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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过程
‘
!

,

形成的行为规范
。

《雅典宪章》

指出
,

城市的功能是为人类提供居住
、

「

作
、

游憩和交通 4 大功能
,

似其核心还

是构选
一

个人地关系协调的 系统
。

信息是现实世界或现实系统整体及

其组成部分的运动状况和规律的反映
,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现实世界认识

的深入
,

使人类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构建

与现实系统对应的信息系统
,

利用信息

系统把握现实 系统 的运动状况及其规

律
,

从而实现对现实系统的 调控
,

使现

实系统发展与变化达到人类的 要求与 lJ

标
。

人类作为现实系统的组成部分
,

这

种调控也包括人类 自身的相 互关系和行

为的调控
。

数字城 市是从 f于几念技术构建的与

现实城 l1J’相对应的虚拟城市
,

是现实城

市各利哟t成要素及具相 111 关 系在信息空

间的影射或者数字化
,

这种数字化全而

地反映城 l1J
‘
!

,

人
畜j人

、

人 与地
、

地与地

等要素及 1车相 111 关 系
,

即城市的人地关

系
。

数
‘

产城
.
IJ-通过 计算机

、

网络和其它

硬件设备构成信息 !lf: 界
’j现实世界的接

11
,

人类透过这
一

接 11
、

r 解所需的各

种城 市信息
,

包括空 问
才j l卜空间的信息

或 自然
、

社会和经济的信息
,

对人 类自

身的活动进行调控
,

从而实现对城市人

地关系系统的调控
。

现实城市与数字城

市之间的关 系如图 2 所示
。

数字城 ltJ 实 质 ! : 是城市的信息 系

统
,

山 计算机硬件
、

软件
、

网络
、

数据

和人构成
。

它为政府
、

企业和市民 3 大

行为 卜体提供城 市信息服务
,

从而发挥

对城市 系统的调控作用
,

是 种新的城

市从础设施
,

它
“

从根本 1: 变革城市的

生活
、

卜作和交流方式
,

重卿政府
、

企

业
矛j公众 月人城市行为 仁体的关系

,

协

调人地关系
,

最终实现城 l[J- 行为的
.
佰效

与敏捷
· ”

来石
,

是数
‘

护城市建设的核心

城市也可以石成 个企业
,

数字城

市的建 众构造 r 个新的信息技术环

境
,

形成城市新的人地关系
,

从而要求

进 行城
「
l丁结构

、

功 能及 过程 的 再造

(R
e e n g i n e e r i n g )

。

数字城市的建设将对

政府机构
‘j职能的 调整

室j改革
、

城
I
t件上

政政 府府

人人 I
_

环境境

「「l然环境境

企企 业业

图 1 城市系统的构成

城市信息 系么

(数字城
「
t了)

调控—

现现实城市系统统

人人 类类

图 2 现实城市与数字城市的关系

2 数字城市的主体是政府
、

企业
与市民

息系统相对 于 1毛体而 言是
一

种 「具或者

一种信息技术环境
。

数字城 lIJ 所带来的

是数字城市管理
、

数字城 11用及务和数
’

多

城市生活
“

以人为本
”

是数字城
I
行得以发展的

关键
,

数字城 市建设 要充分考虑城 市 3

大行为 七体的需求
。

根据 3 大行为主体
,

可以将城市信息系统划分为政府信息 系

统 (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
、

企业信息系

统和公众信息服务 系统
,

这些系统通过

计算机网络联成
一

个整体
,

共享城市信

息资源 (数据
、

软件和硬件 )
,

为 3 人 I:.

