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ITU-T  Y.4904 
国际电信联盟 

电信标准化部门 

(12/2019) 

 

Y系列：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的协议问题、 

下一代网络、物联网和智慧城市 

物联网和智慧城市及社区 – 评估与评定 

 

 
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 

 

ITU-T Y.4904 建议书 

 



 

ITU-T Y系列建议书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的协议问题、下一代网络、物联网和智慧城市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  

概要 Y.100–Y.199 

业务、应用和中间件 Y.200–Y.299 

网络问题 Y.300–Y.399 

接口和协议 Y.400–Y.499 

编号、寻址和命名 Y.500–Y.599 

运营、管理和维护 Y.600–Y.699 

安全 Y.700–Y.799 

性能 Y.800–Y.899 

互联网的协议问题  

概要 Y.1000–Y.1099 

业务和应用 Y.1100–Y.1199 

体系、接入、网络能力和资源管理 Y.1200-Y.1299 

传输 Y.1300–Y.1399 

互通 Y.1400–Y.1499 

服务质量和网络性能 Y.1500–Y.1599 

信令 Y.1600–Y.1699 

运营、管理和维护 Y.1700–Y.1799 

计费 Y.1800–Y.1899 

经由NGN的IPTV Y.1900–Y.1999 

下一代网络  

框架和功能体系模型 Y.2000–Y.2099 

服务质量和性能 Y.2100–Y.2199 

业务方面：业务能力和业务体系 Y.2200–Y.2249 

业务方面：NGN中业务和网络的互操作性 Y.2250–Y.2299 

NGN的增强功能 Y.2300–Y.2399 

网络管理 Y.2400–Y.2499 

网络控制体系和协议 Y.2500–Y.2599 

基于分组的网络 Y.2600–Y.2699 

安全 Y.2700–Y.2799 

通用移动性 Y.2800–Y.2899 

运营商水平的开放环境 Y.2900–Y.2999 

未来网络 Y.3000–Y.3499 

云计算 Y.3500–Y.3999 

物联网和智慧城市及社区  

概要 Y.4000-Y.4049 

定义和术语 Y.4050-Y.4099 

要求和应用案例 Y.4100-Y.4249 

基础设施、连接和网络 Y.4250-Y.4399 

框架、构架和协议 Y.4400-Y.4549 

业务、应用、计算和数据处理 Y.4550-Y.4699 

管理、控制和性能 Y.4700-Y.4799 

识别与安全 Y.4800-Y.4899 

评估与评定 Y.4900-Y.4999 

  

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细目，请查阅ITU-T建议书清单。 

 



ITU-T Y.4904 建议书 (12/2019) i 

ITU-T Y.4904 建议书 

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 

摘要 

ITU-T Y.4904建议书为可持续智慧城市提供了成熟度模型。该成熟度模型有助于确定建

议的目标、等级和关键措施，以供城市有效检查其当前情况并确定实现成为可持续智慧城市

（SSC）的长期目标所需的关键能力。 

本建议书包括： 

– 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SSC-MM），

– 可持续智慧城市中的成熟度维度，

– 可持续智慧城市的成熟度等级，以及

– 可持续智慧城市关键绩效指标的映射。

历史沿革 

版本 建议书 批准 研究组 唯一识别码* 

1.0 ITU-T Y.4904 2019-12-06 20 11.1002/1000/13864 

关键词 

评定、信息和通信技术、成熟度模型、可持续智慧城市。 

* 欲查阅建议书，请在您的网络浏览器地址域键入URL http://handle.itu.int/，随后输入建议书的唯一

识别码，例如，http://handle.itu.int/11.1002/1000/11830-en。

http://handle.itu.int/11.1002/1000/13864
http://handle.itu.int/11.1002/1000/1183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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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

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

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

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

术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

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

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须”或“必

须”等其他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一方

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

是其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他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

性不表示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

通知。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并非最新信息，因此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网址查询电

信标准化局（TSB）的专利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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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成熟度模型提供了一种理论连续体，其中，成熟度从一个等级增加到下一个等级。 

