 发现主要存在五类饱含
“

竞争性
”

的概念化观点 。

一

是以
“

技术中心
”

为视角 ， 智慧城市关注城市
“

硬
”

基础设施 （交通 、 通讯 、

能源 、 建筑 、 安全等 ） 的技术发展 。 二是基于
“

知识中心
”

的视角 ， 这
一

视角下的智慧城市重

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
“

软
”

基础设施的建设 。 三是基于
“

治理中心
”

的视角 ， 强调通过多

方合作 以实现城市的智慧化 。 四是从
“

整体理解
”

的视角 出发 ， 这
一

视角试图提炼出上述视角

定义间的共同要素 ， 从而得出
一

些更为系统 、 更为完整的概念 。 五是 以
“

组成要素
”

的视角

为基础 ， 该视角主要是从构成智慧城市的各个元素出发 ， 并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
？

。

综上所述 ， 本文认为智慧城市是 以物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新
一

代信息技术与通信技

术为依托 ， 始终贯彻
“

以人为本
”

的思想 ， 在城市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实现资源的整合 、 服务的

优化 、 治理的有效 ， 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在城市的运行

与发展过程中 ， 智慧城市具有物联化 、 可感知性 、 智能化 、 共享性 、 人性化等特点 。

二 、 智賴市政策

智慧城市政策是指国家为了推动智慧城市这
一

新兴事物的健康 、 快速地发展而出 台的
一

系

列与之相适应的政策 。 关于智慧城市政策的范畴界定 ， 孟凡坤认为智慧城市政策范畴除 了涉及

智慧城市的总体规划之外 ， 还要考虑到智慧城市建设单元政策 ， 例如将
“

智慧医疗
”

和智慧教

育
”

等细分政策列入智慧城市政策文本的研宄范畴 ， 而不是仅局 限于标题中含有
“

智慧城市
”

字眼的政策 。 在对智慧城市政策类型进行分类方面 ， 孙建军等学者把智慧城市的政策划分为四

类 ：

一

是智慧城市的专项规划或者政策建议 ，
二是在国 民经济发展规划或者信息化规划中单独

设置
一

章的智慧城市政策 ， 三是围绕着
“

城市信息化
”

这
一

具有关联性的概念而制定的政策 ，

＂

孟凡坤 ，吴湘玲 ．重新审视
“

智慧城市
”

：三个基本研宄 问题
一一基于英文文献系统性综述 ［

Ｊ
］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

论
，
２０２２

，
１ １

（
０２

）
： １ ４８

－

１ ６８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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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围绕着智慧城市有关的细分领域而制定的
一

些具体的政策 ， 如
“

智慧社区
”

等＇

通过对这些智慧城市政策的深度剖析与解读 ， 有助于在选取政策样本时 ， 建立起
一

个清晰

的政策文本数据库 。 本文将智慧城市政策定义为 ： 由政府作为主体颁布的相关决策部署 ， 意在

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 。 在智慧城市政策的范围界定上 ， 本文在借鉴上述学者的基础上 ， 将

智慧城市政策分为四种类型 ： 第
一

类是 以
“

智慧城市
”

作为政策文本标题的
“

直接发展型
”

政

策 ， 主要包括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 指导意见 、 行动纲要 、 工作方案等 ； 第二类是
“

总体规划型
”

政策 ， 这类政策中往往有单独的智慧城市建设章节 ； 第三类是
“

应用领域型
”

政策 ， 包括
“

智

慧医疗
”

、

“

智慧教育
”

等城市细分领域的相关政策 ； 第 四类是
“

配套支持型
”

政策 ， 如云计

算 、 大数据等助推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创新类政策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

、 政策范式理论

Ｋｕｈｎ 首先在他的著作中提 出 了
“

范式
”

的有关概念 ， 并对其进行 了 系统的论述 。 范式的

概念是指
一

个从事某种科学研宄的 团体所共同遵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 它是
一

种科学研宄的基

本理论与规范准则气

Ｈａ ｌ 丨 以 Ｋ ｕｈｎ 的范式理论为基础 ， 成为第
一

个将政策范式作为
一

种理论框架进行系统研宄

的学者 。 在他看来 ， 政策文件应该 由三个要素组成 ： 政策的总体 目 标 、 实现政策 目 标的工具和

政策工具的精细设置 ， 这三者构成 了政策范式的分析框架
＆

。 例如 ， 政策 目 标是提高贫困人 口

的生活质量 ， 那么补助金可 以作为实现这
一

目 标的众多政策工具中 的
一

种 ， 而补助金金额的确

定就是政策工具的精细设置 。

因此 ， 本文根据 Ｈａ ｌ ｌ 的政策范式理论 ， 综合其他专家学者的观点 ， 分别从政策主体 、 政

策工具和政策主题三个方面研究我国 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 。

二 、 政策设计理论

政策设计研究侧重于政策设计的两个独特概念 ： 政策设计过程和政策设计作为政策 内 容 。

作为政策 内 容的政策设计指的是政策的实体 ， 它在本质上是前面描述的设计过程的输 出 ， 并 由

政策的语言表征 。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做 出 的决定可能反映在政策的 内 容中＇

Ｓｃｈｎｅ ｉｄｅ ｒ 和 丨 ｎ
ｇ
ｒａｍ 最早通过识别

“

政策元素
”

来捕捉公共政策通常传达的各种信息 以及

政策设计特征 。 政策的实际 内 容 （ 即政策文本 ） 所反映的共同要素包括 ： （ １ ） 有待解决的 目

标或问题 ；
（ ２ ） 目 标群体 ， 或其行动因执行政策而受到影响 的群体 ；

（ ３ ） 强迫 目 标群体行为

＿

孙建￥ ，奶 丨Ｌ周 兆韬 ，仇鹏飞 糟Ｓ城市政策理念多 允解读及质性分析 ［
Ｊ

］
． Ｗ ｜

５
１

猶报 ，
２０ 丨 ６

（
０６

）
： ２ ５ －

３ ２ ．

４

托马斯 ？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
Ｍ

］
．金吾伦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６ ： ４０ ．

Ｈａ ｌ ｌ Ｐ Ａ ． Ｐｏ ｌ ｉｃ
ｙ
Ｐａ ｒａｄ ｉ

ｇ
ｍ ｓ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Ｌｅａ ｒｎ ｉ ｎｇ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 ｔａ ｔｅ ： Ｔｈｅ Ｃ ａｓｅ ｏ ｆ Ｅｃｏ ｎｏｍ ｉ ｃ Ｐｏ ｌ ｉｃｙ
ｍａｋ ｉ ｎｇ 

ｉ ｎＢ ｒ ｉ ｔａ ｉｎ
［
Ｊ
］

． Ｃｏｍ
ｐ
ａ ｒａ ｔ ｉｖ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１ ９９ ３ ， ２ ５ （ ３ ） ： ２ ７ ５
－

２９ ６ ．

Ｓ ｉ ｄｄ ｉｋ ｉ Ｓ
， Ｃ ｕ ｒ ｌ ｅｙ 

Ｃ ． Ｃｏｎｃｅｐ
ｔｕａ ｌ ｉ ｓ ｉ ｎ

ｇ 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ｄｅ ｓ ｉｇｎ ｉ ｎ  ｔｈｅ
ｐ
ｏ ｌ ｉ ｃ

ｙｐ
ｒｏｃｅｓ ｓ

［
Ｊ
］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２ ０２２

， 
５ ０

（
１ ） ： １ １ ７

－

１ ３ ５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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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ｉ

综上 ， 政策范式和作为政策 内容的政策设计均注重政策要素的解构 ， 结合学者们对政策要

素的分类 ， 本文从政策主体 、 政策工具和政策主题三个层面对智慧城市的相关政策进行解构 。

三 、 政策工具理论

关于政策工具的 内涵 ， 文献 中有实质性的共识 。 他们可 以被定义为
“
一

套技术 ， 通过这些

技术 ， 政府当局试图使用他们 的权力 ， 以确保支持 、 影响或阻止社会变革
”

气 或者政府用来
“

故意影响社会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性质 、 类型 、 数量和分配
”

的手段气 政府制定 的政策在

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 ， 而作为政策制定的关键部分之
一

， 政策工具为实现政策
“

目

的
”

提供 了
“

手段
”？

。 所有最常用和最著名 的政策工具的定义都认为 ， 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

“

办成事情
”

的能力 。

政策工具会影响政策实施的 内 容或过程一一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和 向公众提供的方

式 ， 或者有关它们的决策方式气 Ｓａ ｌ ａｍｏｎ 提 出 ， 公共行动之所 以失败其原因并不是政府工作

人员 的不称职或玩忽职守 ， 而更多在于他们所用 的工具 以及行动方式
？

。

一

套结构合理 、 数量

恰当 的政策工具 ， 是达到政策 目 标的关键因素和根本途径
？

同时也是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重

要举措 。 此后的研究证明 ， 政策工具的选择恰当与否 ， 将直接决定政策 目标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〇

政策工具理论的研究可 以追溯至上世纪 ８０ 年代 ， 其研究主要集 中在政策工具的定义和分

类等方面 。 其中 ， 政策工具的分类是政策工具研宄的重点 ， 因为政策工具研宄的 目 的在于从政

策工具选择角度去提高政策质量和优化政策执行 ， 而政策工具的分类又是其选择的根本 。 政策

工具作为执行公共行为的方式 ， 因其具有多维性的特征 ， 这就造成 了对工具的分类很难达成
一

致 。

１ ９６４ 年 ， 荷兰经济学家 Ｋ ｉ ｒｓｃｈｅｎ 率先对政府工具进行归类 ， 重点研宄是否存在实施经济

政策以取得最佳效果的工具＇ 他整理出 ６４ 种通用性的工具 ， 但只是简单列举而缺少对其加 以

系统化的分类 ， 并且没有对这些工具的起源和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 随后 ， Ｌｏｗ ｉ 将政策类型划

分为四类 ： 分别是分配型 、 再分配型 、 监管型和建制型政策 ， 每种政策都产生了 自 己独特的参

与模式 ， 其中监管型政策的特点是多元模式 ， 分配型政策的特点是精英模式
Ｅ

。 但有学者批评

１

Ｓ ｃｈｎｅ ｉ ｄｅｒ
， 
Ａ ． ａｎ ｄ Ｉ ｎｇ ｒａｍ ．Ｈ ．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Ｄｅ ｓ ｉ

ｇ
ｎｆｏ ｒ Ｄｅｍｏ ｃ ｒａｃ

ｙ ［
Ｍ

］
．Ｌａｗ ｒｅｎ ｃｅ

， ＫＳ ：Ｕ ｎ ｉｖｅ ｒ ｓ ｉ ｔｙ
ｏ ｆ Ｋａｎ ｓａｓ Ｐ ｒｅ ｓｓ ． ， １ ９９ ７ ：

？

Ｖｅｄ ｕｎｇ 
Ｅ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Ｉ ｎ ｓ ｔｒｕｍｅｎ ｔ ｓ ： Ｔｙ ｐｏ ｌｏｇ ｉｅ 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 ｒ ｉｅ ｓ
［
Ｍ

］
． Ｎ ｅｗＢ ｒｕｎ ｓ ＼ｖ ｉ ｃｋ ： Ｔｒａｎ ｓａｃ ｔ ｉ ｏ ｎ Ｐｕ ｂ ｌ ｉ ｓｈｅ ｒｓ ． ｌ ９９８ ： ２ １ ．

？

Ｈｏｗ ｌｅ ｔｔ Ｍ ． Ｍ ａｎａ
ｇ

ｉ ｎ
ｇ 

ｔｈｅ 

＇ ＂

ｈｏ ｌ ｌｏｗ ｓ ｔａ ｔｅ

＊ ＊

：Ｐ ｒｏｃｅｄｕｒａ ｌ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ｉ ｎ ｓ ｔｒｕｍｅｎ ｔ ｓ ａｎ ｄ ｍｏ ｄｅ ｒｎ
ｇ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
Ｊ
］

． Ｃ ａｎａｄ ｉ ａｎ Ｐｕ ｂ ｌ ｉ ｃ

Ａ ｄ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ｔ ｉ ｏｎ
， ２００ ０ ． ４３ （

４
） ： ４ １ ５ ．

Ｂ ａ ｌ ｉ Ａ Ｓ
， 
Ｈｏｗ ｌｅｔｔ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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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ｔ ａＬＰ ｒｏｃｅｄ ｕｒ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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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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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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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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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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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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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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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ｄｅ ｓ ｉ

ｇ
ｎ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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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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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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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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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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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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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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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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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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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谢小芹 ．姜敏 ．政策工具视角 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试点的扎根分析——基于全 国 ６０ 个试点城市 的研 究
［
Ｊ

］
．中 国行政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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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论表述缺乏分析能力 ， 未能 明确解释如何为给定 的拟议政策确定正确 的类型分类
＇

^

Ｒｏｔｈｗｅ ｌ ｌ 和 Ｚｅｇｖｅ
ｌｄ 在分析创新政策时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 、 需求型和环境型＇

英国学者 Ｈｏｏｄ 则对政策工具进行 了 系统化的分类 ， 他认为政府基本上拥有四种资源可供

支配
一一

节点 、 权威 、 财富和组织 ， 并依据这 四种资源的应用 ， 提 出 ＮＡＴＯ 模型 ， 区分出八

种政策工具类型＇Ｍ ｃＤｏｎｎｅ ｌ ｌ 和 Ｅ ｌｍｏｒｅ 指 出过去的研宄几乎没有拓展有关激励政策行动的工

具选择的知识 ， 在此基础上 ， 这两位学者 以对教育政策的研究为基础 ， 将政策工具划分为能力

建设工具 、 命令性工具 、 系统变化工具和激励性工具气 Ｓｃｈｎｅ ｉｄｅｒ 和 Ｉ ｎ
ｇｒａｍ 指 出大多数公共

政策学者在对政策工具进行类型划分时 ， 都没有论及各类政策工具所蕴含的行为假定 ， 这样也

就无法对决策者提供有关在不同背景下针对不同对象人群使用 何种政策工具的信息 。 因此 ， 他

们将政策工具分为权威式 、 激励式 、 能力建设式 、 象征和劝告式 、 学习式等五种 ， 对每种工具

的假定动机 、 适用情景 、 预期效果 、 成本与收益都进行研宄气

随着公共行政实务的不断发展 ， 越来越多 的学者逐渐意识到政策工具 中 的行动要素的重要

性 。 Ｈｏｗ ｌ ｅｔｔ 和 Ｒａｍｅ ｓｈ 以 Ｈｏｏｄ 提出 的 四个政府资源为依据 ， 按照政策工具中政府在其中 的干

预程度 ， 将政策工具划分为 自 愿性工具 （非强制性工具 ） 、 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三种类型

气 美国学者 Ｓａｖａｓ 在安排者 、 生产者和消费者三个层面上 ， 将政策工具归纳总结为十类 ， 并

且根据政府行动主导程度的不同 ， 建立了
一

条从政府服务到 自我服务的连续光谱
３

。 Ｔｕｍｍｅ 从

改变公 民行为的角度出发 ， 形象地将政策工具分为
“

胡萝 卜 型
”

、

“

鞭子型
”

、

“

布道型
”

与

“

助推型
”

＇
“

胡萝 卜 型
”

， 也就是所谓 的激励型政策工具 ， 是用激励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

为 ， 而政府则 以鼓励的方式来加强人们的行为 ；

“

鞭子型
”

是指禁止和命令型相结合的政策工

具 ， 即用命令来确定哪些行为属于违规违法 ， 并 以此来降低这些行为的发生率 ；

“

布道型
”

指

以信息运动为基础的政策工具 ； 最后
一

种
“

助推型
”

是指选择架构型政策工具 ， 即通过改变公

民的选择框架 ， 使其能够在不显著改变公 民偏好的情况下 ， 让他们更轻易地选择政府所需要的

行为＇

关于政策工具类型的划分 ， 国 内 学者存在 多种不 同 的观点 ， 陈振明教授把政策工具划分为

三大类 ， 分别是市场化政策工具 、 社会化政策工具 以及工商管理技术
？

。 在王满船教授看来 ，

把政策工具分为法制 、 行政 、 经济和宣传教育手段存在标准不统
一

的 问题 ， 前两者依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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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策手段的形式 ， 而后两者的标准则变成政策手段的具体 内容 ， 并在此基础上将政策工具分

为规制手段 、 经济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
？

。 苏竣对 Ｒｏｔｈｗｅ ｌ ｌ 和 Ｚｅｇ
ｖｄｄ 的供给型 、 环境型与需

求型政策工具下的子类型进行重新分类 ， 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 的科技政策和风能产业政策进行

了定量分析
？

。 杨代福在对现行政策工具进行梳理分类后 ， 按照政府所使用 的资源将其划分为

管制性 、 信息性 、 经济性 、 志愿性和组织性政策工具
？

。

考虑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 似乎没有令人信服的分类 ， 构成政策工具理论的基础 。

这些分类方式在应用 中存在着
一

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 首先 ， 现有的分类方式并不完备 ， 很多研

究者还没有关注到非正式工具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 ； 其次 ， 大多数的分类方式差异性较小 ，

彼此之间也缺乏排他性 ， 导致研宄中 出现界限模糊的灰色区域 ； 此外 ， 这些分类法的另
一

个问

题是 ， 工具被认为是静态的 ， 往往忽略了工具的微小变化 ， 但是对工具观念的认知却始终保持

不变
？

。 尽管现有的政策工具分类都不是详尽的和相互排斥的 ，

“

但这并不意味着尝试对政策

工具进行分类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

， 这些基于各种立场和标准划分出 的不同类型的工具 ， 为

我们从多维度理解政策工具提供 了丰富的视角 ， 并为我们理解和分析特定政策提供了研宄基础 。

第三节 理论分析框架

政策范式理论和政策设计理论都强调 了政策要素的解构 ， 本文以这两个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

将政策要素分解为主体 、 工具 、 主题三个方面 ， 分别从政策主体 （谁来做 ） 、 政策工具 （怎么

做 ） 和政策主题 （做什么 ） 三个维度对我国省级智慧城市政策进行系统深入分析 。

图 ２ －

１ 是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政策文本要素处于该框架的核心位置 ， 因为它不仅表达了

政策主体的政治意图或者 目 标 ， 还是政策工具使用的重要媒介 ， 同时也是政策主题的载体 。 政

策主体关注到与智慧城市有关的政策主题 ， 并积极运用政策工具来推动城市的发展 ； 政策工具

不仅是政策主体所运用的手段和工具 ， 同时也参与到不同 的政策主题之中 ； 政策主题既是政策

工具的作用对象 ， 同时也反映了政策主体在注意力分配方面的重视程度 。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 、

循环往复 ， 共同构成政策文本分析的范式框架 。

１
王满船 ．公共政策手段的类型及其比较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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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 政策主题

图 ２ －

１ 智慧城市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图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政策范式理论和政策设计理论 自制而成 。

在本文 中 ， 政策主体指的是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从制定到实施中参与的省级政府部 门 ， 包括

政策制定主体和政策参与主体 。 通过对政策主体的组成和各主体之间合作强度 的分析 ， 对理解

相关部 门 的职权和进
一

步强化各部 门 间 的合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 政策工具作为政策制定主

体为达到政策 目 标而采取的特定手段 ， 是对政策主题进行
一

定程度的细化和分解的产物 。 政策

工具政策体系 的完整性离不开政策工具的支持 ， 正如学者毛寿龙所言 ， 政策工具就是政府为实

现 自 身职能而选用 的手段 ； 在 Ｈｏｗ ｌ ｅ ｔ ｔ 看来 ， 政策工具的存在意义是为 了更好地达到政策 目 标

？
。 所 以 ， 通过对政策工具进行量化分析 ， 我们可 以从整体上掌握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所

采取的措施集合 ， 认识到各政策主体为促进智慧城市建设运用 了哪些政策工具 。 政策主题作为

政策主体促进智 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措施和价值取向 。 基于此 ， 本文通过对智 慧城市的核心主题

进行深入探宄 ， 可 以 明确我 国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方 向和治理重点 ， 并厘清政策工具主要对智慧

城市的哪些方面起到推动作用 。

本文对政策主体 、 政策工具 、 政策主题等方面着手 ， 判断 己有的智慧城市政策是否合理 ，

并为未来智慧城市政策的优化和完善提供有效的政策指 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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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慧城市政策文本统计及政策主体分析

本章主要从政策文本统计和政策主体分析两部分展开 。 在政策文本统计部分 ， 首先明确政

策文本的选择标准 ， 据此标准共收集到 ９７ 份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 其次从时空分布和政策

类型两个方面对这 ９７ 份政策文本进行描述统计分析 ， 从总体上对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文本的特

征有清晰的认知 。 在政策主体分析部分 ， 首先对省级政策文本制定主体和参与主体的构成情况

进行阐述 ， 接着 回答 了

“

在省级层面的智慧城市政策中 ， 政策主体间存在怎样的合作关系 ？ 且

这些主体所构成的合作网络表现出怎样的特征
”

这
一

研究 问题 。

第一节 政策文本的选择

在政策文本检索方面 ， 为确保政策文本收集的全面准确 ， 确立了 以下筛选原则 ：

第
一

， 在政策文本发文主体方面 ， 选取省级层面智慧城市政策 ， 即发文单位为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 、 省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 门等单独或联合颁布的各种智慧城市政策 ， 不包括地市级政府

颁布的智慧城市政策 。

第二 ， 在政策文本发文时间方面 ， 时间范围选择 ２０ １ ０ －２０２２ 年 。 虽然国家层面于 ２０ １ ２ 年

才出 台智慧城市建设的正式文件 ， 但早在 ２０ １ ０ 年 ， 广东省便颁布了 《关于加快发展物联网建

设智慧广东的实施意见 》 ， 次年 ，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

作的通知 》 。 因此 ， 本文将政策文本的检索时间设定为 ２０ １ ０ 年 。

第三 ， 在政策文本类型方面 ， 主要选取地方规范性文件 、 工作文件 ， 涉及法规、 规章 、 规

划 、 工作实施方案等 ， 剔除了公告类 、 通告类、 技术标准类等缺少政策工具或者政策工具过于

单
一

的政策文件 。

第 四 ， 在政策文本 内容方面 ， 本文将与智慧城市密切相关的政策均纳入研究范围之内 。 参

照裴雷等学者对智慧城市政策类型的划分
？

， 可将其归为 以下四类 ： （ １ ）
“

直接发展型
”

政策 ：

此类政策是指针对智慧城市建设制定的
一

系列具体方案和措施 ， 其中包括了 智慧城市工作方案 、

行动纲要等文件 ， 标题中通常会带有
“

智慧城市
”

四个字 ， 具有直接指向性和相关性 ， 如 《广

东省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工作方案 》 ； （ ２ ）
“

总体规划型
”

政策 ： 此类政策是
一

种 以城市

经济及社会发展为核心的综合性政策 ， 其中独立
一

章专 门论述智慧城市建设问题 。 如 《甘肃省
“

十 四五
”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规划 》 中第六部分持续提升数字社会水平 ， 包括智慧城乡 、 智慧

交通 、 智慧文旅 、 智慧教育 、 智慧医疗 ； （ ３ ）
“

应用领域型
”

政策 ： 此类政策主要关注智慧

城市建设的应用领域以及具体项 目 ， 如 《安徽省
“

数字政府
”

建设规划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５ 年 ） 》 、

１

裴雷 ，
周兆韬

，
孙建军 ．政策计量视角 的中 国 智慧城市建设实践与应用 ［

Ｊ
］

． 图书与情报
，
２０ １ ６

（
０６

＞
： ４ １

－

４６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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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智慧医疗工作方案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 ） 》 、 《甘肃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全省智

慧旅游建设的意见 》 等 ， 此类政策的建设对象作为智慧城市建设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有必

要被纳入此次政策搜集范畴 ；
（ ４ ）

“

配套支持型
”

政策 ： 该政策 以
“

物联网
”

、

“

云计算
”

、

“

大数据
”

等为主题词 ， 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紧密的技术支持 。 如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快全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与应用工作的通知 》 。

需要注明 的是 ， 有
一

些政策文本的时间规划 已经到期 ， 但这些政策文本反映 了过去
一

段时

间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的情况 ， 因此也将这些政策文本纳入其中 ， 从而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体上把

握智慧城市政策全貌 。 例如 ， 《重庆市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 （ ２０ １ ５
—

２０２ ０ 年 》 、

《智能贵州发展规划 （ ２０ １ ７
－２０２０ 年 ） 》 。

为保证政策样本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 本次政策文本全部源 自 各省份政府 门户 网站和北大法

宝政策数据库 ， 政策文本全部是各省份公开发表的红头文件 。 此外 ， 对收集到的政策文本进行

查重规范处理 ， 以确保政策文本全面性和准确性 。 按照上面的文本选择标准 ， 共收集到 ９７ 份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 如附录所示 。

第二节 政策文本统计

一

＇ 政策文本的时空分布

（

一

） 政策文本的时间分布

通过整理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２ 年间省级层面智慧城市政策年度颁布数量 ， 发现政策发文量发展趋势

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 ， 且大致可 以分为 以下三个阶段 。 相关数据如图 ３ －

１ 所示 。

第
一

阶段是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１ 年 ， 处于萌芽突破阶段 。 ２００９ 年 ， ＩＢＭ 公司第
一

次提出 了
“

智慧

城市
”

的概念 ，

一

些 ＩＴ 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 内推广智慧城市的理念和方案 ， 这也使得智慧城

市开始在城市层面上迅速发酵
？

。 在此时期 ， 全球各地都处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初步探索阶段 ，

而各省市政府也不例外 。 因此 ， 此阶段各省市公布的智慧城市政策数量较为有限 ， 仅有四个省

市 出 台 四份政策文件 ， 且大多 以物联网应用建设 、 无线城市群建设等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相关

的政策为主 。

第二阶段为 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５ 年 ， 为快速发展阶段 。 此时间段受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影响 ， 省级

政策发文量分别在 ２ ０ １ ２ 年和 ２０ １ ５ 年达到两次峰值 。 ２０ １ ２ 年 ， 国家发布 《 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

暂行管理办法 》 ， 从国家层面正式启 动我国 智慧城市建设 ， 同年六省市发布十条政策 以积极推

动智慧城市发展 。 ２０ １ ４ 年 ８ 月 ， 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颁布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 》 ， 智慧城市建设得到全 国各省级政府的积极响应与重视 ， 第二年年省级层面的政

策发文量高达 １ ０ 条 。

第三阶段为 ２０ １ ６ －２０２２ 年 ， 为稳步推进阶段 。 在上述两个阶段的基础上 ， 大多数的省市 己

＇

？

辜胜阻 ，
王敏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

［
Ｊ

］
． 中 国人 口 

？ 资源与环境 ，
２０ １ ２

，
２２

（
０ ５

）
： ７４

－

８０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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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颁布
一

份与智 慧城市相关的政策文件 。 因此 ，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 引 下 ， 再加上参考借鉴

其他省市政策的经验基础上 ， 各省市政府在此阶段 出 台 的政策与前两个阶段相 比 ， 目 标更加 明

确 、 思路更加清晰 、 内 容更加细化 、 举措更加完善 、 责任更加压实 ， 为智慧城市建设制定 了 比之前

更加清晰的规划 。

１ ６ １４

０

＾＾ ＾《

＾＾＾＾＾＃

年份

图 ３
－

１ 各折矜慧城 Ｉ

丨

Ｉ政策年份分布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 二 ） 政策文本的空间分布

从空间分布来看 ， 不 同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智慧城市建设开展的先后顺序存在差异 ，

因此 ， 各省市在智慧城市政策文本发文数量和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 （ 详

见图 ３
－２ ）

从地区角度看 ， 不 同地区颁布的智慧城市政策文本数量呈现出 明显的差异 ， 其中东部地区

的政策发布数量最多 。 从各省角度来看 ， 除去未统计香港 、 澳门 、 台湾的数据外 ， 广西 、 贵州 、

湖南 、 辽宁 、 青海 、 新疆 、 云南这 ７ 个省份颁布政策数量为零 ， 共有 ２４ 个省份 出 台 了 智慧城

市的相关政策 。 在这 ２４ 个省份 中 ， 北京市 以发文量 ９ 份的成绩排名第
一

， 紧随其后 的有 山 东

省 、 江苏省 、 重庆市 、 浙江省 、 天津市 、 安徽省 ， 政策发文量均超过 ６ 份 ； 而发文数量相对较

少的省份是 内 蒙古 自 治 区 和西藏 自 治区 ， 这两个省份的发文量仅有 １ 份 ； 其他省份的 发文数量

则处于 中等水平的位置 ， 发文量区间为 ２ －

５ 份 。 这说明在政策发文数量上 ， 我国省份之间存在

明 显差异 。 详见图 ３
－２ 。

从数据 中可 以看到 ， 各省 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智慧城市的建设

水平 ， 例如北京市 、 江苏市 、 重庆市 ， 这些省份在基础设施建设 、 现代信息技术 以及相关智慧

产业等方面都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 在经过有效的资源整合管理和开发利用共享后能为智慧城

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 而 内 蒙古 自 治区 、 西藏 自 治 区等省份深处 内 陆地区 ， 在政

策扶持 、 城市资源禀赋等方面相对匮乏 。 此外 ， 智慧城市建设开展的先后顺序也在
一

定程度上

影响 了政策的发文量 ， 例 如发文量排 名前七的省份中有五个省份在 ２０ １ ３ 年前就 己颁布 了 相关

的政策 ， 率先开展智慧城市 的建设工作 ， 这四个省份分别是北京市 、 山 东省 、 浙江省 、 天津市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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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

１０ ｇ

９ ８

８ ７ ７

＿
７６ ６ ６

Ｓ６ ５ ５

與５ ４ ４４

：
ｌ ｌ ｉ ｌ ｌ ｌ ｌ ｉ ｉ． １ｉ ｌ ｌ ｌ．Ｉ

凝參
？Ａ

省 份

图 ３
－２ 智慧城市政策省份分布 图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二 、 政策文本的类型分析

（

一

） 政策文本的 内 容类型分析

为深入分析省级层面智慧城市政策文件 内 容种类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 本小节对省级层面智

慧城市的政策类型进行 了 系统分析 。 基于 ９７ 份政策文本的深入分析 ， 我们可 以清晰地了解智

慧城市政策类型 的分布状况 ， 如表 ３
－

１ 所示 。

从智慧城市政策的完整性角度来看 ， 基于前文对政策文本选取标准的研宄 ， 本文认为省级

政府所 出 台 的政策中涵盖
“

直接发展型
”

、

“

配套支持型
”

、

“

应用领域型
”

和
“

总体规划型
”

四种类型 。 具体来说 ，

“

直接发展型
”

政策数量最多 ， 在 ９７ 份政策文本中 占 比将近 ５ ０％ ， 由

此说明省级政府大多借助
“

智 慧城市总体方案
”

、

“

设立智慧城市领导小组
” ”

以及
“

智慧城

市行动计划
”

等政策 ， 为智慧城市 的建设提供直接指导 。 其次是
“

应用领域型
”

政策 ， 占 比

３４ ． ０２％ 。 说明政府对智慧城市相关的应用领域较为重视 ， 将智慧城市涉及的智 慧管理 、 智慧产

业和智慧 民生的方方面面纳入智慧城市总体发展 中 。

“

配套支持型
”

占 比 １ ９ ． ５ ９％ ， 在政策 内

容类型 中排 名第三 ， 此类政策对智慧城市建设 中 的新型基础设施 以及新
一

代信息技术发展进行

了具体规定 ， 旨 在对智 慧城市的发展起到配套支持作用 。

“

总体规划型
”

政策的 占 比最少 ， 在

智慧城市的 四种政策类型中 占 比仅为 ４ ． １ ２％ 。 该类政策通常与政府宏观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相关 ， 其 中涵盖智慧城市发展的具体规划 内 容较为有限 ， 这表 明在省级政府的顶层设计及总体

发展规划 中 ， 智慧城市建设规划 的融入性不强 、 嵌入性不足 。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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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的 内 容类型统计



政策类塑


Ｍ


占 比

直接发展型 ４ １ ４２ ．２７％

配套支持型 １ ９ １ ９ ． ５９％

应用领域型 ３ ３ ３４ ． ０２％



总体规划型


４


４ ． １ ２％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制 。

（二 ） 政策文本的公文类型

政策文本的公文类型能够揭示省级层面智慧城市政策文件的总体政策效力 、 政策种类多样

性 ， 以及不同政策文种的分布 。 在统计政策公文类型时 ， 需要注意两点 ，

一

是确定通知范围时 ，

由于不存在方案 、 规划 、 纲要和计划等文种 ， 这些文种类型都是以
“

印发…实施方案的通知
”

形式发布的 ， 本质上并不是通知 ， 因此应按照
“

方案 、 规划 、 纲要 、 计划
”

类型进行统计 ， 而

不是将其视为
“

通知
”

类型 ；
二是文种类型中 同时存在

“

意见
”

和
“

通知
”

情形的判定 ， 例如

《关于印发 ＸＸ 省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 ， 因
“

印发 、 批转…意见的通知
”

