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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移雄安信息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睿信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浪潮新基建科技有限公司、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科云图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数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市大数据中心(成都市网络理政中心)、城云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佛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上海数字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杭州市临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山东省大数据局、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成都

市标准化研究院(成都市 WTO/TBT咨询中心)、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长威

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数据服务中心、山东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

司、伟志股份公司、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网信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控城市环境服

务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裴勇、张军亭、张红卫、崔昊、刘文、周倩、冯晓蒙、安小米、郑庆国、李赟、彭革非、

李亚健、周微茹、苏莹、董南、张国强、何旭珩、周波、李腾、耿任、聂延磊、庞晓静、陈正伟、梁永增、吴志雄、
王继伟、奚瑜、宋曦、蒲菊华、乐文忠、李学坚、郑小广、熊自伟、陈武、王飞飞、王瑶瑶、李童、胡晋乐、
陈洪翔、张菡文、蒋彬、刘莎、许佳立、李培、盛浩、林韶军、孟国山、王妍、宋剑锋、徐明慧、念灿华、刁一佳、
孔俊、陈志谋、庄广新、李建伟、朱武振、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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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市运行指标体系由城市运行和管理范围内相互联系的指标组成,是对数据和场景之间的内在特

征和外部联系进行描述和界定的有机整体,是构成驱动城市数据资源一体化治理和应用场景高效协同、
统一管理的关键要素。

本文件从我国城市运行管理的内涵、特征、要素及价值导向出发,立足智慧城市发展现状,给出城市

运行指标体系总体框架。各地可参考该框架,结合本地业务需求,梳理出适合本地的城市运行指标体

系,并依托具有指标体系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一体化运行能力的数字化平台,以实时接入、在线加工、预警

预测、安全管控、开放应用等方式,将城市运行指标体系应用于城市数据管理和应用场景管理,实现城市

运行态势感知、预测预警、洞察分析、智能研判、辅助决策、统筹调度、人机交互和效能评估,为智慧城市

的顶层规划和科学建设提供依据,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数字化支撑,助力城市数字化转型。
本文件所提出的“城市运行指标体系”概念,与现有“城市运行生命体征指标体系”“城市运行体征”

“城市运行指征”“城市运行生命体征”“城市指征体系”等概念所描述的内容相同,仅在表述中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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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城市运行指标体系
总体框架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城市运行指标的制定原则,给出了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指标分类及描述、指标元

数据。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运行指标的制定,也适用于城市运行相关项目的规划、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37043—2018 智慧城市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7043—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运行指标 cityoperationindicator
通过描述城市运行相关的各项事宜,用来反映城市在不同时间的状态及能力的单位或方法。

3.2
城市运行指标体系 cityoperationindicatorsystem
由一系列具有相互联系的城市运行指标(3.1)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3.3
元数据 metadata
关于数据或数据元素的数据(可能包括其数据描述),以及关于数据拥有权、存取路径、访问权和数

据易变性的数据。
[来源:GB/T35295—2017,2.2.7]

3.4
指标元数据 indicatormetadata
描述城市运行指标(3.1)的数据。
注:包括指标编码、指标名称、指标时间、指标区域、指标数值等。

4 制定原则

城市运行指标的制定应符合以下原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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