成熟度模型可被视作一套结构化的等级，描述行为、实践和过程能可靠和可持续地产生

所需结果的程度。成熟度模型也可用作了解当前情况和设置明确目标的工具。 

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确定建议的等级、关键措施、目标和行动，以供城市有效检

查其当前情况并确定实现成为可持续智慧城市的长期目标所需的关键能力。 

本建议书的目标是帮助城市和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建立一种通用语言，以在制定和执行城

市发展战略方面加强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合作，并促进和鼓励使用新兴技术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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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建议书为可持续智慧城市提供了成熟度模型。评定和评估当前和目标成熟度等级的不

同维度绩效的方法对于在向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和执行持续改进策略而言至关重

要。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的目标是帮助城市和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建立一种通用语言，

以在制定和执行城市发展战略方面加强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合作，并促进和鼓励使用新兴技

术和解决方案。 

下文列举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的一些目标： 

– 描述可持续智慧城市的总体目标，并认识到这些目标在不同城市间有所不同。 

– 评定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的当前状态。 

– 协助制定发展策略并概述必要的时间表。 

– 了解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全球最佳实践。 

– 帮助城市进行自我评估并促进不同城市间的评估结果共享。 

详细的成熟度评定方法不属于本建议书的范围。建议城市自己确定合适的详尽成熟度评

定方法。 

2 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及含有本建议书引用条款的其他参考文献构成本建议书的条款。所注
明版本在出版时有效。所有建议书及其他参考文献均可能进行修订；因此鼓励建议书的使用
方了解使用最新版本的下列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可能性。ITU-T建议书的现行有效版本
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在引用某一独立文件时，并未给予该文件建议书的地位。 

[ITU-T Y.4901]  ITU-T Y.4901/L.1601建议书（2016年），与可持续智慧城市中信息和通
信技术使用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 

[ITU-T Y.4902]  ITU-T Y.4902/L.1602建议书（2016年），与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可持续智
慧城市的可持续性影响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 

[ITU-T Y.4903]  ITU-T Y.4903/L.1603建议书（2016年），评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情况
的可持续智慧城市关键绩效指标。 

3 定义 

3.1 他处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使用下列他处定义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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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城市（city）[b-ITU-T Y.4900]：具有一个（或多个）地方政府和规划部门的城市地理

区域。 

3.1.2 可持续智慧城市（smart sustainable city）[b-ITU-T Y.4900]：作为创新型城市，可持

续智慧城市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及其他方式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城市运行和服

务的效率，增强竞争力，同时确保满足当代和后代在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方面的需求。 

注 – 城市竞争力指决定城市可持续生产力的政策、机构、战略和过程。 

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定义下列术语： 

3.2.1 城市可持续性（city sustainability）：智慧城市的可持续性基于城市为保障居民生活

创造收入和提供就业的经济能力。尽管阶层、种族或性别存在差异，但仍保证向居民公平地

提供社会福利（安全、医疗卫生、教育等），以及对环境及自然资源目前和未来具备高质量

生存和再生性的保护，加之治理一个城市的能力，即维持稳定、民主、参与和公正的社会条

件。 

3.2.2 成熟度模型（maturity model）：从一个或多个特定的评定模型中衍生出的用于识别

显示评定类别的阶段性发展或发展等级的集合的模型。 

注 – 修订自[b-ISO 37153]:2017(en)，3.1。 

3.2.3 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smart sustainable city maturity model，SSC-MM）：

衍生出的用于识别特定城市或可持续智慧城市的阶段性发展或发展等级的集合的模型。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使用下列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EV 电动汽车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 

IoT 物联网 

KPI 关键绩效指标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SC 可持续智慧城市 

SSC-MM 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 

5 惯例 

无。 

6 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SSC-MM） 

在本建议书中，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SSC-MM）根据城市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发展情况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情况。为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

一致，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包括可持续性的三大支柱：经济性、环境性和社会性

[ITU-T Y.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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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议书还将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描述为一个具有五个成熟度等级和三个维度的

模型，以为城市向实现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目标迈进的过程提供指南，如图1所示。可为一

个城市的每个维度确定成熟度等级。该城市需要完成与维度相关的每个选定主题的所有目标

成就，以达到该主题的特定成熟度等级。之后，城市的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等级可以通过