实质上是意见范畴而非通知 ， 故本文对政策的公文类型进行统计时 ， 将其归类为
“

意见
”

类型 ，

而非
“

通知
”

类型 。 统计结果如表 ３
－２ 所示 。

通过对 ９７ 份政策文本的文种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 发现国 内省级层面出 台 的智慧城市政策

文件类型涉及意见 （包括指导意见和实施意见 ） 、 方案 （包括行动方案和实施方案 ） 、 规划 、

计划 、 通知 、 纲要 、 通报七种类型 。 具体每种类型所含政策数量及 占 比如表 ３
－２ 所示 。 在七种

文种类型中 ，

“

意见
”

和
“

通知
”

类 占 比较多 ， 分别为 ３２ ．９９％和 ２６ ． ８０％ ， 合计 占比高达 ５９ ． ７９％ ，

在政策总量中 的 占 比超过
一

半 ， 其次是
“

方案
”

、

“

计划
”

和
“

规划
”

， 分别 占 比 ２３ ． ７ １％、

７ ．２２％、 ７ ．２２％ ， 占 比最少的是
“

纲要
”

和
“

通报
”

， 仅 占 比 １ ．０３％。 这表明 ， 当前智慧城市省

级层面的政策以规划和 引 导为主 ， 地方性法律规章方面相对缺少 ， 政策权威性和强制力还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 因此 ， 在完善政策体系时 ， 需要增加
“

条例
”

、

“

办法
”

等具有约束力的公文

类型 ， 实现
“

刚柔并济
”

的 目标 。

表 ３
－２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的公文类型统计

公文类型意见方案规划 计划 通知纲要通报

数量３２ ２３ ７ ７ ２６ １ １

占 比３ ２ ．９９％２３ ． ７ １％７ ．２２％ ７ ．２２％２６ ． ８０％ １ ． ０３％ １ ．０３％

资料来源 ．

？ 作者 自 制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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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策主体构成

政策主体被定义为在政策制定 、 执行 、 评估和监控等活动中有直接或间接参与 的个人 、 群

体或者组织
Ｔ ＇

。 基于上述陈振明学者关于政策主体的界定 ， 本文将政策主体分为两大类 ： 制定

主体和参与主体 。 制定主体是指制定政策的组织 ， 而参与主体通常指政策文件中要求执行 、 参

与 、 评估 、 监督相关政策文件的组织或机构 。 这两类主体联合组成本文的政策主体 ， 它们对政

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一

、 政策文本制定主体构成

各省有权制定发布智慧城市政策的政府部 门 中 ， 除 了 省委办公厅 、 省人民政府 、 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可 以单独或者联合发布智慧城市政策外 ， 还有 １ ６ 个权威部 门能够单独制定或联合制

定智慧城市政策 ， 即卫生健康委员会 、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 工业和信息

化厅 、 民政局 、 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 、 中医药管理局 、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 科学技术厅 、 公安厅 、 财政厅 、 国土资源厅 、 交通运输厅 、 通信管理局 、 测绘局 。 而

以上所有能够独 自 或联合参与智慧城市政策制定的权威部 门 ， 都可 以划分为两个层次 ， 以省人

民政府 、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为第
一

层权威部 门 ， 第二层是 以省 内参与智慧城市政策制定的各直

属厅级部 门 ， 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工业和信息化厅 、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 门 。

图 ３
－

３ 显示 了省级层面单独制定智慧城市的主体构成及发文数量 。 从图 ３
－

３ 可看出 ， 单独

制定我国智慧城市政策的主体共有 ７ 个 。 共有 ４８ 份政策文件是 由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 ，

这些文件约 占文本总数的 ４９ ．４８％ ， 独 占半壁江山 。 此外 ， 由 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智慧城市相关

政策有 ２６ 份 ， 约 占总数的 ２６ ． ８０ ％ 。 由 省政府组成部 门独 自 发文 １ ３ 份 ， 占 比约为 １ ３ ．４０％ ， 其

中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文量最多为 ６ 份 ， 其次是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 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发

文数量分别为 ３ 份和 ２ 份 ， 最少的是卫生健康委员会 、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发文量分别为

为 丨 份 。 这反映 出在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制定过程中 ， 经济和信息化委会作为重要的职能部 门 ，

扮演着主要角色 ， 为之后城市的发展注入 了 强有力 的动力 。

综上 ， 省政府和省政府办公厅发文量 占政策文本总数的 ７６ ．２ ８％ ，

一

方面体现 了 省政府对

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视 ， 同时 ， 作为省级 的重要权威部 门 ， 省政府在智 慧城市政策制定实施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 引 导作用 ， 它们是智 慧城市政策的宏观 引 导者 。 但另
一

方面 ， 这也反映出 省级

层面的智慧城市政策多 以省政府 出 台 的宏观性政策为主 ， 智慧城市相关职能部 门颁布的政策较

少 ， 具体的实施细则较少 。

陈振 明 ．政策科学 ［
Ｍ

］
．北京 ： 中 国 人 民大学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８ ： １ ０ ７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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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１％

５ ５％

■ 宵 人民政府■ 省 人民政府办公 厅■ 卫 １ ：挝康 委 员 会

■ 经济和 信息化委 员 会■ 住 培 和城 乡 述设厅■ 工 业 和 息化委

■ 卫生和计划
＇

ｔ育 委 员 会

图 ３
－

３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独立发文主体构成及发文数量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表 ３
－

３ 显示的是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的联合发文情况 。 从表格 中可 以看 出 ， 在 ９７ 份智慧城

市政策文本中 ， 只有 １ ０ 份政策是部 门联合发布的 ， 仅 占总数的 １ ０ ． ３ １％ 。 在这 １ ０ 份政策文本

中 ， 由两政策主体共同发文数量 已达到 ５ 份 ， 约 占共同发文政策总量的
一

半和政策文本总量的

５ ． １ ５％
； 由三个政策主体共 同发文的政策共有 ４ 份 ， 占政策总量的 ４ ． １ ２ ％

； 还有
一

份政策文件

涉及到 ９ 个制定主体 ， 即 由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吉林省科学技

术厅 、 吉林省公安厅 、 吉林省财政厅 、 吉林省 国土资源厅 、 吉林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 、 吉林省交

通运输厅 、 吉林省通信管理局于 ２ ０ １ ５ 年共同颁布的 《关于印发吉林省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 。 这项政策的 发布说 明制定智慧城市政策也需要较多 的政府部 门共同参与 。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 ， 联合发文的政策数量不足 ， 且大多都是 以两个部 门联合发文的形式

发布 。 这说明 目 前我国智慧城市政策的制定及 出 台仍然主要 由各个部 门独立完成 ， 不 同部 门 间

缺乏有效合作与协同 ， 部 门之间 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亟待进
一

步提升 。

表 ３
－

３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 的联合发文情况



联合发文部 门


发文数量

市社会办 、 市经济信息化委 、 市民政局 １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Ｉ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 、 河北省 中 医药管理局 １

江西省住建厅 、 发改委和工信委 １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

吉林省公安厅 、 吉林省财政厅 、 吉林省 国土资源厅 、 吉林住房和城 乡 建设 １

厅 、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 吉林省通信管理 局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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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

３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的联合发文情况



联合发文部门


发文数量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 、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 江苏省测绘局 １

中共上海市委 ， 上海市人 民政府 ２

浙江省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浙江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 、 浙江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 会

四 川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 四 川 省 民政厅 、 四川 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


１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二 、 政策文本参与主体构成

本小节 以 ２０ １ ０ 年 －２０２２ 年省级层面 ９７ 份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数据为样本 ， 提取并整理 了 与

政策实施明确相关的参与主体数据 。 政策参与主体提取标准如下 ： （ １ ） 在主要任务部分 ， 每

条主要任务后都有明确 的牵头部 门和参与部 门 ， 将牵头部 门和参与部门均视作政策参与主体 ，

如 《浙江省智慧城市标准化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 ２０ １ ５ 年
一

２０ １ ９ 年 ） 》 中第三部分重大推进工

程 ；
（ ２ ） 有

一

部分政策文本中主要任务和职责分工是单独的两部分 ， 如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推进智慧城管建设的指导意见 》 中 的第 四部分实施要求及职责分工 ， 将其 中涉及到的

政府部 门界定为政策参与主体 ；
（ ３ ） 还有

一

些政策会在最后
一

部分保障措施中 出现相关的政

策参与部 门 ， 如 《天津市智慧城市建设
“

十四五
”

规划 》 中 的第六部分 。

根据上述标准筛选 了 智慧城市政策文本的 内容 ， 发现有 ３ ５ 份政策明确地涉及到智慧城市的

参与主体 ， 从中共整理出 ７ １ ７ 条参与主体相关数据 。 将政策文本中 出现 ９ 次及 以上的参与主体

总结成表 ３
－４ 。

表 ３
－４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参与主体构成及 出现频次 （ 出现频次 多 １ ０ 次 ）

序号 参与主体出现频次 序号 参与主体出现频次

１省发改委 １ ５ ６ １ ６省教育厅 ２４

２省经信委 １ ０５ １ ７省人社厅 ２ １

３省公安厅 ６４ １ ８省 自 然资源厅 １ ６

４省通信管理局６ １ １ ９省 国土 资源厅 １ ４

５省科技厅 ４９２ ０省委政法委 １ ２

６省卫健委 ４ ３２ １省广 电局 １ ２

７省财政厅 ４ １２２省工商局 １ ２

８省商务厅 ４ １２ ３省水利厅 １ ０

９省住建厅 ３ ８２４省能源局 １ ０

１ ０省交通运输厅３ ８２ ５省测绘局 １ ０

１ １省大数据局 ３ ６２ ６统计局 ９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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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４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参与主体构成及 出现频次 （ 出现频次＞ １ ０ 次 ）

序号 参与主体出现频次 序号 参与主体出现频次

１ ２省 民政厅 ３ ５ ２ ７省生态环境厅９

１ ３省政府办公厅３ ５２８省政府金融办９

１ ４省数字办 ３ ０２９省安监局 ９

１ ５省质监局 ２６ ３ ０省气象局 ９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由上表可知 ， 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中涉及到的参与主体众多 ， 其中 出现 ９ 次及以上的参

与主体高达 ３ ０ 个 ， 频次较高的有 ： 省发改委 （ １ ５ ６ 次 ） 、 省经信委 （ １ ０５ 次 ） 、 省公安厅 （ ６４

次 ） 、 省通信管理局 （ ６ １ 次 ） 、 省科技厅 （ ４９ 次 ） ， 说明这些主体在智慧城市政策执行和落

实中有较高的参与率 。

第四节 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是
一

项涉及领域广泛的系统性工程 ，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的全过程 ， 有关

部门需要各司其职 ， 最大限度地履行各 自 的职责 ， 而且离不开部 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近年来 ，

随着国家规划和政策引 导 ， 省级政府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尤为重视 。 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进程中 ，

省级层面的政策主体在政策指导下形成何种合作关系 以及合作网络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 值得深

入探宄 。

一

、 政策主体网络结构图

为更直观地反映政策主体之间的合作状况 ， 本节构建了我国省级智慧城市相关政策主体间

的网络图谱 。 在此之前 ， 首先需要对所整理的 ９７ 份智慧城市政策进行数据统计 ， 若是两部 门

间存在协作的情况 ， 则相应的数值就是 １ ， 没有合作则为 ０ ， 形成政策主体间 的共词矩阵 ， 如

表 ３ －

５ 所示 。 。

表 ３ －５ 政策主体共词矩阵表 （部分 ）

省 省 省
省

省 省 政 省 通 省 省 省 省 省 交省 省

发 经 府 公 信 科 卫 住 财 商 通民 数
数…

改 信 办 安 管 技 健 建 政 务 运政 字
据

委 委 公 厅 理 厅 委 厅 厅 厅 输厅 办
局

厅 局厅

省发改委 １ ５９５ ６４２３３ １３ ９ １ ３ １ ７２２ １ ８ １ ５７ １ ０ １ ４…

省经信委 ５６ １ １ ０７ １ ７３ ０２６０ １ ４７ １ １７０００ ． ． ．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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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５ 政策主体共词矩阵表 （部分 ）

省省 省
省

省 省 政 省 通 省 省 省 省 省 交省 省

发 经 府 公 信 科 卫 住 财 商 通民 数
数

改 信 办 安 管 技 健 建 政 务 运政 字
据

委 委 公 厅 理 厅 委 厅 厅 厅 输厅 办
局

厅 局 厅

省政府办公厅 ４ ７７５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省公安厅２３ １ ７４６５ １ ２９８ １ １６８ １ ９７４０ ． ． ．

省通信管理局３ １３００ １ ２６２ １ １０７００５４００

省科技厅３ ９２６０９ １ １５０５６ １ ０４４０６０ ． ． ．

省卫健委 １ ３００８０５４３０５００６ １ １０…

省住建厅 １ ７ １４０ １ １７６０４２００８０４０． ． ．

省财政厅２２７０６０ １ ０５０４２０００ １ ４０ ． ． ．

省商务厅 １ ８ １ １０８０４０００４ １ １ ３０００ ． ． ．

省交通运输厅 １ ５７０ １ ９５４０８０ １ ３３９０００…

省大数据局７ ０ ４ ７ ４ ０ ６ ０ ０ ０ ０３６０ ０ ． ． ．

省民政厅 １ ０００４０６ １ １４ １ ４０００３５０ ． ． ．

省数字办 １ 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 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运用 Ｕｃ ｉｅｎ ｔ 软件对政策主体共词矩阵进行分析 ， 最终构建了
一

张智慧城市政策发文主体

的网络图谱 ， 见图 ３
￣４ 。 图谱上每

一

个节点都是
一

个政策主体 ， 连接线反映了两个政策主体曾

共同合作过 ， 并积极地参与某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 由 图 中可以看出 ， 省科技厅 、 省公安厅 、

省教育厅 、 省财政厅和省经信委等政策主体均位于网络关系 中的核心位置 ， 相互之间及其与其

他政策主体之间连接的线条众多 。 他们是整个网络的核心节点 ， 也是智慧城市政策的主要参与

者 ， 在政策网络中权威性较强 。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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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終撕

彎
靡
＇Ｔ

ｔ
ｍｍ Ｍ ！ｆ

＼＼＼／
＼
＼

生挪 境厅

？ 畜 环保斤／＼

ｉｆ

省广电局／＼ 省水利厅

二 委
“家臟

图 ３ －４ 省级 智慧城市政策主体的 网络关系图谱

资料来源 ： 由 Ｕ ｃ ｉｎ ｅ ｔ 软件生成所得 。

二 、 政策主体网络密度分析

网络密度体现 了 网络 内 各节点之间联系 的紧密性 ， 密度越大 ， 说明 网络成员之间联系越密

切 ， 它等于网络 内实际连线数和最多可能连线数的 比值
？

。 从数值上来说 ， 网络密度指标越接

近于 １ ， 说 明 网络成员 间 的联系越紧密 。

将政策主体共词矩阵输入 Ｕ ｃ ｉｎｅｔ 中 ， 对政策主体网络密度进行测量 ， 结果如 图 ３
－

５ 所示 。

从图 中可知 ，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主体的 网络密度值达到 ０ ．２２２ １ ， 其均方差值达到 ０ ．４ １ ５ ７ 。 网络

密度为 ０ ． ２２２ １ ， 表 明 网络节点 间 的连接相对稀疏 。 整体来看 ， 政策主体网络结构相对松散 ， 也

就是说政策主体之间协同度较低 ， 相互之间 的关联性较弱 。 标准差是 ０ ． ４ １ ５ ７ ， 这表明 网络节点

之间 的连接较为稀疏 ， 而且交流关系不够紧密 ， 网络离散度较低 ， 主体成员 间 出现 了 小群体现

象 ， 也就是只有少数几个成员 间有 比较密切的联系 。 综上所述 ， 关键词 网络 中可能同时存在密

度较低与离散程度亦较低的情况 ， 这表 明我国 的智 慧城市政策主体多集中于少数几个部 门 ， 这

些部 门之 间缺乏紧密联系 。

＇

林聚任 ．社会网络 分析 ：理论 、 方法与应用
［
Ｍ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９ ： ９ ３ ．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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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５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主体关键词网络密度测度结果

资料来源 ： 由 Ｕｃ ｉｎｅｔ 软件生成所得 。

三 ｖ 政策主体点度中心度分析

点度 中心度是
一

种刻画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直接互动和联系 的能力 。 随着直接互动能力 的

增强 ， 点度 中心度也随之提高 ， 从而使其更接近于社会网络的核心 ， 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

大的权 力 ， 同时具 备更强的信息资源掌控能力和信息交流能力 。 本节分析的是在政策主体网络

中 的点度 中心度 ， 并通过量化分析 以确定哪些政策主体处于网络 中 的核心位置 ， 哪些政策主体

位于边缘地带 。 分析结果如 图 ３
－６ 所示 。

从图 ３
－６ 中可 以看 出 ， 在政策主体合作网络中 ， 省发改委的点度 中心度值最大 ， 达到 ３ ４０ ，

其次是省经信委 ， 点度 中心度数值为 ２ ２ ８ ， 在整个测度结果 中 ， 仅省发改委与省经信委这两大

政策主体的点度 中心度数值均大于 ２ ００ ， 这说明 省发改委和省经信委拥有的权利最大 ， 在省级

智慧城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与其他众多部 门存在合作关系 ， 且在整个政策主体网络 中具

有较强的影响力 。 另 外 ， 省公安厅 、 省科技厅 、 省通信管理局 、 省交通运输厅 、 省住建厅的点

度 中心度数值也较高 ， 分别为 １ ６４ 、 １ ３ ５ 、 １ １ １ 、 ７９ 、 ７４ ， 说明这部分政策主体与其他部 门 的合

作较为紧密 ， 在政策主体网络 中更为积极 ， 更多地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 中 。 还有
一

些

政策主体的点度 中心度测度数值小于 １ ０ 甚至为 〇 ， 像省气象局 、 省政府金融办 、 省水利厅 、

省生态环境厅 ， 表 明这些政策部 门 与其他部 门 合作程度相对较低 ， 甚至可 以说是缺乏合作 ， 因

此对整个政策网络中 的影响 力相对较弱 。

最后 ， 测量结果 中还包含整个网络点度 中心势这 个指标 。 中心势描述的是网络总体向部分

节点聚集的倾 向 ， 它是和网络密度
一

起刻画总体网络情况的
一

个定量指标
＇

。 点度中心势指 图

谱的整体整合度或
一

致性 。 若在
一

个网络 中
“

点 的点度中心度相差很大
”

， 则该网络向心趋势

就会更加 明显 ， 表明该网络结构 图 中心势较大 ， 具有关键性节点 ， 且此节点和其他节点间沟通

罗 家德 ．社会网 分析讲 义
［
Ｍ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 ： １ ８ ８

－

１ ９０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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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
： Ｄ

。 点度 中心势是网络图集中趋势的体现 ， 其数值越接近 １ ００％ ， 则表 明 网络图集中到
一

些点上的趋势越 明 显 。 在本文 中 ， 整个网络点度 中心度仅为 丨 ９ ． １ ５％ ， 显示出 了该网络较低的

中心度态势 ， 大部分政策主体和其他政策主体间并未形成紧密 的合作关系 。 综上所述 ， 点度中

心度结果表 明在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主体网络中 ， 部分政策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

还有部分政策主体处于 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中 ， 整个政策主体网络空间分布并不平衡 。

１ ２ ３

Ｄｅ ｇｒ ｅ ｅＮ

＇

ｒｍＤｅｇｒｅ ｅ Ｓｈａｒ ｅ

１省发改委 ３ ４ ０ ． ０００ ２ １ ． ６８４ ０ ． １ ９ ４

２省经信委 ２ ２ ８ ． ０００ １ ４ ． ５４ １ ０ ． １ ３０

４省公安厅 １ ６４ ． ０００ １ ０ ． ４５９ ０ ． ０９４

６省科技厅 １ ３ ５ ． ０００ ８ ． ６ １ ０ ０ ． ０７ ７

５ 省通信管理局 １ １ １ ． ０００ ７ ． ０７９ ０ ． ０６３

１ １ 省交通运输厅 ７９ ． ０００ ５ ． ０３８ ０ ． ０４５

８省住建厅 ７ ４ ． ０００ ４ ． ７ １ ９ ０ ． ０４２

９省财政厅 ７ ３ ． ０００ ４ ． ６５６ ０ ． ０４２

１ ５省质监局 ７ ３ ． ０００ ４ ． ６５６ ０ ． ０４２

１ ０省商 务厅 ６ ７ ． ０００ ４ ． ２ ７ ３ ０ ． ０３８

７省卫健委 ６０ ． ０００ ３ ． ８２７ ０ ． ０３４

１ ３省 民政厅 ５ ４ ． ０００ ３ ． ４４ ４ ０ ． ０３ １

１ ６省教 育厅 ４ ４ ． ０００ ２ ． ８０６ ０ ． ０２ ５

１ ９省 国土资源厅 ３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４ １ ０ ． ０ １ ８

１ ７省 人社厅 ３ １ ． ０００ １ ． ９７７ ０ ． ０ １ ８

１ ２省大数据局 ２ ８ ． ０００ １ ． ７８６ ０ ． ０ １ ６

２ ２省工商局 ２ ６ ． ０００ １ ． ６５８ ０ ． ０ １ ５

１ ８ 省 自 然 资源厅 ２ １ ． ０００ １ ． ３ ３９ ０ ． ０ １ ２

２ ３省测绘局 ２ 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７６ ０ ． ０ １ １

３ 省政府办公厅 １ ９ ． ０００ １ ． ２ １ ２ ０ ． ０ １ １

２ １省广 电 局 １ ５ ． ０００ ０ ． ９５７ ０ ． ００９

１ ４省 数字办 １ ４ ． ０００ ０ ． ８９３ ０ ． ００ ８

２０省委政法委 １ １ ． ０００ ０ ． ７０２ ０ ． ００６

２４省能源局 １ ０ ． ０００ ０ ． ６ ３８ ０ ． ００６

２ ８省安监局 １ ０ ． ０００ ０ ． ６３８ ０ ． ００６

２ ６ 省生态环境厅 ９ ． ０ ００ ０ ． ５ ７４ ０ ． ００５

２ ５省水利厅 ４ ． ０ ００ ０ ． ２５５ ０ ． ００２

２ ７ 省政府金融办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２ ９省 气 象 局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Ｎｅ ｔ ｗｏｒｋＣｅｎ ｔ ｒ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 １ ９ ． １ ５％

Ｈｅ ｔ ｅｒｏｇｅｎｅ ｉ ｔ ｙ
＝
８ ． ６ ６％ ．Ｎｏｒｍａ ｌ ｉ ｚ ｅｄ

＝
５ ． ４０％

Ｎｏｔ ｅ ：Ｆｏｒｖａ ｌ ｕｅｄｄａ ｔ ａ
，ｔｈｅｎｏ ｒｍａ ｌ ｉ ｚ ｅ ｄｃ ｅｎ ｔ ｒａ ｌ ｉ ｔ ｙｍａｙｂ ｅｌ ａｒ ｇ ｅ ｒｔ ｈａｎ１ ００ ．

Ａ ｌ ｓ ｏ
， ｔ ｈｅｃ ｅｎ ｔ ｒ ａ ｌ ｉ ｚ ａ ｔ ｉ ｏｎｓ ｔ 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ｉ ｓｄ ｉ ｖ ｉ ｄ ｅ ｄｂｙｔ ｈｅｍ ａ ｘ ｉ ｍｕｍｖ ａ ｌ ｕｅ ｉ ｎ

ｔ ｈｅｉ ｎｐｕ ｔｄ ａ ｔ ａ ｓ ｅ ｔ ．

图 ３
－６ 省级 智慧城市政策主体关键词点度中心度测度结果

资料来源 ： 通过 Ｕｃ ｉ ｎ ｅ ｔ 分析软件对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样本关键词 的词频统计 。

四 、 政策主体中间中心度分析

中 间 中心度衡量的是 以某
一

节点为 中介的能力 ， 即 占据在另外两节点 间最短路径的能力 ，

是对这个节点作为
“

桥
”

存在的能力大小的测度 。 随着 占据两节点或群体间最短路径连接点
“

桥
”

＇

康伟 ． 基于 ＳＮＡ 的突 发事件网络舆情关键节点识别——以
“

７
？２ ３ 动车事故

”

为例⑴ ．公共管理学

报
，
２０ １ ２

，
９

（
０３

）
： １ ０ １

－

１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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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增加 ， 该节点 的 中 间 中心度也会随之提高 ， 从而导致更多 的节点需要通过它进行连接吹

因此 ， 中 间 中心度是反映网络中 各节点间关系强弱和联系强度的重要指标 。 若某个点的标准化

中 间 中心度为 １ ， 则说明该节点在网络 中处于核心位置 ， 具备充分地掌控其它行动者的能力 ；

若某个点的标准化中 间 中心度是 ０ ， 则表示该节点位于网络的边缘地带 ， 无法对其他任何行动

者施加影响气 从本文的政策主体网络中 间 中心度来看 ， 中 间 中心度越高的政策主体 ， 说明该

政策主体对于其他政策主体之间 的交往程度掌控就越大 ， 对政策主体网络整体的影响力就越 明

显 。 相反 ， 中 间 中心度较低的政策主体 ， 则表明该主体对其他政策主体间交往的控制程度也就

越低 。 经软件分析得出 的结果如 图 ３
－ ７ 所示 。

从图 ３
－

７ 中可 以看 出 ， 中 间 中心度数值最高的是省发改委 ， 达到 １ ３ ６ ．４９９ ， 而且其数值是

排在第二位的将近三倍 ， 说明省发改委对整个政策网络的影响力最强 ， 大多数政策主体都需要

通过它来与其他政策主体产生合作关系 。 其次 ， 省公安厅 、 省经信委 、 省 国土资源厅的排名位

于 ２ 到 ４ 位 ， 中 间 中心度数值分别是 ４７ ．６ １ ７ 、 ３ ９ ． ３ ３ ３ 、 ２５ ． ５ ００ ， 说 明这些政策主体在
一

定程度

上对其他政策主体间的合作产生影响 ， 在网络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桥梁作用 。 此外 ， 省数字办 、

省广 电局 、 省工商委 、 省委政法委 、 省能源局 、 省水利厅 、 省生态环境厅 、 省政府金融办 、 省

安监局和省气象局 的 中 间 中心度为 ０ ， 反映出这些政策主体在政策政策网络 中处于边缘位置 ，

他们几乎不能对其他政策主体产生任何影响 。 此外 ， 本文还计算 了该政策主体网络的标准化中

心势指标 ， 该指标能够衡量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 具体来说 ， 网络标准化中心势反映

了节点在网络 中作为中介的程度 ， 数值越大则说明节点的潜在控制权和影响力越大 ， 可以更好

地掌握网络的信息流动和资源分配 。 从本文的结果看 ， 网络标准化中心势数值为 ３４ ．６３％ ， 相

对较小 ， 体现出该网络各政策主体之间 的合作相对独立 ， 较少会受到其他主体的影响 ， 大部分

政策主体对其他政策主体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

ｈ

康伟 ．站于 ＳＮＡ 的突发事件Ｎ络舆情关键节点识别
一－

以
“

７
？２ ３ 动车箏故

”

为例
【
Ｊ
］

．公共管理学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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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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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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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 １ 

－

１ １ １
＋

１ ２ ７
－

１ ２ ８ ．

２

刘军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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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ｎｅ ｓ ｓ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ｎ ｅ ｓ ｓ

１省发改委 １ ３６ ． ４９９３６ ． １ １ １

４省 公安厅４７ ． ６ １ ７ １ ２ ． ５９ ７

２省经信委３９ ． ３ ３ ３ １ ０ ． ４０ ５

１ ９ 省 国土 资源厅 ２５ ． ５００６ ．７４６

５ 省通信管理局 １ ２ ． ０３０３ ． １ ８ ３

６省科技厅 ９ ． ０４４２ ． ３９ ３

１ ５省质 监局 ６ ． ４７ １ １ ． ７ １ ２

７省卫健委 ４ ． ７５０ １ ． ２５７

８省住建厅 ３ ． ５５２０ ． ９４０

１ ８ 省 自 然资源厅 １ ． ５ ０００ ． ３９ ７

９省财政厅 １ ． ２ ２２０ ． ３２３

１ ３省 民政厅 １ ． １ ７ ８０ ． ３ １ ２

１ ２省大数据局 ０ ． ９４４ ０ ． ２５０

１ １ 省交通运输厅 ０ ． ８０００ ． ２ １ ２

１ ６省教育厅 ０ ． ７ ８９０ ． ２０９

２３省测ｇ局 ０ ． ６ ８６０ ．１ ８ １

１ ７省人社厅 ０ ． ４３３０ ． １ １ ５

１ ０省商 务厅 ０ ． ４０００ ． １ ０６

３ 省政府办公厅 ０ ． ２５００ ． ０６６

１ ４省数字办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１省广 电局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省工商局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省委政法委 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４省能源局 ０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省水利厅 ０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省生态环境厅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省政府金融办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省安监局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省气象局 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Ｎｅ ｔｗｏｒｋＣｅｎ ｔ ｒ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Ｉ ｎｄｅｘ＝３４ ． ６３％

Ｏｕｔ ｐｕ ｔａｃ ｔ ｏｒ
－

ｂｙ
－

ｃ ｅｎｔｒａ ｌ ｉ ｔ ｙｍｅａ ｓｕｒ ｅｍａ ｔ ｒ ｉ ｘｓ ａｖ ｅｄａ ｓｄａ ｔ ａ ｓ ｅ ｔＦｒｅｅｍａｎＢｅ ｔ ｗｅｅｎｎｅｓ ｓ

图 ３
－７ 省级 智慧城市政策主体关键词 中 间 中 心度测度结果

资料来源 ： 通过 Ｕ ｃ ｉ ｎ ｅ ｔ 分析软件对省级 智 慧城市政策样本关键词 的词频统计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 明确 了 智 慧城市省级层面政策文本的选择标准 ， 据此最终得到 了９７ 份相关政策

文本 以供后续的深入分析和研宄 。 接着 ， 从政策文本统计 、 政策主体构成 以及政策主体合作网

络分析三个方面对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展开深入探宂 ， 并研究归纳 出其政策文本特征 。

从政策文本的时间数量上来看 ， 智慧城市政策的文本数量总体上呈波动上升态势 ， 且大致

可 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 ２ 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１ 年是萌芽突破阶段 、 ２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５ 年是快速发展阶段 、 ２ ０ １ ６ －２０２ 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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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稳步推进阶段 。 从政策文本的空间 分布来看 ， 不 同 省市的智慧城市政策文本数量存在明显

差异 ， 空间分布不均 。

从政策文本的类型来看 ， 在 内 容类型方面 ，

“

直接发展型
”

政策数量最多 ， 在 ９７ 份政策

文本 中 占 比将近 ５ ０％ ， 其次是
“

应用领域型
”

政策和
“

配套支持型
”

政策 ，

“

总体规划型
”

政

策的 占 比最少 。 在公文类型方面 ，

“

意见
”

和
“

通知
”

类 占 比较多 ， 其次是
“

方案
”

、

“

计划
”

和
“

规划
”

， 占 比最少 的是
“

纲要
”

和
“

通报
”

， 反映 出 目 前省级层面的智 慧城市政策主要集

中在规划和 引 导方而 ， 政策体系 的权威性与强制 力亟待加强 。

从政策文本的主体来看 ， 在政策文本的制定主体方面 ， 政策文本主要 由 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

和省人 民政府等部 门 单独制 定 ， 尤其是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发文 的总数 占到单独发文政策总数的

４９ ． ５％ 。 反映 出 省级层面的智 慧城市政策多 以省政府 出 台 的宏观性政策为主 ， 智 慧城市相关职

能部 门颁布的政策较少 ， 具体的实施细则较少 。 此外 ， 在 ９７ 份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中 ， 只有 １ ０

份政策是 由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部 门联合发布的 ， 且过半数的联合发文政策仅是 由两个政策主体

联合发文 。 体现 出 目 前我 国绝大多数的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依然是 由各部 门独立发文 ， 部门 间 的

协作相对较少 ， 需要进
一

步提高制 定主体间 的整体沟通协调能力 。 在政策文本的参与主体方面 ，

我国 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文本中 出现 ９ 次及 以上的参与主体多达 ３ ０ 个 ， 省发改委 、 省经信委 、

省 公 安厅 、 省通信管理局 、 省科技厅等部 门 在智慧城市政策执行和落实 中 有较高的参与率 。

从政策主体的合作网络来看 ， 省科技厅 、 省公安厅 、 省教育厅 、 省财政厅 、 省经信委是智

慧城市政策制定和实践中 的主体 ， 在智 慧城市建设中权威性较强 。 从政策主体网络特征中 的网

络密度来看 ， 能够发现政策主体之间 的协作水平较低 ， 相互之间 的关系也 比较松散 ， 且主体成

员 间 的小群体现象普遍 ， 具体而言 ， 就是只有少数几个成员 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 而与其余

主体间缺乏这种联系 。 我国 省级智慧城市的主体网络仍有
一

些有待优化的地方 ， 需要加强各政

府部 门 间 的关联性 ， 以促进政策的协同制定和实施 ， 从而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更有力 的政策

