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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公共服务外包
许彬彬

(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 智慧城市建设既强调基础设施又强调服务社会民生，这让传统城市建设模式面临许多问题。公共服务外包将

竞争机制引入智慧城市建设，实现了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为了实现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在公共服务外包中

应以完善社会民生应用为核心，以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抓手，以推广智慧应用为落脚点，以优化社会环境为发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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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2014 年城镇

常住人口达到 7. 5 亿人，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带来了很多城

市问题。如何实现城市的有效管理、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了

许多专家学者探求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智慧城市”概

念的出现，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愿景，备受社会

关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了对智慧城市公共服务供

给 的 研 究。例 如， Ｒudolf Giffinger ( 2007 ) 和 Forrester
( 2010) 认为智慧城市就是使城市关键基础设施更智能，实

现智慧经济、智慧人民、智慧管理、智慧流动、智慧环境和

智慧生活。［1］ 国内学 者 在 公 共 服 务 的 发 展 基 础 ( 焦 明 连，

2011) 、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性 ( 宋正娜等，2010) 和发展

机制 ( 周春山等，2011) 等研究的基础上，吴克昌 ( 2014)

提出了合作式、一体化、全触式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此外

还有学者从智慧交通 ( 张轮等，2014) 、智慧环境 ( 杨学军

等，2014) 、智慧食品 ( 张亮等，2014) 等领域研究了智慧

城市建设中公共服务发展的具体内容和方法。综上所述，学

术界对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的研究总体上偏向宏观探讨和具体

领域发展模式的研究，对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服务外包的研

究尚显欠缺。因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

1 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服务外包的必要性分析

智慧城市通过创新性地使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塑了城市

的功能、结构、形象和特色等一系列城市发展中的关键问

题，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城市管理者的欢迎。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 年 ICT 深度报告》披露，目前中国 100% 的副省级以

上城市、89%的地级以上城市、47%以上的县级及以上城市

都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要明确其定位，处理好政府引导与

市场主体的关系，有限的政府才是管理高效的政府。［2］公共

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兴的制度安排，它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

服务供给中，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利用和优化配置，智慧

城市建设中它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我国高科技产

业日益发达，一大批优秀的社会企业具备先进的技术，能够

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一系列专业的服务; 二是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重塑传统产业结构，将城市公共服务变得

智能化、服务化、人性化; 三是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巨大，为

了减少政府投资，盘活资本存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智慧城

市相关领域无疑是最佳选择。

2 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服务外包的现状与问题

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公共服务外包需要

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协同作用才能发挥其最佳作用。［3］若

市场环境滞后于政府管理、或者政府转型滞后于市场发展，

它的功能将会是有限的。
2. 1 公共服务外包规模较小、领域狭窄

我国政府很早就开始进行公共服务外包，外包范围一般

为社区民生服务、行业性服务、社会公益服务、城市基础事

务等领域，智慧城市建设中，将公共服务外包限制在特定领

域无疑会影响新时期的外包和城市建设。
2. 2 公共服务外包侧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忽略运营维护

政府的优势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包揽信息基础的运

行和维护既分散了政府的精力也不是政府的强项。智慧城市

建设中不能只注重信息基础的建设，对后期运行、维护也要

给予高度的重视。

3 完善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服务外包的对策与
建议

公共服务外包这一制度本身具有多重优越性，在各地的

实践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要完全发挥它在智慧

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还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
第一，以完善社会民生应用为公共服务外包的核心。

2014 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2014—2020) 》明确

提出，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稳步推进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

完善，消费环境更加便利，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

果。智慧城市建设首要的是提高城市承载力、增强社会民

生，这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重点。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应者

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者，应充分利用服务外包，以完善社会民

生应用为核心，大力加强供电、供水、供热、垃圾处理及公

路、铁路、轨道交通设施，医疗，旅游、健康养老等民生应

用上的外包和投入。
第二，以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公共服务外包的抓

手。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智慧城市的神经中枢，而信息技术并

不能直接为城市服务，需要通过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来实现。
一方面，我国很多企业一直从事新一代信息技 ( 下转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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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资源，并购重组中小煤炭企业，可有效解决资源储备不足

问题，提高区域煤炭集中度。近几年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收购

了平顶山、汝州和禹州矿区的香山矿、新峰矿务局、白庙集

团、梨园矿务局、朝川矿务局等。目前又把触角伸向内蒙古

的鄂尔多斯矿区、陕西省咸阳市和南非的津巴布韦。通过这

些兼并重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原煤生产能力由 2600 多

万吨，提高到 4000 万吨以上，保持了在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资源储备量由 70 亿吨，提高到 160 亿吨以上，增强了企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对周边煤炭企业整合后，相应提高