结合不同维度的成熟度等级来确定。城市使用的主题以及如何将它们组织到三个维度中，可

以进行调整以反映每个城市采用的方法。城市将在可持续智慧城市战略制定阶段整合所有其

正在进行中的和已完成的可持续智慧城市项目和举措以确保与现有工作保持一致。此外，应

针对与成熟度模型相关的数据或信息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关键绩效指标（KPI）尤其能够

反映城市的性能和成就，因此，建议用关键绩效指标评定成熟度等级。 

 

图1 – 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SSC-MM） 

基于可持续智慧城市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b-UN Resolution 288] 的定义，以下所述
为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的成熟度维度： 

– 维度1 – 经济性：能够创造收入和提供就业，以保障居民生活的能力。 

– 维度2 – 环境性：能够保护自然资源目前和未来具备高质量生存和再生性的能力。 

– 维度3 – 社会性：能够公平公正地为居民提供福利（安全、医疗卫生、教育等）的能
力，而不受背景、种族或性别等的影响。 

建议将图1所示的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用于： 

– 描述可持续智慧城市的总体目标； 

– 确定与发展相关的问题，并概述必要的时间表； 

– 助力城市确定成熟度评定所需的关键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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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熟度维度 

7.1 经济性 

该维度用于评估可持续智慧城市如何帮助促进当地经济和改善就业，以保障居民生活。 

经济性维度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主题： 

–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 创新； 

– 就业； 

– 贸易（电子商务和出口/进口）； 

– 生产力； 

– 物理基础设施（供水、电力、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交通、道路基础设施、建筑物和
城市规划以及公共空间）； 

– 公共部门。 

7.2 环境性 

该维度用于评估可持续智慧城市如何帮助保护自然资源目前和未来具备高质量生存和再

生性。 

环境性维度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主题： 

– 空气质量； 

– 水和公共卫生； 

– 噪声； 

– 环境质量； 

– 生物多样性； 

– 能源。 

7.3 社会性 

该维度用于评估可持续智慧城市如何帮助保障居民福利（安全、医疗卫生、教育等）以

及相关服务不受背景、种族或性别的差异影响而公平地提供。 

社会性维度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主题： 

– 教育； 

– 医疗卫生； 

– 安全（救灾、紧急情况、公共安全及信息和通信技术）； 

– 住房； 

– 文化； 

– 社会包容性。 

8 成熟度等级 

本节从等级目标、共同成就、关键实践和关键绩效指标等方面描述了成熟度的五个等

级。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等主题来描述成熟度等级和示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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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 成熟度等级并非针对城市排名，而是为城市提供了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和改进的长期路线图。

鼓励城市交换和共享信息、知识和用例，这些内容被证明是在每个等级改善城市性能的有效方法。 

注2 – 本建议书提供了一组维度和成熟度等级作为可持续智慧城市的成熟度模型。然而，目标成就及

其定义等级可根据评定主体或环境的不同而进行选择。 

8.1 成熟度等级1 

在该等级，城市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一旦城市的地方政策制定者制定了总体的可持

续智慧城市目标和愿景，城市需要制定具有相关计划的城市可持续智慧城市战略。该等级还

需准备就绪的清晰的路线图或战略规划，以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助力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奠定

基础。此外，综合城市治理也应该落实到位，以管理可持续智慧城市的发展。 

该等级需要实现的成就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城市已经制定了详细的策略以兼顾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与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相
关的预算、资源和成本的评估； 

– 有一个指定的高级经理或管理团队，负责实施可持续智慧城市策略，协调和监督所
有智慧城市举措，促进举措间的协调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协同增效效应； 

– 已就可持续智慧城市相关的通用术语和通用参考模型达成一致意见； 

– 就优先领域、技术和举措确定了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的优先事项； 

– 已经为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的每个成熟度等级制定了评定计划和关键绩效指标目
标； 

– 收集城市当前绩效的关键绩效指标值并将其记录为基准绩效。 

8.2 成熟度等级2 

在该等级，城市需要实现的目标是：使可持续智慧城市举措与城市的可持续智慧城市战

略相匹配，例如，部署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以支持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的运营和相关活

动。 

该等级需要实现的成就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根据城市总体可持续智慧城市路线图为已准备就绪的基础设施制定计划； 