支撑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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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蕙城市政策的政策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最基本的构成要素 。 政策工具的实质就是把公共行政的 目标转变成特定的

行动途径与机制
？

。 为更直观 、 深入地研宄我国智慧城市政策 ， 本章从政策工具视角 出发 ， 构

建了
一

个包含政策工具维度与应用类型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 ， 以实现对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内容的量化分析 。

第一节 政策工具选择的二维分析框架

本小节在政策工具理论指导下 ， 根据智慧城市政策的特征 ， 构建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 。

其中 ， Ｘ 维度运用 Ｒｏｔｈｗｅ ｌ 丨 和 Ｚｅｇｖｅ ｌｄ 的政策工具划分模式 ， Ｙ 维度则 以政府 、 市场和社会三

个智慧城市建设主体为 出发点 ， 将智慧城市应用领域分为智慧政务 、 智慧产业与智慧民生 。

一

、 Ｘ 维度 ： 政策工具维度

Ｒｏｔｈｗｅ ｌ ｌ 与 Ｚｅｇｖｅ ｌｄ 在 １ ９８２ 年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分析时 ， 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 、 需

求型与环境型三类气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
一

项 旨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创新措施 ， 故智

慧城市政策作为创新型政策的
一

种 ， 与 Ｒｏｔｈｗｅ ｌ 丨 和 Ｚｅｇｖｅ ｌｄ 的分类方式具有 良好的匹配性和适

用性 。 此外 ， 这种分类方式能较好地对政策中采取的措施进行分类归纳 ， 得到 了 国 内研究者广

泛的认可和采纳 ， 目 前在国 内科技政策
？

、 产业政策
？

、 人才政策
＠
的研宄中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

对中 国政策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现实解释力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借鉴这两位学者的分类方法 ，

将智慧城市政策工具划分为环境型 、 供给型 以及需求型政策工具 。 关于二级指标的划分 ， 则是

参照 了毛超、 孟凡坤等学者对智慧城市政策工具的划分
？３

。 政策工具分类及其定义如表 ４－

１ 所

不 。

１

党生翠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新特征 ：政策研宄的视角 ［
Ｊ
］

．中 国 行政管理 ，
２ ０ 丨 ５

（
０２

）
： ９８

－

丨 ０２ ．

１ ２

Ｒｏｔｈｗｅ ｌ ｌ 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Ｓｏｍｅ

ｐａｓｔ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ｆ
Ｊ
］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Ｆｏ 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１ ９８２ ， 
２２

（
１
）

： ３
－

３ ０ ．

ｓ

黄新平 ，黄萃 ，
苏竣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

？！
］

．情报杂志 ，
２０２０

，
３ ９

（
０ １

）
： １ ３０

－

１ ３ ７ ．

ｓ ＇

黄萃 ，苏竣 ，
施丽萍 ，程啸天 ．政策工具视角 的中 国风能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

Ｊ
］

．科学学研究 ，２０ １ １ ．２９（
０６

）
： ８ ７６

－

８ ８２＋８ ８９ ．

＃
葛蕾蕾 ，方诗 禹 ，杨帆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

Ｊ
］

． 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８

（
０６

）
： １ ６５

－

丨 ７０＋ １ ９３ ．

？
毛超 ，岳奥博．政策科学范式下智慧城市政策文本量化及演进历程研宄 ［

】
］

．情报杂志 ，
２０２ 丨

，
４０

（
０８ ） ： １ ８卜 １ ９３ ．

ｓ

孟凡坤 ．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演进特征及规律研究一一基于政策文献的量化考察 ［
Ｊ

］
．情报杂志 ，

２ ０２０
，
３ ９

（
０５ ＞

： １ ０４
－

１ １ １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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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１ 政策工具分类及其定义

工具类型 二级指标 定义及举例

ｔ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 为智 慧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政策规划和具体
组织领导

指导 ， 如成立领导 小组 、 专班等 ， 制定 智 慧城市相关政策方案 。

科技与信 政府积极推动 各项科学技术发展 ， 如鼓励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技术及产 品 的研

息支持 发 ； 支持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的发展 与运用 ； 提供科技支持和信息服务

人才 支持 鼓励高校完善智慧城市相关学科体系建设 ， 加强智 慧城市建设专业人才培

与培训育 ， 积极 引 进人才

加快信息网络 中心 、 云计算 、 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和应用平 台建设
建设

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 通过划拨专项资金 、 设立配套资金 、 提供研发经 费等形
资金投入＇

式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

丨 】 标规划 政府在制记政策时 ， 对所迫求的 丨 丨 标和远设进行的总体描述和勾Ｗ

财税金融 给予企业诸如贷款 、 减税 以及融资等推动 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手段

，

．

＠府 Ｉ 歹 ！ 去 示￥等 夫见范智 ＃城市＃与±体 ４亍力 ，

环境型法规管制
序 ， 为智 慧城市发展提供 良好的环境

通过适时评估 、 以评促建等促进智慧城市建设
保障

安全防控 政府在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中 需要的网络 、 信息安全的保障制度

政府通过直接购买和消 费的方式来促进为与智 慧城市有关的科技成果或者
政府米购

技术的推广 。

Ｒ Ｐ ＾￥府 城 十戈 者 石开发计 戈 Ｅ ｌ３ ：企 ｉｋｍ 者非ｆｔ府
账务外包

机构来完成 。

国 际交流
和境外 、 Ｗ外组织或 闭体就智 慧城市建设展开 各种形式的 合作

需求 型与合作

５支励亘传
社 会主动 参与 智 慧城市 建设 ， 营造智 慧城市建设的 良好氛围

，
政府 对

？

跨 国 贸 易采取管制或
＇

激励措施来助推智 慧城市 发 ：展 ， 包括但不 ｐ艮于 贸
贸 易管制

易协定 、 关税措施和货 币调节等

示范工程 通过示范工程项 目 建设 ， 吸纳各级政府 、 行业企业推动重点项 目 实施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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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文献 自 制 。

三种政策工具类型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路径如 图 ４ －

１ 所示 。 其 中 ， 供给型政

策工具表现在能够直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 政府直接通过科技信息 、 基础设施建设 、 人才培训

和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来不断扩大供给 ， 从而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 。 环境型政策工具会通过改善

外部环境间接作用于智慧城市发展 ， 政府采取 目 标规划 、 法规管制和财税金融等 ， 可 以为智慧

城市发展提供
一

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 从而间接促进智慧城市建设 。 需求型政策工具对智慧城市

发展的拉动作用上表现突 出 ， 政府采取采购 、 外包 、 贸 易管制等措施激励市场主体 ， 从而对智

慧城市的建设产生 了积极的拉动作用 。

｜

环境型

＾
工具

／影响 ＼

＼＿／



１
？

＇
推动拉动／Ｋ

ｊ



供给型政策工具
ｊ，

丨
〉
需求型政策工具

图 ４ －

１ 政策工具对智 慧城市发展 的作用 示意 图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 文献 自 制 。

二 、 Ｙ 维度 ： 智慧城市应用类型维度

智慧城市政策的制定是为 了指导智慧城市建设 。 所 以 ， 在对我国 的智慧城市政策进行分析

时 ， 单独使用政策工具可能不够充分全面 ， 必须考虑到智慧城市政策的应用对象 ， 也就是智慧

城市的应用类型 。

当前 ， 对于智慧城市应用领域的分类 ， 学术界 尚未达成共识 ， 但 己有不少学者对智慧城市

的分类进行 了研宄 。 智慧城市相关文献中最常用 的分类法是 Ｇ ｉ ｆｆ ｉ ｎｇｅ ｒ 等介绍 的六个领域 ： 智

能移动性 、 人 、 环境 、 治理 、 经济和生活 ＇Ｗａｈａｂ 亦提 出 ， 大多数作者采用 的是 Ｇ ｉ ｆｆｉｎｇｅ ｒ 等

人开发的智 慧城市框架
５

。 Ｗ ｉ ｎ ｋｏｗｓｋａ 等使用 １ ５ ７４４ 项与智慧城市相关的研宄 ， 运用相似性可

视化 （ ＶＯ Ｓ ） 技术创建 了
一

份文献计量地图 ， 并在智 慧城市概念的背景下确定 了 四个组成研宄

子领域的集群 ： 智能技术 、 社会经济方面 、 环境方面和城市物流、 Ｗ ａｈ ａｂ 等的综述表明 ， 智

慧城市 由经济 、 治理 、 人 、 环境 、 基础设施等 １ １ 个维度构成气 王法硕 、 钱慧将各类智慧城市

Ｈ ｏ ｆｆｍ ａｎＭＣ ． Ｓｍ ａｒｔ Ｃ ｉ ｔ ｉ ｅ ｓ ：ＡＲ ｅｖ ｉ ｅｗ ｏ ｆ  ｔｈｅ Ｍ ｏ ｓ ｔ Ｒｅｃ ｅ ｎ ｔ Ｌ ｉ ｔ ｅ ｒａ ｔｕ ｒｅ
［
Ｊ

］
． Ｉ ｎ 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ｚ ａ ｔ ｉ ｏ ｎＰｏ ｌ ｉ ｃ

ｙ
． ２ ０ ２ ０ ． ２ ７

（
１

）
： ３
—

３ ５ ．

Ｗａｈ ａｂ ＮＳ Ｎ ．Ｓ ｅｏｗ Ｔ Ｗ． Ｒ ａｄｚｕ ａｎ ＩＳＭ ． ｅ ｔ ａ ｌ ． Ａ Ｓ ｙ
ｓ ｔ ｅｍ ａｔ ｉ ｃ Ｌ ｉ ｔ ｅ ｒａ ｔｕ ｒｅ Ｒｅ ｖ ｉ ｅｗｏ ｎ ＴｈｅＤ ｉｍ ｅｎ ｓ ｉ ｏ ｎ ｓ ｏ ｆ Ｓｍ ａ ｒｔＣ ｉ ｔ ｉ ｅ ｓ

［
Ｃ

］
／ ／ ＩＯ Ｐ

Ｃ ｏｎ ｆｅ ｒｅ ｎｃｅ Ｓ ｅ ｒ ｉ ｅ ｓ ： Ｅ ａｒｔｈ ａｎｄＥ ｎｖ ｉ ｒｏ ｎｍｅｎ ｔ 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 ．  ＩＯ ＰＰ ｕ ｂ ｌ ｉ ｓ ｈ ｉｎｇ
． ２ ０２ ０ ． ４ ９８

（
１

）
：０ １ ２ ０ ８ ７ ．

＇

Ｗ ｉｎ ｋｏｗ ｓｋａ Ｊ ． Ｓ ｚｐ
ｉ ｌ ｋｏＤ ．Ｐ ｅ

ｊ
ｉＳ ．Ｓｍａｒｔ ｃ ｉ ｔ

＞
ｃ ｏｎ ｃ ｅ

ｐｔ  ｉ ｎ  ｔｈｅ  ｌ ｉ

ｇｈ ｔ ｏ ｆ  ｔｈ ｅ ｌ ｉ ｔｅ ｒａｔｕ ｒｅｒｅｖ ｉ ｅ ｖｖ
［
Ｊ
］

． Ｅ ｎ
ｇ ｉ ｎｅ ｅ ｒ ｉ ｎ

ｇ 
Ｍ 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 ｔ  ｉ ｎ 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ａｎ ｄ Ｓ ｅ ｒｖ ｉ ｃｅ ｓ ． ２ ０ １ ９
，

ｌ ｌ
（
２ ） ： ７ ０

－

８ ６ ．

Ｗａｈ ａｂ ＮＳ Ｎ ． Ｓ ｅ ｏｗ Ｔ Ｗ． Ｒａｄ ｚｕ ａｎ 丨Ｓ Ｍｅ ｔ ａ ｌ ． Ａ Ｓ ｙ ｓ ｔｅｍ ａ ｔ ｉ ｃＬ ｉ ｔｅ ｒａ ｔｕ ｒｅ Ｒｅｖ ｉ ｅｗ ｏ ｎＴｈ ｅＤ ｉｍ ｅ ｎ ｓ ｉ ｏ ｎ ｓ ｏ ｆ Ｓｍａｒｔ Ｃ ｉ ｔ ｉｅ ｓ
［
Ｊ

］
．  ＩＯ Ｐ

Ｃ ｏ ｎ ｆｅ ｒｅ ｎ ｃｅ Ｓ ｅ ｒ ｉｅ ｓ ： Ｅ ａ ｒｔｈａｎ ｄ Ｅ 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 ｎ ｔ ａ ｌ 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
， 
２ ０ ２０ ． ４ ９８ （

１ ） ： ０ １ ２ ０ ８ ７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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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归纳为智慧基础设施 、 智慧管理 、 智慧 民生 、 智慧产业四个政策子系统
ｐ

。

本文在回顾智慧城市概念及其应用分类的基础之上 ， 参照智慧城市理念影响领域 、 智慧城

市评估指标等 ， 与
“

惠 民 、 优政 、 兴业
”

的政府 目 标相结合 ， 遵循
“

能够覆盖绝大部分智 慧城

市的领域 ， 同时又具备较强的包容性 ； 此外 ， 各个维度 间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互斥和减少交叉
”

的原则 ， 我们可 以从智 慧城市建设的参与主体 ， 也就是政府 、 市场和社会为 出 发点 ， 把智慧城

市应用领域分成智 慧政务 、 智 慧产业和智慧 民生三类 ，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 出政策分析框架的 Ｙ

维度 。 如 下表 ４ －２ 所示 。

其中 需要说明 的是 ，

一

些应用类型可能会 同时涵盖不 同方面 ， 如社会保障等 ， 在 向 民众提

供社会保险 、 社会救济 、 社会福利 、 优抚安置等保障之外 ， 还包括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 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 、 进
一

步增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等 内 容 ， 以及统筹协调 区域 内所有社会保障

部 门 ， 建立社会保障平 台等政府治理 。 基于此 ， 本文将协调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 以政府管理服

务为主的部分划分为智慧政务领域 ， 把向百姓提供社保服务等 以社会民众生活为主的领域划分

为智 慧 民生领域 。 智 慧社区 、 智慧医疗等其他应用类型的分类方式均遵循上述原则 。

表 ４ －２ 智慧城市应用类型维度划分

智慧城市领域


智慧城市应用


具体应用划分依据

电十政务 、 智 慧生态 、 智慧公安 、 智 慧城官 、 智 能应急 、 食侧 １重 ＩＳ府
１

管＾里 ３艮ｇ

智慧政务品药 品安全 、 基础公共事业 （ 提供水 电气热 ） 、 证照管理 、
＇

市场监管等
￣̄

智慧金融 、 电子商 务 、 物联网产业 、 智慧物流 、 智 慧旅游 、

 ｉｉＳ ｒ
ｔ
Ｔ ｉ易 纟５ 丨齐 ；

＾
业

智慧产业人工智能产业 、 电子信 息产业 、 大数据产业 、 智慧制造 、 现
＇

代服务业 、 高新技术产业等
一

智？产业

智慧医疗 、 智 慧交通 、 智慧教育 、 智 慧社 区 、 智 慧养老 、 社侧重社会 民众生活
Ｈ￣

会保障 、 智能家居 、 智 慧就业等

智慧 民生

资料来源 ： 作者 参考根据文献 自 制 。

综上所述 ， 本文建构 了
一

个 以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为 Ｘ 轴 ， 以智 慧城市应用类型为 Ｙ 轴的

的智 慧城市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 洋 见图 ４ －２ ） ， 用 干 下 文政策工具 的分析 。

＾

王法硕
，
钱慧 ．基于政策工具视 角 的长三 角城市群智 慧城市政策分析

［
Ｊ

］
．情报杂志 ，

２ ０ １ ７ ． ３ ６
（
０９

）
： ８ ６

－

９２ ．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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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轴 ： 应用類
ｉ Ｌ

智慧民生
＼＼

／ ＼／一ｕ＼／ 政府采购 ＼
组织领导断＇删＼

服辦卜包

科技与信息支持 财税金融

如枝★ 丨 丨

智慧产业人才支持与培训法规管制
鼓励宣传

基础设施建设 评价与保障 ＼

＼贸易管制

－ ｖ７ｗ
＾５／
？Ｘ轴

？

． 政策工具

雖型需雜

图 ４ －２ 基于政策工具与应用类型 的二维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第二节 政策工具分析单元编码及信度检验

一

、 政策工具分析单元编码

本文首先采用 Ｄ ｉＶｏＭ ｉ ｎｅ ｒ 软件实现 了对政策文本的编码 。 在编码时 ， 根据政策文件的行文

逻辑 ， 遵从
“

政策文本序号
一

章节
一

条款
”

的方式对节点进行编码 。 其次 ， 分别对每个节点进

行逐
一

标注 。 应当指 出 的是 ， 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 ， 若
一

项政策条款采用 多个政策工具 ， 就会

进行重复编码 。 例如 ， 第 １ ７ 号政策文本的第 ６ 章第 ５ 条款 加强传感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 ……

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

”

里面涵盖
“

科技与信息支持
”

、

“

示范工程
”

两种政策工具 ， 则将 １ ７ －６ －

５

编码为 １ ７
－

６
－

５
－

１ 和 １ ７
－６ －

５
－２ ， 从而分别标注为不 同 的政策工具 。 在 Ｙ 维度智慧城市应用类型维

度 ， 如果政策条款 中 只体现具体政策工具而没有表明具体应用类型 ， 那么 Ｙ 维度则标记为
“

无
”

。

具体编码示例如表 ４ －

３ 所示 ， 选 自 ８ 号政策 《北京市
“

十 四 五
”

时期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 》

的部分节点 。

４９

Wenny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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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３ 政策编码不例

基本政策 智慧城市
文本分析单元 编码



工具应用类型

到 ２０ １ ５ 年 ，

“

智慧北京
”

的发展 目 标是 ， 实施
“

智慧北京
”

八大行动
８
－

１

－

２ 丨 丨 标规划无
计划… …信息化整体发展达到世界

一

流水平 。

城市人 口精准管理 。 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全市联网 、 部 门联动的实有基础设施
８
－

２
－

１

人 口信息系统 ， 加强人 口信息的采集 、 共享和利用 。 建设
＆＇

城市安全智能保障 。 建设城市安全视频监控网络… …建设安全生产智

能监管网络 ， 覆盖煤矿 、 非煤矿 山 、 危险化学品 、 烟花爆竹及规模 以８
－

２
－

４安全防控智 慧治理

上工业企业等重点行业 （领域 ）
生产经营单位 。

加强网络化基本公共服务 ， 推广 电子病历和居 民健康档案……加强基层
科技与信

信息化服务 ， 完善 ９６ １ ５ ６ 社区服务平台 、 ２ ２ １ 信息平台 、 农村信息管理系８
－

３
－

１智慧民生
息支持

统等信息系统 。

发展智慧旅游文化服务 ， 开展公 园和风景名胜区智能化管理试点示范 ， 促
８
－

３
－

２示范工程智 慧 民生
进旅游 电子商务 ， 加快图书馆 、 博物馆等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进程 。

应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网络运营 。 促进企业深度应用 信息技术 ， 推广网络化科技与信
８
－

４
－

１智 慧产业

办公……数字化经营管理和无纸化运营等网络化运营模式 。 息支持

通过应用带动产业高端发展 。 开展
“

智慧北京
”

的应用试点和认证 ， 推动
８
－

８
－

１示范工程智慧产业

违设
一

批
“

智慧北京
”

体验中心 、 示范社Ｋ （村 ） 、 示范企业和示范园 丨
Ｘ

： 。

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加大对重大技术的研发投入和支持力度 ， 鼓励产科技与信
８
－

８
－

２智慧产业

？研相结介 ， 支持技术联盟发展 ， 鼓励 Ｗ际高端资源
？

本土企业对接 。息支持

加强领导与管理创新 。 加强各级信 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 ， 完善市

ｍ总化 ｔ家咨 則委员 会决策咨询机制 ， 统筹开ｍ全市倍息化顶层设计 ， 迚８
－

９
－

１俎织领导智 ａ治理

立全市统筹的政务部 门信息化服务体系 。

滚动制记部 门和 Ｋ ｔｉ部度实施方案 。 各部 门 、 各Ｋ Ｍ．根椐 《 炎任衣 》 和 《仟

务分工 》 ， 明确分工 ， 落实责任 ， 制定年度实施方案 ， 方案经市信息化专８
－

１ ０
－

３组织领导智 慧治理

家荇询娄 ｗ 会屮核 ；ｎ ， 报 山ｍ１

、化 Ｉ ：作领导 小ｍ屮记 。

组织企业参与
‘ ‘

智慧北京
”

建设 。 各部 门 、 各 区县积极宣传
“

智慧北京
”

８
－

１ ０
－

４鼓励宣传智慧治理

发展机遇和政策 ， 引 ４和推动相关企 、
Ｉ ｋ广泛参 与 。

加强工作调度 。 定期 召开
“

智慧北京
”

工作调度会 ， 明确阶段工作 目 标 ，

８
－

１ ０
－

５组织领导智慧治理

部署重点任务 ， 协调解决难题 ， 重要事项提请市委 、 市政府研究决策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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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紅具分析单元编码的信度检验

内容分析法中常常会用到信度去检验研宄成效 。 有学者将信度定义为经过多次实测研宄结

果的
一

致性水平 ， 能够体现实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

。

一

致性越强 ， 内容分析可信度越大 ；

一

致性越差 ， 则 内容分析的可信度越小 ， 它是 内容分析结果可靠性 、 客观性的重要衡量标准 。

内容分析法的信度公式为 ：

Ｒ ＝  （ ４－

１ ）

１＋（
ｎ－１

）
ｘＫ

其中 Ｒ 为信度 ， Ｋ 为相互同意度 ， 即两个编码员对编码相互认可的程度 ， 相互同意度公

式为 ：

２Ｍ
Ｋ＝

ｘ ｔ （ ４－２ ）

Ｎ ｉ 
＋Ｎ２

其中 ， 两个编码员都完全同意的编码数用 Ｍ 表示 ， 第
一

位编码员分析的编码数用 Ｎ
， 表示 ，

第二位编码员分析的编码数用 ＞＾２表示 。 本文在测量信度时 ，

一

是随机抽取 ３００ 个编码节点 ，

由两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 ， 其中编码结果
一

致的节点数为 ２６２ ， 根据公式 （ ５
－２ ） 得出相互同

意度为 ０ ． ８７ ， 代入公式 （ ５
－

１ ） 最终计算得出信度为 ０ ．９３ ， 通过信度检验 。 二是在所有编码结

束
一

个月 后 ， 随意选择
一

个阶段的文本进行再编码 ， 计算得出两次编码的
一

致性 ， 结果表明主

编码员 内部
一

致性在 ９０％以上 ， 这就充分证明本文编码结果的可靠性 ， 足以支撑后续研宄 。

第三节 政策文本二维框架统计结果分析

本节从智慧城市政策的两个维度对 ９７ 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 ， 分别对 Ｘ 维度政策工具

类型维度和 Ｙ 维度智慧城市应用类型维度进行 了单维度的定量分析 ， 然后将这两个维度进行

结合 ， 研究智慧城市政策在 Ｘ －Ｙ 维度上的分布情况 ， 从而较为全面 、 客观和立体地展示省级

智慧城市政策体系 。

一

、 Ｘ 维度 ： 基本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通过上述规则对智慧城市政策文本进行编码 ， 共获得 １ ９ １ ３ 个政策工具有效节点 。 其中 ，

供给型政策工具有 １ １ ５ ３ 条 ， 占全部政策分析单元的 ６０ ．２７％ ， 是智慧城市文本中使用数量最多

的政策工具类型 ； 第二名是环境型政策工具 ， 数 目 为 ５２ １ 条 ， 占 比 ２ ７ ．２ ３ ％ ； 出现频率最少的

是需求型政策工具 ， 仅有 ２３９ 条 ， 比例为 １ ２ ．４９％ 。 从上述频数统计上可以看出 ， 供给型 、 环

境型 、 需求型三种政策工具在我国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中均有所涉及 ， 但是三种政策工具在政策

文本中使用频率不同 ， 呈现出这样
一

种布局 ， 政府在供给型政策工具方面的使用较多 ， 在环境

１
范柏乃 ． 公共管理研究与定量分析方法 ［

Ｍ
］

．科学出版社
，
２ ００８ ： ７３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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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政策工具方面的使用处于中等水平 ， 而在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使用较少 。 具体频数统计结果

如表 ４＞４ 和 图 ４－３ 所示 。

供给型政策工具总体 占 比超过 ６０％ ， 在三种政策工具中 占绝对优势 ， 说明省级政府建设智

慧城市过程中更倾 向于采用供给型政策工具 。 在细分政策工具方面 ， 与
“

基础设施建设
”

有关

的政策条文 出现频次最多 ， 总计 出现 ７５４ 次 ， 在所有供给型政策工具 中 的 比例高达 ６５ ．３９％ 。

这说明省级政府侧重于运用政策工具手段助推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 其次是
“

组织领

导
”

和
“

科技与信息支持
”

， 这两种政策工具的 出现频率相近 ， 分别为 １ ２ ． ８４％和 １ ０ ． ３２％ 。 这

表 明省级政府通过积极成立智慧城市领导小组 、 专班等形式 ， 制定颁布智慧城市相关政策法规 ，

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政策规划和具体指导 ， 同时鼓励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技术及产品 的研发以及

信息技术的运用 。

“

人才支持与培训
”

出现频率较低 ， 相关政策文本共有 ７０ 条 ， 占 比为 ６ ．０７％ 。

智 慧城市的发展对金融创新服务 、 平台开发 、 高端外包服务 、 产品软件服务和物联网应用服务

等相关服务领域的人才有着大量的需求 ， 人才作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要素之
一

， 理应受到省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 故政府应加大对创新型人才培育的政策供给 。

“

资金投入
”

政策文本共有 ６２ 条 ， 在所有供给型政策工具 中所 占 比重最低 ， 仅为 ５ ．３ ８％ 。 资

金是智慧城市建设中 的重要保障 ， 然而 ， 数据表 明政府尚未充分认识到资金投入这
一

政策工具

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 。 因此 ， 政府需高度重视和加强智慧城市建

设过程中 资金投入的政策供给 。

环境型政策工具总体运用适中 。 细分工具中 ，

“

目 标规划
”

出现频率最高 ， 共有 ２０３ 条 ，

占环境型政策工具的 ３ ８ ．９６％ 。 这表明省级政府制定的大多数政策文本中对智慧城市所要达成

的 目 标及远景作 出 明确界定 ， 且大多数 目 标中列明具体完成时间 ， 有利于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

具体指引 。

“

安全防控
”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排名第二 ， 共出现 １ ４８ 次 ， 比例为 ２７ ． ８３％ 。 说

明省级政府认识到网络和信息安全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 ， 通过建设信息安全保障设施 、

加强网络安全监管等措施以创造 良好信息安全环境 。

“

法规管制
”

和
“

评价与保障
”

政策工具

出现频率较低 ， 占 比分别为 １ ５ ． ５ ５％和 １ １ ．９０％ 。 法规管制是政府运用权威制定法规标准 以规范

智慧城市建设秩序 ， 是约束力较强的
一

种政策工具 ， 法规管制政策工具运用较少 ， 可以看出省

级政府对作为新生事物的智慧城市的强制程度较低 。 评价与保障 占 比较低 ， 反映出政府 内部或

政府邀请第三方机构对智慧城市建设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方面重视不足 ， 不利于对智慧城市建设

主体形成强有力 的约束 。

“

财税金融
”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 占 比最少 ， 仅为 ５ ． ７６％ ， 表明政府

还没有意识到减税 、 融资和财政奖励等方面的措施激发社会资本活力 的重要意义 ， 不利于调动

市场主体参与智慧城市发展和建设的积极性 ， 故政府需加快出 台财税金融方面的政策举措 。

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少 ， 仅 占所有政策工具的 １ ２ ．４９％ ， 还不到供给型政策工具的 四分

之
一

。 这从侧面反映 出省级政府尚没有关注到需求端对智慧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 ， 进而忽视 了

对社会需求及市场力量的培育 。 细分工具中 ，

“

示范工程
”

在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中共出现

１ ４５ 次 ， 占 比为 ６０ ．６７％ ， 表明政府通过大量典型示范工程建设 ， 来增强智慧城市建设的辐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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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带动作用 。 紧随其后的是
“

鼓励宣传
”

， 共出现 ５ １ 次 ， 占 比 ２ １ ． ３４％ ， 体现出省级政府积

极通过鼓励宣传来激发市场 、 社会主体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情 ， 进而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 良

好氛围 。

“

政府采购
”

、

“

国际交流与合作
”

、

“

服务外包
”

均 占 比不到 ７％ 。

“

服务外包
”

和
“

政府采购
”

使用频率较低 ， 体现出政府运用市场化手段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智慧城市建设方

面存在不足 ， 与市场主体间的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

国际交流与合作
”

较低 ， 表明政府

和境外组织或机构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有待加强 。

表 ４４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工具频数分布表

政策工具类型 具体工具名称 数纛 比例总计

基础设施建设７５４３ ９ ．４ １％

组织领导 １ ４８７ ． ７４％

供给型人才支持与培训 １ １ ９６ ．２２％６０ ．２７％

资金投入 ７０３ ．６６％

科技与信息支持６２３ ．２４％

目标规划 ２０３ １ ０ ．６ １％

安全防控 １４５７ ． ５ ８％

环境型法规管制 ８ １４ ．２３％２７ ．２３％
．

评价与保障 ６２３ ．２４％

财税金融 ３ ０ １ ． ５ ７％

示范工程 １ ４５７ ． ５ ８％

鼓励宣传 ５ １２ ．６７％

需求型政府采购 １ ６０ ． ８４％ １ ２ ．４９％

国际交流与合作 １４０ ．７３％



服务外包


１ ３０ ．６８％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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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
政府 采购

娜■〇施
° － ７ ３％醒 合作

２ ． ６ ７％
〇 ６８％

示范 
Ｊ ．程

，働 ■？？■
＾ＱＨｙ

科技ｍ赵 支持

■。 麵入
组织觀

３ ． ６ ６％人才支持 与培 Ｕ ｌ

丨 ７ － ７４％

６ ． ２ ２％

图 ４ －

３ 智慧城市政策工具分布 图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二 、 Ｙ 维度 ： 智慧城市应用类型维度分析

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 中 智慧城市应用类型维度编码结果如 图 ４ －４ 所示 ， 共编码得到 １ ６ ７４ 个

有效节点 。 因有些政策文本单元 中政策工具使用清晰但具体应用类型不 明确 ， 在编码过程中将

此种类型 的文本单元 Ｙ 单元标记为
“

无
”

， 故政策工具维度编码数量与应用类型维度编码数

量并不完全
一

致 。 图 ４ －

５ 显示 ， 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工具涵盖智慧政务 、 智 慧产业 、 智慧 民生三

个领域 ， 其中涉及智 慧政务领域的政策工具条款最多 ， 共有 １ １ ２ １ 条 ， 占 比 ６７ ． １ ４％ 。 其次是智

慧产业和智慧 民生 ， 二者 出现的条款数量相近 ， 分别为 ３ ０ ８ 条和 ２４２ 条 ， 比例为 １ ８ ． ４０％和 １ ４ ．４６％ 。

智慧政务 占所有应用类型的
一

半 以上 ， 可见省级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 中 自 身治理智慧化的

重视程度 。 在搜集的 ９７ 份政策文本中 ， 就有 １ ０ 份是关于推进
“

互联网 ＋政务服务
”

的工作方

案 ， 还有 ５ 份是关于数字政府建设规划的通知 ， 还有 １ 份是推进智 慧城管建设的指导意见 ， 表

明省级政府非常关注 自 身行政体系 的改革 ， 积极将大数据 、 云计算 、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网络技

术运用于政府公共服务过程中 ， 通过政务服务平台 、 公共基础数据库的建设 ， 建立透明高效的

行政权力运行体制 ， 有利于进
一

步増强政府智慧化管理服务能力 。

智慧产业在所有应用类型 中排名第二 ， 占 比仅为 １ ８ ． ４０％ ， 表 明省级政府对智慧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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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度不高 。 对编码结果进行 回溯可以看 出 ， 政府通过积极打造工业平台 ， 促进云计算 、 物

联网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 ， 为智慧产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平台和技术设备方面的支持 。 智慧产业

领域出现的关键词多为智慧旅游 、 智慧物流 、 智 慧农业等传统产业 ， 表 明 省级政府关注到传统

产业的现代智能化升级 ， 但人工智能产业 、 大数据产业 、 电子信息产业 、 高新技术产业等新
一

代信息技术衍生的产业出现频率较低 ， 意味着省级政府对于新兴智慧产业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 ，

在今后的智 慧城市建设 中 需增强对新兴智慧产业领域的政策供给 。

智 慧 民生 占 比为 １ ４ ．４６％ ， 体现出 省级政府在政策制 定过程 中对于智慧民生领域的重视程

度远远不够 。 智慧城市的最终 目 标是将技术 引 入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社会民生体系 ， 并为人们提

