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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心三化九场景”是浙江 2021 年未来社区建设的官方说法，详见参考文献 [1]；2022 年以后修改为“一统三化九场景”，其中“一统”指“党建 

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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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场景”一词来源于戏剧领域，而“智慧城市场景”还包含了对

其他不同领域的理解，不同视角下对场景概念的不同解读造成了其在认

知上的交叉和混用。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本身具

有复杂性和跨领域的特征，存在信息维度、空间维度和社会维度三元融

合的发展趋势，而智慧城市场景概念多样内涵的交叉正是这种宏观融合

趋势在微观层面的反映。智慧城市场景可以理解为：在智慧城市空间系

统取代现代城市空间系统的过程中，以尺度相对微观的空间载体为基础，

通过技术要素与空间要素结合，促进产生新社会活动变化的代表性时空

切片，呈现出功能融合、小趋势和微空间、模块化环节替换三个特征。

Abstract: The origin meaning of the word “scene” comes from drama field, 
but this word in smart city is also defined from other different fields which 
makes the concept crossed and mixed. The reason for this problem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itself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it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nd smart city has the cyber-physical-social integrating 
trend of intelligent, spatial and social dimension,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these connotations of scene in the field of smart cit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icro reflection of this macro integrating trend. The smart city scene is a 
representative space-time slice that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new social 
activities changes based on the relatively micro scale space carrier,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ical elements and spatial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smart 
city space system replacing modern urban space system. The smart city scene 
shows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function integration, microtrends and 
small space, and modular link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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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城市建设时期，“场景”成为一个热词，从空间

规划、智慧技术、媒体传播、产品研发到商业策划，不同

领域都在使用，应用十分广泛。“场景”也受到城市规划领

域的偏爱，成为智慧城市或智慧社区建设语境中的常用名

词，智慧城市中的场景可被称为“智慧城市场景”（smart 

city scene）。例如：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提出“一

心三化九场景”①的体系 [1] ；雄安新区启动区的控制性详细

规划在通信网络部分使用这一概念，提出“打造多场景分

层覆盖的移动通信网络”[2] ；上海市提出 2020 年加快区块

链等技术推广，实施智慧城市场景开放计划 [3] ；华为宣布在

深圳打造“全场景智慧城市”[4]。

场景一词虽然热门且流行，广泛出现于各类新闻媒体、

政策发布、研究报告和产品推广中，但在不同语境中描述

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其具体所指是什么？尺度多大？具

有哪些特征？凡此种种尚缺少严谨界定，使得这一概念的

内涵和时空边界模糊不清。

通过综述可以发现，智慧城市场景概念具有多种视

角的内涵，涉及空间、技术和社会等不同领域，既包括大

系统，也指代小片段 ；智慧城市场景在形成了丰富建设实

践内容的同时，也造成了理论研究与规划管理的困扰，甚

至存在滥用的趋势。智慧城市建设具有信息维度、空间维

度（物理维度）和社会维度三元融合（cyber-physical-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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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的发展趋势① [5-7]。智慧城市场景概念的丰富性

与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的跨领域发展、多维度融合趋势

密切相关，其复杂性来源于不同视角的差异化认知，并且伴

随着不同领域的融合，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1  智慧城市场景的概念来源与存在的问题

1.1  概念来源
场景一词起源于戏剧 [8]，早期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

原意是舞台 [9]，现在用来表述影视剧作品中一定时空内发生

的活动画面。当前借用这一概念形成的研究大多是从这一本

义出发形成的概念延伸，例如：1950 年代，戈夫曼（Goffman）

从社会学视角借鉴戏剧与影视中场景的概念，提出社会拟剧

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将人适应社会环境的各类活动

与戏剧中人物适应演出环境的表演活动进行类比 [10] ；1980 年

代，梅罗维茨（Meyrowitz）在互联网和电子媒介等新技术形

成的新时空环境下，研究媒介、场景与行为的关系和变化 [11]。 

2000 年以来，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的相关研究

逐步完善，并以 2016 年芝加哥学派西尔和克拉克（Silver &  

Clark）的著作《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

（Scenescapes: 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为标

志，对场景的概念、要素和价值观形成了更加系统的论述 [12-14]。

总体上，关于场景概念的探讨较多涉及空间和社会两个视角。

智慧城市建设阶段，智慧技术的应用为场景概念增加了

新技术的视角，涉及更加多维的领域 [15-18]（图 1）。例如：规

① 城市规划建设领域对三元维度关系的研究关注空间维度、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但在智慧城市阶段，三个维度的表述发生一些变化。这主要