– 明确关键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以支持可持续智慧城市举措； 

–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能够独立运行，以提供不同的可持续智慧城市服务； 

– 建立了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记录，并定期更新； 

– 定期开展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及服务的自我评估； 

– 按照城市可持续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成熟度等级2的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方面实现了
绩效改进。 

8.3 成熟度等级3 

在该等级，城市需要实现的目标是：部署了特定的可持续智慧城市举措，并通过本地社

区服务中心、移动应用和Web门户等渠道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提供了可持续智慧城

市服务。 

该等级需要实现的成就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市政局各部门或特定授权机构，以及私营部门企业建立独立的平台或系统，系统化
管理资源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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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不同渠道，例如移动应用、Web门户、服务平台、本地社区终端等实现服务的
无障碍获取； 

– 通过功能性改善更新服务； 

– 监测并分析应用的运行情况，以改善服务性能和质量； 

– 定期就目标社区开展用户满意度评定； 

– 按照城市可持续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成熟度等级3的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方面实现了
绩效改进。 

8.4 成熟度等级4 

在该等级，城市需要实现的目标是：确保系统和数据的集成以提供城市服务。物联网

（IoT）、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可被用于改善服务质量和互操作性。 

该等级需要实现的成就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实现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互操作性； 

– 建立跨基础设施、系统和/或社区的协作； 

– 提供跨域平台和应用； 

– 视情况而定，将不同来源的开放数据向公众公开； 

– 定期就利益攸关方和服务提供商开展满意度评定； 

– 按照城市可持续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成熟度等级4的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方面实现了
绩效改进。 

8.5 成熟度等级5 

在该等级，城市需要实现的目标是：持续改进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每一项

城市服务都要经过调查，以确定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增加为居民带来的价值的方法。据预

计，系统、数据、创新服务和应用之间的协同将不断促进城市价值创造和居民的幸福感提

升。不断提高的城市管理效用和效率，将继续为城市长期的可持续智慧城市愿景做出贡献。 

该等级需要实现的成就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基于协同系统的服务、应用和协作不断改进； 

– 有效建立了基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管理和运作模式； 

– 通过使用技术使服务和应用的不断改进成为可能； 

– 建立了系统的评定流程以进行持续改进和绩效评估； 

– 分析评定和评估的结果，并实施相应的行动计划作为城市可持续智慧城市战略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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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每个成熟度等级的建议成就 

 策略 基础设施 数据 服务和应用 评定 关键绩效指标性能 

成熟度 

等级1 

制定总体战略 明确了战略中的关

键的信息和通信技

术基础设施 

确定了战略中数据

的关键方面 

确定了城市级别的服务和

应用的策略和优先事项 

评定计划已准备就

绪 

设置城市可持续智

慧城市战略关键绩

效指标的长期目

标，并收集了关键

绩效指标的基准值 

成熟度 

等级2 

可持续智慧城市

举措与战略保持

一致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独立运行 

对识别、捕获、组

织和使用数据的本

体论和方法论达成

一致 

域服务和应用由特定系统

运行 

开展信息和通信技

术基础设施开发和

服务的自我评估 

达成成熟度等级2的

中期关键绩效指标

目标 

成熟度 

等级3 

开展可持续智慧

城市举措评估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的无障碍获

取得到改善 

数据在系统和平台

上得到了恰当的存

储、处理和管理 

向公众提供服务和应用。 

应用和服务运行得到监测

和分析，以改善服务性能

和质量 

开展用户满意度评

定 

达成成熟度等级3的

中期关键绩效指标

目标 

成熟度 

等级4 

制定策略，以增

强融合和协作 

具有互操作能力的

跨域信息和通信技

术基础设施得以提

供 

开放数据对公众可

用 

跨域服务和应用对公众可

用 

开展利益攸关方满

意度评定 

达成成熟度等级4的

中期关键绩效指标

目标 

成熟度 

等级5 

探索改进和优化

的潜力 

持续开发基础设施 在数据共享、利用

和交换等方面进行

了改进 

通过应用最先进的技术持

续改进服务和应用 

建立了系统化的评

定过程，并采取了

相应的行动 

达成关键绩效指标

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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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键绩效指标与成熟度等级间的映射 