供宜居便利 的生活环境 ， 提高人们 的生活质量 ， 但政策文本中 智 慧 民生在所有应用类型 中 占 比

最低 ， 这反映 出政府对于服务于人们 日 常生活的政策供给相对不足 ， 与智慧城市建设初期提高

城市生活品质 的初衷背道而驰 ， 更不利于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最终 目 标 。 智慧政务的精细化和

智慧产业的发展应切实服务于 民生领域的智慧化 ， 实现将政府管理服务 、 市场经济产业 、 社会

民众生活各领域整合为智慧化有机整体的 目 标 ， 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因此 ， 省级政府在智

慧城市建设中应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 ， 实现智慧城市 的建设成果 由人民共享的 目 标 ，

这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初衷和使命 。

智慧民生 ： １ ４ ．４６％

福
智慧产业 ： １ ８ ． ４０％

智慧政务 ： ６ ７ ． １ ４％

图 ４ －４ 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的应用类型分布图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三 、 政策工具与智慧城市应用类型交叉分析

将基本政策工具维度和智 慧城市应用类型维度进行交叉分析 ， 可 以看出 ， 智慧城市三种政

策工具在三种应用类型 中得到 了广泛地运用 ， 但是政策工具使用力度方面存在差异 。 如 图 ４ －

５

所示 。 需要说 明 的是 ， 因编码软件的 多选题类 目 设置 问题 ， 在
一

个政策文本分析单元中 ，

一

种

应用类型可能对应多种细分政策工具 ，

一

种政策工具也可能对应多种应用类型 ， 故交叉分析与

前述单维度分析的数量并不完全
一

致 ， 但是偏差较小 ， 不影响本文的信度 。

从智慧城市应用类型维度看 ， 三个领域 中使用最多 的工具都是供给型政策工具 ， 除 了供给

型政策工具之外 ， 需求型政策工具在智慧产业领域也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 ， 环境型政策工具在

智慧 民生领域受到较多 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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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 慧政务领域 ， 共有 １ ２ ８ ８ 条政策文本 内容 。 其中 ， 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 最多 ， 在政策

文本中 出现 ７０ ７ 次 ， 占到所有应用类型政策条文的
一

半 以上 ； 环境型政策工具在文本中共 出现

４４４ 次 ， 排名第二 ； 最不常用 的是需求型政策工具 ， 仅为 ９４ 次 ， 比例仅为 １ ０ ． ６４％ 。 在细分政

策工具的范畴中 ，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科技与信息支持 ； 环境型政策工具

使用大量的 目 标规划和安全防控 ， 较多地运用法规管制 ； 需求型政策工具 中主要运用示范工程 。

其 中 ， 智 慧政务领域的安全防控 、 法规管制 、 评价与保障应用 数量远远领先于其他两大领域 ，

这也反映 出 治理领域 丨

Ｘ
：别 于其他两大领域的特性 ， 治理领域是政府运用 公权力管理社会各方面

事务 ， 因此竹级政府需要使用
－

些约束性较强的政策工具 以实现治理领域的智 慧化 。

宵 慧产业领域政策工具共有 ３ ６６ 条 ， 具体来说 ， 供给型政策工具共 出现 ２４９ 次 ， 成为智慧

产业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政策工具 ； 需求型政策工具排名 第二 ， 出现次数为 ８２ 次 ； 而环境型

政策工具则 出现最少 ， 仅为 ３ ５ 次 ， 所 占百分 比不足 ９ ． ５ ６％ 。 细分政策工具中 ， 供给型政策工

具 中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与信息支持的运用 ； 环境型政策工具 中 目 标规划使用最多 ； 需

求型政策工具主要集中在示范工程和鼓励宣传 。 其中 ， 科技与信息支持和 国 际交流与合作是智

慧产业领域唯二高于其他两大领域的政策工具 ， 体现 出 省级政府注重为智 慧产业领域提供科技

支持和信息服务 ， 并支持企业 、 科研院所就智慧城市建设和 国外组织或团体进行交流与合作 。

但安全防控 、 法规管制 、 服务外包 、 政府采购 、 评价与保障在智 慧产业领域相关条款 中还没有

超过六条 ， 尤其是服务外包和政府采购对智慧产业的推动作用较大 ， 迫切需要加强对这两个领

域的政策支持力度 。

在智慧 民生领域 ， 供给型政策工具累计 出现 ２ ８ ８ 次 ， 占 比突破 ７０％
； 环境型政策工具与需

求型政策工具的 出现频率较为接近 ， 分别达到 了５ ２ 次和 ３ ０ 次 。 细分政策工具方面 ， 供给型政

策工具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应用最多 ； 环境型政策工具中主要采用 目 标规划 ； 在需求型政策工具

方面 ， 示范工程的应用较为广泛 。 其 中 ， 智慧 民生领域的全部政策工具使用频数均小于智 慧政

务领域 ， 且 只有基础设施建设 、 目 标规划 、 安全防控这三种政策工具的使用超过 了 智慧产业领

域 。 说 明政府极为重视民生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 ， 并制定较 多 的方案规划去推动 民生领域的智

慧化 。 然而 ， 组织领导和评价与保障在智 慧 民生领域的政策文本单元数量为 ０ ， 表明政府虽然

制定 ／ Ｕ 标规划 ， 但足对这些 目 标规划 的落实力度还有待进
一

步增强 。

综上可 以看 出 ， 政府在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存在结构性失衡 。 在智 慧政 务领域中 ，

袪础 设施建设 、 Ｒ 标规划 、 示范丄程分别是三类政策工具 中运用最 多 的子政策工 具 ， 智 慧产业

和智慧 民生领域亦是如此 。 尽管这三种子政策工具在智 慧城市建设 中 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但是

在 智 慧城市 的三 大领域中
－

味地使用基础设施建设 、 目 标规划 、 示范工程三种子政策工具 ，

一

方面 ， 容 易对政策工具选择形成路径依赖 ， 从而对选择其他政策工具产生制约 ， 进而影响政策

目 标的实现 。 另
－

方面 ， 在政府治理 、 市场产业和社会民生三大截然不 同 的领域频繁采取无差

别 的政策工具 ， 显示 出政府并没有就三大领域的特点及现有基础基础设施资源进行针对性 引 导 ，

这可能导致重复建设 以及 资源的浪费 ， 阻碍智 慧城市三大领域建设 。 除此之外 ， 与智慧产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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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民生相 比 ， 政府在智慧政务领域的政策供给量是最为丰富和全面的 ， 政策工具包括 了 供给

型 、 环境型和需求型 ３ 大类 ，

一

共有 １ ５ 个小类 ， 它们从多个维度对智慧政务的建设起到 了拉

动作用 ， 以推动这
一

领域的全面 、 健康发展 。 这可能与近年来公众对政府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的提闻有关 ， 倒逼政府加快政府 门 户 网站等平台和基础设施的建 ？和完善 ， 提局政务公开化 。

而且无论是智慧产业和智慧民生领域 ，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政策工具缺失现象 ， 并且在政策

文本 中 出现的频率不高 ， 这也从侧面表明 了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 政府往往更加注重提升 自 身服

务管理水平 ， 相 比之下 ， 在市场产业 、 社会民众生活等领域的 引 导推进政策较少 。

暴 ？ｒ
ｊ

供组织领导 ＇

■■ｍｉ
？

＇

ｗ

型
人才支持与培训

丨

１７攀

资金投入 、 ｉｉ－＃⑩

科技与信息支持
．

 ３６ ９＆ ２０

警ｆ
目 标规划 ＞ １５ ６ １６ ３ ７

环安全防控 ｉ？〇 １＃

讀
法规管制

丨

？？

评价与保障 ， ？

财税金融
丨 ＿？

籲
３５ 鼓励宣传 ＿ ？

型服务 外包 ＝籲 ＃ ＊

政府采购 參 ＊ ＊

国际交流与合作
ｉ？＃ ＊

智 慧治理智 慧产业智慧 民生

图 ４ －

５ 政策工具与智慧城市应用类型交叉分析 图 （ 圆 圈 内 的数字代表政策条款数量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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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 以政策工具理论为理论基础 ， 运用 内 容分析法 ， 从政策工具维度和应用 类型维度对

９ ７ 份政策文本展开深入研 宄 ， 以 回 答
“

智 慧城市政策 中所运用 的政策工具有哪些 以及政策工

具的选择倾 向性如何
”

这
一

研究 问题 。

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 ， 智 慧城市在省级政策制 定 中存在着供给型政策工具过溢 ， 环境型

政策工具不足 ， 需求型政策工具缺位的 问题 。 其中 ， 供给型政策工具 占 比超过 ６０％ ， 而环境型

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分别 只 占总数的 ２７ ． ２３％和 １ ２ ． ４９％ 。 此外 ， 在政策工具 内 部细分中

结构性失衡 问题突 出 ， 其中 ，

“

基础设施平 台建设
”

这
一

政策工具 占据总数的 ３ ９ ． ４ １％ ， 成为

最受青睐的政策手段之
一

。 而
“

政府采购
”

、

“

服务外包
”

、

“

国 际交流与合作
”

使用率则不

至 Ｉ

Ｊ １ ％ 。 在供给型政策工具 中 ， 基本集中在
“

基础设施平 台建设
”

、

“

组织领导
”

以及
“

科技

与信息支持
”

这三个方面 ， 较少涉及
“

人才支持与培训
”

和
“

资金投入
”

。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

中 ，

“

目 标规划
”

和
“

安全防控
”

所 占 比重较高 ， 而
“

财税金融
”

使用最少 。 在需求型政策工

具 中 ，

“

示范工程
”

占 比重较大 ，

“

服务外包
”

占 比重最小 。 从应用类型的维度看 ， 目 前 ， 我

国智 慧城市政策在政府 、 市场 、 社会三大领域均有所涉足 。 其 中 ， 省级政府对智慧城市的关注

主要集中在智慧政务领域 ， 占 比超过 ６５％ ， 而智慧产业领域和智慧 民生领域 占 比较小 。

从多维角度来看 ， 政府在选择与运用政策工具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的 问题 。 第
一

， 供给

型工具在智慧政务 、 智慧产业和智慧 民生这三大领域种是最受青睐的政策工具 ， 其所 占 比重均

在 ５ ０％以上 。 第二 ， 在细分政策工具方面 ， 三大领域所采取的政策工具大致相 同 ， 供给型政策

工具 中基础设施建设是最为常见的政策手段 ， 环境型政策工具 中 目 标规划 的使用频率最高 ， 而

需求型政策工具中示范工程则是最受青睐的政策工具之
一

。 这种趋势表明 ， 在今后智慧城市的

政策制 定 中 ， 省级政府应当根据不 同应用类型的特点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 ， 以最大限度

地发挥政策体系 的效用 ， 提高政策制定 的效率和质量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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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智蕙城市政策文本主题分析

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能够体现出智慧城市政策主题领域的划分 ， 洞悉政策的价值导 向和发

展重点 ， 对制定 、 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本章采用聚类分析 、 多维尺度分析和社会

网络分析的方法 ， 将政策高频关键词划分为不同类别并明确各个类别在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中所

处位置 ， 明确 了 智慧城市政策中所涉及的核心主题 。 此外 ， 本文还把智慧城市政策的政策结构

划分为政策 目 标 、 政策对象和政策手段这三种类型 ， 并且对其进行深入探宄 ， 探宄了 智慧城市

政策结构是否合理的 问题 。

第一节 政策文本关键词规范化Ｍ与词頻统计

关键词规范化整理与词频统计是后文多元统计分析的基础 ， 本章首先提取出 ９７ 份智慧城

市政策样本的高频关键词 ， 在此基础上利用软件进行共词矩阵的构建 ， 并利用公式将共词矩阵

转化成相关矩阵和相异矩阵 ， 将其作为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的基础 。

一

、 关键词提取与＿

本章所选取的分析样本是前文提到的 ９７ 份政策文本 ， 在对这 ９７ 份政策文本进行深入阅读

后 ， 先将其中部分缺乏实质性 内容和没有实际意义的文字排除在政策文本之外 ， 包括政策文件

的发布机构 、 接收单位 、 发布时间 以及与政策不相关的附件等 。 其次 ， 利用 ＲＯＳＴＣＭ 词频分

析软件中的批量文件处理功能 ， 将 ９７ 项政策文本合并成为
一

份文本 ， 即
“

母文本
”

， 然后针

对分析需求 ， 采用 ＲＯＳＴＣＭ 分析软件 ， 从
“

分词
”

和
“

词频分析
”

等方面对
“

母文本
”

进行

试探性研究 ， 初步统计结果详见表 ５ －

１ 。

表 ５ －

１ 智慧城市政策样本初步词频统计情况 （部分 ）

序号


关键词


ｎｍ
 

关键词


词频

１建设 ３ ５４ １ ２ １信息化 ９２ １

２服务 ３ ３ ９８ ２２共享 ９ １ ７

３平台 １ ８ ７５ ２３智能 ９０ ８

４应用 １ ８ ５７ ２４企业 ８ ８３

５发展 １ ７９８ ２５技术 ８６０

６管理 １ ６４２ ２６部门 ８３ １

７推进 １ ６４ １ ２ ７提升 ８３ ０

８数据 １ ５ ００ ２ ８加强 ８ １ ３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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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

１ 智 慧城市政策样本初步词频统计情况 （ 部 分 ）

序号关键词词频序号关键词词频

９智 慧 １ ４４０ ２ ９建立 ８ ０ ９

１ ０资源 １ ２ ６９ ３ ０ 中．位 ７９０

１ １城市 １ ０ ８ ８ ３ １领域 ７ １ ６

１ ２政务 丨 ０６８ ３ ２大数据 ６７９

１ ３实现 １ ０６０ ３ ３幵展 ６ ７ ８

１ ４体 系 １ ０ １ １ ３ ４重点 ６６ ７

１ ５安全 ９ ５ ９ ３ ５完善 ６６ ３

１ ６推动 ９５ ４ ３ ６中心 ６ ５ ６

１ ７加快 ９４４ ３ ７社会 ６２ ９

１ ８创新 ９ ３ ５ ３ ８能力 ６２ ８

１ ９互联网 ９ ３ ２ ３ ９政府 ６ １ ２

２ ０系统 ９２ ９ ４ ０数字 ６０９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 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 内 容分析样本数据统计而得 。

从表 ５
－

１ 中可 以看 出 ， 分词后 的
一

些词组并未能准确体现 出政策文本制定者的意 图 ， 如
“

智

慧城市
”

被拆分为
“

智慧
”

和
“

城市
”

两个词 。 另外 ， 分词后的很多词组与智慧城市这
一

研 究

主题的关联性并不大 ， 如
“

建设
”

、

“

服务
”

、

“

发展
”

、

“

推进
”

等 。 所 以 ， 为确保抽取 出

的关键词有效 ， 笔者对这些政策文本进行手动加工处理 ， 并对文本做进
一

步的概括与梳理 。 首

先 ， 对 ＲＯＳＴＣＭ 分析软件中 的分词 自 定义词表进行重新定义 。 这
一

自 定义词表是基于软件 中

已有词表和智慧城市政策实际情况 ， 通过反复读取样本后确定 的 。 通过对原有词表进行调整和

涔换组合 ， 我们添加 了
一

些新的词组 ， 从而使得分词计算更为准确 。 这种 自 定义词表的方法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不 同领域的文本分析需求 ， 并提高分析结果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 其具体

的 分 ｉ
１

ｄ 定 义词表如表 ５ 

－

２ 所示 。

表 ５
－２ 智 ａ城市政 策关键 间 ｓ 定 义词 发 （ 部 分 ）

关键词名称


关键词名称


关键词名称


关键词名称

标准体系电 ｆ政 务智 慧治理政 民 瓦动

智 慧经济电子 商 务智 慧旅游吨急联动

政府服 务产业升级智慧交通智 慧应用

城市 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人才保障智 慧社 区

数字化信息安全智慧城管考评监督

民生保障以人为 本绿色制造智慧产业

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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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２ 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 自 定义词表 （ 部分 ）

关键词名称


关键词名称


关键词名称


关键词名称

智慧环保智能监管信息基础设施智慧气象

政府服务智慧金融科技创新评估考核

数字城市试点示范平安城市智慧住建

智慧教育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智慧财税

精准管理移动互联规划管理信息化智慧市场监管

智慧安防产业数字化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

智慧医院基础设施智能化智慧建设智能家居

智慧校园公共服务便捷化智 慧政府智慧医疗

智慧民生社会治理精细化智慧国土智慧水利

人才培养智能安全监管智慧警务智慧健康

智慧应急防灾城市治理精细化智慧物流分级分类

数字产业化智慧商务智能电网政府引领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省级智慧城市政策内容分析样本数据整理而成 。

在重新定义完 ＲＯＳＴＣＭ 分析软件的分词 自 定义词表以后 ， 通过运用 ＲＯＳＴＣＭ 分析软件 ，

对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统计操作 ， 以获取研宄所需要的词频统计结果 ， 具体数据可参见表 ５ －３ 。

在这 ９７ 份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中 ， 出现次数高于 ７０ 次的词汇有 ４０ 个 ， 累计出现次数为 １ ３ ３ ５ ５

次 。 其中 ， 关键词
“

智慧城市
”

出现频次高达 ９３ ８ 次 ， 在政策文本中 出现频率位居首位 。 排名

前列的关键词还包括
“

互联网
”

、

“

信息化
”

、

“

技术
”

、

“

大数据
”

等 ， 从中可以看出智慧

城市政策制定者对于技术的重视 ， 从侧面体现出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将频次高

于 ５０ 次的关键词输入 Ｒ 语言 中 ， 构建智慧城市政策的高频关键词词云图 ， 以初步呈现各个关

键词的 出现频率及其影响力的强弱 ， 如图 ５
－

１ 所示 。

表 ５ ＿

３ 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词频统计 （部分 ）

序号关键词词频序号关键词词频

１智慧城市 ９３ ８ ２ １物流 ２ ］ ２

２互联网 ９３ ２ ２２信息服务 ２０ ８

３信息化 ９２ １ ２３平台建设 １ ８６

４技术 ８６０ ２４城市管理 １ ８３

５大数据 ６７ ９ ２ ５电子政务 １ ７４

６政府 ６ １ ２ ２６智慧社区 １ ６２

７监管 ５４６ ２７标准化 １ ５ ７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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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

３ 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词频统计 （ 部分 ）

序号关键词词频序号关键词词频

８试点 ５ ０ １ ２ ８信息共享 １ ４ ７

９协同 ４９ ６ ２９便 民 １ ２ ８

１ ０交通 ４ ８ ２ ３ ０社会保障 １ １ ７

１ １社会 ４６ １ ３ １人工智能 丨 ０９

１ ２教 育 ４ ３ ８ ３ ２生态环境 ９５

１ ３公共服务 ３ ９ ６ ３ ３精细化 ８２

１ ４基础设施 ３ ７３ ３ ４智慧养老 ８２

１ ５示范 ３ ６ ７ ３ ５政务信息 ８２

１ ６医疗 ３ ５ ５ ３ ６智慧应用 ８ １

１ ７旅游 ３２ ９ ３ ７智慧城管 ８ １

１ ８市场 ３ ０ ７ ３ ８智能制造 ７５

１ ９信息安全 ２ ８ ７ ３ ９社会治理 ７２

２ ０电子商务 ２４３ ４０绿色 ７ Ｊ

资料来源 ： 运用 ＲＯＳＴＣＭ 分析软件对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样本关键词词频统计而得 。

公％＾
＾

交通衣發
１场

图 ５
－

１ 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词云图 （频数 彡 ５ ０ 次 ）

资料来源 ： 运用 Ｒ 语言分析软件对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样本关键词词频统计而成 。

从表 ５
－

３ 前 ４０ 位的关键词词频统计 以及图 ５ －

丨 关键词词云图 ， 能够初步地 了解到我国省

级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中 的核心 内 容 。 但是 ， 仅对政策文本 中 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分析 ， 难 以

发现它们相互之间 的联系 ， 还需要进
一

步通过关键词共现技术来深入挖掘它们背后隐藏的有效

ｆ目息 。

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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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ｖ 共词矩阵构建

为 了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内容 ， 需要打造政策样本的关键词共词矩阵 。

这
一

过程包括抽取高频词 、 剔除无意义词 、 抽取行特征 、 构造网络以及建立矩阵等环节 ， 并运

用 ＲＯＳＴＣＭ 分 软件中 的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操作 。 通过这些环节 ， 我们得到
一

个准确

可靠 ２５ ｘ ２５ 的关键词共词矩阵 ， 也可称为原始矩阵 ， 如表 ５
＞４ 所示 。 因为篇幅有限 ， 因此只

展现了高频共词矩阵的
一

部分 。 共词矩阵中 的每个值都代表 了在政策样本同行 内两个关键词 同

时出现的频次 ， 系数越大表示这两个词共同 出现的频次越高 ， 这两个词的联系也就越密切 。 另

外 ， 对角线上的系数为该关键词 自 身在政策样本中 出现的总次数 。 例如 ，

“

智慧城市
”

与
“

信

息化
”

的相关系数是 １ ４９ ， 表明这两个关键词在同
一

行中 出现 了１ ４９ 次 ， 该数据体现出政策文

本中着重强调运用信息化手段来建设智慧城市 。 其次 ，

“

智慧城市
”

和
“

技术
”

、

“

试点
”

等

关键词之间的数量关系 ， 也反映出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技术和试点 。 通过运用信息化等技术手

段 ， 再加上积极组织开展试点工作 ， 将有利于促进智慧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 。 共词矩阵显示出

两个特定关键词在同
一

行中 出现了１ ４９ 次 。

表 ５
＞４ 智慧城市政策高频共词矩阵 （部分 ）

智
１

Ｓ■ ，
技￥

政监 试 协交 社 教

城市＝ Ｃ术５府 管点 同 通会 育

…



网化
＾

９３ ８４５ １ ４９ １ １４５ １７２０ １ ０６５ ３０７５０…

城市

互联网４ ５９３２ １ ６９ １ ５３ １ ２ １８９５７５ １９５４０６３４２—

信息化 １ ４９ １ ６９９２ １ １ ８７ １ ０９９５９６ １ ０２ １ １ ２５４ １ ００５ ７…

技术 １ １ ４ １ ５ ３ １ ８７８６０ １ ４６８８７０６９９６４４５９０…

大数据５ 丨 １ ２ １ １ ０９ １ ４６６７９９０６９０９２５７６３０…

政府７２８９９５８８９０６ １ ２５ ８０７６０ １ １ １０…

监管０５ ７９６７０６９５ ８５４６０６ １４２４７０…

试点 １ ０６５ １ １ ０２６９００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协同５３９５ １ １ ２９６９２７６６ １０４９６４４５４０…

交通０４０５４４４５ ７０４２０４４４８２００…

社会７５６３ １ ００５ ９６３ １ １ １４７０５４０４６ １０…

教育０４２５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３ ８－

？ 参 ＃ ＃ ？ ？ ？？ ■ 參？ ？ ＃ ？ 蠢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 运用 ＲＯＳＴＣＭ 分析软件对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样本关键词词频统计而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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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ｘ 相关矩阵及相异矩阵构造

在实际量化共词 分析的过程中 ， 共词矩阵 中 的关键词共现频次是绝对值 ， 无法准确地反映

词与词 间 的相互依赖情况 ， 为更深入探究词汇间 的共现关系 ， 需要包容化处理共词矩阵并构建

相关矩阵 。 本项研究采用 Ｏｃｈ ｉ ｉ ａ 系数来处理上述共词矩阵 ， 其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图公式所示 ，

用共词矩阵 Ｘ 和 Ｙ 两个关键词共 同 出现的频次除 以 Ｘ 、 Ｙ 两个关键词后 各 自 出现次数开方的乘

积 ， 从而把多值矩阵变成取值于
［
０ ， Ｉ

］
范围 内 的相关矩阵 ， 转化后 的相关矩阵如下表 ５

－

５ 所示 。

＾ ｘ 、

＞
，关键词 同时 出现的频数

Ｏｃ ｈ ｉ ａ ｉ

系数 ＝ —

ｒ
＝
￣

，

ａ／
ｘ关键词 出现的总频次 关键词 出 现的总频次

表 ５
－

５ 智 慧城市政策高频相关矩阵 （ 部分 ）

智 慧互联信息＋±＋大数．

ｍ ， ，技木＋Ｆ３政府 监管试点协同交通社会…

城市网 化据

智 華
Ｌ ０ ０００ ． ０４ ８０ Ｊ ６００ ． １ ２ ７０ ． ０６４０ ． ０ ９５０ ． ０ ０００ ． １ ５ ５０ ． ０ ７ ８０ ． ００ ００ ， １ １ ４…

城市

ｔ
ｆ联＇
０ ． ０４ ８ １ ． ００００ ． １ ８２０ ． １ ７ １０ ． １ ５ ２０ ． １ １ ８０

． ０ ８ ００ ． ０ ７ ５０ ．
１ ４００ ． ０６００ ． ０９ ６…

网

戸 ＿

广

、

０ ． １ ６００ ． １ ８２ １ ． ００ ００ ． ２ １ ００ ． １ ３ ８０ ．
１ ２ ７０

． １ ３ ５０ ．
１ ５ ００ ． １ ６６０ ． ０８ １０ ． １ ５ ３…

化

技术０ ． １ ２ ７０ ．
１ ７ １０ ． ２ １ ０ １ ． ００００ ． １ ９ １０ ． １ ２ １０

．
１ ０２０ ． １ ０５０ ． １ ４ ７０ ． ０６ ８０ ．０９４…

大数
ｗ０ ． ０ ６４０ ． １ ５ ２０ ． １ ３ ８０ ． １ ９ １ １ ． ００ ００ ． １ ４００ ． １ １ ３０ ． ０ ０００ ． １ ５ ９０ ． １ ０００ ． １ １ ３…

据

政府０ ． ０９ ５０ ． １ １ ８０ ． １ ２ ７０ ． １ ２ １０ ． １ ４０ １ ． ００００ ． １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１ ３ ８０ ． ００ ００ ． ２０９…

监管０ ． ００ ００ ． ０ ８００ ． １ ３ ５０ ． １ ０２０ ． １ １ ３０ ． １ ００ １ ． ００００ ． ００ ００ ． １ １ ７０ ． ０ ８２０ ． ０９４
…

试点０ ． １ ５ ５０ ． ０ ７５０ ． １ ５００ ． １ ０ ５０ ． ００ 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 ０…

协 Ｍ０ ． ０ ７８０ ．
１ ４００ ． １ ６ ６０ ． １ ４ ７０ ． １ ５ ９０ ． １ ３ ８０ ． １ １ ７０ ． ０００ １ ． ０ ０００ ． ０９ ００ ． １ １ ３…

交通０ ． ００ ００ ． ０ ６００ ． ０ ８ １０ ． ０６ ８０ ． １ ０ 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 ８２０ ．

００００ ． ０９ ０ １ ． ００ ００ ． ００ ０…

社会０ ． Ｍ ４０ ． ０ ９６０ ． １ ５ ３０ ． ０９４０ ． １ １ ３０ ． ２ ０ ９０ ． ０９４０ ．
００００ ． １ １ ３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 ０－

？＊ ？ ？ ？ ？ ＊ ＃ ＊ ＊＊？ ？ ？ ？ ？ ？暑 ？ 鲁

资料来源 ： 作者 ｎ 制 。

相关矩阵足
一

种 丨 ｉｎ
＇

？

分析关键词 间相关性的方法 ， 其 中矩阵 中每个数值代表 了 两个关键词

的相关程度 。 这些相关数据的相似性通常取决于关键词之间 的距离远近 ， 数值越大表 明两个关

键词间的距离越近 ， 相似度越高 ； 反之 ， 则相似度就越低 。 在相关矩阵 中 ， 主对角线上的数值

所代表的是
一

个词和其 自 身之间 的相关性程度 ， 若这些值均为 １ ， 表 明该词汇 自 身 的相关系数

是最大的 。 例如 ， 关键词
“

智慧城市
”

本身 的相关系数是 １ 。 相反 ， 矩阵 中数值愈小 ， 则表示

两关键词之间 的距离愈远 ， 相似度愈低 。 如关键词
“

智慧城市
”

和关键词
“

互联网
”

间的相关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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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是 ０ ． ０４８ ， 表明这两个关键词之间存在较远的距离和较低的相似度 。 由于很多关键词并没

有两两共同 出现在同
一

行中 ， 他们的相关性为 ０ ， 因此相关矩阵中 ０ 值过多 ， 统计分析时误差

较大并会对分析结果造成不利影响 。 为适应后续聚类分析及多维尺度分析的需要 ， 并进
一

步消

除误差 ， 用 １ 减去上述相关矩阵中的各个数据 ， 进而得到反映两个关键词之间差异程度的相异

矩阵 ， 如表 ５
－６ 所示 。

表 ５ －６ 智慧城市政策高频相异矩阵 （部分 ）

智慧互联信息大数也也Ａ
ｒ ． ．

， ^

？ ． ．技术￥政府 监管 试点协问交通社会 …



城市网化


Ｍ


＾ 士０ ．００００ ．９５２０ ． ８４００ ． ８７３０ ．９ ３ ６０ ． ９０５ １ ．００００ ． ８４５０ ．９２２ １ ．００００ ． ８ ８６－

城市

互联
＿

＿

＿０ ．９５２０ ．００００ ． ８ １ ８０ ． ８２９０ ． ８４８０ ． ８８２０ ．９２００ ．９２ ５０ ． ８６００ ．９４００ ．９０４…

网

传 阜

二广

、

０ ． ８４００ ． ８ １ ８０ ．００００ ． ７９００ ．
８６２０ ． ８７３０ ． ８６５０ ． ８５００ ． ８３４０ ．９ １ ９０ ． ８４７…

化

技术０ ． ８７３０ ． ８２９０ ． ７９００ ． ００００ ． ８０９０ ． ８７９０ ． ８９８０ ． ８９５０ ． ８５３０ ．９３２０ ． ９０６…

大数
＾０ ．９３ ６０ ． ８４８０ ． ８６２０ ． ８０９０ ． ００００ ． ８６００ ．８ ８７ １ ．００００ ． ８４ １０ ．９０００ ． ８８７…

据

政府０ ．９０５０ ． ８８２０ ．８７３０ ． ８７９０ ． ８６００ ．００００ ．９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８６２ １ ．００００ ． ７９ １—

监管 １ ．００００ ．９２００ ． ８６５０ ． ８９８０ ． ８８７０ ． ９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 ． ８８３０ ．９ １ ８０ ．９０６—

试点０ ． ８４５０ ．９２５０ ． ８ ５００ ． ８９５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协同０ ．９２２０ ． ８６００ ． ８３４０ ． ８５ ３０ ． ８４ １０ ． ８６２０ ． ８ ８３ １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９ １ ００ ． ８ ８７
…

交通 １ ．００００ ．９４００ ．９ １ ９０ ． ９３ ２０ ． ９００ １ ． ００００ ．９ １ ８ １ ． ００００ ．９ １ ００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社会０ ． ８８６０ ．９０４０ ． ８４７０ ． ９０６０ ． ８ ８７０ ． ７９ １０ ．９０６ １ ．００００ ． ８ ８ ７ １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 ？ ？ ？ 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相异矩阵值代表了两两高频关键词间 的相异程度或距离 ， 值越大表明关键词之间 的关系就

越远 ， 相异程度就越大 ； 相反 ， 值越小 ， 所代表的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就越近 ， 相异程度就越小 ，

对角线的值为 ０ 就意味着同
一

关键词之间没有相异性
？

。 两两关键词在相异矩阵及相关矩阵中

值的大小反映出关键词间相距的远近 ， 同时也显示出关键词 内部的结构联系及亲疏 。

第二节 政策内容多元统计分析

本节主要采用 多元统计分析的方式来挖掘省级智慧城市政策 内容 ， 聚类分析能够较为容易

１ ？

张红春 ，卓越 ． 国 内社会保障研宄的知识图谱与热点主题
一基于文献计量学共词分析的视角 ［

Ｊ
］

．公共管理学

报 ，
２０ 丨 １

，
８ （０４ ）

： 丨 丨 １
－

１ ２ 丨 ＋ １ ２ ８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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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智慧城市政策文本中 的高频关键词 归类为不 同 的类别 ， 多维尺度分析在此基础上能够洞悉

各个类别在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中所处位置 ， 社会网络分析则是将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之间 的关

系强度完整 、 清晰地表现 出来 。 通过这三种统计分析方式 ， 以期对智慧城市政策 内 容形成更为

清晰完整地认识 。

—

、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 （ Ｃ ｌ ｕ ｓ ｔｅ ｒ Ａ 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是统计学 中用 来研宄
“

物 以类聚
”

的
一

种常用描述方法 ， 属

于统计分析 的范围 。 聚类分析的本质就是要确立
一

种分类方法 ， 其可 以将
一

组样本数据根据其

性质 的 亲疏程度 ， 在缺乏任何先验知识的情况下 自 动地加 以 归类 。 在关键词聚类 分析中 ， 首先

用最具影响力 的关键词 （ 种子关键词 ） 产生聚类 ； 再次 ， 通过聚类 内 的种子关键词和邻近关键

词重新构成
一

个新的 聚类 。 关键词越是相似其距离就越近 ， 反之亦然＇ 聚类分析主要是通过

对研究对象 中某
一

特质 比较接近的标准来搜集有关数据 ， 并对其做 出 更具体的分类 。

本文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法 ， 根据观察值或者变量间亲疏程度 ， 把 内在联系最为相似的对象

