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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态城市

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沈清基

提 要 基于一些智 慧城 市的 若干 非智

慧性 、 非 生 态性表现和风险认知的 非主动

性
，
论证 了 建构 智慧生态城市 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 基于智 慧 内 涵的 全面认知提 出 了

智慧生 态城市 的 定义 ； 从
“

性
”

和
“

力
”

两 方面阐述 了 智 慧生 态城市的特征 ；
从哲

学 、 功能 、 经济 、 社会和空间五个方 面论

证 了 智 慧 生 态城市的 内 涵 ； 从提升型和降

低型 两个方 面提 出 了 智慧 生态城市的
“

五

转
”

目 标 构建 了智慧生 态城市理论概念

模型 提出 了 智 慧生态城市规划 建设的五

种指导性理论
，
分别 为 ： 生 态智慧理论 、

德 才兼备理论 、 自 律理论 、 公共利益理

论和集体智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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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曰

：

慧城市
”

年由 公司首次提出 ， 是
“

智

慧地球
”

的主要体现 目 前 ， 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 可用
“

如火如荼
”

来形

容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

“

智慧城市
”

的研究与实践有超越
“

生态城市
”

的势头
‘

我 智慧城市已经或将要引发巨大的投资 据报道 ，

“ ‘

十二五
’

期间用于建设
‘

智慧城市
’

各方投资总规模有望达 亿元
”

“

内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地方

已达 多个 ，

⋯ ⋯

总体投资规模已经达到 多亿元
” “

‘

十二五
’

期 间各

地智慧城市建设将带来 万亿元的产业机会
”

“

据住建部预计 ，

“

二五
”

期间智慧

城市投资总规模将达到 亿元 ；
长期而言智慧城市投资规模将超过 万亿元

”

截至 年年底 ， 我 已有 个省市 、 上百个地 区提 出开 展智慧城市建设 ， 超过

住房城 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项 目 资助 本文 系笔者根据在
“

城市发展 与

规划大会
”

上所作的演讲和在
“

中 城 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 年年会
”

上

所做的主题报告修改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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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将智慧城市作为
“

十二五
”

期间加快经济发展转型的战略导向 。 当

前 ，
我国几乎所有的

一

线城市 、 的

二线城市都提 出 了建设智慧城市的 构

想 ， 部分三四线城市也喊出 了创建智慧

城市的口号 。 全 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

城市总数已超过 个 ， 投资规模超过

万亿元。 年 月 ， 住房和城乡 建

设部公布首批 个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

年 月 日 ， 公布 个 年度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名单 ， 使智慧城市在

我国全面开花、 湖北 、 湖南 、 山东 、 辽

宁等省则提出建设
“

智慧城市
”

群 。 如

此巨大的投资和建设强度 ， 势必产生极

大的建设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 ， 值得学

术界对之进行深人的研究 。

目前 ， 我国智 慧城市研究及实践存

在着
一

些值得商榷之处 主要包括 ： ①

技术化倾向 ； ②与信息化城市混淆 ； ③

单纯作为投资的生长点 ④未考虑智慧

本源意义与 内涵 ， 缺乏完善的智慧城市

的理论体系 ； ⑤未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

素 ； ⑥未将智慧城市与生态城市进行关

联思考及关联研究 。 从对生态环境的关

注而言 ， 国外学者则明确地将
“

智慧环

境
”

作为智慧城市的要素之
一

（

。

笔者认为 ： ①尽管
“

智慧城市
”

冠

以
“

智慧
”

， 但完全可能存在着
“

智慧城

市
”

不符合智慧本 义及内涵 ， 智慧城市

不生态 的情况 ； ②生态城市必须介人智

慧城市以提升生态城市的智慧水平 ， 否

则其影响力将下降 ； 智慧城市必须提升

其生态水平以提高其生命力 ； ③智 慧

城市 ） 与生态 （城市 ） 的内涵具有内在

的关联性 ， 将智慧城市与生态城市相结

合 ， 从新的城市类型——
“

智慧生态城

市
”

的角度展开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和生

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

笔者的 目标是 以
“

智慧生态城市
”

来促进智 慧城市的理性建设和生态化建

设
，
主要的学术意图为 ： 论述智慧生态

城市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 ； 基于
“

智慧
”

的全面完整的 内 涵初步构建智慧生态城

市理论框架
， 包括智慧生态城市的定

义 、 特征 、 内涵 、 目标和理论概念模

型 ； 提出智 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

理论 。 希冀通过这些基础性的研究 ， 促

进城市的智慧化和生态化的兼容发展 。

智慧生态城市的必要性与迫

切性

智慧尽管被人们赋予 了太多的理想

与完美 的属性 ， 但还是可能在特定的环

境 中产生
“

非智慧性
”

现象 。

一些
“

智

慧城市
”

存在着
一些非智慧现象 、 非生

态现象 、 对风险认知 的非主动性 ， 可在

一

定程度上证明提 出并探讨
“

智慧生态

城市
”

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

智慧城市的若干
“

非智慧性
”

表现

第
一

， 对智慧城市的本质及 内涵的

认知具有片面性 ， 因而具有非 智慧性 。

如现今国 内对智慧城市的认知仅单纯从

技术角度 、 物质和物理角度 ；
不少城市

提出 的智慧城市实际上是信息城市 、 数

字城市 ，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智慧城市 。

从
“

智慧城市 物联网 互联网
”

、

“

智慧

城市 数字城市 物联网
”

、

“

智慧城市 数

字城市 物联网 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
”

的

广泛应 （引 ） 用可 以佐证这
一

点 。 这类

仅从技术应用层面关注城市
“

智
”

的建

设
， 而忽视 了

一个城市
“

慧
”

的营造 ，

其结果将使智慧城市变成一个高度智能

化的运行系统或庞大的机器 。

第二 ，
智慧城市指标偏重技术和硬

件设施 ，
不具有智慧的

“

灵性
”

。 据王思

雪等 （ 的研究 ， 中 国大陆智慧城

市指标体系都有相 当多的 硬件技术指

标 ，
几乎是其他指标体系 的几倍 ， 而欧

盟智慧城市指标更注重技术和硬件设施

带来的结果 ；
这说明 目前中 国大陆城市

对于智慧城市 的理解更注重信息化建设

的技术层面 ， 并未深刻认识信息化建设

的最终 目的是
“

智慧
”

