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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problem of urb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s an innovative information-based governance model, sma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ans for comprehensive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owever, sma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ill faces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environmental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The paper summarizes a list of typical sma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ject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sma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urban environmental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providing constructive reference for better 
promoting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sma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urban environmental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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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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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显。智慧环保作为一种创新的信息化治理模式，为城市
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然而，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综合治理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论文梳理
了中国近几年典型的智慧环保项目清单，并针对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中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建议，为更好地推进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建设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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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环境问

题日益突出，如空气污染、黑臭水体、土壤污染、气候变暖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智慧环保作为一种创新的信息化治理模

式应运而生。智慧环保通过对当前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所面临

的核心问题“对症下药”，能够满足全面、实时、智能的环

保需求，是建设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也是拉

动“绿色新基建”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智慧环保改善当下的城市环境治理模式与现状是

行之有效的，而且是今后解决综合环境问题的大趋势。智慧

环保相较于传统环境治理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利用智慧大数

据处理平台、云服务和云计算技术，实现了物联网平台、监

控系统和计算中心之间的互联互通，协调有序。这彻底改变

了以往主要依靠人工分析和经验的环境治理模式。先进的信

息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提高了环境保护和数据资源利用的

效率，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

2 智慧环保项目建设现状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加快构建智慧环保体系，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引擎。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守护着美丽

的绿水青山，开启了智慧环保的新时代。通过大力发展智慧

环保，不断推动污染治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转型。同时，在

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

网等先进手段，实现了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智能化，为城

市环境综合治理决策提供了支撑，也为环保行业的未来发展

指明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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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整理了在 2017—2022 年的 5 年间，中国开展的智

慧环保典型项目案例。除了智慧环保存量项目的迭代升级，

每年新建智慧环保项目在逐年递增，投资规模不断加大，涉

及的应用范围更广泛，实际可操作性更强，行业细分领域专

业度更高。通过智慧环保的应用，中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效

率逐年提升，然而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表 1 2017—2022 年智慧环保典型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时间

1 济宁智慧环保平台 2017 年

2 北京市大气污染热点网格监管平台 2017 年

3 西安市“智慧环保”项目 2018 年

4 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平台 2018 年

5 商洛市环境监控应急指挥中心系统 2018 年

6 西安市“智慧环保”项目 2018 年

7 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平台 2018 年

8 北京市延庆区智慧环保建设项目 2019 年

9 成都“数智环境”系统 2019 年

10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环境执法卫星遥感支持 APP”
2019 年

11 深圳市便携排水管网污染物快速溯源排查系统 2019 年

12 江苏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系统 2019 年

13 咸宁市“智慧长江”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建设项目 2020 年

14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系统 2020 年

15 安徽省重点排污单位智慧监管平台 2020 年

16 济南市智慧环保精细化监管体系 2020 年

17 安徽省重点排污单位智慧监管平台 2020 年

18 数字江淮—智慧环保 2021 年

19 深圳市生态环境执法“一张图” 2021 年

20 贵州省“慧眼识污”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2021 年

21 成都全国首套人工智能流域管理系统 2021 年

22 绍兴市全天候全覆盖“智能环保嗅辨师” 2021 年

23 江苏省“环保脸谱”管理系统 2021 年

24 延安市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 2022 年

25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智慧决策平台 V1.0 2022 年

26 福建省碳市场综合服务平台 2022 年

27 滕州智慧环保平台 2022 年

28 深圳市宝安区区域环评“智能选址”服务系统 2022 年

29 湖南省生态环境公众参与平台 2022 年

30
云南省智慧环保项目（一期）——环境监管与

决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
2022 年

3 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中的问题

3.1 数据难题
智慧环保需要大量的环境数据支持，包括空气质量、

水质监测、土壤、气象、水文、固废、交通、视频等多源异

构数据，但数据获取目前仍无法全面覆盖，采集存在一定困

难。例如，某些数据采集设备的覆盖范围有限，导致数据采

集不够全面，数据代表性不强；同时，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也是一个挑战。

另外，智慧环保项目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数据的共

享和整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同部门和机构使用不同的数

据标准和格式，给数据治理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影响了数据

使用效率。

3.2 技术难题
智慧环保需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充分发挥它的

效能。然而，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还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

数据采集设备需要更加准确、稳定和可靠，以确保环境数据

的准确采集。其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算法需要优化，提高

数据处理效率，以应对庞大的数据量和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最后，庞大的数据对于智慧环保的数据中台的算力也是一个