组合起来 ， 通过逐步聚合的方式对观察值进行分类 ， 最终把全部样本聚为
一

类 。 通过将相异矩

阵 （ 表 ５
－６ ） 导入 ＳＰＳ Ｓ２ ３ ． ０ 中进行层次聚类分析 ， 并选取层次聚类的方式 ， 在度量标准 中选

取区 间 中 的平方欧式距离作为距离测度方法 ， 并选择
“

离差平方和
”

作为聚类方法 ， 最终 以谱

系 图 的形式输 出 ， 如 图 ５
－２ 所示 。

１

郭文斌．方俊 明 ．关键词共词 分析法 ：高等教育研 究的新方法
［

？ ！

］
．高教探索

，

２０ １ ５
（
０９

）
： １ ５

－

２ 丨
＋ ２ ６ ．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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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平均联接 （组间 ） 的谱系图
Ｋ新味度的距离 ＊类 合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２０ ２５

 Ｊ Ｉ Ｉ Ｉ Ｉ
Ｉ

ＫＫ ７ 

—

市场 １ ８

—

倍总化３


技术 ４


互联网２


大 ｅ据５


协网 ９
—

政府 ６
—

社会 １ １
— ＇

公共？ 务 １ ３


基础 设ｆｆｉ １ ４


８


类团二＞
■

示苽 １ ５




货？城市 １



类团三甲 旮注设２ ３


＾ １ ２


医疗 １ ６


类团四交通 １ ０


１
—

钧流 ２ １


倍总氓 务２ ２




來游 １ ７
—

城市钤遝 ２ ４


類五
电概 ２ ５


电子商务２ ０




倍
Ｓ 安全 １ ９ ｔ－   



图 ５
－２ 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聚类分析谱系 图

资料来源 ： 运用 ＳＰ Ｓ Ｓ 软件对相异矩阵统计而得 。

在谱系 图 中 ， 纵轴对应的是 ２ ５ 个高频关键词及其 出现的频次排名 ， 横轴 ０
－

２ ５ 为左边关键

词 间 的距离 ， 数字越小 ， 表明关键词距离越小 ， 相似度越高 ， 关系也就越密切 。 在横轴上 ， 两

个关键词聚在
一

起 ， 说明二者关系密切 ， 他们相似度较高 ， 可 以划为同
一

类 。 图 ５
－２ 是智慧城

市政策文本 中高频关键词 的聚类谱系 图 ， 展示 出全部高频关键词之间 的关联程度和分类情况 。

在 图 中 ， 关键词
“

监管
”

和关键词
“

市场
”

距离最近 ， 首先合并为
一

类 ， 其次 ， 将关键词
“

信

息化
”

和
“

技术
”

融合为
一

类 ， 然后再将
“

信息化
”

与
“

技术
”

聚合而成的类与
“

互联网
”

聚

在
一

起 ， 依次类推 。 但 目 前学术界限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制约 ， 关于聚类的分类数并没有
一

个

统
一

的标准 ， 但可以参考 以下几个准则 ：

一

是每
一

类与其他类之间 的关系是 明显 的 ， 这 由距离

来划分 ；
二是每

一

类中所包含的关键词都不宜过多 ， 类别 的数 目 按照分类的 目 的而定 。

通过分析和对 比 ， 本文大致将智慧城市政策 内 容分为 以下五个类团 ， 这五个类团所代表的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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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中 的核心主题及其所对应的相关核心概念 ， 具体参见表 ５
－７ 所示 。

表 ５
－

７ 基于聚类分析的智 慧城市政策核心主题及其包含 的关键词

序号


主题 内容


关键词


，翅彗诚市枢 尹监管 、 市场 、 信息化 、 技术 、 互联网 、 大数据 、 协同 、

＿ １＿城
前 、 社 会 、 公共服务 、 基础设施

类团 ２智 慧城市顶层设计试点 、 示范 、 智 慧城市
？

类 团 ３智 慧城市平 台 建设平 台 建设

类 团 ４智 慧城市应用场景教育 、 旅游 、 物流 、 交通 、 信息服务 、 医疗

类 团 ５智 慧城市管理城市管理 、 电子政务 、 电子商务 、 信息安 全

资 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 １ ） 类团 １ 。 从主题 中所包含的 １ １ 个相关主题词 中可 以看出 ， 该类团所反映的主题是
“

智

慧城市保障要素
”

。 该主题主要包括 四个部分的 内 容 ：

一

是技术要素 ， 包括
“

信息化
”

、

“

互

联网
”

、

“

大数据
”

等技术方面的 内 容 ， 这也与我们的认知
一

致 ， 智慧城市建设 中技术的保障

作用 是第
一

位的 ；
二是主体要素 ， 包括

“

政府
”

、

“

市场
”

、

“

社会
”

等关键词 ， 智慧城市建

设中 需充分调动政府 、 市场 、 社会等主体的积极性 ， 发挥多主体的协同效应 ；
三是设施要素 ，

包括
“

基础设施
”

等关键词 ， 强调完善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 需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

（ ２ ） 类团 ２ 。 根据对类团所包含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知其揭示的主题是
“

智慧城市顶层

设计
”

。 该类团包括
“

试点
”

、

“

示范
”

、

“

智慧城市
”

这三个关键词 ， 说明智慧城市建设 中

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 做好相关的试点示范工作 ， 以助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 。

（ ３ ） 类团 ３ 。 类团 中所包含的主题词是智慧城市的平 台建设 ， 只 包括
“

平 台建设
”

这
一

个关键词 。 通过对政策文本的 回溯 ， 发现平 台建设范围较广 ， 不仅包括物流 、 教育 、 医疗 、 政

务 、 交通等领域的平 台建设 ， 而且也涉及互联网数据 中心 、 云计算 中心等重点功能性服务平台

建设 。 由此可见 ， 平 台建设也是智慧城市建设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要素 。

（ ４ ） 类团 ４ 。 类团 中所包含的 ６ 个关键词主要是涉及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 ， 包括
“

教育
”

、

“

旅游
”

、

“

物流
”

、

“

交通
”

、

“

医疗
”

、

“

信息服务
”

等关键词 。 上述关键词可 以分成两

部分 ，

…

部分是智 慧 民生领域 ， 包括
“

医疗
”

和
“

交通
”

两个关键词 ； 另
一

部分可 以被划分为

智慧产业领域 ， 涉及
“

物流
”

、

“

旅游
”

等关键词 。 需着重关注智 慧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如

何促进这些领域的 智能化 ， 进而更好地服务和满足人 民的需求 。

（ ５ ） 类团 ５ 。 聚集在类团 ５ 中 的关键词所揭示 的研宄主题可 以 用
“

智慧城市管理
”

来概

括 。 虽然表面上该类团涵盖的
“

电子政务
”

、

“

电子商务
”

、

“

信息安全
”

这三个关键词呈现

松散的关联 ， 但实际上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城市管理的构成要素而具有 内 在联系 。 电子政务是 国

家机关应用技术提供公共服务的
一

种全新的管理模式 ， 电子商务作为
一

种新型 的商业运营模式

是被管理的对象 ， 电子政务和 电子商 务都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 因此智 慧城市中 的信息

安全尤为重要 。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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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聚类分析能够较为方便地将智慧城市样本的 内容 归类为不 同 的类别 ， 但却不能洞悉这

些类别在智 慧城市政策文本中 的具体位置＇此外 ， 受聚类分析 固有属性的影响 ， 各关键词 只

能被归类为与其本身关联最为密切的
一

个类别 中 ， 将 ２ ５ 个高频关键词划分为 ５ 个类团 ， 根据

聚类分析结果无法观察到类 团 内部关键词与其他类团 内 关键词之间 的关联 。 为此 ， 需要对关键

词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 ，

一

方面认识
“

智慧城市
”

政策样本 中各个类别所处的相对位置及重

要性 ， 另
一

方面可 以更加全面地分析关键词 的属性特征 ， 以实现对关键词作 出 更清晰的分类判

断 。

二 、 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 （ＭＤ Ｓ ） 是
一

种能够帮助研究者找到隐藏在观察资料中 的深层结构的统计

方法 ， 其 目 标是在挖掘
一

组资料背后 的隐藏结构 ， 以期通过主要元素所组成的构面图来表达出

资料所隐藏的含义 ， 特别是 当观察资料体较多时 ， 采用 多维尺度法更能准确地找 出 资料的代表

方式气 多维尺度分析 旨在将研究个体间 的距离表示为二维平面上的距离 ， 从而客观地反映被

研究对象间 的相似性关系气 关键词呈点状分布 ， 每个关键词在坐标 中所处的位置是其影响力

大小的体现 ， 距离坐标中心点越近 的关键词 ， 与其他关键词 的联系越多 ， 影响力越大 。 此外 ，

各关键词所处的位置可表现 出分析对象的相似性 ， 越接近的关键词 间联系就越强 ， 相似度高的

关键词集聚成
一

个类团 ， 处在 中 间 的分析对象是政策样本中 的核心主题气

本文对智 慧城市政策文本 内 容类 目 进行多维尺度分析 ， 使用 Ｓ ＰＳ Ｓ２ ３ ． ０ 中 Ｓ ｃａ ｌ ｅ 菜单的 多

维尺度分析 ， 将序数数值视作数据测度水平的指标 ， 运用个别差异欧式距离作为度量模型 。 在

进行多维尺度分析时 ， 信度和效度需分别用 Ｓ ｔｒｅ ｓ ｓ 值和 Ｒ ＳＱ 值进行估计 ， 其中 ， 压力系数 （ Ｓ ｔｒｅ ｓ ｓ ）

为拟合度量值进行维度数选取 ， Ｓ ｔｒｅ ｓ ｓ 值越低 ， 说 明分析结果和观察数据拟合度越高 ， 其数值

也就越小 ， 说明该模型适合度越高 。 如果 Ｓ ｔｒｅ ｓ ｓ 值 彡 ０ ． ２ ， 则相似度较差 ； 若 ０ ． １ 彡 Ｓ ｔｒｅ ｓ ｓ 值＜

０ ．２ ， 贝 Ｉ

Ｊ相似度是基本令人满意 的 ； 若 Ｓ ｔ ｒｅ ｓ ｓ 值彡 ０ ． １ ， 贝 １

Ｊ相似度是令人满意的 ； 若 Ｓ ｔｒｅ ｓ ｓ 值彡

０ ． ０ ５ ， 则相似度为好 ； 若 Ｓ ｔｒｅ ｓ ｓ 值＜ ０ ． ０２ ５ ， 则相似度为很好 ； 若值 Ｓ ｔｒｅ ｓ ｓ
＝
０ ， 那 么是理想情况 ，

也就是完全匹配
５

。 本文采用二维尺度分析方法 ， 对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内 容高频关键词的相异

矩阵 （ 表 ５
－６ ） 进行 了深入研究 ， 结果表明 Ｓ ｔｒｅ ｓ ｓ 值为 ０ ． １ １ ６ ， 位于 ０ ． １ 与 ０ ． ２ 之 间 ， 相似度基

本令人满意 。 模型距离解释的百分 比 （ ＲＳＱ ） 是衡量回 归模型对观测值变异性解释程度的指标 。

通常取值范 围在 ０ 和 １ 之间 。 ＲＳＱ 越接近 １ ， 说 明 回 归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越好 ， 可 以更准

确地预测未来的结果 。 普遍认为 ， ＲＳＱ 大于 ０ ． ６０ 是可 以接受的 。 本文 中 的 ＲＳＱ

＝

０ ． ９２ ７ ， 说

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 能够体现 出 智 慧城市政策高频关键词之间 的关联情况 ＝

多维尺度分析是聚类分析的进
一

步深化和扩展 ， 用 多维尺度分析方法绘制 的智慧城市政策

１

林春培 ．赵冠希 ． 段杰 ．李海林 ．

“
一

带
一

路
＂

研 宄热点与 结构 的可视化分析
［
Ｊ
］

．统计与 决策 ，
２ ０ １ ９ ． ３ ５

（
０２

）
： １ ０ ５

－

１ ０９ ．

２

陈正 昌 ．程炳林 ．陈新丰 ．等著 ． 多变量分析方法 ： 统计软 件应 用 ［
Ｍ

］
．北京 ： 中 国税务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５ ： ２ ４ １

－

２ ９９ ．

；

王晓慧 ．王 康 ．成志强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管理研 究热 点 分析
［

？ ！
］

．情报科学 ，
２ ０ 丨 ７ ． ３ ５

（
１ ０

）
： 丨 ７ ２

－

１ ７ ６ ．

张瑞红 内 甲 Ｉ ｔ文研 究热 点 、 ４ ：题 聚类及研宄状况 分析——基 于兆讷 和社 会Ｍ络 分析视角 ［
Ｊ

］
． 河谢师范 人学学报 （ 「 丨

然 科 ７：

版 ） ． ２ ０２ ０ ． ４ ８
（
０ ６

）
： ３ 卜３ ８ ．

ｓ

张文彤 ． ＳＰＳ Ｓ 统计 分析高级教程
［
Ｍ

］
．北京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２ ００４ ： ４ ０
－

４ ４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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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词二维知识图谱呈区域聚集分布的态势 ， 参考图 ５
－

２ 聚类分析结果 ， 依据高频关键词相互

关联和集中情况 ， 对知识图谱进行区域划分并用 曲线进行人工标注 （ 图 ５
－

３ ） ， 从中 能够看 出

２ ５ 个 以智慧城市政策领域高频关键词类别为代表的研宄结构具有 以下特征 ：

（ １ ） 类群间 的距离是反映各 自 主题相关性的重要指标 ， 且距离越大 ， 表 明它们研究的主

题越具独立性 。 通过对多维尺度分析结果图谱的全面审视 ， 可 以发现智 慧城市政策关键词大致

可 以分为 ５ 个组团 ： 智 慧城市主体 （政府 、 市场 、 社会等 ） 、 智慧城市保障要素 （技术 、 互联

网 、 大数据 、 信息化 、 基础设施等 ） 、 智慧城市应用领域 （ 教育 、 医疗 、 交通 、 物流 、 旅游等 ） 、

智 慧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 、 电子政务 、 电子商务 、 平台建设 ） 、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试点 、 示

范 、 智慧城市 ） 。 各类别包含关键词如表 ５
－

８ 所示 。

（ ２ ）
“

技术
”

、

“

互联网
”

、

“

大数据
” “

信息化
”

这四个关键词离 中心最近 ， 因此可

以被视为是智慧城市政策的核心 内容 ， 与其他关键词之间 的联系也很密切 。 而
“

物流
”

、

“

旅

游
”

、

“

电子政务
”

这三个关键词距离中 心位置较远 ， 说明这三个关键词属于智慧城市政策的

次核心 内 容 。 根据关键词共现矩阵的分析结果 ， 我们发现
“

技术
”

、

“

互联网
”

、

“

大数据
”

和
“

信息化
”

这四个关键词距离中心最近 ， 因此可 以被视为智慧城市政策的重要 内 容 。



欧 氏距离模型
２
－

（ ｍ
。

＾广


＾
—



 ｆｇａｗ？

０°

ｘ＊／ ｊ

４？ｋ？Ｊ

十
一Ｗ

ｉ ｉ ｉ ｉ ｉ

－

３－２ －

１ ０ １ ２

维 １

图 ５
－

３ 智 慧城市政策高频词多维尺度分析 图谱

资料来源 ： 运用 Ｓ ＰＳ Ｓ 软件对相异矩阵统计而得 。

对 多维尺度分析获得的智慧城市政策核心主题和其包含的关键词进行归纳总结 ， 形成表

５
－

８ 。 由表 ５
－

８ 结果可见 ， 多维尺度分析和聚类分析绘制 的知识图谱在很大程度上是
一

致的 ，

但也有
一

些新的特点 。 绝大部分关键词在二维空间上聚集成 ５ 个 比较密集的关键词组团 ， 并将

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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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５ 个组团的研宄对象分别归纳为 ： 智慧城市主体 、 保障要素 、 应用领域 、 管理以及顶层设计 ，

多维尺度分析显示出 的 ５ 大组团是将聚类分析得出 ５ 个类别进行再次组合聚类 ， 并表现出
一

定

的政策特征 。

表 ５
－

８ 基于多维尺度分析的智慧城市政策核心主题及其包含的关键词
￣

序号主題内容关键词

类团 １智慧城市主体政府 、 市场 、 社会

■２政府 、 社会 、 公共服务 、 基础设施

类团 ３智慧城市应用领域教育 、 医疗、 交通 、 物流 、 信息服务 、 旅游

类团 ４智慧城市管理城市管理 、 电子政务 、 电子商务 、 信息安全 、 平台建设

类团 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试点 、 示范 、 智慧城市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制 。

三 、 社会网络分析

为 了更为直观明确地得 出关键词之间的相关关系 ， 本节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呈现研宄

对象间的关系 。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社会研究的
一

种方法 ， 其基础是社会行动者间的互动关系
？

，

相对于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而言 ， 可以有效避免聚类分析聚类成员归属 的唯
一

性以及聚类

不合理 、 多维尺度分析无法体现相关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 能够全面清晰地展现出研究对

象间的关系强度 。 根据社会网络的可视化及网络中心度的 ３ 个指标 ， 对智慧城市政策高频关键

词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 从而对智慧城市政策形成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

（

一

） 关键词网络图

本文利用 Ｕｃ ｉｎｅ ｔ 分析软件与网络可视化绘图软件 Ｎｅｔｄｒａｗ 的可视化分析模块 ， 对上文所生

成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数据进行分析并绘制共词网络知识图谱 ， 具体情况如图 ５
－４ 所示 。

从关键词网络关系 图 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 除了
“

电子政务
”

这
一

关键词 ， 其他关键词间都

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 ， 但每个关键词在网络图 中所处的位置和影响力各不相 同 ， 中 间 区域的网

络连线较为密集 ， 周 围 区域的连线相对稀疏 。

“

智慧城市
”

、

“

信息化
”

、

“

大数据
”

、

“

技

术
”

等位于图谱的核心位置 ， 这表明他们是智慧城市政策的重点 。 而在网络的最外围 ， 还有
一

些分散的关键词 ， 虽然这些关键词脱离 了核心位置 ， 但也有
一

部分是新出现的 ， 还有
一

部分则

是未来的热点 ， 比如
“

信息安全
”

等 ， 对政策研宄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 。 通过 Ｎｅｔｄｒａｗ 关键

词网络的分析 ， 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政策文本中 的关键词 ， 而且还能够看到词语之间 的

结构关系 。 同时 ，

“

信息化
”

这个节点又是网络的 中心 ， 对其他关键词的共现作用最大 ， 也就

是说 ，

“

信息化
”

与该网络中的其他词语都有关联 ， 它连接着许多节点 ， 这些节点均需通过
“

信

息化
”

这个词来实现关键词的共现 。

￡

林顿 ？
Ｃ

？ 费里曼 ．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史 ［
Ｍ

］
．张文宏等译 ．北京 ：人民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８ ：２－

３ ．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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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贼

 ｐ
ｊｉ市管理

‘物 ５安

图 ５
－４ 智 慧城市政策关键词网络关系 图

资料来源 ： 由 Ｕ ｃ ｉｎｅｔ 软件生成所得 。

（ 二 ） 关键词网络点度 中 心度和 中 心势

点度 中 心度 （ Ｄ ｅｇ ｒｅｅｃ ｅ ｎ ｔ ｒａ ｌ ｉ ｔｙ ） 是社会网络分析中表征节点 中心度的常用指标 ， 可 以直观

的理解为
“
一

个点与其局部环境联络的程度
”？

， 反映网络中 各节点 的地位和功能 。 点度 中 心

度数值越高 ， 说明关键词在整个合作 网络中位置的 中心化程度越高 ， 主动性和影响力越高气

就本文而言 ， 点度 中心度越高 ， 反映 出该关键词与智慧城市政策样本中其他关键词 的共现频率

越高 ， 关系越密切 ， 它就是智慧城市政策关注的核心 问题 。 点度 中心度包括 Ｄｅ
ｇ
ｒｅ ｅ 、 Ｎ ｒｍＤ ｅｇ ｒｅｅ

及 Ｓｈ ａ ｒｅ 这三种衡量指标 ， 它们分别代表绝对点度 中心度 、 相对点度 中心度及 中心势指数 ， 而

相对点度 中 心度则是对绝对点度中心度的标准化形式 。 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点度 中心度分析结

果见图 ５
－

５ 。 这说明该关键词与智 慧城市政策样本 中其他关键词的共现频率越高 ， 说明其关系

越密切 。

如 图 ５
－

５ 所示 ，

“

信息化
”

、

“

技术
”

、

“

互联网
”

和
“

大数据
”

的相对点度 中心度分别

为 ３ ９ ． ８ １ ７ 、 ３ ２ ． ２ ６４ 、 ３ ０ ． ３ ７０ 、 ２４ ． ７ １ ０ ， 位于智 慧城市政策网络的前 四位 ， 为整个政策网络 中对

于其他关键词最具影响 力的词汇 ， 这也表明这些关键词都是国家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给予极大关

注与重视的方面 ， 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 出政府对于技术及其他智 慧城市硬实力建设的高度重视 。

同时 ， 将表 ５
－

３ 与表 ５
－９ 进行对 比后可 以发现 ， 关键词点度 中 心度顺序和频数顺序并不完全吻

合 ， 频数大的关键词点度中心度并不必然越高 ， 但两者间 的 差异并不显著 。 与上述几个影响力

较大的关键词相 比 ，

“

信息服务
”

、

“

城市管理
”

、

“

信息安全
”

等关键词 的点度中心度数值

低于预期 ， 排名较为靠后 ， 说明其在智慧城市政策网络中总体上的地位较低 ， 且与其他关键词

间 的关联度不够紧密 。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软实力要素 ， 这些关键词并没有 出现在关键词 网络

‘

约翰 ？ 斯科特 ．社会Ｎ络分析法 （ 第 ３ 版 ）
［
Ｍ

］
．刘军译 ．重庆 ： ？庆大学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６ ： ９ １ ．

１

孙涛 ，温雪梅 ．动态演化视角 下 区域环境治理的府际合作网络研究—— 以京津冀大气治理为例 ［
Ｊ
］

． 中 国行政管

理
，
２０ １ ８

（
０ ５

）
： ８ ３

－

８ ９ ．

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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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核心位置 ， 没有成为智慧城市政策文本较多关注的 问题 ， 表明 智 慧城市政策制定者对这些

方面的关注度还有待进
一

步提升 。

此外 ， 图 ５
－

５ 显示共词 网络的度数中心势为 ２９ ． ９９％ ， 结果表 明 ， 智 慧城市政策关键词网

络表现出 了
一

定的集聚倾 向 ， 但是这
一

倾 向并不显著 ， 很多关键词与核心关键词 间没有形成紧

密的关联 ， 这反映 出 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中所涉及到的 内 容 比较分散 。

１ ２ ３

ＤｅｇｒｅｅＮｒｍＤｅｇｒｅ ｅ Ｓｈａｒｅ

３信息化 １ ７ ８ ７ ． ０ ００ ３ ９ ． ８ １ ７ ０ ． １ ３ ０

４技术 １ ４４ ８ ． ０００ ３２ ． ２６４ ０ ． １ ０ ６

２互联网 １ ３６３ ． ０ ００ ３ ０ ． ３ ７ ０ ０ ． ０９ ９

５大数据 １ １ ０９ ． ０００ ２４ ． ７ １ ０ ０ ． ０８ １

１智慧城市 ９５０ ． ０ ００ ２ １ ． １ ６８ ０ ． ０６９

９协同 ８６４ ． ０００ １ ９ ． ２ ５ １ ０ ． ０６ ３

６政府 ８ ０９ ． ０００ １ ８ ． ０ ２ ６ ０ ． ０ ５ ９

１ １社会 ６ ８８ ． ０００ １ ５ ． ３ ３０ ０ ． ０５０

１ ３公共服务 ６ ２８ ． ０００ １ ３ ． ９ ９ ３ ０ ． ０４６

７监管 ５８８ ． ０００ １ ３ ． １ ０２ ０ ． ０４ ３

１ ８市场 ５ １ ５ ． ０００ １ １ ． ４ ７５ ０ ． ０ ３ ８

１ ０交通 ４ ５ ２ ． ０００ １ ０ ． ０ ７ １ ０ ． ０３ ３

１ ５示范 ４ １ ０ ． ０００ ９ ．１ ３５ ０ ． ０ ３０

８试点 ３ ９ ２ ． ０ ０ ０ ８ ． ７ ３４ ０ ． ０２９

１ ６医疗 ３９ ０ ． ０ ００ ８ ． ６９ ０ ０ ． ０ ２ ８

１ ４基础设施 ３ ８ ２ ． ０ ００ ８ ． ５ １ ２ ０ ． ０ ２ ８

１ ２教 育 ２ ０９ ． ０ ００ ４ ． ６５ ７ ０ ． ０ １ ５

２２信息服 务 １ ７ ９ ． ０００ ３ ． ９８８ ０ ． ０ １ ３

２３平 台建设 １ ７５ ． ０００ ３ ． ８９９ ０ ． ０ １ ３

１ ９信息安全 １ ５４ ． ０００ ３ ． ４３ １ ０ ． ０ １ １

２０电子商 务 ９４ ． ０００ ２ ． ０９４ ０ ． ００ ７

２ １物流 ４４ ． ０００ ０ ． ９８０ ０ ． ００ ３

１ ７旅游 ４２ ． ０００ ０ ． ９３ ６ ０ ． ００３

２４城市管理 ４２ ． ０００ ０ ． ９３６ ０ ． ００ ３

２ ５电子政务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 ０ ０ ． ００ ０

Ｎｅ ｔ ｗｏｒｋＣｅｎ ｔ ｒ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２９ ． ９９％

Ｈｅ ｔ ｅｒｏｇｅｎｅ ｉ ｔ ｙ
＝
６ ． ９ ８％ ．Ｎｏｒｍａ ｌ ｉ ｚ ｅｄ

＝３ ．１ ０％

Ｎｏｔ ｅ ：Ｆｏｒｖ ａ ｌ ｕｅ ｄｄａ ｔ ａ
，ｔ ｈｅｎｏｒｍａ ｌ ｉ ｚ ｅ ｄｃ ｅ ｎ ｔ ｒａ ｌ ｉ ｔ ｙｍａｙｂ ｅｌ ａｒｇｅｒｔ ｈａｎ １ ００ ．

Ａｌ ｓ ｏ
，ｔ ｈｅｃ ｅｎ ｔ ｒａ ｌ ｉ ｚ ａ ｔ ｉ ｏｎｓ ｔ 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ｉ ｓｄ ｉ ｖ ｉ ｄ ｅ ｄｂ ｙｔｈｅｍａｘ ｉ ｍｕｍｖａ ｌ ｕｅｉ ｎ

ｔ ｈｅｉ ｎｐｕｔｄａ ｔａ ｓｅ ｔ ．

图 ５
－

５ 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点度 中心度测度结果

资料来源 ： 通过 Ｉｋ ｉ ｎ ｅ ｔ 分析软件获得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样本关键词 的词频统计 。

（三 ） 关键词 网络 中 间 中心度

中 间 中 心度 （ Ｂ ｅ ｔｗｅ ｅｎｎ ｅ ｓ ｓｃ ｅｎ ｔ ｒａ ｌ ｉ ｔｙ ） 在本文 中是衡量某个关键词是否 占据在其他两关键

词交流的 中介位置 。 当
一

个点位于多个其他点对的测地线 （ 最短途径 ） 上时 ， 则该点 的 中 间 中

心度较高 ， 越有可能发挥
“

中介
”

的重要作用 ， 位于网络 中心 ， 并测量行动者对于资源的控制

力
？

。 关键词 的 中 间 中 心度越大
，
意味着它控制着更 多 的关键词 间 的信息流 。 将数据导入到

Ｕ ｃ ｉ ｎ ｅ ｔ 分析软件 中 ， 分析测量关键词 网络的 中 间 中心度 ， 最终呈现出如图 ５
－ ６ 所示的结果 。

＇

刘军 ． 整体网 分析讲 义
——

ＵＣ ＩＮＥＴ 软件实 用 指南
［
Ｍ

］
．上海 ：世纪 出版集 团

，
２ ００９ ： １ ００

－

１ ０ １ ．

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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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度结果 ， 在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网络中 ，

“

信息化
”

、

“

交通
”

和
“

互联网
”

这几

个关键词 的 中 间 中心度较高 ， 其相对 中 间 中 心度度数分别为 １ ６ ． ９９ ７ 、 １ ６ ． １ ２ ３ 、 １ ３ ． ６ １ ６ 。 上述研

宄结果显示 ， 这些关键词是关键词网络中其他关键词所依附的交互作用 客体 ， 故其对整个关键

词网络具有较大的
“

权力
”

， 能够对整个政策网络产生重要影响 。 另
一

方面 ， 说 明 它们是智慧

城市政策的核心要素 ， 而其他关键词在智 慧城市政策 中 的作用 也需要与这些关键词相互关联 。

此外 ， 标准化中 间性大于 １ 的关键词还包括
“

智 慧城市
”

、

“

技术
”

、

“

大数据
”

、

“

协同
”

和
“

公共服务
”

， 共有 １ ０ 个 中 间性等于 ０ 的关键词 ， 这表 明 网络 中关键词 的共现率并不具备

普遍性 ， 信息的垄断性 比较明 显 。

１ ２

Ｂｅ ｔ ｗｅ ｅｎｎ ｅ ｓ ｓｎＢｅ ｔ ｗｅ ｅ ｎｎ ｅ ｓ ｓ

３信息化 ４６ ． ９ １ ３ １ ６ ． ９ ９ ７

１ ０交通４４ ． ５００ １ ６ ． １ ２ ３

２互联网 ３ ７ ． ５ ８０ １ ３ ． ６ １ ６

１智慧城市 ２９ ． ０ ２ ５ １ ０ ． ５ １ ６

４技术 ２ ２ ． ３ ３０ ３ ． ０ ９０

５大数据 １ ２ ． ２ ９６ ４ ． ４５ ５

９协 同 ６ ． ３４６ ２ ． ２ ９９

１ ３ 公共服务 ５ ． ４ １ ７ １ ． ９６ ３

１ ６医疗 ２ ． １ ７ ９ ０ ． ７ ８ ９

７监管 １ ． ５ ０ ０ ０ ． ５４ ３
｜

１ １社会 ０ ． ５ １ ８ ０ ． １ ８８

６政府 ０ ． ５ １ ８ ０ ． １ ８８

２ ２ 信息服务 ０ ． ４２ ９ ０ ． １ ５ ５

１ ８市场 ０ ． ２ ５０ ０ ． ０９ １

１ ５示范 ０ ． ２ ００ ０ ． ０ ７ ２

８试点 ０ ． ０ ００ ０ ． ０００

１ ４ 基础设施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１ ７旅游 ０ ． ００ ０ ０ ． ００ ０

１ ２教育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２ ０ 电子商务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２ １物流 （Ｘ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１ ９ 信息安全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２ ３ 平 台 建 设 ０ ， ００ ０ ０ ． ０ ００

２ ４ 城市管理 ０ ． ０００ ０ ． ０ ００

２ ５ 电子政务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 ０

图 ５
－

６ 智 慧城市政策关键词 中 间 中 心度测度结果

资料来源 ： 通过 Ｕｃ ｉ ｎ ｅ ｔ 分析软件获得 省级 智慧城市政策样本 关键词的词频统计 。

（ 四 ） 关键词 网络接近 中 心度

接近 中心度是治理关系 网络成 员共享 网络 中 资源能 力 的指标 ， 以 Ｆ ａｒｎｅ ｓ ｓ 来表示 ， Ｆａｍｅｓ ｓ

的值越低 ， 表 明 该点 的接近 中心度越大 ， 它和其他行动者间 的关系就越紧密 ， 对信息资源 、 权

力等方面的影响 力就越大
＇

。

利用 Ｕ ｃ ｉ ｎ ｅ ｔ 分析软件 ， 对智慧城市 中政策关键词 网络的接近中心度进行深入研宄 ， 并在

图 ５
－７ 中呈现 了相关分析结果 。 根据测量结果 ， 在

“

不受控制
”

的大小排序 中 ， 最不受控制 的

＇

段暉 ，刘 杰 ． 王丹 ．我国地方教 育 公共治理的 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上海浦东

“

教育委托管理
”

案例 的研宄ｍ ． 中 国 行政管

理
，

２０ 丨 ７
（
０ ５

＞
： ６ ０

－

６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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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
“

协同
”

、

“

技术
”

、

“

信息化
”

、

“

大数据
”

、

“

互联网
”

等 。 如果这些关键词的

接近中心度数较小 ， 那么其在整个网络中受其他关键词影响的概率就较低 ； 与此相反 ， 如果关

键词的接近中心度数越大 ， 那么其在网络中愈有可能受到其他关键词的影响 。 促进城市的信息

化建设是智慧城市政策的核心 内容 ， 因此信息化处于关键词网络的中心位置 ， 而
“

互联网
”