。

第三 ， 智慧城市的功利性所表现出

的非智慧性 。 首先 ，

一些智慧城市并未

根据
“

智慧
”

内涵来界定智慧城市 、 确

定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 ； 而是单纯将智

慧城市作为实现城镇化和拉动经济增长

的手段和工具 ，
流传较广的将智慧城市

作为经济增长的
“

倍增器
”

、 经济发展方

式的
“

转换器
”

、 产业升级 的
“

助推器
”

的说法 ， 作为智慧城市的直接 目标与近

期 目标可能无可厚非 ，
但作为智慧城市

的价值取向和长远 目标就不适宜 ， 毕竟

其 目标的功能性与功利性较为明显 ； 其

次 ，

一些城市热衷商品推介式的
“

智慧

系统
”

。 将城市信息系统设计变成某品牌

设备的推广应用 （如 提出智慧地球

与智慧城市被指包蕴了美国 国家利益与

商业利益在内 ） 每个信息设备大企

业都提出 自 己 的智慧城市方案 ， 主要 目

的是 为了将 自 己 的产品销售出去 ， 结果

形成了许多信息孤岛 （仇保兴 ， 。

第四 ， 信息垄断式
“

智慧系统
”

的

非智慧性 。 我 国某市的智能交通系统投

人 多亿元进行建设 ， 结果将实时交通

信息全部汇总到城市交通指挥 中心 ， 仅

几个领导人能 了解全市的交通拥堵情

况 ， 而最需要此类信息的普通驾车人及

其他出行者并不能利用实时交通信息来

有效规划和调整出行路线以避开堵车和

减少城市拥堵 。 这类将信息集中到政府

的现象是智慧城市系统设计易犯的错误

之一 （仇保兴 ， ， 无疑具有非智慧

属性 。

智慧城市的若干
“

非生态性
”

表现

第
一

， 智 慧城市定义基本不考虑
“

生态环境
”

因素 。 笔者统计 了来 自 学

者 、 机构等的研究报告 、 研究文献等

种智 慧城市的定义 ， 发现只有 种定义

出现 了
“

环境
”

、

“

低碳
”

、

“

绿色
”

、

“

智

慧 的环境
”

的字词
《

。 值得特别指 出 的

是
， 作为

“

智慧城市
”

始作俑 者的

发布的 《智 慧城市 白皮书 》 认为
“

智慧

城市
”

的核心是
“

建立一个由新工具 、

新技术支持的涵盖政府 、 市民和商业组

织的新城市生态系统
”

（ 张永民
，
等 ，

。 并未提及生态环境 ，

一

定程度上

表明其智慧城市的定义很明显是 以投资

为核心的 。 而欧盟委员会在

中指出 ，

“

当
一

座城市既重视信

息通讯技术的重要作用 ， 又重视知 只服

务 、 社会基础的应用和质量 ；
既重视 自

然资源的智能管理 ， 又将参与式管理等

融人其中 ， 并将以上要素作为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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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及追求更高品质的市

民生活时
，
这样 的城市可 以被定 义为

‘

智慧城市
’ ”

。 这一定义仅提了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
未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

一

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经济的关

注超过 生态环境的关注 。

第二 ，
智慧城市指标较少考虑生态

环境因素 。 总体而言 ， 我 国现有的智慧

城市评估指标更注重经济效应 ，
而忽略

了环境保护 （王思雪
， 等 ， 。 具有

一

定权威性的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指标

体系 》 （ 年 月 日 由住建部正式

印发 ） 对智慧城市的建设提出详细的标

准和要求。

“

指标分为三级 ：

一级指标包

括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 、 智慧建设与宜

居 、 智慧管理与服务 、 智 慧产业与经济

四大项
”

（袁业飞 ， 。 可 以发现 ，

该指标体系至少在一级指标层面未考虑

生态环境指标 。 反观欧洲的智慧城市指

标体系
，
将

“

生态改善
”

作为
一

种
“

十

分重要
”

的内容 （王根祥 ， 等 ， 。

智慧城市对风险认知 的
“

非主动

性
”

目前 ，
国 内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着多

方面的风险 ，
对这些风险 目前尚缺乏 主

动的认知 。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 ，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一定

的盲 目性 、

“

忽悠成分
”

与跟风建设现

象 ； 对智慧城市缺乏宏观指导 ，
建设方

向把控能力不强 。

一

些地方政府为了政

绩考核 ， 在竞争心理下仓促上马 ，
往往

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

其二 ，
智慧城市的建设不考虑城市

的基础和能力 。

一些基础薄弱甚至连数

字城市基础都不完全具备的城市也对在

几年时间内建设成一个他们心 目 中的智

慧城市抱有过高的期望 ， 急功近利 的心

态表现明显 。

其三 ，

一

些智慧城市未对信息安全

风险 、 技术垄断风险 、 云计算安全风

险 、 物联网 的安全风险具有足够的 认

知 。 事实上 ， 即使是对于信息安全和隐

私保护问题重视程度很高的国家 ， 在智

慧城市的建设中也存在国家与个人信息

泄露的风险 。 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始终

是智慧城市建设必须考虑的重要课题 。

其四 ，
国 内部分城市智慧城市建设

工程大多具有投资规模大 、 建设标准

高 、 建设 内容多 、 运行周 期长等特点 ；

再加上
一些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化的结

合 ， 使得房地产行业 泡沫引 向 智 慧城

市 ， 加剧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投资风险 。

其五 ，
不完善的智慧城市理论体系

对智慧城市建设带来风险 ， 可能会使智

慧城市建设遭遇
“

滑铁卢
”