了区域的煤炭集中度，增强了企业对区域市场的调控能力和

在区域市场上的发言权。
4. 3 并购重组相关产业，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延长产业

链条，提高企业综合效益

作为大型企业集团，若走一元化道路，一旦市场发生波

动，受市场影响过大，严重的还可能导致企业陷入瘫痪甚至

破产倒闭。要保持企业的安全稳定运营，就需要走多元化发

展之路，有效分散经营风险。近年来，中国平煤神马围绕发

展煤基相关产业，收购了平顶山天宏焦化、飞行化工集团和

开封的东大集团、精细化工厂等企业，重组了河南蓝光发电

公司，许昌能信热电公司、许昌天健公司。基本构建了煤

电、煤焦、煤化三条产业链的发展格局，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升级。目前非煤产业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 2 /3。
4. 4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市场优势，提高市场调控

能力

一是煤炭企业在引进下游企业战略投资的同时，与其建立

了以资本为纽带的新型合作关系，使下游企业成为煤炭企业的

的股东，实现了煤炭电力、钢铁等的一体化运作，使上下游企

业成为利益共同体。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基于这种特殊的联盟

关系，煤炭市场会相对固化，与其他企业的市场相比，会更加

稳固一些，受市场冲击会更小一些。目前，中国平煤神马通过

引进战略投资，使 90%的焦煤和 50%以上的电煤用户成为集团

或子公司股东，抗市场风险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二是在市场经营形势好的时候并购相关产业，提高了煤

炭的就地转化能力，相应降低煤炭直接投放市场的比例。一

旦市场出现问题，煤炭供应过剩、供大于求，可以就地转化

部分能力，降低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企业受煤炭市场波动的

影响将会大大降低。中国平煤神马通过并购重组发展相关产

业，近期煤炭就地转化能力有望达到 1000 万吨，将来可实

现原煤就地转化率 50%以上。
三是并购重组铁路、港口等企业，打造了矿路港航场一

体化运作，提高了煤炭产品的配置和调运能力。近年来，中

国平煤神马围绕打造矿路航港场一体化发展模式，与河南地

煤集团合作重组了平禹铁路公司，打通了区域煤运通道，与

湖北省燃料总公司、长江航运集团等合资组建了平鄂煤炭港

埠公司，占据了长江黄金煤运通道，与华菱湘钢等联合重组

了天蓝配煤中心，提高了煤炭配送能力，并成功将客户资源

转化为市场资源，下一步还将探索涉足公路运输，打造安全

可靠的煤炭运输渠道。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这几年在兼并重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尝到了兼并重组带来的实

效，全面提升了企业安全运营能力，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实现

新跨越，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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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P206) 术的研究，拥有专业的技术、全面的资源。智

慧城市建设中它们能够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不

仅技术先进、安全可靠，而且拥有优良的社会适应性和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是智慧城市运

行的神经中枢，在建设时政府应充分利用我国技术型企业的

优势，将这部分项目外包出去，既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

率，又可以节约资金、提高项目效益。
第三，以推广智慧应用为公共服务外包的落脚点。智慧

应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落脚点，直接关联市民日常生活，主

要包括网格化管理系统、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公共交通信息

服务系统、社会保障卡等。［4］一是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智慧

城市应用。荷兰阿姆斯特丹为了推动智慧城市发展，将政府

数据和社会媒体数据开放给数据开发者，鼓励其开发智慧化

应用，提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短期内智慧交通、智慧旅游

等应用就开发出来，极大便利了市民的出行。二是通过公共

服务外包，加速推广智慧应用。目前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很多

相对成熟的智慧应用平台，例如阿里云平台，用户通过它可

以方便地完成生活缴费。智慧应用的推广如果外包给这样的

企业和组织，能快速实现智慧应用与市民生活对接，节约政

府推广成本，进一步提升市民对智慧城市的了解度、满意度

和支持度。

第四，以优化社会环境为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保障。首

先，要加强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一方面鼓励大学和研究所

培养不同层次的服务外包人才; 另一方面鼓励已经从业的服

务外包人员定期接受培训，加大海外服务外包人才的引进。
其次，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自主创新，形成

全社会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最后，充分保障市民的参

与权和监督权。外包的公共服务是否满足一定的质量和标

准，服务的最终受益者———社会民众无疑最有发言权，当民

众反映外包的公共服务质量不达标时，不仅要应追究供应商

的责任，还要追究管理方的责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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