是因为三元融合的理念主要由信通领域的研究提出，如信息物理社会系统（CPSS: 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或人—信息—物理系统（HCPS: 

Human-Cyber-Physical System）。为了与信通领域的表述对应，智慧城市阶段的三元维度融合（Cyber-Physical-Social Integration）中的三个维度表

述为信息维度（cyber dimension）、空间维度（spatial dimension，或称物理维度 [physical dimension]）和社会维度（social dimension），信息维度

与当前技术维度发展的新阶段相伴而生。

图 1  不同领域的智慧城市场景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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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计领域将场景界定为空间载体及其承载的活动内容 [19] ；

营销策划领域将场景看作商业创新的重要环节 [20-22] ；互联网

领域的场景主要指与互联网相关的连接方式 [23] ；产业创新领

域将场景看作创新步骤 [24-25] 或解决方案 [8] ；大数据领域用场

景指代技术切片 [17-18]。

在城市规划建设这一相对狭义的领域，智慧城市场景

一般指应用信息通信技术（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等新技术的“应用场景”（application scenarios），

如城市大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市政和智慧能源等，

及其带来的城市空间与功能变化 [15,26-28]。从发展趋势上看，

这一概念不仅在向新的领域拓展 [8]，其内涵也在持续发生变

化。近年来部分学者对智慧城市场景的研究从重视技术（的

表层）向以人为本（的内涵）转变 [29]，关注智慧技术与人性

需求结合的特征 [30]。另外，也有学者提出智慧城市场景应该

重视虚拟场景与现实场景的融合 [31-32]，以及设计驱动的创新

特征 [33]。

1.2  存在问题
智慧城市场景概念存在内涵不清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1）视角存在差别。从不同视角出发，场景概念的内涵

并不相同，包括舞台空间的本意 [34]，以及衍生出来的生活

情境 [23,35]、商业情景与互联网经济 [20-22]、研发环节 [24-25] 和编

程动作 [36-38] 等，相应的英文为 scenario、scene、situation 或

context 等不同用词 [8,39]。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这一概念的具

体所指可能差别很大。

（2）内容宽泛而含混。很多情况下，规划建设中的场景

指代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功能的各类变化 [1,40]，如教育场景、

交通场景等囊括了体系变化和要素变化方方面面的“海量”