。 这也提示人

们 ， 为科学推行智慧城市 ， 达到最终提

升人类生活水平的终极 目标 ， 研究和构

建完善的智慧城市理论体系十分必要 。

智 慧生态城市定义 、 特征 、

内涵及 目标

智慧生态城市定义

智慧定义及特征

智 慧定义见仁见智 ， 众说纷纭 。 笔

者以 为 ， 对智慧的界定应兼顾常规智慧

和应变智慧 ， 自 然智慧和道德智慧 ； 并

将才智与 品德这两大智慧成分融为一体

表 智慧定义 、 特征及阐释

，

基于多角度的智慧定义及 阐释 智慧特征 智慧特征阐释 部分 ）

基于

能力观

认识 理解 客观事物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

对未知和未来的洞察力 ；

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

准确性

效卓性

巧妙性

前瞻性

洞察力

生产性

创造性

自 由性

效率 ，竞争力 ；

洞 察 于平

’

凡中看到奇迹是智慧 的永恒标志 智慧

就是能迅速看 出事物的本来面 目
“

前瞻性 ： 真正 的智慧不仅在于能 明察眼前 ，

而且还能

预见未来 】

；

智慧的生产性 ： 智慧 只在于
一件事 ，就是认识那善于

驾 驭
一切 的思想 。 智慧要有 产生有价值思想的能

力 ； 成熟的智慧具有生产的特性 ；

智 慧的创造性 ： 智慧处处都在指挥创造 智 慧的第一

涵义是创造力、
智慧是人的 自 由发展和达成 自 如自 由境界的综合能力

基于

结构观

组织结构合理 、
运行程序优良 、 产

生的功效较大 。 结构越合理 ， 内

耗越小 功效越大 ， 系统的智 慧越

高 ， 反之越低

逻辑性

结构性
组织性

合理性

组织结构合理 ；

运行高效

基于

系统观

由智 力体系 、知识体系 、方法与技

能体系 、非智力体系 、观念与思想

体系 、审美与评价体系等多 个子

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

全面性

完整性
枸成元素全面完整

基于

关系观

处理人一人 、人一地 、人
一

自然等

关 系时 ， 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竞争

与共生 协调进化 的关系

整合性

平衡性

和谐性

向 自 然学习 生态关系和谐 ；

自律性 （ 自我约朿 、 自我克制 ） 考虑未来 ；

智 慧是若干物体所特有 的那种容 易而 迅速地把握各

种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的能力“
。

基于

环境观

以价值观为中介 运用智力 、创造

性和知识 ， 在短期和长期之内通

过平衡个人 内部 、人际间和个人

外部的利益 ，从而更好地适应环

境 、塑造环境和 选择环境 （ 汪 凤

炎 ’ 等 ，

适应性
趋优性

适应环境 改善环境 ；

人 的最高智慧就是适应环境和反抗外来威胁的本领

基于心

理 ，艺术

勹美学观

智慧具有幸福 内涵 ， 智慧的特征

是喜悦 、欢愉 、幸福 、快乐、智 慧

具有美学内涵 ， 智慧是一切 美的

源泉丨

丨

内心的安

宁 弓幸福 ；

美学与艺

术性

西方现代心理学与其五种经典智慧观 ；

智慧是幸福的唯一创造者 ， 人的智慧 就是 决乐的源泉

慧最 明显的标志轨是恒定的欢快

基于

美德观

智慧的美德
， 炅有利他 使用智慧

帮助 自 己 或他人获得福祉 ） ； 亲社

会 理解他人 、 关怀 爱 他人 同

情心 、 包容 ） ； 考虑公共利 益的特

点 朝 向公共利益的价值观 等属

性 陈浩彬 ，等

利他性 ， 同

情心 ， 包容

性 ，追求公

共利益

智慧是人类灵魂的美德 ，智慧是 比科学更加完笑 的德

性 ，智慧是人类灵魂的美德
“

真 正的智 者不是仅有 见识的 人 而是既最有远见 淖

识 又对人类有着最深热爱的人
“

只有当知识转化成美德和善行时对 是真正 的智慧、

来源 ： 笔者 自 制 。

注 ： 李剑桥 ， 智慧定理 沈阳 ： 辽海 出版社 ，

靖 国 论智慧 的涵义及其特征⑴ ，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

。

？ 自 ： 《圣经文学辞典》 ， 见 ：

分別为 皮亚杰的智慧观 、 艾里克森的智慧观 、 柏林智慧模式的 智慧观 、 新皮亚杰主义的智慧观与斯腾伯格

的智慧观。 见 ： 汪凤火 ， 郑红 ，
五种西式经典智 慧观的 内 属及得失 ， 自 蚝辩证去通讯 ，

问奠里斯 梅特林克语 ， 转 自 ： 靖国平 ， 论智慧的 涵义及其特征 湖南 师 范大学教育科孛孛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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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彬 ， 等 ， 。 笔者从能力 、 结

构 、 系统 、 关系 、 环境 、 心理艺术和美

学 、 美德等方面对智慧定义及特征加以

阐释 （表 。

智慧生态城市定义

根据笔者前文对智慧各个角度定义

及特性的归纳和提炼 ，
提出 如下的智慧

生态城市定义 ： 智慧生态城市是将智慧

核心特征与生态核心特征融为
一体并予

以升华 ，
包含所有 自 然与人类文明精华

的智 慧与生态主题 ， 顺应城市发展 规

律 ， 利用综合手段 ， 从能力 、 结构 、 系

统 、 关系 、 环境 、 心理艺术与美学 、 美

德等方面构建以人类与 自 然和谐共生境

界为 目标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类型 。

智慧化和生态化是智慧生态城市的两个

核心主题词 。

智慧生态城市特征

基于较全面的
“

智慧
”

内涵及智慧

生态城市定义 ， 笔者从
“

性
”

（性质 ） 与
“

力
”

的视角对智慧生态城市的特征进行

阐释 （表 。

智慧生态城市内涵

根据对智 慧城市和生态城市在哲

学 、
功能 、 经济 、 社会 、 空间几个方面

的 内涵的归纳 ， 笔者提 出 了智慧生态城

市的若干 内涵 （表 。

智慧生态城市目标

智慧意味着 以最佳方式追求最高 目

标％ 智慧生态城市的 目标对于智慧生态

城市的发展走向具有关键的意义 。 以智

慧城市而言 ， 由 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牵

头的 《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

指导意见》 将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和主

要 目标以
“

五化
”