挑战，它需要具备高性能的计算能力来处理和分析这些数

据，同时数据的处理和分析需要进行复杂的算法运算。

3.3 管理难题
智慧环保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业务系统，有序统筹

协调管理是管理难题。首先，智慧环保项目涉及多个部门和

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与协调。其次，智慧环保项目需要进行全

面的规划和设计，包括技术、人力、资金等方面的资源调配，

智慧环保项目还需要进行监督和评估，以确保项目的效果和

成效。最后，智慧环保项目还需要培养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

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以应对项目管理中的各种挑战和

问题。

3.4 资金难题
智慧环保系统集成项目投资少则千万，多则上亿，资

金支撑必不可少。首先，智慧环保项目通常需要大量的投资，

包括设备采购、技术研发、系统建设等方面的费用。其次，

智慧环保项目的回报周期相对较长，投资回报可能需要一定

的时间才能实现，这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可能存在一定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最后，智慧环保项目的可持续性也需要考虑，

项目在长期运营中需要持续投入资金进行维护和更新，这对

于资金的稳定供应提出了要求。

4 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中的对策

4.1 数据共享与管理
数据共享与开放：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促进不同部门

和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鼓

励数据拥有者主动开放数据，并提供相应的激励措施。同时，

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确保数据的互操作性和可访

问性。

数据质量管理：加强数据质量管理，确保数据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可以建立数据质量评估机制，对数据进行定期

的质量检查和验证。同时，加强数据采集和处理的规范化，

提高数据的质量和可信度。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在数据共享和开放的过程中，

要注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建立健全的数据安全管理体

系，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措施，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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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所

有权。

数据治理与监管：建立健全的数据治理和监管机制，

确保数据的合法、规范和有效使用。政府可以加强对数据的

监管和评估，建立数据使用的规范和标准，对数据的采集、

存储、传输和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通过以上对策，可以有效解决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综

合治理中的数据问题。数据共享与开放、数据质量管理、数

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以及数据治理与监管等措施的综合应用，

可以提高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促进智慧环保的发展和应

用。同时，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

推动智慧环保数据的有效管理和应用。

4.2 技术创新与应用
加大对智慧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力度，降低技

术成本，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推动技术的快速应用。开发

高性价比感知层数据采集终端，保证数据传输准确、可靠、

稳定。完善系统模型算法机制，提高算法的科学与合理性。

例如，融合气象模型、监测数据、本地污染源清单等，并引

入 CMAQ、WPF 等空气质量模型，结合污染源清单，对本

地大气环境容量进行核算，分析大气污染时空演变规律、内

在机理、成因来源、针对环境质量较差的区域精准落实限批、

停产、关停等环境经济手段，准确核算区域环境资源承载能

力，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将物联网（IoT）、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AI）、云

计算和云服务、区块链这些新技术在智慧环保中的结合应

用，使得智慧环保系统能够更加高效、精准地进行环境监测、

预警和管理，为城市的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

解决方案。

4.3 多方合作与协同治理
建立智慧环保的多方参与机制，包括政府、企业、公

众等，明确各方的责任和利益，实现协同治理，共同推动项

目的实施和发展，可以共享资源、经验和技术，提高项目的

成功率和效果。同时，建立科学的管理决策体系和评估机制，

以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有效运行。组建一支专业的具备相

关的技术和管理能力的项目核心团队，包括项目经理、技术

专家、环保专家等，定期召开项目会议，协调处理项目管理

中出现的挑战与问题。

4.4 加大智慧环保资金投入
寻找政府支持：智慧环保项目通常符合政府的环保政

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和资金，申

请政府的环保项目资助、创新基金等智慧环保类项目配套

资金。

吸引社会资本：吸引社会资本是解决资金问题的重要

途径。可以与投资机构、风险投资基金、企业等合作，共同

投资智慧环保项目。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商业模式和回报机

制，提高项目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

创新金融模式：可以探索创新的金融模式来解决资金

问题。例如，可以引入绿色债券、碳交易等金融工具，吸引

资金投入智慧环保项目。可以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绿色金

融业务，提供专门的智慧环保项目融资服务。

提高项目可行性和回报率：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项

目规划，提高智慧环保项目的可行性和回报率，增加投资者

的信心。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成本控制、市场营销等手段，

提高项目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

解决智慧环保项目的资金问题需要多方合作和创新思

维。通过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吸引社会资本、创新金融模式、

寻找合作伙伴以及提高项目可行性和回报率，可以有效解决

资金问题，推动智慧环保项目的实施和发展。

5 结论

智慧环保在中国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在城市环境综合

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要实现智慧环保的有效推

广和应用，需要解决数据难题、技术难题和管理难题、资金

难题等问题。通过数据共享与管理、技术创新与应用、多方

合作与协同治理以及加大智慧环保资金投入等对策，才可以

更好地推进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实

现城市环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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