内容 [41]。

（3）边界模糊。相关研究实践很少对这一概念的边界进

行明确界定，也很难说清楚场景是指哪些空间、多大规模，

包含哪些领域，以及有无起止节点等，特别是当不同尺度场

景之间存在嵌套关系时，难以明确划分边界。

上述概念界定的不明确导致城市规划建设领域在使用

这一概念时，可能造成认知混淆，并影响具体的规划安排

和对策制定。这一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空间规划领域，在

技术研发和社会研究等其他不同领域均存在一定的混淆

和困惑，如对场景一词内涵的争议引发了技术研发领域的

专门探讨 [8,37]，也引起了豆瓣和知乎等知识平台上的广泛 

争论①。

2  解读智慧城市场景概念的三个视角

通过综述可以发现，当前智慧城市场景概念主要可从空

间、社会和技术三个视角进行解读。

2.1  空间视角
空间视角的场景概念接近戏剧领域中场景的本意，对应

的英文多为 scene、scenario 或 scenescape。城市规划专业领域对

典型空间环境的研究较多地参照了戏剧领域场景概念的内涵，

场景很大程度上即指空间本身。文艺复兴时期塞利奥（Serlio）

将城市空间分为悲剧场景（tragic scene）和喜剧场景（comic 

scene）两类，并提出悲剧场景替换喜剧场景的设计方法 [34]。

克拉克针对城市发展方式的研究中提出，场景（scenescape）

指小尺度的空间和建筑环境，以及其中的人与活动，包含小尺

度空间、建筑实体、人和活动内容四个要素 [12]。近年来，国

内关注的“消费场景”或“场景化社区设计”均是以空间视

角为基础形成的概念延伸 [19,42]。

在智慧城市阶段，对场景概念的认识依然重视基于空间

视角的界定。例如：在对浙江省未来社区工作的解读中，宋

维尔认为九大场景中“未来建筑场景”是其他场景的“容

器”[19] ；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智慧城市研究中，郭晨等认

为空间是承载场景的空间范围 [43] ；张淏楠等认为在智慧城市

中，空间是场景构建的基础 [44]。

2.2  社会视角
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相比戏剧中场景的本意，场景的

概念不仅包括必要的时空要素，还更加关注时空之中的社会活

动内容，对应的英文多为 situation 或 context。梅罗维茨认为场

景研究关注“社会场景”[11]，实质是塑造社会行为的方式 [35]。

在智慧城市阶段，社会视角的场景概念包括现实的场景

和虚拟的场景，如在商业创新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互联网

经济中的电子商务和场景营销（contextual marketing）等概

念成为热门话题。场景营销是指移动互联环境下，根据消费

者信息，将线上和线下连接，精准识别场景化需求，并以场

景触发消费行为的环节 [20]。此外，场景也指生活方式变化的

具体环节，如通过提升智慧技术来优化老人看护、社区医疗

和交通出行等方面的服务水平，形成了大量的实践探索。

2.3  技术视角
技术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场景概念较多受到信息技术领域

中场景概念的影响，主要指技术研发与编程工作中的特定环

① 相关内容详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51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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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对应英文包括 scene、scenario 或 context 等不同表述。在