体提供服务
。

中 共中央 《关 于制定国 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个 五年 计划的建

议》 明确提出
“

政府行政若理
、

社会公

共服务
、

企业生产经营要运川数
‘

犷化
、

网

络化技术
,

加快信息化步伐
” 。

政府信息系统和企业信息系统是围

绕 定的组织机构运作
,

有各自节理系

统与维护人员
,

是
一

种实的系统
,

包括内

部竹理和对外服务两部分的功能
。

而公

众信息服务系统是
一

种虑的 系统
,

是政

府信息系统和企业信息 系统对市民服务

功能的延伸
,

实际纳入政府信息系统与

企业信息系统内
,

是这些系统的子系统
。

政府信息系统是城市信息 系统 (或

数字城市 ) 的核心
。

因为
,

政府发挥着城

市管理的职能
,

对城市系统的调控作用

最大
,

它通过企业信息 系统和公众f言息

服务系统为企业 与市民提供服务
。

由 于

政府由许多职能部门构成
,

各个职能部

「1 的信息系统要实现 体化和资源的共

享
,

以构成
一

个完整的
“

电子政府
” ,

才

能满足数字城市建设的要求
。

企业信息系统相对独 立
,

主要根据

企业 自身的发展需要决定是否建立
,

但

是激烈的市场竞争
,

使企业不得不考虑

建 立自身的信息系统
,

并将其纳人整个

城市信息系统的范畴
。

企业信息系统对

公众的信息服务
,

卜要体现在电子商务

和客户关系管理方面
。

因此
,

政府信息系统是数字城市建

设的关键
,

而且政府是最有条件和最具

权威的
,

政府将城
.
tjl 各种信息纳入其信

息系统中
,

为城市管理 与决策服务
,

同

时也为企业与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

当前

所提的
“

电子政府
”

从城 llJ- 系统的角度

政政府信息 系统统

企企 业 信信信 社会信息息

息息 系 统统统 服务 系统统

城 市的 上体同样是数字城 市的 卜

体
,

囚此
,

数字城市的 仁体山政府
、

企

业和市民 3 大行为 仁体构成
,

他们是城

市f占息系统的用 )”
。

数字城市或城
l
仃信

令

公
补

醉子
数

二

匕一一一
~

一
调 控

焦

曳

笠鲤李画
图 4 信息模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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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3 城市GI S是数字城市的杨心组
成部分

城市是 个空户d地域 系统
,

城市的

所有组成要素具有空 lh1分布特礼「
,

城 市

中人的所下J牙舌动都在城 市空 11d范 l伺内
,

即城市的地理环境
’
l
’
发生

。

城市系统的

数字化离不开城市地理环境的数
‘

护化
,

即城市空 间及其组成 要索的数
‘

犷化
。

城

市地理环境的数
‘

犷化就是建 众城
「
卜地理

信息 系统的过程
,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

建 众使城
「
fJ的所有 要素实现 r 在城市空

问 !几的统
,

建 众 r 城市各组成 要素之

11,J人恨拟的空 11,J关 系
,

I人l此
,

城
一
!i G IS 足

数字城
I
t了的核心组成部分

城 llJ- 引引司样可以分为政府 G IS
、

企

业 引 S 和社会 GI S
,

它们分别 是政府了怎息

系统
、

企业信息系统和社会f占息服务 系

统的红t成行l二分
。

传统城
l
,i (; 1 5 的广之少11 1二

要集
,
卜在城市规划

、

卜地竹理和房产竹

理部门
,

随养 G IS 应川的深入
,

城
一
li G IS

已经 J「始J占川】至11 1几商竹理 (1 2 3 1 5 )
、

经济

)”1 1
、

人1 1竹理
、

治安竹王
. !, (1 1 0 )

、

城
l
下i

统计
、

交通竹理
、

设施竹理和环境保护

等城
.
lJ’竹理的方方而而 G IS 使政府f六息

系统具 石 f 空 }i‘J概 念 即 所 谓 的 G 一

C o v e
rn

m c n t
,

使政府信息系统在节理
‘j

决策
‘
卜发挥吏为 币要的作川

。

政府 G IS 的建 众
,

为企业 C IS 的建 众

提供 r空 I飞,】数据状石ltl
。

G 15 在企
、

!卜‘!
,

的应

用 t毛要解决企
、

l卜设施竹f毛l,
、

商
、
l卜竹f ,n ‘j

决策等两方而的问题 企业 设施竹理包

括企 业内部的设施竹理和企业对外服务

的设施竹理 (如供水
、

供电
、

电讯
、

电

力
、

煤
产
动 等

,

通过建 众企业的 设施竹

理 GI S
,

企业
‘
叮从设施空I’f必全布的角度 r

解 设施的状况
,

摸f青家底
,

提高企业 设

施竹理和维护的效率 充分合理地利用

各种 设施
,

优化服务
,

竹约成本
,

从 1111

产生经济效益
。

GI S 作为
一

种空价11分析
‘歹

决策技术
,

,
J 以在商业告理

‘j决策
‘
!