进行了概括 ， 即城市

规划设计科学化 、 公共服务均等化 、 社

会管理精细化 、 基础设施智能化和产业

发展现代化、

笔者以为 ， 从总体上而言智慧生态

城市的核心 目标是在提高城市的智慧化

水平和生态化水平的基础上 ， 将智慧化

与生态化予 以最完善的融合 ， 促进城市

可持续发展 。 具体包括 ： 转识成智
——

转智 成能
——

转能成慧
——转慧成境

表 智麓生态城市特征及阐释

智慧生

态城市

的
“

性
”

智性 慧性 生态性 德性 自 由性 美学性

智 技 能性 、

先进性 、
经济

性 、科学性

自主性 （ 自选择 、

自 学习 、 自 组织 、

自适位 、 自调整

自 循环 ）
； 自 完

善 、创造性

活性 、多样 性 、共

生性

道 德 、 文 化 性

城市精神 ）
、 自

律性 、价值观

人的自 由能力 ；

人 的解 放和 人

的自 由发展

欢愉性与幸福感 ；

美学与艺 术性

智 慧生

态城市

的
“

力

感知力 决策力 和行动力 生态 力 生命力 创造力 美力

整合多元 信

息的能力 ；

洞察力

直觉行动 力 ；

逻辑行动力

生 态位 、 多 样度 、

共生度 ； 影 响 力 、

辐射力 吸引 力 、

自净力

生命的尊严 ，生

命的安全性 、 生

长性

发展力 、 竞争力

智慧可诗化于文

学 ， 雅化于艺术、

艺术品质和感染

力

资料来源 ： 笔者 自 制

注
：

丨

“

美学力量
”

的 简称、

靖 国平 ， 论智慧的涵义及其特征
丨

， 湖南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报 ，

表 智慧城市 、 生态城市 、 智慧生态城市内涵分析

智慧城市 生态城市 智慧生态城市

哲学

内涵

考虑未来 ， 自我约束 ，
以 自律方

式协调和处理城市 与 自 然的关

系

追求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

采用综合手段 ， 从城市 、城市人类的 自 律

化 、智慧化 、生态化和完善化着手 ， 实现人
—

人 、人一地 、人一自 然的和谐共生

功能

内涵

向 自 然学习 ， 具有高 效率和 良
好 的适应性 、平衡性 、创造性 ，

所具有的科学性使城市功能强

大 生命力强

城市 功能类塑 与功能作用及

强度 、与 自 然环境相适应 ，城

市功能与 自然 功能形成共生

系统

城市具有适应性 、平衡性 、创造性 城市对
自 然环境负面影响减小 城市与 自然环境

更易形成共生功能系统。 启迪智 慧 激发

活力 创造奇迹

经济

内涵

追求效率 、
巧妙解决城市发展

过程 中的各种问 题 ；从 汗水
”

经济向创意经济和智慧经济转

变

以食物链网原理为指导 ， 以循

环经济为核心 ，强调经济过程

中各要素的低耗高效 、循环利

用

将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 、创意经济和智慧

经济高度整合 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的统一 提升生态效益

社会

内涵

社会各系统 、各阶层和谐相 处 ，

杜绝城市内耗

以生 态理念指 导人及城市的

社会生活 协调人类社会活动

勻 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

以生态和智 慧理念指导人及城市的社会

生活 ，协调人类社会活动 与 自然生态 系统

的关系 ，使城市 内部 、城市与外部实现最

大限度的和谐与共荣

空间

内涵

城市空间集约高效 具有组织

结构的逻辑性和美感

强调城市空间的 自 然性 、生态

性 、多样性 、共生性

强调城市空 间的组织性 、结构性 、 自然性 、

生态性 、多样性 、 紧凑性 、共生性 、 美学

性 。 以及空间创新性 （

资料来源 ： 笔者 自 制

表 智憲生态城市 目标及分析
—

转识成智 转智成能 转能成慧 转慧成境 转境为人

提升性

目标

将信息和知识最大

化地转化成智 力资

源

将智 力资 源 以最

高效率转化成城
市的 发展 力和竞

争力

将城市 的发展力和竞争力

最大限度地转化成城市发

展的自循环 自完善能力 ，

最大限度地提升城市的创

造力

最大限度 地将城

市的 创造 力转化
为城市的 优 良 的

生态环境

使优良 的城市生

态环境最大限 度

地为培养 、提升市
民 的 文 明水平和

幸福感服务

降低型

目标

使转化过程消 耗的

物质 、能源 、资 源最

小化

使城市 发展 对生

态环境的损 坏最

小化

使城市发展的经济 、社会 、

生态风险最小化

使优良生 态环境

的构建 、维护成本

最小化

使对人类健康的
损坏最小化

资料 来源 ： 笔者 自制

—转境为人 可从
“

提升型 目 标
”

和

“

降低型 目标
”

两方面加以描述 （表 。

以上
“

五转
”

形式表达的智慧生态

城市 目标 ，

一方面具有层递关系 ， 前面

的层次是后面的铺垫和基础 ；

一个正在

进行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城市可以根据

城市的具体情况 ， 确定从哪
一

种层次介

人
； 另

一方面也可 以 同时对多个因素或

全部因 素加 以不同的组合 。 此外 ，

“

五

转
”

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循环关系 （图

。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

理论探讨



公共利 益理论
“

自 律现论

转识成智

环境 关系

哲学

内涵

图 智慧生态城市理论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 ： 笔者 自 制

表 生态智慧理论内容及诠释

生态智慧

理论内容
诠 释

生 态 智 慧 的生

命观

生态智慧 具有对生命的珍视情怀 ，
以安全作为作为人类生长的第一要素 ，

以争取 、改造 、完善人

类的生存环境来达成人类栖居地的安全性 。 生命具有可持续的性质
“

，生命智慧经过亿万年的

演化筛选 ， 其生态意义不容置疑 生态智慧与生命智慧具有密切的关联

生 态 智 慧的 自

然观和资源观

在坚持 自 然环境保护的原则下改造 自然 ， 保持人与 自 然 的和谐 既最大限度地利用 自 然资源 ，

又最大限度地消除对环境的伤害 维持资源的永续

生态 智 慧 的 普

遍性与特殊性

生态智慧既具有地域性 、
民族性 、时代性 ， 也具有普适性 。

地域性与民族性体现了生态智慧的
地方性和特色 ， 时代性体现了时间因素对生态智慧的影响 ，

而普适性则表明 ，

无论地域 、民族和

时代如何不 同 生态智 的内涵和内核都具有稳定不变的内容

生态 智 慧 的 文

化观

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 ， 人类生活于地球并创造 了其他物种 难以比拟的文明 成果 ， 不仪仅是人类
用趋利避害 的本能适应环境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人类 能够运用