信息技术领域，context 是指安卓（Android）等操作系统中

与系统交互的一种过程，如“超链接”（hyperlink）功能——

将不同形态的网络文本进行链接，可以自由访问获取，在编

程过程中设计出来的特定程序环节即可被称为场景。

从这一视角延伸而来的场景与空间视角的场景概念内涵

存在一定的区别。例如：斯考伯和伊斯雷尔提出的场景包括

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和定位系统五大要素 [25]。

这些技术要素更多是以使用者为中心形成广泛连接，帮助使

用者的各种创新活动更好地嵌入智慧城市大系统中的必要要

素。基于场景的创新被认为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以自动

驾驶为例，场景要素除了车辆、人、道路和树木等物质环境

要素，也包括了数据信息要素 [38]。在技术视角，场景具体所

指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概念混淆，如乌尔布里希等（Ulbrich 

et al.）对自动驾驶技术中的场景概念混淆的问题进行了研

究，对 scene、scenario 或 situation 概念的区别进行了梳理和

界定 [37]。

3  智慧城市场景的融合内涵与要素分类

3.1  智慧城市场景概念的混用与融合
智慧城市场景的概念具有跨领域混用的复合特征，其认

知存在交叉和重叠，并不能截然分开。例如：在城市设计和

建筑设计领域，场景的本意是指戏剧和空间意涵，即 scene ；

同时，也会应用文脉（context）的概念指代后现代主义建

筑设计中建筑所在的环境关系；而在自动驾驶汽车的研究

中，技术视角的场景一般用 context 来表述技术环节，但也

会采用 scene 来描述环境状态和元素自我状态的快照，采用

situation 指代机器人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用于决策行为模型

所需要的环境信息，采用 scenario 指代连续的 scene[37]。

传统的城市规划建设关注空间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关

系，而智慧城市建设阶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

作用逐步增强，技术维度的发展已经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

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相关研究更多采用“信息维度”的表述，

智慧城市形成了信息维度、社会维度和空间维度融合发展的

新趋势 [5]。场景概念的内涵在智慧城市阶段变得更加复杂，

边界也更加难以界定。总体上，无论是空间、社会还是技术

视角，不同场景的内涵正在相互影响和融合（图 2）。
概念混用的状况之所以存在，与智慧城市整体的发展趋

势特征密切相关。当学科边界开始融合时，学术术语的语义

也将开始模糊 [45]。智慧城市三元融合的趋势反映了技术哲学

的本质论述，即技术、社会和空间的三元关系是“我—技术—

世界”基本关系的一种表现 [46]。当前智慧城市的三元维度融

合趋势是对人、技术和空间关系的重新界定 [47]。智慧城市场

景概念三个视角的融合正是智慧城市信息维度、社会维度和

空间维度三元融合宏观发展趋势 [5-7] 在微观层面的反映。

虽然当前阶段，对智慧城市场景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并形

成统一认识依然存在难度。但从城市空间规划的视角来看，

智慧城市场景可被初步总结为：在智慧城市空间系统取代现

代城市空间系统过程中，以相对微观尺度的空间载体为基础，

通过技术要素与空间要素结合，促进产生新社会活动变化的

时空切片。

3.2  智慧城市场景的三类要素及三个视角的相互关系
参考克拉克提出的场景四要素 [12]，相关学者对智慧

城市场景的要素进行了分类，如人物、行为关系、空间环

境、数据和价值政策 [44] ；空间与环境、实时状态、生活惯

性、社交氛围 [48] ；时间、地点、互动对象、事件、行为过

程、媒介 / 技术及价值等 [43]。总体上，分类思路可以理解

为在场景本义所形成的人物、空间、事件甚至价值等基本

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等新技术要素。与上述分类相比，

斯考伯和伊斯雷尔提出的五要素更强调塑造新空间和新活

动的技术条件 [25]。

场景要素的分类可以从空间、社会和信息三个视角进行

梳理。其中，空间视角重点关注空间要素，特别是对城市具

有结构性影响的元素，如建筑、街道、广场等；技术视角重

点关注技术要素，如网络通信以及相应的技术产品（摄像头、

其他传感器和无人驾驶汽车等）；社会视角重点关注技术要

素与空间要素融合后支撑的创新活动内容，如网购、共享出

行、居家办公。智慧城市场景的塑造应该更加关注这三类要

素融合之后带来的创新变化。

上述三类要素涉及三个视角的相互关系（图 3）。空间视

角与社会视角融合形成的“空间承载的社会内容”是城市规

划领域或社会学领域研究的传统内容。在此基础上，“技术

在空间的组合”指无人驾驶汽车和传感器等技术产品与智慧

城市空间结合，形成新的产品，推动传统城市空间向智慧城

市空间转型 ；“技术向社会的应用”指无人驾驶技术、网络

直播和外卖网购等基于新技术形成的新生活方式。基于这两

图 2  智慧城市场景概念的混用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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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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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变化，“空间承载的社会内容”也往“智慧城市空间承载

创新社会活动内容”的方向形成新的发展。

4  智慧城市场景的三个特征与规划对策

智慧城市作为复杂系统，具有模块化组织的规则特点及

其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小趋势（microtrends）特征。首先，

场景的功能融合特征是三元融合特征的直接表现 ；其次，小

趋势特征和模块化规则特点来源于场景概念自身的特征，也

符合复杂系统的特征 ；最后，三元融合的内涵渗透到智慧城

市的不同层次，也体现在自下而上的小趋势中，并以模块化

规则为组织原则。

4.1  多领域功能融合
当前的智慧城市场景的塑造往往采用智慧医疗、智慧交

通和智慧教育等较为单一的功能分类，但真实的智慧城市场

景并不局限在医疗、交通和教育内部，而是形成了跨领域的

相互渗透特征。例如：美国南部某机密技术公司工作场所形

成了商务工作、技术研发、交流学习、创新实验的空间交融

与功能混合布局，很难界定这一空间的功能到底是学习、研

发还是交流 [49]（图 4）。多伦多滨水区（Waterfront Toronto）

的智慧社康中心（Care Collective）提出将传统药店转变为集

药房、咖啡店、教室于一体，提供不同程度的医疗健康服务

和专业指导的活力空间 ；结合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增加创新

商业模式的移动式店铺，并允许社区实验新想法，把服务带

到社区以外其他需要帮助的地方① [50]（图 5）。
智慧城市场景中，物质空间载体成为场景的容器，而容

器承载的内容是融合的。与一般意义上的功能混合不同，智

慧城市的功能融合强调的是“跨领域”，功能融合的目的在

于通过技术、产业、文化和艺术等不同领域创新人群及其与

一般大众的交往，结合智慧技术，为催生面向未知的融合创

图 3  智慧城市场景的三个视角相互关系

① 相关内容详见 https://mp.weixin.qq.com/s/BgKHaRB92VS4gTsPEVw-Rw。

图 4  美国南部某机密技术公司工作场所的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9]

图 5  智慧社康中心场景的功能融合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0]

2

1

新提供空间容器 [51]。因而，具体场景细分虽然可能以交通、

医疗、工作等功能为主导，但其真正的创新价值在于基于智

慧技术形成融合发展的新特征。

针对功能融合特征，可以从规划建设的角度提出以下对

策：（1）规划步骤方面，在场景的目标描绘阶段应重点关注

基于新技术的功能融合场景特征，如描绘自动驾驶汽车出行

中进行远程会议的场景，使愿景描绘更加丰富 ；而在场景的

实施操作阶段，规划重点应该转向侧重单一功能的场景特征，

如将融合场景分解为自动驾驶汽车和移动视频会议两个独立

部分，以使实施方案更有针对性。（2）空间设计方面，在面

对混合功能的复杂性和人群活动的融合性需求时，面向变与

不变的可能性，要在空间用地和利用机制上适度留白，保留

弹性，强调兼容性的作用，为面向未知的创新提供相应的空

间载体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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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小趋势与微空间
按照戏剧领域的场景本意，场景概念是一幕一幕的切

片，与戏剧整体的系统相对。因而，与戏剧整体相比，场

景具有小尺度和片段化的特征。场景概念的大规模传播离

不开时空碎片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54]。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小趋势现象受到关注。这些“小