,

应

用
,

如在商业网点的布设
、

物流节理
、

客

z”关系竹, !蔺 (c R M)
、

I匕 r 商务
,

!
,

发挥作

J手】
。

G IS 有助 I
,-

企
、
Ik 了解客 )

‘ ’

及J冬1表犷求
、

合作伙伴
、

资源
、

商业 竟价对 手等商业

要素的空间分布及规律
,

为企业竹理
‘j

决策提供依据
,

提高企业的服务质 墩
、

效

率 与水平
,

使企业在竞争中 众 f 不败之

地
。

日前
,

这方而的J八l)l 】在国 内尚属空

自
,

但在国外已经有较多的应川
,

井形

成 了商 业地理分析这门技术
。

随着
1
1了场

经济的发展
,

这方而应 J月将 可能在企业

中普及
。

社会 G IS 实际 卜是政府 G IS 与企
、!k

G IS 广讲J的延伸
,

具应 {1】将 卜要以 We b G IS

和 1 n t e r n e t G 1 5 的形式出现
,

它将为
1
1了

民的购物
、

出行
、

旅游和房地产交 易等
产
l是活的方方而 而提供方便的空间 f含息服

务
,

在数
‘

犷子l:区 中发挥作用

政府 G IS 的发展是城市 G IS 发展的

关键
,

政府部门
,

尤其是城市规划
、

!几

地
、

房产部门 是城市空间数据的 !二要
产l
几

产者
、

若理者和使川者
,

政府对城市空

间 数据的 采集
、

使用和处理拥有 书断地

位
,

rni城讨了空 l,I卫1数据是建 众城
,
!J引 S 的

必要条件
。

政府 G IS 的发展可以促进企
、I卜G 1 5 ‘j社会 G 15 的发展 l(IJ企

、

Ik G 1 5 ’j

社会 G IS 反过来又会推动政府 G IS 的发展
。

应该认识到城 汁了G IS )「不等 l司 J:数
‘

犷城市
,

似它是城 ltJ- 各种 自然
、

辛L会和

经济要素的空间关 系的载体
,

只有把自

然
、

社会和经济信息加载到城市空 l、11信

息 !几
,

充分体现城市的人地关系
,

实现

城 lIJ- 空问
’

川卜空 间数据的统
一 ,

刁
‘

能典

lI{ 发挥数
‘

乡城市的作川

4 数字城市蓝图 信息模型

数
‘

犷城
.
lJ’或城 ltJ 下占忿系统的建设是

个软件 「程
, ‘.

们,l1J 软件的开发已经从

手 「作坊逐步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阶

段
,

其鼓突出的特征是而 向对象的软件

分析
、

设计
fJ实现方法的成熟

。

面向对

象的方法实质 卜是 系统理论 与方法在软

件 「程中的应用
。

这 一l价段
,

软件开发

从数据
、

软件 (组件 ) 的共享和重川 发

展到信息模型以及模式 (Pa tt er n) 的共

字和或用
,

对象竹理组织 (OMG ) 的模型

驱 动 体 系 结 构 (M
o d e l D r i 、 e n

A r e h i t e e t u r e
,

简称 MDA ) 和 元数据联盟

(MnC ) 的开放f扩礼息模
刃
牲 (op

e n In fo r m a t i o n

Mo’I el
,

简称 ()l M) 规范
,

为这 发展提

供 r理沦
’j技术的j.t 础 仁. 关键还足统

一

心莫语
, ;

一

([ T
n i l

’

i e d Mo d o li n g Ia n g L」a g e

简称 [jM I ) 和
.

J扩展标记语
. 1

一

x 川 的发展

)
.

悠J
几
[JMI .