、

“

技术
”

和
“

大数据
”

是实现信息化的重要工具 ， 同时又位于关键词网络的核心 ， 并且相互之

间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地反映在在网络中 ， 这表明智慧城市政策内容设计强调运用技术手段来达

到智慧城市建设 目 的 。

１ ２

Ｆａｒｎｅ ｓ ｓｎＣｌｏｓｅｎｅｓ ｓ

３信息化 ５ １ ． ０００４７ ． ０５９

２互联网５２ ． ０００４６ ． １５４

４技术 ５４０００４４ ． ４４４

５大数据５６ ． ０００４２ ． ８５７

９协同 ５８ ． ０００４１ ． ３７９

１智慧城市 ５９ ． ０００４０ ． ６７８

１ ３公共服务６２ ． ０００３８ ． ７ １０

１０交通 ６２ ． ０００３８ ． ７ １０

１ １社会６３ ． ０００３８ ． ０９５

６政府 ６３ ． ０００３８ ． ０９５

７监管６３ ． ０００３８ ． ０９５

１ ８市场６４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１６医疗 ６４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１４基础设施６７ ． ０００３５ ． ８２ １

１５示范６７ ． ０００３５ ． ８２ １

８试点６８ ． ０００３５ ． ２９４

２２信息服务６８ ． ０００３５ ． ２９４

２３平台建设 ７０ ． ０００３４ ． ２８６

１ ２教育 ７０ ． ０００３４ ． ２８６

１ ９信息安全 ７０ ． ０００３４ ． ２８６

２０电子商务 ７２ ． ０００３３ ． ３３３

２４城市管理 ８ １ ． ０００２９ ． ６３０

１ ７旅游 ８４ ． ０００２８ ． ５ ７ １

２ １物流 ８４． ０００ ２８ ． ５７ １

２５ 电子政务

表 ５ －７ 智慧城市政策关键词网络接近中心度测度结果

资料来源 ： 通过 Ｕｃ ｉｎｅｔ 分析软件获得省级智慧城市政策样本关键词的词频统计 ^

第三节 智慧城市政策结构特性

本节将继续对智慧城市政策的政策结构进行挖掘 。 学者苏敬勤将技术创新政策的关键词划

分为三类 ， 即政策 目 标类 、 政策对象类、 政策手段类 ， 这三类关键词构成 了技术创新政策的核

心 内容
①

。 本文以其分类方法为基础 ， 将智慧城市政策中 出现频率彡 ７０ 的关键词根据政策 目 标 、

政策对象和政策手段展开分类 ， 在对关键词进行去重和整合后 ， 最终构建出政策 内容核心关键

１

苏敬勤 ，
许昕傲

，
李晓昂 ．基于共词分析的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结构关系研究 ［

Ｊ
］

．科技进步与对策 ，
２０ １ ３

，
３０

（
０９

）
： １ １ ０

－

１ １ ５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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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的政策结构 图 ， 具体 内容见图 ５
－

８ 。

￣ ￣－￣￣

 ｜



总目标 ： 智慧城市 （ 健康有序发展 ）

Ｚ


￣￣

政策 目
￣￣ Ｉ 分目标 ： 城市管理 （ 精细化 ） 、 便民惠民 、 绿色 （ 发展 ）

［




民生 ： 交通、 教育 ． 医疗 、 社会保障 、 生态环境、 智慧钍区

智慧城市政策结构
—

ｊ政敕像

—

１



产业 ： 旅游、 电子商务 、 物流、

￣

Ｔ—

政务 ： 公共眼务 、 电子政务＇ 智慧城管

 ．— 技术手段 ： 技术
￣
￣￣

政策手段
 ｜— 行政手段 ： 监管 、 试点 、 示范 、 平台建设

图 ５
－

８ 智慧城市政策结构 图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制 。

―

、 智慧城市政策 目标分析

从提取出 的关键词 中可 以看出 ， 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类的关键词主要有
“

智 慧城市健康有序

发展
”

、

“

城市管理精细化
”

、

“

便民惠 民
”

、

“

绿色发展
”

。 其 中 ， 后面的三个关键词分别

对应
“

政府
”

、

“

社会
”

和
“

经济
”

， 城市管理精细化是政府需要实现的 目 标 ， 便 民惠 民则是

对智慧 民生的要求 ， 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 需要遵循的原则 ， 通过上述三个 目 标的实现最

终助 力智慧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 。

通过对政策 目 标关键词 的抽取结果进行分析 ， 可 以看到全 国省级层面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相

对宏观且不够具体 ， 而清晰 明确 的政策 目 标是政策能够有效贯彻和落实的先决条件 。 智慧城市

政策的 目 标太过宏观 、 概括 ， 极大的增加其政策执行的难度 ， 极 易导致政策界限不清 、 政策随

意性大等 问题 ； 另
一

方面 ， 可能 引 起政策作用客体在政策认识上 出现偏差 ， 致使政策 目 标难 以

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 。 为此 ， 在制定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的过程中 ， 政策主体应尽量确定
一

些具

体 、 指向性强且具备可操作性的 目 标 。 除此之外 ， 智慧城市的政策 目 标不能过于固定 ， 伴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变化 ， 我国 的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也要做 出 相应的变更与调整 ， 才能更好

地满足社会 、 经济与城市发展的需求 。

二 、 智慧城市政策对象分析

在本文 中 ， 政策作用对象被定义为政策文本中所涉及的智慧城市政策实施对象或事物 ， 而

不是政策制定者本身或政策执行者本身 。

如 图 ５
－６ 所示 ， 智慧城市政策对象类的关键词有

“

交通
”

、

“

教育
”

、

“

医疗
”

、

“

旅游
”

、

“

电子商务
”

、

“

物流
”

、

“

电子政务
”

、

“

智慧社区
”

、

“

社会保障
”

、

“

生态环境
”

和
“

智

慧城管
”

等 。 由此可见 ， 可以将政策对象划分为三类 ， 第
一

类为智慧 民生领域 ， 其中包含 了
“

交

通
”

、

“

生态环境
”

、

“

教育
”

、

“

医疗
”

、

“

社会保障
”

、

“

智慧社区
”

等关键词 ； 第二类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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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智慧产业领域 ， 包括
“

旅游
”

、

“

电子商务
”

、

“

物流
”

关键词 ； 第三类是智慧政务领域 ，

包括
“

公共服务
”

、

“

电子政务
”

、

“

智慧城管
”

等 。 从上面的分类可以看出 ， 智慧城市政策

在民生领域的作用对象较为广泛 ， 而在产业和政务领域的作用对象则较为聚焦 。 总体而言 ， 目

前智慧城市政策的作用对象涵盖范围较为广泛 ， 关注 内容较多 。 但智慧城市本身涵盖的 内容就

很多 ， 智慧城市政策应当扩大其作用对象的范围 ， 将更多与智慧城市相关的对象纳入政策引 导

范畴 ， 例如增加对
“

智慧养老
”

、

“

智慧家居
”

、

“

智慧应急
”

等的重视 ， 以从各个领域助推

智慧城市总体 目 标的实现 。

三 、 智蕙城市政策手段分析

公共政策手段是指在公共政策方案中 ， 指导和推动政策 目标群体 （管理相对人 ） 实施预期

行动的特定措施 ， 它是实现政策 目标的最重要的机制
？

。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 ， 有很多的

政策手段 ， 每
一

种政策手段都有其各 自 的特征 ， 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有所区别 。 因此 ， 政策主体

可以根据其所处的特定情况 ， 选择最为有效的政策手段。

如 图 ５ －６ 所示 ， 在智慧城市政策文本 内容中 ，

“

技术
”

、

“

监管
”

、

“

试点
”

、

“

示范
”

和
“

平台建设
”

是政策手段类的主要关键词 。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分析 ， 不难发现政策用于影

响其作用对象的手段以技术手段为主 ， 包括互联网 、 技术 、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 这些手段均

是政策用来直接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有效方式 。 其次 ， 智慧城市政策很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性

作用 ， 包括政府对智慧城市开展试点示范工作 、 加快平台建设 以及加强对城市中各方面的监管 。

综上 ， 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手段和行政手段运用较多 ， 但是经济手段在政策中 的使用较为匮乏 ，

在高频关键词 中并没有出现资金 、 税收 、 金融等经济类手段 。 伴随着我国逐渐建立和完善市场

经济体制 ， 以及全国智慧城市的持续发展 ， 政策主体应当在制定智慧城市政策时 ， 充分发挥经

济手段的作用 ， 促进智慧城市的快速与健康发展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 ９７ 份智慧城市政策文本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规范化整理与词频统计 ， 基于此 ，

本文运用聚类分析 、 多维尺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 ， 对省级智慧城市政策 内容进行

了挖掘 ， 并进
一

步对智慧城市政策的政策结构进行研宄 。

根据上述的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 ， 发现智慧城市政策 内容涉及主题广泛 。 聚类分析将

智慧城市政策划分为五个领域 ， 分别为智慧城市保障要素 、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 智慧城市平台

建设 、 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和智慧城市管理 。 多维尺度分析将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划分为五大词团 ，

分别为智慧城市主体 、 智慧城市保障要素 、 智慧城市应用领域、 智慧城市管理和智慧城市顶层

设计 。 这表明省级政府关注到智慧城市中 的主体 、 保障要素 、 顶层设计 、 平台建设 、 应用场景 、

￡

王满船 ．公共政策手段的类型及其比较分析 ［
Ｊ
］

．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４（

０ ５
）

： ３４
－

３ ７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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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等 内容 ， 关注 内 容较为全面 ， 上述这些方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 需要将它们有效整合 、

融会贯通 ， 以提高智慧城市的政策质量并将实际效应最大化 。

借助对智 慧城市政策关键词社会网络的分析结果 ， 可 以发现智 慧城市政策在 内容设计上还

存在改进的 空 间 。 点度 中心度数值高的词包括信息化 、 互联网 、 大数据等 ， 这些都是侧重智慧

城市硬实力 的建设 ， 而数值低的词语如城市管理 、 信息安全等 ， 则是智慧城市软实力 的表现 ，

反映 出 当前政府更为关注容 易 显示政绩的智慧城市硬件方面的建设 ， 而对
一

些软件方面的 内 容

有所忽视 。 共词 网络 的度数 中心势为 ２９ ． ９９％ ， 表 明我 国 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关键词 的 网络集 中

趋势并不品 著 ， 且大部分关键词 及其核心关键词 间 的关联度不高 ， 或者可 以说是毫无关联 ， 反

映 出 智 慧城市政策文本中所涉及 内容较为分散 。 上述数据折射 出政策 内 容设计上仍有很大的改

进空 间 ， 通过增强 内 容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能够提高整体网络的聚合程度 ， 更好地推动智慧

城市建设的发展 。

通过对智慧城市政策文本高频关键词进行分类 ， 将其划分为
“

政策 目 标一一政策对象
一
一

政策手段
”

三个方面 ， 从而形成智慧城市政策的基本框架结构 。 从政策 目 标来看 ， 涵盖 了
“

智

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
”

、

“

城市管理精细化
”

、

“

便民惠 民
”

和
“

绿色发展
”

等重要关键词 ，

政策 目 标相对宏观和宽泛 ， 具体实施 目 标存在着规定不清的情况 。 从政策对象来看 ， 关键词涉

及到
“

智慧社区
”

、

“

交通
”

、

“

教育
”

、

“

社会保障
”

、

“

旅游
”

、

“

电子政务
”

和
“

生态

环境
”

等 ， 但是政策对象的范 围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 比如
“

智慧养老
”

、

“

智 慧家居
”

、

“

智慧应急
”

等在政策文本 中重视度不够 。 在政策手段方面 ， 政策手段较为固化 ， 技术手段应

用最为广泛 ， 行政手段次之 ， 但除此 以外的其他类政策手段运用较少 ， 像资金投入 、 税收优惠

和金融支持这样的市场化手段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 行政性的奖励措施也很少 出现在政策文本

中 。 过度的使用
一

种或
一

类被制定者普遍认为可 以取得 良好效果的政策手段 ， 这本身并没有任

何 问题 ， 但是 ， 有必要对更多有效的政策手段进行联合应用 ， 这样可 以起到单
一

政策手段难 以

起到 的协同效应 ， 从而为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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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智薏城市政策的优化建议

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从政策主体 、 政策工具 、 政策主题三方面对省级层面的智慧城市政策

文本进行研究 ， 从中发现智慧城市政策 内容中存在的 问题 ， 本章则从构建政策主体间合作机制 、

优化政策工具结构 、 完善政策体系内容三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 为政府在未来的智慧城市政策

制定中提供参考和借鉴 。

第一节 构建政策主体间合作机制

一

、 加强政策主体协同

在整个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 将涉及到众多政府部 门与众多主体 ， 必须综合利用 多种措

施 ， 以破解部门分割及其导致的权力碎片化等难题
？

。 智慧城市建设是
一

个多部门参与的复杂

社会系统工程 ， 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 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基于各 自部 门 的治理视角群策

群力 。 但经过上述分析发现 ， 我国智慧城市政策 目 前仍以部 门单独发文为主 ， 虽然有 １ ２％的联

合发文量 ， 但其中
一

半以上的联合发文仅涉及两个部 门 。 此外 ， 智慧城市政策主体间的网络结

构较为松散 ， 多部 门 间 的协调合作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在各政策主体间构建起行之有效的协作协调机制 ， 不仅可以减少与防止政策碎片化现象的

出现 ， 促进政策效率的提高 ， 而且还可以破除
“

碎片化
”

治理的恶性循环 ， 减少管理困境的产

生
？

。 因此 ， 可以通过建立长效合作和沟通机制 ， 加强政策主体之间的协同 ， 统筹整合和科学

配置不同主体间所拥有的政策资源 ， 从而使各政策主体间协同互助的整体效能得以持续发挥 。

具体来讲 ， 第
一

， 要建立健全结构性协调机制 。 省级政府要成立智慧城市建设高层协调领导小

组 ， 负责跨部 门 、 跨地区 、 跨领域的统筹协调和衔接配合 ， 扫清各组织部 门与利益集团间的协

同障碍 ， 并科学合理地协商出
一

套高效透明 、 协调统
一

的智慧城市政策 。 充分发挥高层协调领

导小组的协调领导作用 ， 切实做到互相合作 、 共同行动 。 这
一

机制可以确保不同部门和利益方

之间 的协调和配合 ， 避免出现矛盾和冲突 ， 从而提高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效益 。 第

二 ， 要建立和完善程序性协同机制 。 为寻求政策主体间 的协商合作 ， 减少部门 间 的差异 ， 形成

有效的政策方案 ， 我们需要制定
一

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制度来规范和 引 导各方行为 。 在这个过程

中 ， 我们必须强化对法律权威和上级政府的监督约束 ， 以确保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合法性与公正

性 。 同时 ， 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 、 信息公开机制 、 以及绩效评估机制等 ， 以构建

起有效的激励约束体系 。 第三 ， 政府需要加快数据服务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进程 ， 通过

？
王洛忠 ，张艺君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协同 问题研宄——基于结构 、 过程与 内容的三维框架 ［

Ｊ
］

． 中 国行政管

理 ，
２ ０ １ ７

（
０３

）
： １ ０ １

－

１ ０７ ．

ａ
宋娇娇 ，徐芳 ，

孟澈．中 国科技评价政策的变迁与演化 ： 特征 、 主题与合作 网络
［
Ｊ
］

．科研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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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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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设立首席信息官 、 首席数据官 、 首席 网络安全官等制度 ， 加快破除条条块块间 的
“

信息墙
”

，

促进不 同部 门之间 的信息流动 以及对资源的高效整合 ， 实现 由条块分割到
一

体化模式的转型 。

二 、 明晰政策主体权责

政策主体权责清晰是主体间合作 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 Ｕ 在我国 智 慧城市 的 省级政策中 ，

单独制 定或者参与制定 的主体多达 丨 ６ 个 ，

“

政 出 多 门
”

的现象 明显 ， 且在政策文本 中 出现九

次及 以上的参与 主体就有 ３ ０ 个 。 这极 易造成责任主体不 明 确 以及 出现 问题互相推诿的情况 ，

不仅会降低智慧城市政策主体的工作效率 ， 而且会对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成效产生不利影响 。

加之 责任追溯与落实制度的不健全 ， 导致不 同部 门 间 的推诿 问题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

为此 ， 需要 明确划分和确认智 慧城市政策主体权责 ， 从而为不 同政策主体间 的高效合作提

供保障 。 具体包括 ： 第
一

， 凡是涉及到多个政策主体间 的相互协同合作 ， 必须确立
一

个牵头部

门 ， 并 由牵头部 门对各政策主体的合作进行组织和协调 ， 并且要明确各个政府部 门 在智 慧城市

建设任 务和项 目 分解中具体职责 。 第二 ， 量化政策主体责任 ， 在划定相关政策主体的职责 内容

时采用 具体可量化的方式 ， 以避免政策资源的重叠 、 浪费 ， 督促各主体更加高效地针对 自 己的

职责设定执行 目 标 ， 继而提升政策主体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成效 。 第三 ， 在厘清各政策主体权责

边界的前提下 ， 构建配套政策责任追宄体系 ， 以通过奖惩措施督促和鼓励相关责任部 门重视其

职责 ， 并激发其工作热情 。 第四 ， 确立基于成果的责任共担机制 ， 这是各个政策主体展开高效

协作的
一

个重要制度保证 ， 这
一

制度不仅关注各个政策主体 自 身在智慧城市建设 中 的具体职责 ，

还关注到政策主体在协 同互助的过程 中 ， 切实做到责任共担和结果共责 ， 这样才能确保智 慧城

市政策得 以落实 ， 并推动政策主体整体效能的实现 。

第二节 优化政策工具结构

供给型 、 环境型和 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智 慧城市政策中 的三类主要工具 。 然而 当前存在供给

型政策工具过度使用 ， 环境型政策工具相对不足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缺位的 问 题 。 因此 ， 智 慧城

市 发展需要优化政策 Ｔ具配置 ， 具体包括调 整供给型政策工具的组合 、 注重环境型政策工具的

作用 以及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 从而最 大限度地发挥政策工具 的组合优势 ， 进而有效地

推进智 慧城市建 设 。

一

、 调整供给型政策工具组合

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频次最高 ， 过于重视
“

基础设施建设
”

等
“

硬基础
”

， 而
“

科技与信

息支持
”

、

“

人才支持与培训
”

、

“

资金投入
”

等
“

软政策
”

工具在政策 中 则存在应用频次较

低 、 指 向性模糊 、 可操作性缺乏等 问题 ， 这对我国智 慧城市政策的落实造成
一

定 的 困难 。 例如 ，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数字福建智 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 中提到 ， 统筹使用好数字福建建设

资金 、 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和物联网发展及示范应用专项资金等 。 然而 ， 统筹利用相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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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金的具体举措在本份政策文本中 并未给予具体说 明 ， 而且在福建省 智 慧城市省级相关政策

文本 中亦没有 明确规定 。

因此 ， 在 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 中要注重具体工具的合理分配 ， 在智 慧城市建设 中注重对科

技信息 、 资金和人才等工具的使用 ， 而不是仅限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 同时必须对政策的具体

实施进行细化 ， 从而提高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可操作性 。 具体包括 ： 第
一

， 加大科技与信息支持

的使用 力度 ， 政府通过建设数据资料库 ， 定期发布城市建设信息等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公共科

技支持和信息服务 ， 积极推动智 慧城市建设相关技术及产 品 的 自 主研发 。 第二 ， 重点加大人才

支持与培训等工具的使用 力度 。

一

方面 ， 明确人才培养的政策方 向 与需求 ， 建立 以科研机构和

高校为主体的高端人才培养配套机制 。 另
一

方面 ， 应加大对技术型 、 管理型 、 技能型人才的 引

进和培育力度 ， 创建政 、 产 、 学 、 研的新型智库 ， 组建
一

支结构合理 、 技术过硬的智慧城市建

设团 队 ， 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智力与人才支撑 。 第三 ， 创新资金投入机制 ， 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

一

方面要统筹 、 科学安排财政资金 ， 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扶持作用 ． 对信息基础设施和重大智

慧应用项 目 建设及智慧城市产品开发方面给予支持 ， 同时应 明确 资金投入的数额或者智慧城市

经费所 占财政支 出 的具体比例 。 另
一

方面 ， 为提高投资效益 ， 应根据项 目 性质 的不同选择不 同

的投资运营模式 ， 促进财政资金投入转化为财政资金牵 引 。 例如 ， 公共性非盈利性项 目 采用
“

政

府主导型运营
”

的理念 ， 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体统
一

规划 ； 商业类盈利性项 目 实行 以
“

企业主

体运营 、 政府监督管理
”

的理念 ； 混合类项 目 则采用
“

政府 、 企业联合投资
”

的运营理念 ， 强

化各方合作 ， 按照公 民需求全面做好项 目 的事前 、 事 中 、 事后 的服务管理＇

二 、 重视环境型政策工具作用

虽然环境型政策工具不直接推动或拉动智慧城市 的发展 ， 但其外部影响和渗透功能贯穿于

整个智慧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 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不容忽视 。 通过 以上分析 ， 可 以看 出环境

型政策工具在三大政策工具 中 的整体运用处于 中等水平 ， 但是其 内部子政策工具运用并不均衡 ，

目 标规划和安全防控应用过溢 ， 而财税金融 、 法规管制 、 评价与保障等工具应用相对不足 。

因此 ， 政府应平衡环境型子政策工具的使用 。 具体包括 ： 第
一

， 优化 目 标规划类政策工具 ，

把智 慧城市建设 中
一

些宏伟的 目 标进行细化分解 ， 制定操作性强的阶段小 目 标 ， 对相应 目 标的

责任单位 、 分工合作 、 具体时 间节点等都要做 明确细致的界定 ， 不仅能够提高政策执行力 ， 而

且也更 易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 。 第二 ， 加大财税金融类政策工具 的使用 力度 ， 在完善稳定

的财政投入机制基础上更大力度的利用税收优惠 、 补贴 、 财政奖励 、 贷款等各类金融财税政策

工具 ， 通过为相关主体提供经济上的系列保障 ， 充分激发其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 ， 汇聚

组织力量 以实现智慧城市建设 目 标 。 第三 ， 政府应高度强调法规管制 的制 定 ， 智慧城市相关法

律法规可 以加强市场监督 ， 保障公共利益和市场竞争的公正性 。 这些措施有助于防止市场失灵

和政策外溢等 问题的 出现 ， 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 此外 ， 政府还需要注重提

高法规制定 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 以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过程 中 的具体 问题和挑战 ＝ 政府应当积极

ｈ

常丁懿 ．石娟
，
郑鹏 ． 中 国 ５ Ｇ 新型智 慧城市 ： 内 涵 、 问 题与路径

［
Ｊ
］

．科学管理研究
，
２ ０ ２ ２ ． ４ ０

（
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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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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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各方面的力量 ， 包括产业 、 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等 ， 共 同参与智 慧城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

从而形成更加有效的治理机制和管理体系 。 第 四 ， 加强评价监测 引 导 ， 立足当前智慧城市评估

工作 ， 进
一

步拓展指标的应用 范 围 ， 加深指标体系 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 充分系统地把握我国不

同地域 、 不 同层次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情况 ， 为中 央与地方决策提供宝贵参考＇

三 、 加强霑求型政策工具运用

从本文的研宄结果来看 ， 以市场为主导 的需求型政策工具存在着严重缺位 ， 市场活力很难

得到有效激发 。 尽管 《促进智 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 中 确立 了
“

市场为主 ， 协 同创新
”

的理念 ， ｍ是现阶段的智 慧城市具体政策实施环节和部署上 ， 自 上而下 、 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依然突 出 ， 有利于市场机制与运作的政策还不够充分 ， 市场这只
“

无形之手
”

很难通过 自 由竞

争来打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智慧城市应用 ， 培育新兴智慧业态 ， 实现智 慧增长 ， 市场和社会等

其他主体的能动性有待进
一

步发挥 。 因此 ， 可 以通过改变
“

自 上而下 、 政府主导
”

的发展思维 ，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 。

具体包括 ： 第
一

， 加大服务外包政策工具的使用 力度 ， 委托社会组织或企业开展智慧城市

相关产品 的研发与应用 ， 以竞争的方式激励各类市场主体的普遍参与 。 通过加强服务外包政策

的应用 ， 政府可 以更好地利用市场化机制和社会资源 ， 减轻 国家在 自 主研发 、 人才 、 资金等方

面的压力 ， 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 第二 ， 增加政府采购政策工具的应用频次 。 政府采

购是推动智慧城市相关产品发展的重要手段之
一

， 可 以促进企业创新和产品市场化 。 同时 ， 政

府采购也具有示范 引 领作用 ， 有利于优胜劣汰 ， 提高产品 品质和服务水平 。

一

方面 ， 政府应提

高对智慧城市企业的支持力度 ， 鼓励企业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 ， 提升市场竞争力 。 另
一

方面 ，

重点扶持
一

批智慧城市产品研发和生产基地 ， 通过建立产业集群 、 开展技术交流等多种方式 ，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创新 。 实现政府采购与市场需求的有机衔接 ， 促进智慧城市建

设的全面发展 。 第三 ， 创新政企合作模式 ， 在
“

企业总包建设运营
”

、

“

政企合作公司开展建

设运荇
”

以及
“

政府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核心模块建设＋主导企业运营
”

等不 同模式中选择符

合 自 身发展实际和 需求的模式 ， 逐步形成市场主导 、 资源整合和广泛参与 的 良好局面 。 第 四 ，

构建多 元主体参与 的运营支撑体系 。 为调动不同 主体参与 智 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 ， 需要构建
一

个政府 引 导 、 国 资主导 、 领军企业牵头建设 、 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智 慧城市建设运营主体 。 引

导 市场主体参与智慧城市场景运营 ， 全面激发社会创造力 和市场活力 。 建立健全智慧城市项 目

的长期运行合作伙伴机制 ， 积极探索 多模式的项 目 规划 、 建设与运营 。 第五 ， 科学使用 贸 易管

制类工具 ， 实现有序 引 入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 限制低 品 质 的智 慧城市项 目 和智 慧城市

产品进 口 的 目 的 ， 从而打破市场垄断 ， 减少贸 易壁垒 ， 为智慧城市的建设营造 良好的市场环境 。

＇

唐斯斯
，
张延强

，
单志广 ．王威

，
张雅琪 ．我 国 新型 智 慧城市 发展现状 、 形势与政策建议

［
Ｊ

］
． 电子政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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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完善政策体系内容

－

、 构建政策目标体系

政策 目 标也就是政策制定者通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 ， 旨在实现特定的政策效果
ｕ

＇

， 不仅为

政策工具指明方向 ， 也为政策工具提供 了有效性评判标准
＠

。 在对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关键词展

开深入分析之后 ， 研宄发现我国 的省级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表述 以宏观的定性描述为主 ， 缺乏定

量化指标 。 宏观且宽泛的政策 目 标不仅会降低政策的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 ， 而且还会在很大程

度上削弱智慧城市政策的约束力 ， 为政策的变通执行 、 拖延执行甚至是歪 曲执行提供 了可能、

不利于政策的有效贯彻和实施 。 此外 ， 大多数省份的智慧城市建设统筹规划不到位 ， 导致城市

间相互复制但
“

千城
一

面
”

、 区域特色不鲜明等 问题普遍存在 。

因此 ， 为进
一

步提升省级智慧城市政策的效能 ， 有必要建立与完善省级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

体系 ， 进
一

步细化与厘清省级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 。 具体包括 ： 第
一

， 智慧城市政策 目标的具体

化可 以通过划分具体的时间节点加 以体现 ， 根据不同时期各省智慧城市建设情况 ， 制定不 同阶

段的各级各类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 ， 明确智 慧城市政策的近期 、 中期 以及远期的 目 标 。 此外 ， 对

于能够量化的智慧城市政策 目 标 ， 其数量指标都应该得到 明确具体的规定 ， 从而提高智慧城市

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精确性 ， 为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指明方 向 。 第二 ， 分级分类推进 ， 强化顶

层设计与滚动规划相结合 ， 遵循科学规划与超前思考相结合 ， 充分考虑本省的发展定位 、 资源

禀赋 、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区位特点和历史文化等因素 ， 因地制宜 ， 因势利导 ， 制定符合本省

省情的智慧城市发展 目标
？

。 第三 ， 鉴于智慧城市建设中
“

人走政息
”

而造成的
“

朝三暮四
”

、

缺乏长远规划等 问题 ， 必须在充分论证和 民主决策的基础上 ， 由省人大根据法律途径进行表决

通过并公布 ， 以法治的方式保障科学合理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能够稳妥进行 ， 避免因省级党政

主要负责人的变动而
“

夭折
”

。

二 、 增强政策内容的系统性

在我国 当前这
一

纵横交叉的
“

压力型体制
”

下 ， 有的地方政府存在
“

唯上是从
”

的治理思

维 ， 对
一

些 易于量化和彰显政绩的任务 ， 往往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优先完成 ； 但是较难量

化且不 易突 出政绩的工作 ， 随之变成
“

软约束指标
”

而被
“

选择性忽视
”

。 在这样
一

种不均衡

的体制下 ， 有些领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陷入
“

遮蔽
”

状态
＠

。 通过对省级智慧城市政策

文本 内容的挖掘 ， 可 以发现省级智慧城市政策中也存在类似问题 ， 政策 内 容的设计缺乏系统性 ，

＇

谭＃辉 ，梁远從 ，魏溫静 ， 斐 ．陈晓琪 ．基干 四维分析视角 的我Ｗ科技人才评价政策 文本计Ｍ Ｕ优化
［
Ｊ
］

．怙报科

学 ，
２０２２ ．４０

（
０３

）
： ６３

－

７ １ ．

２

向超 ，
温涛 ．任秋雨 ．

“

目 标
一

工具
”

视角 下宅基地
“

三权分置
”

研宄
——

基于政策文本的 内 容分析和 定量分析ｍ ．云南社会科

学 ， ２ ０２ １
（
０２

）
：  １ ３ ６

－

１ ４ ４＋ １ ８９ ．

１

宋娇娇 ．徐芳Ａ澈 ． 中 Ｗ科技评价政策的变迁Ｕ演化 ： 特征 、 主题々合作 网络
［
Ｊ
］

．科研锌理． ２ ０ ２ １ ． ４ ２
（

１ ０
）

： １ 丨
－

１ ９ ．

「

孙芊芊 ． 新时期智 慧城市建设的机遇 、 挑战和对策研宄⑴．江淮论坛
，
２０ １ ９

（
０４

）
： ５ ２

－

５ ６ ．

＼

方卫华 ，
绪宗刚 ．智 慧城市 ： 内涵重构 、 主要困境及优化思路 ［

Ｊ
］

．东南学术 ，
２ ０２ ２

（
０２

）
： ８ ４

－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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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对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成效产生严重影响 ， 也不利于智慧城市事业的长远发展 。 如在智慧

城市政策 内 容中过于强调信息化 、 互联网 、 大数据等智慧城市硬实力 的建设 ， 而对城市管理 、

信息安全等软实力方面的发展重视不足 。

因此 ， 应采取措施着力解决
“

压力型体制
”

下造成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某些领域被选择性忽

视的 问题 ， 对智慧城市政策 内容所缺失的重要方面进行填补 ， 以增强智慧城市政策 内 容的系统

性 。 具体包括 ：

一

是在中央层面 明确智慧城市建设的
“

负面责任清单
”

， 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的

整体 目 标 以及各分项指标 ， 逐级分解至地方政府 ， 通过
“

量化指标体系＋首 问 负责制
”

对省级

政府形成压力 ， 倒逼省级政府全方位重视智慧城市建设 ， 而不是仅仅重视智慧城市硬件建设 ，

走 出
“

形象工程
”

误区 。 二是构建严密的督办责任体制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督察作为抓落实

的重要方式 ， 必须加强和改进督察工作 ， 不断拓宽督察工作的广度与深度 ， 点面结合 ， 多措并

举 ， 增强发现问题 、 解决 问题的有效性 。 中央政府可通过现场督办 、 电话督办 、 会议督办等多

元方式 ， 辅 以正向激励和负 向惩戒措施 ， 激发地方政府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工作积极性 。 三是

建立起
“

自 下而上
”

的政绩评价机制 。 中央可加大力度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中第三方评价和公 民

评议的 引 入 ， 将省级政府面临的上级考核压力 、 督查压力和来 自 社会的 民意压力结合起来 ， 进

而调动省级政府抓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

ｂ

方卫华 ，绪宗刚 ．智 慧城市 ： 内涵重构 、 主要困境及优化思路 ［
Ｊ

］
．东南学术

，
２ ０２ ２

（
０２

）
： ８４

－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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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智 慧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 改善城市管理与 公共服务水平 、 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等

方面的
一

项重要部署 ， 而智慧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指 引 和推动作用 。 本文全面系