“

文化
”

创造
一

系列系统重塑人

与 自然的关系⑴ 文化的发展走 向 ，文化与生态 的关联程度 将极大地影响生态智慧的状态

生态 智 慧 的 科

学观
表现在生态智 慧具有化害为利的功能 ， 生态智慧以具有科学性 内涵 的生态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
益来对之进行测度和衡量 ，生态智慧是人类掌握了 生态规律之后的结果

资料来源 ：

笔者 自制

注 ：

丨 丨

格雷 格基夫指 出 ：

“

这个星球上 ，
只 有

一

样 东西是可持续 的 ， 这就是生命本身
”

，
转引 自 ： 赵继龙 ，

徐娅

琼
， 源 自 白蚁丘的生态智慧

——

津巴 布韦 东 门 中心仿生设计解析⑴ ， 建筑科学 ，

】
梅军 ， 黔东 南苗族传统农林生产 中 的生态 智 慧浅析⑴ ， 责州 民族 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吴新绿 ， 试论武陵山 区苗族民居中 的生态 智慧⑴ ， 怀化学院学报 ，

城市 和智 慧城市的特性 从表 可 见 ，

生态城市的德才与智慧城市的德才皆各

自有 明确 的含义 ， 这为 智慧 生态城市
“

德 才
”

兼 备理论奠定了逻辑基础 ， 也

使智慧生态城市的先进性与可行性更加

明确
“

德 才
”

兼备理论将智慧城市的

德才与生态城市的德才予 以最大限度的

融合 ， 既是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 的指

导理念 ， 也是智慧生态城市发展 目 标的

表达 。

自律理论

在哲学史上 ，

“

律
”

大体上与
“

理

性
”

词义相 当 ， 指主体指导 自 身行为的

原则 ； 自律指原则来 自 于个体 自身 的理

性 ， 而他律则指原则来 自 于个体 自 身的

理性之外 （ 李志强 ， 。 自律与道德

密切相关 ，
道德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 自

律规范 ， 而 自 律就是道德主体的一 种 自

觉行为 （伊丽娜 ， 。 从一般意义上

概括道德 自律 ， 就是个体根据 自 己 内心

的道德准则或道德意志 ， 而不受外在强

制力量去行动 （李志强 ， 。 自律具

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 它是主体应对挑

空间

内涵

任何一类城市及其规划建设离不开

具有明确意 义及指向 的理论的支撑 ， 缺

乏 了理论指导 ， 城市规划及建设犹如无

根之木 ， 无源之水 ， 难以持久发展 。 智

慧生态城市规划 建设应有兼顾及融合智

慧理念与生态理念 、 并具有独特的智慧

生态城市 内涵的理论作为指导 （ 图 。

生态智慧理论

生态智慧是指生命体在长期 与环境

相互作 用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各种能使环

境更适于生存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理念的

总和 （赵红 ， 等 ， 生态智慧来源

于生物对环境的适应 ， 而这种
“

对环境

的适应是一切智慧最原始和最深刻的根

源
”

生态智慧是人们对事物符合生态

观点 和生态规律的认识的结晶 （梅军 ，

是人们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生态问

题的能力 （邵金峰 ， 。 从人类对其

传统聚落 的不 同的营建角度 ， 生态智慧

的表现主要分为两方面 ：

一

是生态性的

思想智慧 ，
这是人们在理解 聚落周边的

气候 、 地理 、 人文等生态关 系后得 出 的

生态和谐理念
；
二是智慧性 的生态对

策 ，
人们在实践 中充分利用 自 身智慧 、

技能和手段 ， 合理规划布局 ， 运用朴素

措施 ， 使环境要素充分为人所用 （孙杨

栩 ， 等
，

。 生态智慧理论的具体内

容见表 。

“

德 才 兼备理论
“

德 才
”

兼备理论 目的是将智慧与

生态高度融合 。 目前 ， 国内智慧城市大

多以
“

能力
”

或
“

才能
”

来衡量城市 的

智慧程度 。 但近几年的智慧定 义与结构

研究呈现 出 承认
“

德才兼备方是智慧
”

的趋势 ， 主张智慧在本质 匕是 良好品德

与聪明才智的
“

合金
”

，
是 良知 与 良行的

有机统
一

； 陈浩彬等 （ 对 世纪

末至今 位国外学者的智 慧定义从德才

两方面提取 ， 并分析智慧的德 才内涵

提出 了 智慧的德才兼备理论 ， 将聪明才

智 与 良好品德的有机统一作为智慧的本

质 。 这对智慧城市特征 与内涵的全面把

握 ， 具有重要意义 。

笔者从
“

德才
”

角 度分别分析生态

能

涵

功

内

济
：

油

经

内

会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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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智 生态城市的德才理论途释
— —