趋势”即典型的场景变化，其概念由佩恩（Penn）及其合

作者提出，主要含义是指小范围出现的但能对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的变化 [55]。林奎斯特（Lindkvist）提出未来社会将会

有很多小力量改变世界发展的主流动向，并通过案例研究

提出从生活细节入手来进行创意革新的理念 [56]。吴声认为

场景就是对瓦茨（Watts）“小小世界”（small worlds）中不

同个体的连接 [23]。

与对智慧城市发展目标作出空泛的“大描绘”和“大

愿景”相比，因应小趋势和小变量的需求，智慧城市场景在

创新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智慧城市应该关注通过“微空

间”的智慧化为“小趋势”的创新提供空间载体，使内容与

载体相对应。例如：多伦多滨水区的智慧城市场景将以这些

微空间为载体，促使智慧技术与空间要素结合，承载创新活

动的发生，满足创新人群的需要，开展空间规划方面的创新

探索。虽然街道、建筑和公共空间等要素是传统的，但其内

部的场景是基于新技术的新工作生活方式在小尺度空间形成

的复杂集合 [16]。

针对小趋势和微空间特征，可以从规划建设的角度提出

以下对策。（1）空间方面，为智慧城市的自下而上的小趋势

创新提供相应的微空间载体，如适合视频直播或网络互动的

咖啡座等公共空间和设施。（2）内容方面，在智慧城市建设

中重视智慧技术应用与微更新、城市双修等工作的结合，探

索创新的模式和方法。（3）机制方面，参考复杂性科学的理

论和方法，借鉴日本智慧城市 PPP 平台的合作模式① [57]，为

技术厂商的小创新与城市建设的小需求之间搭建桥梁，以确

保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协调开展。

4.3  模块化环节替换
场景可以被理解为系统中的特定环节，而非系统本身。

模块本身具有外部组合和内部再分的特征，系统和环节的概

念本身就具有相对性，较小尺度上的系统也可能被看作更大

尺度上系统的环节，如在卫星地图尺度下，城市场景可被界

① 智慧城市的建设涉及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和市民等不同主体的合作协同。日本内阁府于 2019 年构建了“智
慧城市 PPP 平台”，将中央机构、地方政府、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统筹起来，形成较为完整的合作平台构建机制，梳理不同城市的需求，并

统计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技术产品供给，通过平台有效匹配供给和需求，促进智慧城市项目合作，从总体架构的角度实现了对具体合作项目

的统筹。

定为 100 km2 的图像切片 [17]。与区域规划尺度下的场景或建

筑单体内部的场景相比，本文中的智慧城市场景主要是指街

道、公共空间等城市空间场景。大量的小趋势、微空间层面

的场景创新依据模块化方法构建了智慧城市整体层面的复杂

创新发展进程。

针对应该如何认识场景大小的相对性问题，主要的应对

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级分类，有研究指出场景包括大

场景和小场景，复杂的大场景由众多易操作的小场景组成 [20]；

也有研究提出场景单元、场景簇、场景簇群和场景集群的分

级概念 [43]。二是采用模块化的方法，将场景看作一种独特的

“模块”，场景的变化符合模块化组织的原则，可以通过模

块化的方式进行不同环节的组合分解 [30]。

针对模块化环节替换特征，可以提出以下对策。（1）空

间设计方面，基于三元融合的视角，重视智慧技术与空间载

体的结合，创造出模块化的智慧城市空间产品，并总结这些

模块的组合模式与机制，探索其与场景的协同关系。（2）规

划建设方面，将模块化理念与智慧城市建设运营的整体思路

相结合，在总体设想、场景描绘和产品引入一直到运营建设

的整体框架下思考模块化空间产品的价值，在模块替换的过

程中，统筹考虑智慧技术产品、居民需求和运营可行性，以

使相关模块的置入更加可行。

5  结论

智慧城市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未来城市的整体愿景与形

象尚不明确。从当前智慧城市的研究与实践来看，大量自下

而上的创新已经在各个环节涌现，智慧城市场景成为管窥未

来城市的重要路径。这些自下而上具有创新内涵的智慧城市

场景将成为描绘未来智慧城市整体愿景的组成要素，也是推

动城市智慧发展的重要支撑。

通过溯源可以发现，在智慧城市三元融合的趋势下，场

景的内容也相互融合，内涵愈加丰富。可以说，智慧城市场

景的复杂内涵正是智慧城市各领域融合的宏观趋势在微观层

面的表现。智慧城市场景概念依然很难被明确界定，但回归

到城市空间规划建设方面，功能融合、小趋势和模块化三个

特征较为明确。基于这些认知，笔者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

更加有针对性地推进智慧城市场景的创新发展。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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