统地搜集整理 了我国 省级层面 ２０ １ ０ －２ ０２２ 年间颁布的智慧城市政策 ， 并从政策主体 、 政策工具

和政策主题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分析 ， 得 出 以下结论 ：

首先 ， 就政策主体而言 ： （ １ ） 在政策文本的制定主体方面 ， 单
一

部 门 发文为主仍然是主

要形式 ， 但也有
一

定数量的联合发文政策 。 就智慧城市省级层面的 ９７ 条相关政策来看 ， 政策

主要 由 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和省人民政府等部 门单独发文 ， 特别是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政策

数量 占到 了单独发文数量的 ４９ ． ５％ ， 而在联合发文的政策文本 中 ， 大部分都是 由两个部 门联合

发布的 ， 很少有更多部 门联合发布政策的情况 。 这说明政策制定机构在联合起草政策时还存在

一

定难度和 限制 ， 需要进
一

步加强合作和协作 ， 以便更好地推动政策实施和落实 。 （ ２ ） 在政

策文本的参与主体方面 ， 我国 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文本 中 出现的参与主体较多 ， 省发改委 、 省经

信委 、 省公安厅 、 省通信管理局 、 省科技厅等部 门 是智 慧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 （ ３ ） 从政策主

体的合作 网络来看 ， 政策主体间 的合作程度较低 ， 彼此间联系不紧密 ， 且在主体成员 间还 出现

小群体的现象 ， 即 只有少数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 比较紧密 ， 而与其他主体间 的关系则很弱 。

其次 ， 就政策工具而言 ： （ １ ） 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在省级智慧城市建设 中 的运用极不均

衡 ， 其 中供给型政策工具被广泛运用 ， 环境型政策工具 的应用相对较少 ， 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

用最少 ；
（ ２ ） 三类政策工具的类型 内 部也存在结构性失衡 ， 供给型政策工具 比较注重

“

基础

设施平 台建设
”

、

“

组织领导
”

以及
“

科技与信息支持
”

，

“

人才支持与培训
”

和
“

资金投入
”

相对较少 。 环境型政策工具中
“

目 标规划
”

和
“

安全防控
”

所 占 比重较高 ， 而
“

财税金融
”

占

比最少 。 需求型政策工具 中
“

示范工程
”

类政策工具独 占鳌头 ， 其他类型 的工具 占 比都较低 。

（ ３ ） 从应用类型的维度看 ， 我 国智慧城市政策工具较多地运用 于智 慧政务领域 ， 而智慧产业

领域和智 慧 民生领域应用不足 。 （ ４ ） 从交叉角度来看 ， 政府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针对性较为

缺乏 。 在三个主要的应用 领域中 ， 供给型政策工具得到广泛 的使用 ， 在细分的政策工具 中 ， 三

种政策工具在三大领域中应用最多 的分别是基础设施建设 、 目 标规划和示范工程 ， 反映 出政府

在 目 前的智慧城市建设 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 。

再次 ， 就政策主题而言 ， （ １ ） 智慧城市政策 内 容涵盖的主题广泛 。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 ，

智慧城市政策 内 容关键词可分为 ５ 大类 ， 分别为智慧城市保障要素 、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 智慧

城市平台建设 、 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和智慧城市管理 。 从多维尺度分析可将我国 智慧城市政策划

分为 ５ 大词 团 ， 分别为智慧城市主体 、 智慧城市保障要素 、 智慧城市应用领域 、 智慧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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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 （ ２ ） 借助对智慧政策关键词社会网络的分析结果 ， 可 以发现智 慧政策

在 内 容设计上还存在改进的空间 。 共词 网络的度数中 心势为 ２９ ． ９９％ ， 说明智慧城市政策关键

词 网络集 中趋势不 明 显 ， 大部分关键词与核心关键词之间 的相关性不强 ， 或者没有任何关联 ，

体现 出 智慧城市政策文本所涉及的 内 容 比较分散 。 （ ３ ） 通过将智 慧城市政策文本高频关键词

按照
“

政策 目 标
一 政策对象

一一政策手段
”

这三方面进行分类 ， 在此基础上构建智 慧城市政

策的基本结构框架 ， 并对其进行 了分析 ， 发现智 慧城市政策的政策结构存在不 合理之处 。 主要

体现在 以 下三个方面 ： 第
一

， 智 慧城市政策 Ｈ 标较为宏观和宽泛 ， 代表政策 目 标的关键词有
“

智

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
”

、

“

城市管理精细化
”

、

“

便民惠 民
”

和
“

绿色发展
”

， 但存在对具体

实施 Ｈ 标规定不 明 确 的情况 ； 第二 ， 政策对象的范围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 对
“

智 慧应急
”

等的重视度不够 ； 第三 ， 智慧城市政策手段较为固化 ， 技术手段应用最为广泛 ， 行政手段次之 ，

怛除此 以外的其他类政策手段应用较少 ， 像税收优惠 、 融资等市场化手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 ， 行政奖励等手段也很少在政策文本 中呈现 。

最后 ， 就智慧城市政策建议而言 ： （ １ ） 构建政策主体间合作机制 ， 加强政策主体协 同和

明晰政策主体权责 ；
（ ２ ） 优化政策工具结构 ， 调整供给型政策工具组合 、 重视环境型政策工

具作用 、 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 ；
（ ３ ） 完善政策体系 内 容 ， 构建政策 目 标体系和强化政策

内 容的系统性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

、 研究不足

受限于本人的精力和能力 ， 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

第
一

， 政策文本的选取具有
一

定的局 限性 。 研宄 中笔者尽可能地全面搜集整理省级智 慧城

市政策的相关文本 ， 但 由于部分政策文本没有对外公开 ， 再加上手动筛选过程中 因个体认知差

异而将
一

些相关的政策文本排除在外 ， 存在部分省级智 慧城市政策文本遗漏 的现象 。

第二 ， 本文分析框架还存在改进的空 间 。 智慧城市建设是
一

个系统性的工程 ， 在政策范式

研究范围 内 ， 除 了 从主体 、 工具 、 主题三种维度分析外 ， 还可 以从 Ｌ丨 标 、 环境 、 评价等多种维

度展开研究 ， 但限于篇幅等原 因 ， 本文并未从更 多维度对智慧城市政策进行更为全面系统地分

析 。

第三 ， 在第 四 章政策工具部分 ， 在对政策工具和智 慧城市应用类型进行编码时 ， 虽然极力

遵循客观科学 的原则 ， 但 由 于是 人工提取和判断 ， 难免会有较强的主观性 ， 而且 由于政策本身

是多维的 ， 所 以在分类的过程中 会有
一

定 的偏差 。

二 、 研究展望

第
一

， 完善丰富政策研宄框架 。 本文 以 Ｈ ａ ｌ ｌ 的政策范式理论为基础 ， 主要从政策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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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和政策主题三个主要核心维度对政策展开分析 ， 在未来的研宄中可以增加政策 目 标 、

政策环境 、 政策评价等维度 ， 进
一

步对分析框架加 以优化和丰富 ， 以便对政策进行更为全面深

入的分析 。

第二 ， 探索优化政策工具配置 。 本文通过归纳省级智慧城市政策在政策工具使用方面的现

状 ， 揭示 目前智慧城市在政策工具配置中面临的 问题 ， 但是对于省级智慧城市的政策工具 ， 目

前还没有给出具体的优化配置方案 。 因此 ， 以后的研究中需深入探讨如何加强智慧城市政策工

具的优化组合 ， 发挥政策工具的合力 ， 进而有效提升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效果 。

第三 ， 研宄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 ， 以推动政策的优化 。 要想充分发挥政策的作用 ， 必须通

过实践来对其进行检验 。 所以 ， 可以使用实际调研等方法 ， 对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

从而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反观评估 ， 并及时总结发现政策本身存在的 问题 ， 最终对政策进行

调整优化 ， 并以此探寻智慧城市政策的规律 ， 形成
一

个研究闭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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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
．Ｏｘｆｏｒｄ ：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 ｓ

， 

１ ９９５ ： ８５ ．

［
６

］Ｋｕｈ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 ｉ ｅｎｔ ｉｆｉｃ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ｓ

［
Ｍ

］
．Ｃｈ ｉｃａｇｏ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ｏ

ｆＣｈ 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 ｓ
，１ ９６２ ：１ ５０

［
７

］Ｎ ｉ ｓｐｅｎ
Ｆ

，
ＰｅｔｅｒｓＢＧ ．Ｐｕｂ ｌ ｉｃｐｏ

ｌ 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 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ｏ ｌｓｏｆｐｕｂ ｌ ｉｃ

ａｄ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
［
Ｍ

］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ＥｄｗａｒｄＥ ｌ

ｇａ
ｒ

，１ ９９８ ： １ ４２ ．

［
８

］ＳａｌａｍｏｎＬＭ ，
Ｅ ｌ ｌ ｉｏｔＯＴｏｏ ｌ ｓ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ｇｕ 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ｎｅｗ

ｇｏｖｅｍａｎｃｅ
［
Ｍ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 ｓ

，
２００２ ： ５ ３

［
９

］Ｓｃｈｎｅ ｉｄｅｒ
，
Ａ．ａｎｄＩｎｇｒａｍ ，Ｈ ．Ｐｏ ｌ ｉ ｃｙＤｅｓ ｉ

ｇｎｆｏｒ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ｙ ［
Ｍ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Ｓ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Ｐｒｅ ｓｓ ．

，

１ ９９７ ： ８３ ．

［
１ ０

］ＶｅｄｕｎｇＥ ．Ｐｏ ｌ ｉｃｙ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Ｔｙｐｏ ｌｏｇ ｉｅ 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
Ｍ

］
．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 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 ｉｏｎ

Ｐｕｂ ｌ ｉ ｓｈｅｒｓ ．  １ ９９８ ：２ １ ．

［
１ １

］
陈振明 ．政策科学 ［

Ｍ
］

．北京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１ ９９８ ： １ ０７ ．

［
１ ２

］
陈振 明 ． 政策科 学

一

公共 政 策 分 析 导 论 （ 第 ２ 版 ）
［
Ｍ

］
． 北 京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

２００３
，
１ ４７－

１ ４８ ．

［
１ ３

］
陈振明 ．政府工具导论

［
Ｍ

］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６ ．

［
１ ４

］ 范柏乃 ． 公共管理研究与定量分析方法 ［
Ｍ

］
．科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７ ３ ．

［
１ ５

］
林顿 ？

Ｃ？ 费里曼 ．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史 ［
Ｍ

］
．张文宏等译．北京 ：人民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８ ：２
－

３ ．

［
１ ６

］ 林聚任 ．社会网络分析 ：理论 、 方法与应用
［
Ｍ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９３ ．

［
１ ７

］ 刘军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 ｔ
Ｍ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１ ２０ －

１ ２６ ．

［
１ ８

］
王辉 ，吴越 ，章建强 ．智慧城市 ［

Ｍ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４ ．

二 、 期刊类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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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Ｂａ ｌ ｉＡＳ
，Ｈ ｏｗ ｌ ｅ ｔｔＭ

，Ｌ ｅｗ ｉ ｓＪＭ
，ｅ ｔａ ！ ．Ｐ ｒｏｃ ｅｄｕ ｒａ ｌ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ｔｏｏ ｌ ｓ ｉ ｎｔｈ ｅｏ ｒｙａｎｄ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
Ｊ

］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ｅ ｔ
ｙ ，２ ０２ Ｋ４０ （

３
）

：２ ９ ５
－

３ １ １ ．

［

２
］Ｂａ ｒｒ ｉ ｏ ｎ ｕ ｅｖｏＪＭ ．Ｂ ｅ ｒｒｏｎ ｅＰ ，Ｃ ｏ ｓ ｔａＪＥＲ ．Ｓｍ ａ ｒｔＣ ｉ ｔ ｉ ｅ ｓ ，Ｓ ｕ ｓ ｔａ ｉ ｎａｂ ｌ ｅＰ ｒｏｇ ｒｅ ｓ ｓ ：Ｏ

ｐｐ
ｏｒｔｕｎ ｉ ｔ ｉ ｅ ｓ

ｆｏ ｒＵ ｒｂ ａｎＤ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 ｅ ｎ ｔ

［
Ｊ

］
． Ｉ Ｅ Ｓ Ｅ Ｉ ｎ ｓ ｉ

ｇ
ｈ ｔ

，２０ １ ２
（

１ ４
）

： ５ ０
－

５ ７ ．

［
３

］Ｂｅ ｎ ｎ ｅ ｔ ｔＣＪ ．Ｗ ｈ ａ ｔ ｉ ｓ
ｐ

ｏ ｌ ｉ ｃｙｃｏｎｖ ｅ ｒｇｅ
ｎ ｃ ｅａｎ ｄｗｈ ａ ｔｃａｕ ｓｅ ｓ ｉ ｔ ？

［
Ｊ

］
．Ｂ ｒ ｉ ｔ ｉ ｓｈ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ｓｃ ｉ ｅｎ ｃ ｅ ． １ ９９ １
，
２ １

（
２

）
：２ １ ５

－２ ３ ３ ．

［
４

］Ｂｅ ｒｍ ａ ｎＳ ． Ｉ ｄｅ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Ｔｈ ｅｏ ｒ ｉ ｚ ｉ ｎ
ｇ

ｉ ｎｔｈｅＳ ｏｃ ｉ 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ｓ ｉ ｎ ｃ ｅ
“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Ｐａ ｒａｄ ｉ

ｇ
ｍ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Ｌｅ ａ ｒｎ ｉ ｎ ｇ ，
ａｎ ｄｔｈ ｅＳ ｔａ ｔｅ

”

［

Ｊ
］

．Ｇ ｏ ｖ ｅ ｒｎａ ｎ ｃｅ ，２ ０ １ ３
，２６ （

２
）

：２ １ ７ －２ ３ ７ ．

［

５
］Ｃ ａ

ｐ
ａ ｎｏＧ ，Ｐ ｒ ｉ ｔｏｎ ｉＡ ．Ｗ ｈ ａ ｔｒｅａ ｌ ｌ ｙｈ ａｐｐｅ ｎ ｓ ｉ ｎｈ ｉ

ｇ
ｈｅ ｒｅｄ 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ｇｏｖ ｅ ｒｎａｎｃ ｅ ？Ｔｒａ

ｊ
ｅｃ ｔｏ ｒ ｉ ｅ ｓｏｆ

ａｄｏ
ｐ

ｔｅｄｐｏ ｌ ｉ ｃｙ ｉ ｎ ｓ ｔ ｒｕｍ ｅｎ ｔｓ ｉ ｎｈ ｉ ｇｈ ｅ ｒｅｄｕｃ ａ ｔ ｉ ｏｎｏｖｅ ｒｔ ｉｍ ｅ ｉｎ １ ６Ｅｕ ｒｏ
ｐ
ｅａｎｃｏ ｕ ｎ ｔｒ ｉ ｅ ｓ

［
Ｊ

］
．Ｈ ｉ

ｇ
ｈ ｅ ｒ

Ｅｄ 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２ ０２ ０
，８ ０ （

５
）

：９ ８９ －

１ ０ １ ０ ．

［
６

］Ｃ ａ ｒａｇ ｌ ｉ ｕＡ ，
Ｄ ｅ ｌＢＣＦ ． Ｓｍ ａｒｔ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ｖ ｅＣ ｉ ｔ ｉ ｅ ｓ ： ｔｈ ｅ Ｉｍｐａｃ ｔｏｆＳｍ ａｒｔＣ ｉ ｔｙＰ ｏ ｌ ｉ ｃ ｉ ｅ ｓｏｎＵ ｒｂａｎ

Ｉ ｎ ｎｏｖ ａ ｔ ｉ ｏｎ
［
Ｊ

］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
ｉｃ ａ ｌＦｏ ｒｅ ｃａ ｓ ｔ ｉｎｇ

ａｎｄＳ ｏｃ ｉ ａ ｌＣ ｈ ａｎｇｅ ，
２０ １ ９

（
１ ４２

）
： ３ ７ ３

－

３ ８ ３ ．

［
７

］Ｃ ｏｃｃｈ ｉ ａＡ ．Ｓｍ ａｒｔａｎｄ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ｃ ｉ ｔｙ

：Ａ ｓ
ｙ
ｓ ｔｅｍ ａ ｔ ｉ ｃ ｌ ｉ ｔｅ ｒａ ｔｕ ｒｅｒｅｖ ｉ ｅｗ

［
Ｊ
］

．Ｓｍａｒｔｃ ｉ ｔ
ｙ ，

２０ １ ４ ：１ ３
－４ ３ ．

［

８
］Ｃ ｒｏｗＤ

，Ｊｏｎｅ ｓＭ ．Ｎ ａｒｒａ ｔ ｉ ｖ ｅ ｓａ ｓｔｏｏ ｌ ｓｆｏ ｒ ｉ ｎｆｌ ｕｅｎ ｃ ｉ ｎｇｐｏ
ｌ ｉ ｃｙ

ｃ ｈａｎｇｅ ［
Ｊ
］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２０ １ ８
，

４６
（
２

）
：２ １ ７

－２ ３４ ．

［
９

］Ｄ ｉ ｅ ｒｃｋ ｓＧ ，ＬａｒｓｅｎＨ
，Ｓ ｔｅｗａｒｄＦ ．Ｔｒａｎ ｓｆｏ ｒｍ ａｔ ｉｖ 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ｐ
ｏ ｌ ｉ ｃ

ｙ ：Ａｄｄｒｅ ｓ ｓ ｉｎｇｖａｒ
ｉ ｅｔｙ

ｉｎａｎ

ｅｍ ｅ ｒｇ
ｉ ｎｇｐｏ ｌ ｉ ｃｙｐａｒａ

ｄ ｉ

ｇｍ ［
Ｊ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ｏ ｌ ｉ ｃｙ ，
２０ １ ９

，
４ ８

（
４

）
：８ ８ ０

－

８９４ ．

［
１ ０

］Ｈａ ｌ ｌＰＡ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Ｐａｒａｄ ｉ

ｇｍ ｓ ，Ｓ ｏｃ ｉ ａ ｌ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Ｓ ｔａｔｅ ：ＴｈｅＣ ａ ｓ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Ｐｏ ｌ ｉ ｃｙ

ｍ ａｋ ｉ ｎ ｇ
ｉ ｎＢ ｒ ｉ ｔａ ｉ ｎ

［
Ｊ

］
．Ｃ ｏｍ ｐａ

ｒａ ｔ ｉｖｅ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１ ９９ ３

，
２ ５

（
３

）
：２ ７ ５ －２ ９６ ．

［
１ １

］Ｈｏｆｆｍ ａｎＭＣ ．Ｓｍ ａｒｔＣ ｉ ｔ ｉ ｅ ｓ ：ＡＲｅｖ ｉｅｗｏ ｆｔｈｅＭ ｏ 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Ｌ ｉ ｔｅｒａｔｕ ｒｅ
［
Ｊ

］
．Ｉ ｎ ｆｏ ｒｍ ａｔ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Ｐｏ ｌ ｉ ｃｙ ，２ ０２ ０ ，２ ７ （
１
）

：３
－

３ ５ ．

［

１ ２
］Ｈ ｏｏｄＣ ． Ｉ ｎ ｔｅ ｌ ｌ ｅｃ ｔ ｕａ ｌｏｂ ｓｏ ｌ ｅ ｓｃｅｎ ｃ ｅａｎｄ ｉ ｎ ｔｅ ｌ ｌ ｅｃ ｔｕａ ｌｍａｋｅｏｖ ｅ ｒ ｓ ：Ｒｅｆｌ ｅｃ ｔ ｉ ｏ ｎ ｓｏｎｔ ｈ ｅｔｏｏ ｌ ｓｏｆ

ｇｏ ｖ ｅ ｒｎｍ ｅ ｎ ｔａｆｔｅ ｒｔｗｏｄ ｅｃ ａｄ ｅ ｓ
［
Ｊ

］
．Ｇ ｏｖ ｅ ｒｎａｎ ｃ ｅ

，２００ ７
，
２０

（
１
）

： １ ２ ７
－

１ ４４ ．

［

１ ３
］Ｈ ｏｗ ｌ ｅ ｔ ｔＭ ．ＫｅｋｅｚＡ ，Ｐｏｏｃ ｈ ａｒｏｅｎＯＯＲＮ ．Ｕ ｎｄｅ 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ｇｃ ｏ

－

ｐ
ｒｏｄ ｕ ｃ ｔ ｉ ｏｎａ ｓａ

ｐ
ｏ ｌ ｉ ｃ ｙ

ｔｏｏ ｌ ：

Ｉ ｎ ｔｅｇ ｒａ ｔ ｉ ｎｇｎ ｅｗ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ｇｏｖ ｅ ｒｎ ａｎ ｃ ｅａｎｄｃｏｍ
ｐ
ａ ｒａ ｔ ｉ ｖ ｅ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ｔｈｅｏ ｒｙ ［
Ｊ

］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Ｃｏｍ ｐ

ａ ｒａ ｔ ｉ ｖ ｅＰｏ ｌ ｉ ｃｙ

Ａ 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ａｎｄ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 ｅ

，２ ０ １ ７ ， １ ９
（
５

）
：４ ８ ７ －

５ ０ １ ．

［

１ ４
］Ｈ ｏｗ ｌ ｅ ｔ ｔＭ

，Ｍ ｕ ｋｈ ｅ ｒ
ｊ
ｅｅ Ｉ

，ＷｏｏＪＪ ．Ｆ ｒｏｍｔｏｏ ｌ ｓｔｏｔｏｏ ｌ ｋ ｉ ｔ ｓ ｉ ｎ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ｄ ｅ ｓ ｉ

ｇ ｎｓ ｔ ｕｄ ｉ ｅ ｓ ：Ｔｈ ｅｎ ｅｗ

ｄ ｅ ｓ ｉ

ｇ
ｎｏ ｒ ｉ ｅｎ ｔａｔ ｉ ｏ ｎｔｏｗａ ｒｄ ｓ

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ｆｏ ｒｍ 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
［
Ｊ

］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２０ １ ５

，４ ３ （
２

）
：２９ １

－ ３ １ １ ．

［
１ ５

］Ｈ ｏｗ ｌ ｅ ｔ ｔＭ
，Ｒａｍ ｅ ｓ ｈＭ

，Ｃ ａ
ｐ
ａｎｏＧ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ｍ ａｋｅ ｒｓ

，ｐｏ ｌ ｉ ｃｙ
－

ｔａｋｅ ｒ ｓａｎｄｐｏ ｌ ｉ ｃｙ
ｔｏｏ ｌ ｓ ：Ｄｅａ ｌ ｉ ｎｇ

ｗ ｉ ｔｈｂｅ ｈ ａ ｖ ｉ ｏ ｕ ｒ ｉ ａ ｌ ｉ ｓ ｓｕｅ ｓ ｉ ｎ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ｄｅ ｓ ｉ

ｇ
ｎ

［
Ｊ

］

．Ｊ ｏ 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Ｃｏｍｐａ ｒａ ｔ ｉｖ ｅＰｏ ｌ ｉ ｃｙ
Ａ 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Ｒ 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
２ ０２０

，
２ ２

（
６

）
：４ ８ ７

－４９ ７ ．

［
１ ６

］Ｈｏｗ ｌ ｅ ｔｔＭ ．Ｒａｍｅ ｓ ｈＭ ．Ｐａｔｔｅ ｒｎ ｓｏ ｆＰｏ ｌ ｉ ｃｙ
Ｉ ｎ ｓｔｒｕｍ ｅ ｎｔＣ ｈｏ ｉ ｃｅ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Ｓ ｔ
ｙ

ｌ ｅ ｓ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Ｌｅａｒｎ ｉ ｎｇ

ａｎｄｔｈ ｅＰ ｒ ｉ ｖ ａ ｔ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Ｅｘｐｅ ｒ ｉ ｅ ｎ ｃｅ＾ ］
．Ｒｅｖ ｉ ｅｗｏｆ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０ １ ０
，１ ２

（
ｌ

－２
）

： ３
－２４ ．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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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７

］Ｈｏｗ ｌｅｔｔＭ
，
Ｒａｙｎｅｒ

Ｊ ．Ｄｅ ｓ ｉｇｎｐ
ｒ ｉｎｃ ｉｐ ｌ ｅ ｓｆｏｒ

ｐｏ ｌ ｉｃｙ
ｍ ｉｘｅ ｓ ：Ｃｏｈｅ ｓ 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ｈｅ ｒｅｎｃｅ ｉｎ

‘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ｙ

［
Ｊ
］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ｅｔｙ，

２００７
？
２６

（
４

）
：１

－

１ ８ ．

［
１ ８

］Ｈｏｗ ｌｅｔｔＭ ．Ｂｅｙｏｎｄ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 ｉ ｌ ｉｎｐｏ
ｌ ｉｃｙ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ｍ ｉｘｅ ｓ
，

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ｓｔｙ

ｌ ｅｓ
，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ｇ

ｅｎｅｒａｔ ｉｏｎｔｈｅｏｒ ｉ ｅｓｏｆ
ｐｏ

ｌ ｉ ｃｙｉｎ ｓ 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ｈｏ ｉｃｅ
［
Ｊ
］

，Ｐｏ ｌ ｉ ｃｙ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ｅｔｙ ，
２００４

，
２３

（
２
）

：１
－

１ ７ ．

［
１ ９

］Ｈｏｗ ｌｅｔｔＭ ．Ｍａｎａｇ ｉｎｇｔｈｅ
“

ｈｏ ｌ ｌｏｗｓｔａｔｅ

”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 ｌ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ｍ

ｇｏｖｅｍａｎｃｅ
［
Ｊ

］
、 Ｃａｎａｄ ｉａｎ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ｄ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

，
２０００

，
４３

（
４
）

：４ １ ２ －４３ Ｌ

［
２０

］Ｈｏｗ ｌｅｔｔＭ．Ｐｏ ｌ ｉ ｃｙ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ｓｔｙｌ ｅｓ
，
ａｎｄ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ｉｍｐ ｌ 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ｓｏｆ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ｃｈｏ ｉｃｅ
［
Ｊ
］

．Ｐｏ ｌ ｉｃ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
１ ９９ １

，
１ ９

（
２

）
：１

－２ １ ．

［
２ １

］Ｊ ｉ ａｎｇ ，Ｈ ，Ｇｅｅｒｔｍａｎ
，Ｓ ，Ｗ ｉｔｔｅ

，Ｐ．Ａｖｏ ｉｄ ｉｎｇｔｈｅｐ
ｌａｎｎ ｉｎｇｓ

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ｐ ｉ ｔｆａ ｌ ｌ ｓ？Ｗｈａｔｓｍａｒ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ｎ 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 ｌａｎｎ 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 ［
Ｊ
］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 ｌａｎｎ ｉｎｇ
Ｂ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ａ ｌｙｔ ｉｃｓａｎｄＣ ｉ ｔｙ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２０

，
４７

（
８
）

：  １ ３４３－ １ ３ ６０ ．

［
２２

］ＪｏｏＹＭ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ｌ ｉ ｓｔ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 ｉｅｓ ？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Ｓ 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ｎｄＳｅｏｕ ｌ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Ｕ ｒｂａｎ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
，
２０２ １ ：１

－

１ ９ ．

［
２３

］Ｋ ｉｍＹ－Ｇ
，ＳｏｎｇＹ

－Ｍ
，ＣｈｏＳ

－Ｋ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
Ｉｍ

ｐ
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ｍａｒｔＣ ｉ ｔｙＰｏ ｌ ｉｃ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Ｕｂ ｉ

ｑ
ｕ ｉｔｏｕ ｓＣ ｉ ｔｙ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Ｄｅｓ ｉｇｎＩｎ ｓ ｔ ｉｔｕｔｅｏｆＫｏｒｅａＵｒｂａｎ

Ｄｅｓ ｉｇｎ ，
２０ １ ９

，
２０

（
３
）

：８３
－

９３ ．

［
２４

］ＬａｒｍｏｕｒＰ．Ｐｏ ｌ ｉｃ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ｒｅｖｅｒｓａ ｌ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ｎｄｒｅｇ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Ａ ｆｒ ｉｃａｔｏ

Ｍｅ ｌａｎｅｓ ｉａ
［
Ｊ
］

．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ｄｍ 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
，
２００２

，
２２

（
２
）

：１ ５ １
－

１ ６ １ ．

［
２５

］ＬｅｅＴ ．Ａｒｅ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 ｉｅｓＳｕｓｔａ ｉｎａｂ ｌｅ？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ｓｔａ ｉｎａｂ ｌｅａｎｄＳｍａｒｔ

Ｃ ｉｔ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ｌＰｏ ｌ ｉｃｙ

ａｎｄＡｄ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７

，
２５

（
Ｓ
）

： １ ２９ －

１ ５ １ ．

［
２６

］Ｌｅｗ ｉ ｓＪＭ
，Ｎｇ

ｕ
ｙｅｎＰ，Ｃｏｎｓ ｉｄ ｉｎｅＭ．Ａｒｅｐｏ ｌ ｉｃｙｔｏｏ ｌ ｓ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 ｓｃｏｕｐ ｌｅｄ？

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ｎｇ
ｗｅ ｌｆａｒｅ－

ｔｏ －ｗｏｒｋｒｅｆｏｒｍａｔ ｔｈｅｆｒｏｎ ｔ ｌ ｉｎｅ
［
Ｊ
］

．Ｐｏ ｌ ｉｃｙ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ｅｔｙ，

２０２ １
，
４０

（
３
）

：３ ９７－４ １ ３ ．

［
２７

］Ｌ ｉｍＣ
，ＣｈｏＧＨ ，Ｋ ｉｍＪ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ｔｈｅ ｌ ｉｎｋａｇｅ ｓｏｆｓｍａｒｔ

－

ｃ 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ｅｓａｎｄ

ａｐ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ｏｎ ｓ ：Ｋｅｙ ｌｅ 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ｔｅｘｔｍ ｉｎ 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ａｃａ ｌ ｌｆｏ 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ｇ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 ，
２０２ １

，１ ７０ ：１ ２０８９３ ．

［
２８

］Ｌ ｉｍＳＢ
，
Ｍａ ｌｅｋＪＡ

，
Ｙｕ ｓ ｓｏ ｆｆＭＦＹＭ

，ｅｔａ 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ａｎ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ｍａｒｔＣ ｉ ｔｙ

Ｐｏ ｌ ｉｃ ｉｅｓ ：Ｐｒａｃｔ ｉ ｔ ｉｏｎｅｒｓ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ｓ ｉａｎ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Ｊ
］

．Ｓｕｓｔａ ｉ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２０２ １
，

１ ３
（

１ ７
）

：９５ ５ ９ ．

［
２９

］Ｌ ｉｎｄｅｒＳＨ
，ＰｅｔｅｒｓＢ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ｐｕｂ ｌ ｉｃ
ｐｏ ｌ ｉ ｃｙ，１ ９８９

，
９
（

１
）

：３ ５
－

５ ８ ．

［
３０

］Ｌ ｉｕＷ
，Ｑ ｉｎＢ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ｃ ｉｔｙ ｉｎｉ ｔ 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Ｃｈ ｉｎａ ：Ａｒｅｖ ｉｅ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
ｌ ｉｃｙｐａｒａｄ ｉｇ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Ｃ ｉｔ ｉｅｓ
，
２０ １ ６

，５ １ ：１ ３ １
－

１ ３ ８ ．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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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１

］Ｌ ｏｗ ｉＴＪ ．Ｆｏ ｕ ｒｓｙ ｓ ｔｅｍ ｓｏｆ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ａｎｄｃｈｏ ｉ ｃｅ
［
Ｊ

］
．Ｐｕｂ ｌ ｉ ｃａｄｍ ｉ 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ｒｅｖ ｉ ｅｗ．１ ９７２

，

３ ２
（
４

）
：２ ９ ８

－

３ １ ０ ．

［
３ ２

］Ｍ ａ ｓ ｉ ｋＧ
，Ｓ ａｇａ ｎＫＳ ｃｏ ｔｔＪＷ ．Ｓｍ ａ ｒｔＣ ｉ ｔ

ｙ
Ｓ ｔ ｒａ ｔｅｇ

ｉ ｅ ｓａｎｄＮ ｅｗＵ ｒｂａｎＤｅ ｖ ｅ ｌ ｏｐ
ｍ ｅｎ ｔＰｏ ｌ ｉ ｃ ｉ ｅ ｓ ｉｎ

ｔｈｅＰｏ ｌ ｉ ｓｈＣ ｏｎ ｔｅｘ ｔ
［
Ｊ

］

．Ｃ ｉ ｔ ｉ ｅ ｓ
，
２０２ １

， １ ０ ８ ： １ ０２９７０ ．

［
３ ３

］Ｍ ｃＤｏｎ ｎ ｅ ｌ ｌＬＭ
，Ｅ ｌｍｏ ｒｅＲＦ ．Ｇ ｅ ｔ ｔ ｉ ｎｇｔｈ ｅｊ

ｏｂｄｏｎ ｅ ：Ａ ｌ ｔｅ ｒｎ ａｔ ｉ ｖｅｐｏ ｌ ｉ ｃｙ ｉ ｎ ｓ ｔｒｕｍ ｅｎ ｔｓ＾ ］
．

Ｅｄ ｕｃ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ｅ ｖ ａ ｌ ｕ 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１ ９ ８ ７ ，９
（
２