达到预期的成熟度等级的一个要求是实现在城市绩效矩阵中设置的目标关键绩效指标

值。绩效矩阵结合了关键绩效指标及其目标值，由城市根据自己情况和战略制定。城市可持

续智慧城市战略确定了每一成熟度等级的关键绩效指标的长期目标值和中期目标值。建议城

市综合考虑自身优先事项、限制、资源和当前情况（基准）确定符合其可持续智慧城市战略

的关键绩效指标中期目标值。附件A提供了绩效矩阵的模板。 

为了说明，表2提供了一个城市制定的绩效矩阵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关键绩效指标的目标值。 

表2中的示例显示了以下衡量城市各成熟度等级绩效目标的措施： 

1 如果按照可持续智慧城市战略记录家庭互联网接入和电力系统中断时间的当前值，
并编制如表2所示的绩效矩阵，则城市可以宣称已达到成熟度等级1的绩效目标。 

2 如果家庭互联网接入的值达到30%（即，成熟度等级2的目标），则城市可以宣称已
达到成熟度等级2的绩效目标。在本示例中，对于达到成熟度等级2的城市，无须对
电力系统中断时间的值提出严格要求。 

3 如果家庭互联网接入的值达到40%，且电力系统中断时间的值达到30分钟，则城市可
以宣称已达到成熟度等级3的绩效目标。 

4 如果家庭互联网接入的值达到60%，且电力系统中断时间的值达到25分钟，则城市可
以宣称已达到成熟度等级4的绩效目标。 

5 如果家庭互联网接入的值达到80%，且电力系统中断时间的值达到15分钟，则城市可
以宣称已达到成熟度等级5的绩效目标。 

对于使用ITU-T在[ITU-T Y.4901]、[ITU-T Y.4902]和[ITU-T Y.4903]中发布的可持续智慧
城市关键绩效指标的城市，本建议书也提供了基于第8节中介绍的成熟度等级成就的每个成
熟度等级的可持续智慧城市关键绩效指标映射。关键绩效指标以两类列举： 

1 核心指标：建议所有城市执行成熟度评定时考虑的指标。建议在特定等级上列出的
所有核心指标均达到目标值，以使城市可以宣称达到该等级。 

2 附加指标：城市在制定自己的成熟度评定计划和执行成熟度评定时可以考虑的指
标。 

ITU-T建议的核心指标的映射列于附件B，附加指标的映射列于附录I。如果可持续智慧
城市关键绩效指标已在ITU-T Y.4901、ITU-T Y.4902和ITU-T Y.4903建议书之一中被列为核
心指标，则被列为核心指标；否则，被列为附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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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 带有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的绩效矩阵示例 

维度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成熟度等级5的长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4的中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3的中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2的中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1的当前关键 

绩效指标值 
 

经济性 信息和通信技术

基础设施 

家庭互联网 

接入 

收集的基准 中期目标值 

例如，30% 

中期目标值 

例如，40% 

中期目标值 

例如，60% 

目标值 

例如，80% 

电力系统 

中断时间 

收集的基准 – 中期目标值 

例如， 

30分钟 

中期目标值 

例如， 

25分钟 

目标值 

例如，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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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成熟度模型使用方法导则 

进行成熟度评定的一般步骤如下所示： 

1 将关键绩效指标（诸如ITU-T SSC KPI）映射到成熟度模型； 

2 准备如表1所示的与成熟度评定相关的成就和关键绩效指标（城市可以根据自身特定
需求和战略填加附加的关键绩效指标）。 

3 通过基于城市情况及战略在每一成熟等级为关键绩效指标设置目标值，制定绩效矩
阵以展现成熟度路线图。 

4 在智慧城市发展初期及不同阶段开展成熟度评定，并确定城市的绩效。 

5 建议将城市绩效与其基准绩效进行比较。建议比较的结果包括评定结果、建议采取
的行动、或其他任何成熟度模型要求的合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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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设置关键绩效指标目标值的绩效矩阵样例模板 

（本附件构成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表A.1 – 经济性维度的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绩效矩阵样例模板 

维度 主题 
关键绩效 

指标 

成熟度等级5的长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4的中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3的中期目标关键 