智慧城市之德 智慧城市之才 生态城市之德 生态城市之才 智慧生态城市的德才兼备

利他 ：使用智慧帮助自 己

或他人获得福扯 ；

价值观 ：朝 向公共利益的

价值观 ；

亲社会 ： 理解他人 ；关怀

爱 他人 ； 同情心 包容

善良动机 、关怀他人 、利

于他人 ；

反思态度 ， 同情心

知识 ； 智力 ； 洞

察力 ；认 知能

力 ； 判断能力 ；

创造力 ； 处理

不确定性的能

力

城市发展要发挥积极
效应 ， 抑制 并消 除负

面效应 ；

城市发展要对区域和

全人类的福祉承担责
任

；

城市发展 在要 家 数

量 、活动 量 与活 动强

度方面综合考虑生态

极限 ；

生态城市要对 自身进

行严格的 限 制 和管

理 ，包括规模 、享受及

生活方式等

生态服务功能与生

物多样性优化 经济

效益 与生 态效益统
城市 与 自然共生

先进的价值观 社会和谐 ；

城市竞争力 、生命力 、 创造

力 ；

城市对区域 、人类 、生物承

担责任 ；

不追求 自 身经济利益最大
化 ；

城 对 自身有科学的管理

资料来源 ： 笔者自 制

战 ， 提升和完善状态 ， 促使系统发展的

内在驱动力 。

智慧生态城市的 自律是为长久地维

持城市 的智慧及生态特质不退化
，
城市

对其 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强度等进行

符合智慧与生态 内涵的严格的限制 、 控

制和管理 ， 其中主要包括限制城市的人

口和规模 ， 调控人的出 行和享受 ， 管理

和规范人的生活方式 ， 制定系列规制等

内容 。

以人 口为例 。 人 口对生态环境产生

了巨大影响 。 世纪的宋应星发现环境

承载能力赶不上人类的发展速度 ， 他在

年写下一首惊世骇 俗的 《怜愚

诗
“
一人两子算盘推 ， 积到千年百万

胎 。 幼子无孙犹不瞑
，
争教杀运不重

来 ！

”

对人口产生的负面生态影响有着清

醒的认识 。 中西方贵 （皇 ） 族对后代人口

的态度 ，
决定了两者截然不同的命运 。

我国侗族在几百年前就已有了十分严格

的人 口控制规范
，
几乎所有的侗寨其地

名前都要标上家户数——而且是必须严

格控制该村寨的实有家户数 。 侗族传统

文化在计划生育上的这一超前意识 ，
对

侗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 了无法替

代的重大贡献 （罗康隆
，
等

，
。

又如 ， 德国生态城市埃朗根 （

的交通政策严格限制汽车在居住区

和市区中 的使用 ，
通过对汽车数量及使

用的控制与限制 ， 埃朗根维持并提高了

其生态化水平 。 伦敦征收车辆
“

环保

税
”

。 巴西库里蒂巴将整合公交系统与土

地综合开发利用相结合 ， 该市仅鼓励公

交线路附近 个街区的交通走廊的集 中

高密度开发 ，
严格限制 个街区以外的

土地开发 ， 从而保证了城市 的市民每

天使用公共汽车 ， 每年减少私家车出行

达 万次 ， 提高 了土地综合利用率 ，

有效实现了生态城市的建设 目标 （王爱

兰
，

。

自 律要构成体系才能产生最大的功

效 ， 智慧生态城市的 自律理论对指导城

市制定系统的 自 律规例具有积极作用 ；

自 律与伦理有关 ， 智慧生态城市的 自 律

具有生态伦理的成分和属性。 自律与他

律 （规章机制等 ） 是两个相对的过程

智慧生态城市的 自律若与他律相结合将

产生更好的作用 。 智慧生态城市 的 自律

性表明城市具有 自组织 、 自 调节 、 自抑

制的机制 ， 具有 自 我维持 、 自 我完善的

能力 。 自律性是城市与 区域和外界实现

共生 、 和谐的必要条件 ，
也是实现人与

自 然和谐的先决条件之一 。

公共利益理论

建设
“

智慧城市
”

难点不在技术 ，

而在利益壁全 。 真正的智慧行为只能是

个体超越 自 身利益 、 努力平衡多方利

益 、 进而实现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行

为 。 凡是只考虑到个人或小集团利益 扩

而言之包括只考虑到本民族或本国利

益 、 却要牺牲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行为都

不属于智慧行为 （汪凤炎 ， 等 ，

更明确地指 出 ，

智慧是以价值观为中介 ，
运用智力 、 创

造力 、 知识 ，
在短期和长期内通过平衡

个人内部 、 人际间和个人外部的利益 ，

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 、 塑造环境和选择

新环境 ， 以获取公共利益的过程 。 这

里
，

既明确地将公共利益作为

智慧 的 目标 ，
又指出 了获取公共利益 的

途径 （通过适应环境 、 塑造环境和选择

环境三者中取得的平衡 。 前者表明了公

共利益与智 慧的关联 ， 后者则说明了公

共利益与生态的关联——两者都显示了

公共利益对
“

智慧
”

及
“

生态
”

所具有

的重要意义 。

实际上 ，
公共利益也应是智慧生态

城市的追求 目标之
一

， 包括和谐与共生

两个方面 ， 和谐体现了智慧属性 ， 共生

体现 了生态属性 ；
通过和谐与共生 ， 使

城市达成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 。

和谐是事物之间的
一种有序协调 的

秩序
，
和谐首先是

一

种秩序 ，
其次是

一

种有序状态 ，
最后是一种协调状态 ，

即

事物之间 彼此之间配合默契 ， 成彼之

美 。 和谐有四个基本前提 ： 共存性 、 多

样性 、 交互性 、 构建性 。 从和谐的一般

含义 ， 可引 申 出 和谐 的四 个基本规定

性 ： 和平共处 、 相辅相成 、 相得益彰 、

良性互动 （江畅 ， 。

“

共生
”

是属于 同
一

种的不同属之

间 ， 在相互依存中直接相对且共存 （共

生共存 ） 的关系 （岩佐茂 ， 万

物相形以生 ， 众生互惠而成
”

。 共生关

系是生物种群构成有序组合的基础 ，
也

是生态系统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 自组织

结构的基础 。 城市的整体与部分 、 政府

与市 民 、 不同人群之间 ， 实际上都存在

着共生的关系 。 共生关系 比等级制关系

更符合生态 、 更符合真实的情况 、 更符

合现代社会 （仇保兴 ， 。 共生具有

丰富 的类 型
，

包括 ： 城市与农村的共

生
、 城市人类与其他生物及 自 然的共

生 、 城市与区域的共生 、 旧城与新城的

共生 、 代 际共生 、 各种异质文化的 共

生 、 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共生 ，

以及大型设施与生物的共生等等 。

集体智慧理论

集体智慧是众多个体通过相互协作

与竞争而涌现出 的共享性或群体性的智

慧 （张喜文 ， 等 ， 。 在物联网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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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 ， 集体智慧可 以归因于媒体融合以