可以建 众反映城
l
卜系统乡,

构
、

功能和行为的概念牛妙码
,

反映数
‘

乡

城
.
11系统结构

、

功能和行为
’, 实现 平

台无关的抽象柳裂 (Ab
s t r a e t m o (le l )

,

以

及
‘, 实 现 平 台 相 关 的 实 现 模 塑

(一m p l
e o e n t m o d e l )

,

从 lfll使数补城
.
11的建

设 有
一

个
.
J以依赖的 故图

,

于占息模
J唁。好

比足城市建设的规划图和施 !
一

图
一

样

11前对 J
几

元数据研究还停留在相对

孤 众的数据描述层次
,

没有反映数据对

象和软件对象之间的相 ll: 关系
,

应 该堪

J
飞

下占息模塑将 少‘数据的 认识 卜升到软件

系统的层次
,

I(lj 不仪仅是数据库的层次

f,’i 忿模创实质 是软件 系统的 元模吧或者

少C数据

建 众数字城 lIJ 信息模型的 关键是 以

城 llJ 的人地关系为核心对城 lIJ 系统进行

系统分析
,

把握城 llJ 系统齐组成 要素及

其相 ,〔关 系
,

)仁将其转换为软件的对象

或组件及 且相 111 关 系
,

利川软件 I
_

终实

现系统分析
、

设计
’j实现过程的统

一。

信

息模塑的建 众过程涉及到概念
、

标准
’j

规范的统 问题
,

足数
‘

犷城市的旅础研

究 !
一

作

数字城 lfl 信息模塑的建 众
,

足
一

个

投人 少而效益
.
佰的 l

一

作
。

它
,
J以在城市

之。
.J共 亨

、

城
l
f
J
内部 j七空

,

)亡其在城
,
lj

内部
.
J以 协调城

.
!Jf, 飞息 系统各个 r 系统

的建 设和分步实施
,

从 l(ll 避免缺乏总体

把报
、

币岌 建设所适成的资源浪费
,

使

各个 户系统成 为
一

个榷体
、

发抨 I冬整体

的功能和效益
。

5 政府在数字城市建设中的核合

作用

山 f政府在城市系统竹理
,
卜的

,
1

,

心

地位和政府于.’1 息系统在数
‘

挤城 llJ
‘
1

,

的核

心作川
,

政府应该在数
‘

护城 l1J’建 设
,

!
,

发

挥核心作川
。

政府在数
‘

犷城市建设
.

卜的

占要作川是协调好政府各部门的信息 系

统建设
,

打破各部门之问 的条块分剖 和

部门华断
,

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资

(丁阵专10 1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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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画

城lfJ- 信息高速公路 卜的 车站
,

社区的新

面貌
,

都建 众在网络所带来的从础上
。

居

民办公
、

购物和 ! I常生活都将不会离开

自己的社区
,

利川 网络 与世界联络
,

交

换信息
。

’j此I司11寸
,

fll J
二

社区居民不需

要因为 l飞作的变动而迁移居住地点
,

因

此社区内的邻华关系较为稳定
,

居民的

交往需求将更加的强烈
,

特别是 S o ho 族

在家 1二作
,

大部分的时 1llJ都是通过社 IK

网络和他人交往
,

往往会造成对网络的
一

种封闭的依恋
,

而缺乏人 与人之间 自

然的交往
。

囚此
,

在信息时代
,

城市社

区的设计 更需要字卜重子I:I K居民在自然空

间的面对面的交流
,

迫求亲 切和睦的邻

里交往
。

人与人之 l川
、

人 与自然之户lJ不

断进行着各种交流
,

人对环境注入了情

感
,

物质环境成为人化环境
,

人 与人结

成和睦邻 l牡关 系
,

人情味及 丰富的生活

内涵体现 11乍
一

种社 I义精神
。

在社IK r

t
.