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2的中期目标

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1的

当前关键绩效

指标值 
 

经济性 

信息和通信技术

基础设施 

KPI 1 当前值 中期 

目标值 

中期 

目标值 

中期 

目标值 

目标值 

KPI 2      

…      

创新 KPI 1      

KPI 2      

…      

就业 KPI 1      

KPI 2      

…      

贸易 KPI 1      

KPI 2      

…      

生产力 KPI 1      

KPI 2      

…      

物理基础设施 KPI 1      

KPI 2      

…      

公共部门 KPI 1      

KPI 2      

…      

… KPI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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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 环境性维度的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绩效矩阵样例模板 

维度 主题 

关键

绩效

指标 

成熟度等级5的长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4的中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3的中期目标关键 

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2的中期目标

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1的

当前关键绩效

指标值 
 

环境性 

空气质量 KPI 1 当前值 中期 

目标值 

中期 

目标值 

中期 

目标值 

目标值 

KPI 2      

…      

水和公共卫生 KPI 1      

KPI 2      

…      

噪声 KPI 1      

KPI 2      

…      

环境质量 KPI 1      

KPI 2      

…      

生物多样性 KPI 1      

KPI 2      

…      

能源 KPI 1      

KPI 2      

…      

… KPI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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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 社会性维度的可持续智慧城市成熟度模型绩效矩阵样例模板 

维度 主题 
关键绩效

指标 

成熟度等级5的长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4的中期目标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3的中期目标关键 

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2的中期目标 

关键绩效指标值 

 成熟度等级1的 

当前关键绩效 

指标值 
 

社会性 

教育 

KPI 1 
当前值 中期 

目标值 

中期 

目标值 

中期 

目标值 

目标值 

KPI 2      

…      

医疗卫生 

KPI 1      

KPI 2      

…      

安全 

KPI 1      

KPI 2      

…      

住房 

KPI 1      

KPI 2      

…      

文化 

KPI 1      

KPI 2      

…      

社会 

包容性 

KPI 1      

KPI 2      

…      

… 
KPI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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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ITU-T建议的每个成熟度等级的核心指标 

（本附件构成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B.1 建议在成熟度等级1和更高等级考虑的核心指标 

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创新 研发支出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创新 专利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空气质量 空气污染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空气质量 温室气体（GHG）排放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遵守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

的暴露指南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噪声 噪声暴露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医疗卫生 预期寿命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安全 – 信息和通

信技术 

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社会包容性 性别收入平等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社会包容性 公众参与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供水 

供水损失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饮用水质量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安全 – 信息和通

信技术 

儿童在线保护（COP）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社会包容性 基尼系数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公共空间与自然 绿地面积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创新 信息和通信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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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就业 就业率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就业 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就业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就业 服务行业就业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生产力 劳动生产率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储蓄 储蓄率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家庭收入/消费 家庭信息和通信技术支出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资本投资 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行业生

产力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资本投资 促进可持续智慧城市发展的信息

和通信技术项目的投资强度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资本投资 无形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例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水消费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城市水资源质量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绿色区域和公共空间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采用与电磁场有关的、一致的规

划批准程序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能源 电力消费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教育 成人识字率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教育 入学率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教育 高等教育普及率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医疗卫生 孕产妇死亡率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医疗卫生 医生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安全 – 救灾 恢复计划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住房 住房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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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建议在成熟度等级2和更高等级考虑的核心指标 

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

设施 

家庭互联网接入 √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

设施 

拥有一台计算机的家庭 √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供水 智能水表普及率 √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电力 智能电表普及率 √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教育 学生信息和通信技术接入  √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

设施 

无线宽带用户数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

设施 

固定宽带用户数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教育 远程教学系统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 

运动设施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建筑

物 

公共建筑可持续性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空气质量 空气污染监控系统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教育 远程教学系统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文化 在线文化资源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交通 公共交通网络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固体废物收集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固体废物处理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污水处理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污水收集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家庭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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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废物回收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污水处理系统覆盖率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固体废物收集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固体废物处理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住房 临时居住区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文化 文化基础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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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建议在成熟度等级3和更高等级考虑的核心指标 