及共享文化 。 麻省理工学院集体智慧研

究中心将集体智慧定义为 ： 通过网络将

大量松散的个人 、 现代企业和组织集合

在一起 ， 通过集体成员间的互动或集体

行为所产生 的高于个体所拥有的能够迅

速 、 灵活 、 正确地理解事物和解决问题

的能 力 。 笔者将集体智慧的特征归纳为

表 。

集体智 慧发生必须具备一定 的条

件 。 组成集体智 慧的个体在数量 、 密度

方面都与智慧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

一般

而言 ， 在特定的阈值内个体数量与智慧

的强度成正相关 。 信息效用也可使原来

杂乱无章的生物个体通过 自组织实现从

无序到有序的跳跃 ， 产生
“ ”

大于

的系统整体功能 （王殿华 ， ， 对集

体智慧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

智 慧生态城市的集体智慧理论说明

了公众参与在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过

程 的 必要性 （

与不可怀疑性 ； 集体智慧与公众参与 的

结合体现了集思广益 、 群策群力的城市

建设宗 旨 ， 也体现了智慧生态城市的人

本性 （ 集体智

慧的生态属性应予以深人挖掘 ， 生态元

素与智慧元素的有机结合 ， 将对集体智

慧产生更大的积极效应 。 鉴于全球化使

得各个方面 、 各个层面的协作变得前所

未有 的重要 ， 以致使
“

大规模的协作
”

具有了
“

科学与艺术
”

的特性气 强调生

态与智慧相结合的集体智慧也将成为未

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理念之一 。

结语

从
“

智慧
”

内涵的全面性角度来考

量 ， 我国不少智慧城市实际上是智能城

市或甚信息城市 。 在我 国尚未解决数字

城市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背景下 ， 是否

能直接发展智慧城市并取得成功值得认

真思索 。 现有
“

智慧城市
”

建设发展中

的问题
， 根本原因包括未从

“

智 慧
”

全

面完整的 内涵出发构建
“

智慧城市
”

的

规划建设理论体系 、 未在智慧城市规划

建设 中对
“

生态
”

因素 予 以应有 的重

视 因此
，
明确提出

“

智慧生态城市
”

的概念并对其展开相关理论探索 ， 建构

融合智慧 内涵与生态内涵的智慧生态城

市规划建设理论 ，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和研究价值 。 这种融合研究 ， 既可能对

我国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状况的扭转产

生积极作用
，

又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要

义 。 智慧与生态的融合研究 ， 将产生丰

富的新的研究命题 ， 如
， 智慧与生态融

合程度的表征 、 两者的最佳融合度等 。

此外 ， 文明对人类聚居环境也具有重要

的作用 ， 将智慧 、 生态与文明 三个 因素

进行融合研究 ， 应该也是今后值得进一

步探讨的重要课题 。

注释

① 从 至 中
“

智慧城市
”

的研究文献从 篇增加到

增 长 倍
；

而
“

生态城市
”

的

研究文献从 篇 增加到 篇 ， 仅增

加 了 倍 （ 皆 为
‘

题名
’

检索 方式 ）

在谷歌中 以
“

高级检索
’

检

索 ，

“

生 态城市
”

有 ， ， 条结果 ，

而
“

智慧城市
”

有 条结果 。 后

者是前者的 倍 。

② 见 ： 国 家智 慧城市试点工作 申报正式启

动 ，

。

③ 见 ： 陈丽容 ， 杨冰之 ： 中 国智慧城市建

设 不 可 临 摹西 方 思 维 ， 通信信息报 ，

。

④ 见 ：

“

智慧城 市
”

撬动 万亿元 产 业 蛋

糕
，
八 细 分 行 业 分 享 ， ，

。

⑤ 见 ： 智慧城 市涌现 ， 第 二批试点城市 月

底 将 落 地 ， 中 国 联 合 商 报 ，

⑥ 见
：
智 慧城市忌 匆 忙上 马诸 多 问 题待

解 ’ 通信世界周 刊 ， ：

见 ： 智 慧城市 ， 标 准先 行 ， 中 国 建设

报 ，

个城市入选 国 家

智慧城市试 点名 单 ，

见 ： 胡健 ， 城市 角逐智慧城市 标 准

体 系 有 望 近 日 面世 ， 每 日 经 济新 闻 ，

—

；

根据笔者对相关文献及信息的归纳而得 ：

“

如今的智慧城市好像成为 某种噱头 ， 成

为
一 些 企业 、 部 门 开展 新 的信 息 化市

场 、 增加新 的公共项 目 建设的 工具

见
： 李广 乾 ： 中 国智 慧城市建设的三 个

维度及其缺 陷 ，

丨

；

截 止 以
“

篇名
”

和
‘‘

主

题
”

在 中以
‘ ‘

智慧生态城市
”

为检

索词 可见 篇文章 ， 篇为
‘‘

施耐德 电气

携手 曹妃 甸新 区共 同打造唐 山湾 生态城

表 集体智慧特征及诠释

特征 洤 释

自愿性

集体智 慧来源于数量众多的个体对同一问题或同一方 向 的肖觉钻研和表达 。 个体完全是 自 觉 自愿贡

献其智力 。 世界范 围内有许多大型项 开始利用 集体智慧 的力量来完成 。 如美国太空 总署的
‘

点击

者
”

项 目 ， 利用数万互联网用户的力 量完成陨石的清点任务 。 这项工作极其耗时 和困难 担普通志愿者

完成得非常出色 ， 他们的专业程度不逊于任何一名专业人员“

涌现性
反映 了 集体智慧的产生形式 ： 当

一群个体互相协作或 者互相竞争的时候 之前不存在的智慧或者智慧

行为就会突然出现

影响 力

从集体智慧的产生过程而言 集体智慧来源于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 从智慧的效力而言 集体智慧所产

生的效 力要远远大于个体所产素的效力 ；从功能而 言 集体智慧具有极大的
“

能力
”

可对未来事件诸如
地球未来的气候状况 、

产品销售 政治走 向 、药物治疗效果等作出精确的预测

准确性
通过多案例分析发现 ，运用集体智慧所做的决策 通常优于任何

一

个集体的成员 、 甚至优

于行业专家单独所做的决策

动态性

集体智慧形 成的各个成员 自 发地 非组织地参与相关行为 一

方面这
一行为具有动态性 另

一

方面其集

体智慧的水平也与客观现实保持动 态的一致性特征 ： 从而集体智慧 与社会 因素的动态性也保持了 一

致

关键性 当一个群体的人通过协作与其它群体竞争时 群体的集体智慧便成 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社会性
从个人智慧到集体昝慧 是将个人思想精华收集 、连接并凝练为集体成果的过程 具有正面社会效应 、