）
： １ ３ ３

－

１ ５ ２ ．

［
３ ４

］Ｍ ｏ ｒａＬ ，Ｄ ｅａｋ ｉ ｎＭ
，Ｚｈ ａｎｇＸ ，ｅ ｔａ ｌ ．Ａ ｓ ｓｅｍ ｂ ｌ ｉ ｎｇｓ ｕ ｓ ｔａ ｉ ｎａｂ ｌ ｅｓｍ ａ ｒｔｃ ｉ ｔ

ｙｔ ｒａｎ ｓ ｉ ｔ ｉ ｏｎ ｓ ：Ａ ｎ

ｉ ｎ ｔｅ ｒｄ ｉ ｓｃ ｉ

ｐ
ｌ ｉ ｎ ａ ｒ

ｙ
ｔ ｈ ｅｏ ｒｅ ｔ ｉ ｃ ａ ｌ

ｐ
ｅ 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 ｖ ｅ＾ ］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Ｕ ｒｂａｎＴｅｃ 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２ ０２ １

，
２ ８

（
１

－２
）

： １
－２ ７ ．

［
３ ５

］Ｐａ ｒｋＳＹ
，Ｋ ｉｍＥ ．Ｍ ｏｏ ｎＭＪ ．Ｄ ｅ ｓ ｉ

ｇ
ｎ ｉ ｎ

ｇ
Ｐｕｂ ｌ ｉ ｃ Ｉ ｎ ｆｏ ｒｍ ａｔ ｉ ｏｎＣ ａｍｐａ

ｉ ｇｎ ｓａ ｓａｎ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ｖ ｅＰｏ ｌ ｉ ｃｙ

Ｔｏｏ ｌ ：Ｃ ｏｎ ｓ ｔｒｕａ ｌ

－Ｌ ｅ ｖ ｅ ｌＦ ｉ ｔＥｆｆｅｃ ｔ ｓａｎｄＥｖ ｉ ｄ ｅｎ ｃｅｆｒｏｍａｎ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ａ ｌＳ ｔｕｄｙ ［
Ｊ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Ｃ ｏｍｐａ ｒａ ｔ ｉ ｖ ｅＰｏ ｌ ｉ ｃｙ 

Ａ 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
２０２０ ．２２

（
６

）
：５ ７９

－

５ ９２ ．

［
３ ６

］Ｑ ｉ ａｎＹ
，Ｌ ｉ ｕＪ

，Ｃ ｈｅｎｇ
Ｚ

，ｅ ｔａ ｌ ．Ｄｏｅ ｓｔｈｅＳｍａｒｔＣ ｉ ｔｙ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Ｐ ｒｏｍ ｏ ｔｅｔｈｅＧ ｒｅ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

Ｕ ｒｂ 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ｖ ｉｄｅ ｎｃ ｅｆｒｏｍＣ ｈ ｉｎ ａ
ｆ
Ｊ

］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 ｌ ｌ ｕ ｔ ｉ ｏｎＲｅ ｓｅ ａｒｃｈ

，２ ０２ １
，

２ ８
（
４ ７

）
：６６７０９

－

６６ ７２ ３ ．

［
３ ７

］Ｒａｚｍ
ｊ
ｏｏＡ ，０ ｓ ｔｅ ｒｇａａ ｒｄＰＡ

，Ｄｅｎ ａＴＭ
，ｅ ｔａ ｌ ．Ｅｆｆｅｃ ｔ ｉ ｖ ｅＰｏ ｌ ｉ ｃ ｉ ｅ ｓｔｏＯｖ ｅ ｒｃ ｏｍｅＢａｒｒ ｉ ｅ ｒｓ ｉｎｔｈｅ

Ｄ ｅｖｅ ｌ ｏｐ
ｍ ｅｎｔｏ ｆＳｍａｒｔＣ ｉ ｔ ｉｅ ｓ

［
Ｊ

］
．Ｅｎｅｒ

ｇ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 ｉ 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

，
２０２ １

，
７９ ：１ ０２ １ ７ ５ ．

［
３ ８

］ＲｅｚａＭＳ ？
Ｂ ｉｇｄｅ ｌ ｉＶＲ

，Ｍ ａｒｙａｍＭ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 ｒａ ｌｍｏｄｅ ｌｏ ｆ ｉｎｄ ｉ ｃ ａｔｏ ｒ ｓｆｏ ｒｅｖａ ｌ ｕａｔ ｉ ｎｇ
ｔｈｅ

ｑ ｕ ａ
ｌ ｉ 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ｓｍ ａｒｔ ｌ ｉ ｖ ｉ ｎｇ ［
Ｊ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Ｆｏ ｒｅｃａｓ ｔ ｉ ｎｇ
＆Ｓ ｏｃ ｉａ ｌＣ ｈａｎｇｅ ，

２０２２
，

１ ７６ ．

［
３ ９

］Ｒｏ ｂｅｒｔ ｓＲ
，Ｄ ｅａｎＬＥＲ ．Ａｎ ｉｎ

ｑｕ
ｉ ｒ
ｙ

ｉｎ ｔｏＬｏｗ ｉ

ｆ

ｓ
ｐｏ

ｌ ｉｃｙ
ｔｙｐｏ

ｌｏｇｙ ：ｔｈｅｃｏｎｓｅ ｒｖａｔ ｉｏｎｃｏａ ｌ ｉ 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ｔｈ ｅ１ ９ ８ ５ａｎｄ １ ９９０ｆａｒｍｂ ｉ ｌ ｌ ｓ
［
Ｊ

］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ａｎｄ

ｐ
ｌａｎｎ ｉ ｎｇ

Ｃ ：Ｇｏｖ ｅ ｒｎｍ ｅｎｔａｎｄ
ｐ

ｏ ｌ ｉ ｃｙ ，１ ９９４
， １ ２

（
１

）
：

７ １

－

８６ ．

［

４０
］Ｒｏ ｔ ｈｗｅ ｌ ｌＲ ．Ｇ ｏｖ ｅｒｎｍ ｅｎ ｔ ｉｎｎｏｖ ａｔ ｉｏｎ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Ｓｏｍ ｅｐａｓ ｔｐｒｏｂ ｌ ｅｍ ｓａｎｄｒｅｃ ｅｎｔｔｒｅｎｄ ｓ
［
Ｊ
］

．

Ｔｅｃ ｈｎ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Ｆｏ ｒｅｃ ａ ｓ ｔ ｉ ｎ

ｇ
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ａ ｌＣ ｈ ａｎｇｅ ， １ ９ ８２

，
２２

（
１
）

：３
－

３ ０ ．

［
４ １

］Ｓ ａ ｌ ａｍ ｏｎＬＭ ．Ｒｅｔｈ ｉ ｎｋ ｉ ｎｇｐｕｂ ｌ ｉ ｃｍ ａｎ ａｇｅｍ ｅｎ ｔ ：Ｔｈ ｉ ｒｄ －

ｐａ ｒｔｙｇｏｖ ｅ ｒｎｍ ｅｎ ｔａｎｄｔｈ ｅｃｈ ａｎｇ ｉ ｎｇ

ｆｏ ｒｍ ｓｏｆ
ｇｏ

ｖ ｅ ｒｎｍ ｅ ｎ ｔａｃ ｔ ｉｏｎ
［
Ｊ

］
．Ｐｕｂ ｌ ｉ ｃ

ｐｏ
ｌ ｉ ｃｙ ， １ ９ ８ １

，２ ９
（
３

）
：２５ ５

－２ ７ ５ ．

［
４２

］Ｓ ｃ ｈ ｎ ｅ ｉ ｄ ｅ ｒＡ
， Ｉ ｎ

ｇ
ｒａｍＨ ．Ｂ ｅｈ ａｖ ｉｏ ｒａ ｌａ ｓ ｓ ｕｍ

ｐ
ｔ ｉ ｏ ｎ ｓｏ ｆ

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ｔｏｏ ｌ ｓ
［
Ｊ

］
．Ｔｈ ｅ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１ ９９０ ．５ ２
（
２

）
：５ １ ０

－

５ ２９ ．

［
４ ３

］Ｓ ｉ ｄｄ ｉ ｋ ｉＳ ，Ｃ ｕ ｒ ｌ ｅ
ｙ
Ｃ ．Ｃ ｏｎｃ ｅｐ ｔｕ ａ ｌ ｉ ｓ ｉ ｎ

ｇｐ
ｏ ｌ ｉ ｃｙ

ｄ ｅ ｓ ｉ

ｇｎ
 ｉ ｎｔ ｈｅ

ｐ
ｏ ｌ ｉ ｃ

ｙｐ
ｒｏｃ ｅ ｓ ｓ

［

Ｊ
］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２ ０２２ ． ５ ０
（

１

）
： １ １ ７ －

１ ３ ５ ．

［

４４
］Ｓ ｏｋｏ ｌ ｏｖＡ

，Ｖｅ ｓｅ ｌ ｉ ｔ ｓｋａｙａ
Ｎ

，Ｃ ａ ｒａｂ ｉ ａ ｓＶ
，ｅ ｔａ ｌ ．Ｓ ｃｅｎ ａ ｒ ｉ ｏ －Ｂａ ｓ ｅｄ Ｉ ｄｅ ｎ ｔ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ｏｆ Ｋ ｅｙ

Ｆ ａｃ ｔｏ ｒｓｆｏ ｒ

Ｓｍ ａｒｔＣ ｉ ｔ ｉ ｅ ｓＤｅ ｖ ｅ ｌ ｏｐｍ ｅｎｔＰｏ ｌ ｉ ｃ ｉ ｅ ｓ
［
Ｊ

］
．Ｔｅｃ ｈｎ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Ｆｏ ｒｅ ｃ ａ ｓ ｔ ｉ ｎｇａｎｄＳ ｏｃ ｉ ａ ｌＣ ｈ ａｎｇｅ ，２０ １ ９ ， １ ４ ８ ：

１ １ ９ ７２９ ．

［
４ ５

］Ｓ ｔａ ｒｋＡ ．Ｙａ ｔｅ ｓＳ ．Ｐｕｂ ｌ ｉｃ ｉ ｎ
ｑ
ｕ ｉ ｒ ｉ ｅ ｓａ ｓｐ

ｒｏｃｅｄｕ ｒａ ｌ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ｔｏｏ ｌ ｓ
［
Ｊ
］

．Ｐｏ ｌ ｉ ｃｙａｎ
ｄＳｏ ｃ ｉ ｅｔｙ ，２０２ １

，

４０
（
３

）
：３ ４ ５

－

３ ６ １ ．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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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ＴａｎＳ
，
Ｔａｅ ｉｈａｇｈＡ ．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 ｉ ｅ ｓ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ｉｃ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 ｉｅｗ
［
Ｊ
］

．Ｓｕ ｓｔａｉ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２０２０

，１ ２
（
３
）

：８９９ ．

［
４７

］ＴｏｔｈＦ ．Ｈｏｗ
ｐｏ ｌ ｉｃｙ

ｔｏｏ ｌ ｓｅｖｏ ｌｖｅ ｉｎｔｈｅｈｅａ 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ｅｃｔｏｒ ．Ｆ 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 ｉｅ 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
Ｊ
］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
，
２０２ １

，
４２

（
３
）

：２３２
－２５ １ ．

［
４８

］Ｔｒｅｂ ｉ ｌ ｃｏｃｋＭＪ
，Ｈａｒｔ ｌｅＤＧ ．Ｔｈｅｃｈｏ ｉｃｅ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
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１ ９８２

，
２
（
１
）

：２９－４６ ．

［
４９

］ＴｕｍｍｅｒｓＬ ．Ｐｕｂ ｌ ｉｃＰｏ ｌ ｉｃｙａｎｄ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Ｃｈａｎｇｅ ［
Ｊ
］

．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ｄｍ 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 ｉｅｗ
，２０ １ ９

，

７９
（
４
）

：９２ ５ －９３０ ．

［
５０

］ＶａｎＮ ｉｓｐｅｎＦＫＭ ，Ｒ ｉｎｇｅ
ｌ ｉｎｇＡＢ ．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 ｌ ｉ ｔｙ ：ａｃｒ ｉｔ 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Ｐｕｂ ｌ ｉｃｐｏ ｌ ｉ ｃ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Ｅｖａ ｌｕａｔ 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ｏ ｌ ｓｏｆ

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ｄ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
，１ ９９８ ：

２０４－

１ ７ ．

［
５ １

］ＶａｒｏｎｅＦ ．Ｌｅｃｈｏ ｉｘｄｅ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ｄｅＴａｃｔ ｉｏｎ
ｐｕｂ ｌ ｉ

ｑｕ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ｅｄｅｓｐｏ ｌ ｉｔ ｉｑｕｅｓ

ｅｎｅｒｇｅｔ ｉｑｕｅｓ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ｅ

ｔｅｎＡｍｅｒ ｉｑｕｅｄｕＮｏｒｄ
［
Ｊ
］

．Ｒｅｖｕ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ｄｅｐｏ ｌ ｉｔ ｉ

ｑｕ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ｅ ，

２０００
，
７
（

１
）

：１ ６７ －２０２ ．

［
５２

］Ｖｅｓｅ ｌ ｉｔｓｋａｙａＮ ，
Ｋａｒａｓｅｖ０

，
Ｂｅ ｌｏｓｈ ｉｔｓｋ ｉｙＡ ．Ｄ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ｂａｒｒ ｉｅｒｓｆｏｒ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 ｉｅｓ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
Ｊ
］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 ｌａｎｄＥｍｐ
ｉ ｒ ｉｃａ 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Ｕｒｂ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９

，１ ４（
１
）

：８５
－

１ １ ０ ．

［
５３

］ＷａｈａｂＮＳＮ
ｓＳｅｏｗＴＷ

，ＲａｄｚｕａｎＩＳＭ ｓ

ｅｔａ ｌ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ｉｃＬ ｉ 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 ｉｅｗｏｎＴｈｅ

Ｄ 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ｓｏｆ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 ｉｅｓ
［
Ｊ
］

，ＩＯ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ｒ ｉｅｓ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 ，

４９８
（
１
）

：０ １ ２０８７ ．

［
５４

］Ｗａｎｇ
Ｃ

，Ｌ ｉＳ
，
Ｃｈｅｎｇ

Ｔ
，ｅｔａ ｌ ．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ｙ

ｅｖａ ｌｕ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ｃ 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Ｊ
］

．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ａｒ
ｙ

Ｉｎｔｅ ｌ ｌ ｉｇｅｎｃｅ ，
２０２０

，１ ３
（

１
）

：１ １ ９
－

１ ２９ ．

［
５ ５

］Ｗ ｉｎｋｏｗｓｋａＪ
，Ｓｚｐ

ｉ ｌｋｏＤ
，Ｐｅｊ ｉＳ ．Ｓｍａｒｔｃ ｉ 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ｔｈｅｌ 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ｌ ｉ 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 ｉｅｗ
［
Ｊ
］

，

Ｅｎｇ 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
２
）

：７０
－

８６ ．

［
５６

］Ｗ ｉｅ ｌ ｉｃｋａ－ＧａＡｃｚａｒｃｚｙｋＫ ，Ｊｏｎｅｋ－Ｋｏｗａ ｌ ｓｋａＩ ．Ｉｎｖｏ 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ｃａ ｌＡｕｔｈｏｒ ｉｔｉｅ ｓ 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ｓ

＇

Ｈｅａ ｌｔｈ ｉｎｔｈｅＬ ｉｇｈｔｏｆ ｔｈｅＳｍａｒｔＣ ｉ 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ｎｔｈｅＥｘａｍｐ ｌｅｏｆＰｏ ｌ ｉ ｓｈ

Ｃ ｉｔ ｉｅｓ
［
Ｊ
］

．Ｓｍａｒｔ Ｃ ｉｔ ｉｅｓ
，
２０２３

，
６
（
２
）

：７４４－７６３ ．

［
５ ７

］ＸｕＮ
，Ｄ ｉｎｇ

Ｙ
，ＧｕｏＪ ．Ｄｏ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ｙｐｏ ｌ ｉｃ ｉｅｓｍａｋｅｃ ｉｔ ｉｅｓｍｏｒｅ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ｖｅ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Ｃｈ 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Ａ ｓ ｉ ａｎＰｕｂ ｌ ｉｃＰｏ ｌ ｉｃｙ，
２０２０ ：１

－

１ ７ ．

［
５ ８

］Ｙａｍａｓｈ ｉｔａＪ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ｙＰｏ ｌ ｉｃ ｉｅ ｓｉｎＪａｐａｎ ［
Ｊ
］

，ＷｏｒｌｄＴｅｃｈｎｏｐｏ ｌ ｉ ｓ

Ｒｅｖ ｉｅｗ
，
２０ １ ９

，
８
（
２

）
：９２

－

１ ０３ ．

［
５９

］Ｙ ｉｇｉｔｃａｎ ｌａｒＴ
，
ＫａｍｒｕｚｚａｍａｎＭ

，
ＢｕｙｓＬ

，ｅｔ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ｓｍａｒｔｃ ｉｔｉ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ｔｗ ｉｎ ｉｎｇ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ｒ ｉｖｅｒｓｗ ｉｔｈｄｅ ｓ ｉ ｒ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ａｍｕ ｌ ｔ ｉｄ ｉｍｅｎ ｓ ｉｏｎａ 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Ｊ
］

．Ｃ ｉ ｔｉ ｅｓ
，２０ １ ８

，８ １ ：

１ ４５ －

１ ６０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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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Ｙ ｏｕｎｇ
ＪＨ

，Ｊｕｎｇ
Ｗ

，Ｊ ｉ ｎＫＪ ．ＳｍａｒｔＣ ｉ ｔ
ｙ
Ｌｅｖｅ ｌＡ ｓｓｅ ｓｓｍ ｅｎｔａｎｄＭ ａｒｋｅｔＣ ｌ ａｓ ｓ ｉ ｆ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ｉ ｎｇ
Ｃｏｕｎ ｔｒ ｉ ｅ 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Ｕ ｒｂ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 ｃａ ｌＳｏｃ ｉ ｅ ｔｙ ，２０２ １

，２４ （
２
）

：１ １ ３
－

１ ２ ８ ．

［
６ １

］Ｚｅ ｒｂｅＪ ｒＲＯ
，Ｍ ｃＣｕ ｒｄｙ

ＨＥ ．Ｔｈｅｆａ ｉ ｌ ｕｒｅ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ｆａ ｉ ｌｕ ｒｅ
［
Ｊ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Ｐｏ ｌ ｉｃｙ
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 ｅｎｔ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ｔｈｅＡ ｓｓｏｃ ｉ ａｔ ｉｏｎｆｏ ｒＰｕｂ ｌ ｉ ｃＰｏ ｌ ｉｃｙ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１ ９９９

，

１ ８
（
４

）
：５ ５ ８

－

５ ７８ ．

［
６２

］ＺｈａｏＨ
，Ｗａｎｇ

Ｙ
，Ｌ ｉ ｕＸ ．ＴｈｅＥｖａ ｌ ｕ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Ｓｍ ａ ｒｔＣ ｉ ｔｙ

Ｃ ｏｎ 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Ｒｅａｄ ｉｎｅ ｓ ｓ ｉｎＣ ｈ ｉ ｎａＵ ｓ ｉｎｇ

ＣＲ ＩＴ ＩＣ －Ｇ １Ｍ 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ｎｆｅ ｒｒｏｎ ｉＯｐｅｒａｔｏ ｒ
［
Ｊ

］
． Ｉ ＥＥＥＡｃｃ ｅ ｓｓ

，
２０２ １

，
９ ：７００２４－７００３ ８ ．

［
６ ３

］ 彼得 ？霍尔 ，彭科 ，温卓毅 ．政策范式 、 社会学习 和 国家 ： 以英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为例 ［
Ｊ

］
． 中 国

公共政策评论 ，
２００７

，
１

（
００

）
：  １

－２８ ．

［
６４

］
曹琦 ，崔兆涵 ．我 国 卫生政策范式演变和新趋势 ： 基 于政策 文本 的 分析

［
Ｊ
］

． 中 国 行政管

理
，
２０ １ ８

（
０９

）
： ８ ６

－

９ １ ．

［
６ ５

］
曾 莉 ，周浩男 ，

王寅 ．中 国农村扶贫政策范式的变迁与未来趋势
一一基于 ３ ０ ５ 份 国家层面政

策文本的分析 ［
Ｊ
］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９

，
２ １

（
０４

）
：２７－

３ ５ ．

［
６６

］
常 丁 懿 ， 石 娟 ， 郑 鹏 ． 中 国 ５Ｇ 新 型 智 慧 城 市 ： 内 涵 、 问 题 与 路 径 ［

Ｊ
］

． 科 学 管 理 研

究 ，
２０２２

，
４０

（
０２

）
： １ １ ６ －

１ ２ ３ ．

［
６７

］
陈振明 ，

和经纬 ？政府工具研宄的新进展 ［
Ｊ
］

．东南学术 ，
２００６

（
０６

）
：２２ －２９ ．

［
６８

］ 陈振明 ．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改进一一论作为公共管理学新分支的政府工具研

宄的兴起 、 主题和意义 ［
Ｊ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００４
（
０６

）
： ４ ３ －４８ ．

［
６９

］ 党生翠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新特征 ：政策研究的视角 ［
Ｊ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 ０ １ ５

（
０２

）
： ９ ８ －

丨 ０２ ．

［
７〇

］丁 煌 ， 杨 代 福 ． 政 策 工 具 选 择 的 视 角 、 研 宄 途 径 与 模 型 建 构 ｍ ． 行 政 论

坛 ，
２００９

，
ｖ ．  １ ６

；
Ｎ〇 ．９３

（
０３

）
：２ １ 

－２６ ．

Ｐ １

］
段晖 ，刘杰 ，

王丹 ．我国地方教育公共治理的社会网络分析
一一基于上海浦东

“

教育委托管

理
”

案例的研究 ［
Ｊ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０ １ ７
（
０５

）
： ６０ －６７ ．

［
７２

］
樊晓杰 ，林荣 日 ．扶贫视角下影响家庭教育支付的基础教育政策及其工具分析 ［

？ ！

］
．华中师范

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２０
，
５ ９

（
０４

）
： 丨 ７３ －

１ ８３ ．

Ｐ ３
］ 方卫华 ，绪宗刚 ．智慧城市 ： 内涵重构 、 主要困境及优化思路 ［

Ｊ
］

．东南学术 ，
２０２２

（
０２

）
： ８４ －９４ ．

［
７４

］ 辜 胜 阻 ，
王 敏 ．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的 理 论 思 考 与 战 略 选 择

［
Ｊ
］

． 中 国 人 口 ？ 资 源 与 环

境 ，
２０ １ ２

，
２２

（
０５

）
： ７４ －

８０ ？

［
７ ５

］辜 胜 阻 ， 杨 建 武 ， 刘 江 日 ． 当 前 我 国 智慧 城 市 建 设 中的 问 题 与 对 策
［
Ｊ

］
． 中国 软 科

学 ，
２０ １ ３

（
０ １

）
： ６ －

１ ２ ．

［
７６

］ 顾建光 ．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意义 、 基础与层面
［
Ｊ

］
．公共管理学报 ，

２００６
， （
０４

）
： ５ ８ －６ １ ＋ １ １ ０ ．

［
７７

］
关 爽 ． 智 慧 城 市 主 义 的 理 论 反 思 、 转 型 路 径 与 实 践 价 值 ［

■！

］
． 电 子 政

务 ，
２０２２

，
Ｎ〇 ． ２３ ６

（
０ ８

）
： １ １ ４－

１ ２４ ．

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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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

］ 郭 文 斌 ， 方 俊 明 ． 关 键 词 共 词 分 析 法 ： 高 等 教 育 研 宄 的 新 方 法 ［
Ｊ
］

． 高 教 探

索 ，

２０ １ ５
（
０９

）
：  １ ５

－２ １ ＋２６ ．

Ｐ９
］ 郭雨晖 ，汤志伟 ，翟元甫 ．政策工具视角 下智慧城市政策分析 ：从智慧城市到新型智慧城市

［
Ｊ
］

？情报杂志 ，
２０ １ ９

，
３ ８

（
０６

）
：２０ １ 

－２０７＋２００ ．

［
８０

］ 郝敬 习
， 陈海 民 ． 高校科技创新 团 队激励政策要素研宄 ［

Ｊ
］

． 云南 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２０ １ ４

，
ｖ ． １ ３

；
Ｎｏ ．７４

（
０５

）
：８ ８－９ １ ＋ １ １ ２ ．

［
８ １

］ 洪伟达 ，马海群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演变和协同研宄
——基于 ２０ １ ２ －２０２０ 年政策文

本的分析 ［
Ｊ
］

．情报杂志 ，
２０２ １

，
４０

（ 

１ ０
）

： １ ３ ９－

１ ４７＋ １ ３ ８ ．

［
８２

］ 胡艳君 ，
王如意 ，党西凤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 了企业创新绩效 ？

一一

来 自准 自 然实验的

证据 ［
Ｊ
］

．现代管理科学 ，

２０２ ３
，
Ｎ〇 ．３ ３９

（
０２

）
： １ １ ４－

１ ２３ ．

［
８３

］ 黄萃 ，苏竣 ，
施丽萍 ，程啸天 ．政策工具视角 的 中 国风能政策文本量化研宄 ［

Ｊ
］

． 科学学研

宄 ，
２０ １ １

，
２９

（
０６

）
： ８７６－８８２＋８８９ ．

［
８４

］ 黄 伟 ？ 试 析 政 策 工 具 研 宄 的 发 展 阶 段 及 主 题 领 域 ［
Ｊ
］

． 国 家 教 育 行 政 学 院 学

报
，
２００８

（
０９

）
：２４ －３０ ．

［
８５

］ 黄新平 ，黄萃 ，苏竣 ．基于政策工具 的我 国科技金融发展政策文本量化研宄 ［
Ｊ
］

．情报杂

志
，

２０２０
，
３ ９

（
０ １

）
： １ ３０－

１ ３ ７ ．

［
８６

］ 贾 舒 ？ 中 国 特 色 新 型 智 慧 城 市 的 多 维 目 标 与 建 设 路 径 ［
Ｊ
］

． 长 白 学

刊 ，
２０２ １

，
Ｎ〇 ．２２０

（
０４

）
： １ １ ２－

１ １ ９ ．

［
８７

］
江亚洲 ，郁建兴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 的政策工具组合运用

一一基于中央层面新冠疫

情防控政策的文本分析 ［
Ｊ
］

．公共管理学报 ，
２０２０

，
ｖ ． ｌ ７

；
Ｎｏ ．６８

（
０４

）
： ｌ

－９＋ １ ６３ ．

［
８８

］ 康伟 ．基于 ＳＮＡ 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关键节点识别
一一

以
“

７
？２３ 动车事故

”

为例 ［
Ｊ
］

．

公共管理学报 ，
２０ １ ２

，
９
（
０３

）
： 丨 ０ １

－

１ １ １ ＋ １ ２７－

１ ２８ ．

［
８９

］
李捍东 ．财政政策构成要素 、 传导机制与效应分析 ［

Ｊ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１ ９９４

（
０３

）
：４８－５３ ．

［
９０

］ 李江 ，刘源浩 ，黄萃 ，苏竣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一一政策文献计量的起

源 、 迁移与方法创新
［
Ｊ
］

．公共管理学报 ，
２０ １ ５

，
１ ２

（
０２

）
： １ ３ ８－

１ ４４＋ １ ５９ ．

［
９ １

］
李珊

，
湛泳 ．产业转型升级视角 下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

Ｊ
］

．上海财经大学学

报 ，
２０２２

，
２４

（
０５

）
： ３

－

１ ８＋ １ ０７ ．

［
９２

］ 李霞 ，戴胜利 ，李迎春 ．智慧城市政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一一基于演化特征与传

导效应的双重视角 ［
Ｊ
］

．研宄与发展管理 ，
２０２０

，
３２

（
０４

）
： １ ２－２４ ．

［
９３

］
李祥 ． 民族地区教育对 口 支援政策七十年 回顾与展望

一一基于政策要素与政策工具的二

维分析
［
Ｊ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２０２０

，
ｖ ．４ １

；
Ｎｏ ． ３４２

（
０２

）
： ７２－

８０ ．

［
９４

］ 林春培 ，
赵冠希 ，段杰 ，李海林 ．

“
一

带
一

路
”

研宄热点与结构 的可视化分析
［
Ｊ
］

．统计与决

策 ，
２０ １ ９

，
３ ５

（
０２

）
： １ ０５ －

１ ０９ ．

［
９５

］
刘淑妍 ，李斯睿 ？智慧城市治理 ：重塑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

Ｊ
］

．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９

（
０ １

）
：２６－３４ ．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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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

］
刘晔 ，陈燕红 ．城市竞合视角 下 中 国智 慧城市建设驱动力研宂 对 ４９ 个城市 的实证分析

［
Ｊ

］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

２０２ １
，

ｖ ． ２２
；

Ｎ ｏ ．  １ ２  丨

（
０６

）
： ６７ －７９ ．

［
９７

］
毛 超 ， 岳 奥 博 ． 政 策 科 学 范 式 下 智 慧 城 市 政 策 文 本 量 化 及 演 进 历 程 研 究

［

Ｊ
］

． 情 报 杂

志 ． ２ ０ ２ １
，
４０

（
０ ８

）
：  １ ８ ６ －

１ ９ ３ ．

［
９ ８

］
孟凡坤 ，吴湘玲 ．重新审视

“

智慧城市
”

：三个基本文 问题
一

基于英文文献系统性综述
［
Ｊ

］
．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
２ ０２２

，

１ ］

（
０２

）
：  １ ４ ８ －

１ ６ ８ ．

［
９９

］
孟凡坤 ．我国 智 慧城市政策演进特征及规律研宄

一一基于政策文献的量化考察 ［
Ｊ

］
．情报杂

志
，
２０２０

，
３ ９

（
０ ５

）
： 丨 ０４ －

１ １ １ ．

［
１ ００

］
欧 阳 景 根 ． 作 为政 策 分 析 框 架 的政 策 基 因 、 政 策 环 境 和 政 策 诊疗 ［

Ｊ
］

． 中 国 行政 管

理 ， ２０ １ ９
， （

１

０ ： ８ ６ －９ １ ．

［
１ 〇 １

］
裴 雷 ． 周 兆韬 ，

孙 建军 ．政 策计 量 视 角 的 中 国 智 慧城 市 建 设 实践 与 应 用 ｍ ． 图 书 与 情

报 ，
２ ０ １ ６

（
０６

）
：４ １

－４６ ．

［
１ ０２

］
孙建军 ，裴雷 ，

周兆韬 ，仇鹏飞 ． 中 国 智 慧城市政策理念多元解读及质 性分析 ［
Ｊ
］

． 图书与情

报 ，２ ０ １ ６
（
０６

）
：２ ５

－

３ ２ ．

［
１ ０ ３

］
孙 建 军 ． 裴 雷 ． 周 兆 韬 ． 中 国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政 策工 具 的 采 纳 结 构 分 析 ［

Ｊ
］

． 图 书 与 情

报 ，

２０ １ ６
（
０６

）
： ３ ３

－４０ ．

［
１ ０４

］
孙芊芊 ．新时期智慧城市建设的机遇 、 挑战和对策研宄 ［

Ｊ
］

．江淮论坛
，

２０ １ ９
（
０４

）
： ５ ２ －

５ ６ ．

［
１ ０ ５

］ 谭海波 ，郑清清 ，
王海 函 ．地方政府大数据产业政策 ：工具偏好及其匹配

一一基于贵州省政

策文本的分析
［
Ｊ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 ０２ １

（
０ １

）
： ５２

－

５ ８ ．

［
１ ０６

］
唐斯斯 ，

张延强
，
单志广

，
王威

，
张雅琪 ．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 形势与政策建议

［

Ｊ
］

． 电

子政务
，

２ ０２０
（
０４

）
： ７０

－

８０ ．

［
１ ０ ７

］
王 法 硕

， 钱 慧 ． 基 于 政策 工 具 视 角 的 长 三 角 城 市 群 智 慧 城 市 政 策 分 析 ［
Ｊ

］
． 情 报 杂

志
，
２０ 丨 ７

，
３ ６

（
０９

）
： ８６ －

９２ ？

［

１ ０ ８
］王满船 ．

公共政策手段的类型及其 比较分析
 ［
Ｊ

］
．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

２ ００４
（
０ ５

）
： ３４ －

３ ７ ．

［
１ ０９

］
武 永 超 ．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能够 提 升 城 市 初 性 吗 ？

一

项准 自 然 实验
［
ｊ

］
． 公 共 行政评

论 ，
２０２ １

，
１ ４

（
０４

）
： ２ ５

－４４＋ １ ９６ ？

［
丨 丨 ０

］谢小芹 ，姜敏 ．政策工具视角 下 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政策试点 的扎根 分析 

一一基于全 国

６０ 个试点城市 的研宄 ［
Ｊ

 ］

． 中 Ｗ 行政管理 ，２０２ 丨
， （
０６

） 

：
９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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