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电力 

电力系统中断时间  √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交通 

实时公共交通信息 √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交通 

道路交通效率  √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电磁场信息的无障碍获取 √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医疗卫生 电子健康记录 √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安全 – 救灾 灾害和应急预警 √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安全 – 紧急情况 应急服务响应时间 √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供水 

供水信息和通信技术监控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交通 

交通监控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贸易 电子商务购买率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生产力 提供在线服务的公司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排水系统管理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噪声 信息和通信技术噪声监控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能源 家庭节能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医疗卫生 远程医疗采用情况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电力 

电力系统中断频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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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交通 

公共交通使用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服务和信息平台 公共部门对社交媒体的使用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服务和信息平台 存在制度、规则和法规，以确

保公共服务中的隐私保护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供水 

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监控城市

淡水资源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基础设施/服务

连接 – 道路基础

设施 

停车引导系统的可用性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基础设施/服务

连接 – 道路基础

设施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街道照

明管理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基础设施/服务

连接 – 道路基础

设施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气体系

统管理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资本投资 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行业

生产力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资本投资 计算平台的应用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获得改善的水资源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污水处

理系统管理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能源 电力接入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医疗卫生 使用电子医疗记录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安全/治安公共

场所 

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灾害

管理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安全/治安公共

场所 

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安全系

统的无障碍获取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文化 互联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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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避免土壤污染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生物多样性 本地物种监测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社会包容性 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提供 

机会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开放性和 

公共参与 

使用在线城市服务  √  

B.4 建议在成熟度等级4和更高等级考虑的核心指标 

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4和更高

等级 

医疗卫生 医疗资源共享 √  √ 

等级4和更高

等级 

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感知  √  

等级4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建筑物 

公共建筑综合建筑管理系统 √   

B.5 建议在成熟度等级5考虑的核心指标 

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5 贸易 知识密集型进出口/进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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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ITU-T建议的每个成熟度等级的附加指标 

（本附录不构成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I.1 建议在成熟度等级1和更高等级考虑的附加指标 

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城市规划 

城市开发和空间规划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公共空间和自然 自然保护区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创新 中小企业（SME）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就业 旅游业就业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资本投资 无形投资与总投资比较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空气质量 人均领域温室气体排放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自来水水质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能源 公共建筑能耗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安全 – 救灾 自然灾害引起的死亡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安全 – 救灾 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社会包容性 通货膨胀率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就业 创意产业就业  √ √ 

等级1和更高

等级 

医疗卫生 健康保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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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建议在成熟度等级2和更高等级考虑的附加指标 

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公共区域的Wi-Fi 

无障碍获取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蜂窝移动电话的 

无障碍获取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国际互联网带宽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城市居民使用互联网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数字广播网覆盖率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超高速有线连接的 

无障碍获取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高速移动宽带的 

无障碍获取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

无障碍获取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固定宽带的质量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移动宽带的质量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 

拥有一个移动设备 

的家庭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城

市规划 

行人基础设施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医疗卫生 住院病床 
  √ 

等级2和更高

等级 

文化 受保护的文化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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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建议在成熟度等级3和更高等级考虑的附加指标 

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交通 

电动汽车的份额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基础设施/服务连接 

– 道路基础设施 

气体使用可视化实时信息

的无障碍获取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基础设施/服务连接 

– 道路基础设施 

在线自行车/汽车共享系统

的无障碍获取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基础设施/服务连接 

– 道路基础设施 

使用实时导航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知识经济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知识经济 应用大数据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公共部门 电子公共服务的采用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水和公共卫生 家庭节水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能源 街道照明用电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教育 远程教学在学校的应用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教育 远程教学在学术研究中的

应用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文化 对在线获取文化资源的兴

趣 

 √  

等级3和更高

等级 

物理基础设施  

– 电力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电

力供应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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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 建议在成熟度等级4和更高等级考虑的附加指标 

成熟度等级 主题 关键绩效指标 
参考的ITU-T建议书 

Y.4901 Y.4902 Y.4903 

等级4和更高

等级 

贸易 电子和移动支付   √ 

等级4和更高

等级 

公共部门 开放数据   √ 

等级4和更高

等级 

贸易 电子和移动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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