个体在此过程中获得 了更多的 自 信 、感动 和更强的责任感 有利于社会和谐

生态性 集体智慧所具有的众多前述的特征 所产生的各种积极效应无疑将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的正面性影响

资料 来源 ： 笔者 自制

注 ：
丨

王凯成 互联 网环境下集体智慧形式探究及用 户 参与度分析
——以各高校教育技术专 学生 为例⑴ 软件

导刊 ，

’

转？ 自 ： 刘海姦 刘人境 集体智慧的 内 涵及研究综述⑴ 管理 学报

⑦

⑧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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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智慧 生 态城市级能效管理 平台

将首次应用
”

的报道 ， 另 篇也是类似报

道 。 可见 国 内并 无从学木 角度对
“

智慧

生 态城市
”

进行研冗 。 同 时 已有 少量城

市将生 态与 智 慧 予以关联 ，
如深圳提出

从科技 、 人又 、 生态三 个万面打造
“

智

慧城市
”

（ 阵柳钦 ，
，
沈阳提出运

用 绿色科技和智 慧技木 ，
打造

“

生态 沈

阳
”

，
杌 州提 出 建设

“

绿 色 智 慧城市
”

张水 民 ， 等 ，
。
但尚 未见 学木界

明 确提 出
“

智 甓 生态城市
”

的概念
， 不

未见对
“

智慧 生 态城市
”

展开 系 统研冗

的 又献 。

弗 培根指 出
“

人的智慧就像
一

面凹凸

不 平的镜子 ， 它把 自 己的本
■

生掺杂在 事

物的本 〖
生中 ， 所以 它 反映的事物是歪曲

的 、 形 的 。

”

池 田 大作认为
“

智 慧 不

仅是创造 又化 、 获得幸福的原 动 力 ， 同

时也切不可忘记 它又是产生破坏 ， 把人

推向 滲和苦 囱的深渊的 原动 力
”

送表

明 智慧 可 能因其 不恰 士 的乜 用而 带来非

智慧的弊 病 。 见李剑桥 ，
智 甓 定理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 。

见 時 丽容 ， 杨冰之 ， 中 国智慧 城市建

设不 可 临 摹 西万 思 维 ， 通仁仅 包 报
，

。

明 确将
“

智慧 的环境
’

作为 智慧城市的

维度之和要素之一 的分别为意大利 、
荷

兰和奥地利 学者
‘

年 ， 来 自 意大利

和荷 兰的学者结合维也纳大 学评价欧洲

大 中型城市的 个维度 智慧 的经济 、 智

慧的运输业 、 智 慧的 环境 、 智 慧 的 居

民 、 智 甓 的生活和智慧 的管理 ， 定 义 了

智 慧城市
，
即

‘

智能城市 该是 由在人

力和社会资木 ，
以及在文通和七 包通讯

基础设置上的投资来推动可持续 经济增

长和 高生 质量 ， 并且通过参与 式的管

理对上 面的 资 片及 自
铁资 片进行科学的

管理
’ ’

。
见 黄天航 ， 等 智慧城市发

展与低碳经济 北京规划 建设 ，

。

转 引 自 张陶 新
，
杨英 ， 喻理 智慧 城

市的理论与 实践研咒 湖 南工业 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
，

见 王 晓涛 ， 智慧 城市执 ， 规划 比钱 更

重要， 中 国经济导报 ，

见 武 琪 ， 国 内 外 智 慧 城 市 对 比
，

智慧 城市 须 以 人为 轴 提升
“

五

感
”

，

苏 霍姆林斯基语 ， 转引 自 黄绍杵 ， 坚

持做到
“

十
”

， 铺就新教师成长之路

中 国职工教育 ， 。

见 佘正荣 生 态智慧论 北 中国

社会科学 出版社 ， 转 引 自 ：
王卫

平 ， 任 国英 ，
使鹿鄂溫克族 的生态 智楚

——基于敖鲁古 雅鄂 溫 克 民族 乡 的调

研 ’
甘肃理论学刊 ，

见 余霞 ， 鄱又化 的 生态特征与生 态智
——访肩 社科院院长傅修延 ，

工西 曰

报 ’
。

人口 史学家者推算 ， 明代皇族人 口增长

率是全 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 〗 倍 。 明代

皇 家档 案上正式收 录的皇族人数共武年

间为 人
， 到水 乐年 间增 至 〗

人
， 到

嘉靖三十二年增至 丨 人
，
万历三十二

年已增至 万 多人 ， 到明朝末年 ， 朱元律

的子孙已繁虹至近百万人之 多 。 庞大 的

皇族人 口所需要的 巨大的赋税所造成的

社会动 荡是明 朝 灭 亡的王要原 因之
一

见 明 王 朝
“

权末代
”

的可 悲 结 局 ，

而 西万 貴族 财

产 王要是 土地 ， 为 保证地产 不被分 割
，

就严格限制继承权和生育数量 。 只许 长

子结婚。
世纪 ， 欧 贵族家庭中

女子终 身不嫁比例提高 了 倍 ， 威尼斯贵

族 男子终 身不娶的 比例从 世纪的 丨

上升 到 世纪的 世 纪初 法国

的贵族女子 不嫁 见 高责的代价 ，

南国都市报

。

， 转 引 自 阵 浩

彬 ， 汪风火
，

智慧 结构 、 类型 、 测量

及 与相 关 变量 的 关 孕
，

理科 学进

展 ’

歌德语 ， 见

—
〗。，。

语
， 转引 自 王凯成 ， 互

联 网环境下集体智甓 形式探究及用 尸 参

与 度分析 以各高杈教育技木专业学

生为例 ， 软件导刊 ， 。

转引 自 刘海 鑫 ， 刘人境 ，
集体智慧 的

内 涵及研冗综述 ， 管理学报 ，
。

扛 夫利 ， 转 引 自 唐 宏梅 ， 维基

善 用 的集 体智 慧 ， 互联网 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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