了兮

造
‘

个 更加具有亲和力的交往场所
,

满

足人们在感情 !几的联 系
,

加强人
‘j人的

自然交往
,

消除网络给社 !K树民交往带

来的负 而影响
。

而更能体现网络双向交流的优势
。

子I:I尺网络的建 众有助 J几提高社IK居

民的公众参
’j

,

有助 于培养社仄居民的

归属感
,

在这样的子l:l犬里
,

居民能更加

积极的参与到社区的建设
,

是社 !K 典正

的建设者和 !毛人
。

5 全聋来语

我们 可以 顶料
,

社1义宽带网络的建

设是大势所趋
,

我们不能仅仅简单看到

宽带网络的建立为社区居民带来的多种

服务
,

应当认 识到它对 r城 市子Ll犬居民

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将产生的深远影

响
。

在城市社区的建设中
,

我们要把握

信息时代社】K的发展趋势
,

创建
一

个能

满足新时代要求的城 市社区
,

IiiJI 讨也要

避免互联网给城市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

4 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改变

使子l二仄居民对社区能产生归属感
,

在社区内创建 个亲 切 和谐的社区网

络
,

在恰息时代的社区建设显得尤为币

要
。

社 l人居民在 长期相处过程中
,

J移成

了丰富的社会网络
,

它是无形的
,

石不

见的
,

但对城市居民生活及社区的稳定

具有某种内在影响
,

这就是内在影响
,

这

就是社区的 归属感
。

它的建 众在 J
:

社区

居民对社区的认同
,

它得助 J=l !.1I 司囚 素

的积累
,

不是短时间 可以形成的
。

保存

久的社会网络
,

不但
. J

f以增加居民生活

环境的舒适度
、

满意度
,

而且
“

这种社

会网络会产生
一

种内聚作川
,

导致和谐

生活
,

井为社会内的行为和个人的抱负

提供种种便利的条件
” , “

从而成为社会

安定的
,
J贵因素

” 。

可以利川社区的宽带网络建 立自身

的虑拟社 !犬
,

通过自身构造的网络
,

社区

内的居民能够更好的进行交流
,

对子l:l义

内的事务发表自己的 看法
,

更加积极的

参与到社区建设中
。

在社区的网络系统
,
!

, ,

可以建立自己的 BBS
,

创建网 1 : 自由

论坛
,

给书I:I犬居民提供 一个发表 自己意

见和建议的 网 1几的场所
。

在虚拟的子日攻

,

1
,

,

每个人都只是
一

个代码
, 一

个符号
,

在这里
,

没有在现实社二会交往中的种种

顾虑
,

也没有人与人阶层的差别
,

不管你

的性别
、

年龄
,

只要你愿意
,

你就可以自

山
、

积极地对社区的事务提出自己的看

法
。

网络提供 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

的机会
,

居民不是被动的接受
,

而是
一

种

积极的参与
。

这不再是一种单向的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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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共享
,

使政府部门的信息 系统成为
-

个整体
。

通过
“

电 子政府
”

的建设
,

实

现新 形势 卜政府职能的调整和机构改

革
。

政府要组织制定数字城市的标准与

规范
、

数字城市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

制

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

以规范数字城市
‘
!

,

信息资源的共字
。

政府在空间信息方面要协调好城 .tJ-

规划
、

卜地管理 与房地产管理部 门之间

的关系
,

确保城 lIJ- 基础地理信息在这 3

个部门及其它政府部门的共享
,

以及政

府各部门 专题数据的共享
。

政府信息 系

统要为企业信息系统与社会信息服务系

统提供数据和相应的信息服务
。

城市是
一

个人地关系系统
。

数
‘

犷城

市是城市人地关系在信息空间的影射
,

是城市的信息系统和新型的城市基础设

施
,

要把城 市的空间和非空价盯言息或自

然
、

社会和经济信息统 一纳人数字城市

的范畴
,

以便全面反映城市的人地关系
。

建设数字城市的关键是建 众数字城市信

息模型
,

以此为蓝图规划和设计好数字

城市的建设
,

从整体 1: 考虑和协调政府

信息系统
、

企业信息系统和社会信息服

务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建设与发展
。

政府

要充分发挥其在数字城市建 设中的核心

作用
,

这样才能建 立起
一

个真正意义 t二

的数字城市管理
、

数字城市服务和数字

城市生活
一

体化的数
‘

乡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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