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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进入２１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着资源能源短缺、全球气候变暖等世界性难题。在这一严峻
背景下，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低碳发展日益成为全球共识。低碳经济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而“智慧化”是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全球科技革命的新突破。关注智慧城

市低碳发展以及由此所提出的经济学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学术性与应用性课题之

一。为此本刊特开设“城市低碳经济研究”栏目，以期通过专栏的形式，力求宏观、微观兼备，全面、系统地

介绍我国城市低碳经济研究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景。本期“城市低碳经济研究”专栏所刊发的

三篇文章，“智慧城市理论与实践”、“城市低碳发展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长沙市碳排放与影响因素

的拟合变动分析”三篇文章，分别对智慧城市、低碳经济研究领域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理据详实，对当

下相关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智慧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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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物质性资源，还日益依赖于信息与知识资源所产生的＂智慧＂，智慧城市信息畅通、知识立
市、聚集智慧。智慧城市是继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之后的城市未来发展新理念。国内外以感知化、互联互通化和智能化为

基本特征的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城市交通、智慧电网、智慧政府、智慧建筑、智慧医疗等领域，一些城市通过因地制宜、梯次

推进的实践，取得了较好智慧城市建设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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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智慧城市作为
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和实践越来越为世人所重

视，智慧城市建设被认为是推动城市向低碳经济模

式与低碳生活方式转变、提高城市管理能力的重要

途径。国内外一些城市的智慧城市实践不仅具有

清晰的目标，而且不同的城市所提出的智慧城市建

设重点也不一样，其行动理念创新与城市政策创新

都具有样本意义。笔者在论述智慧城市理论及其

特征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实践进行介

绍，并尝试总结代表性的成功经验。

　　一　智慧城市的概念

（一）智慧城市的发展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快速扩张，城市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低效的城市

管理方式、拥堵的交通系统、难以发挥实效的城市应

急系统、过度的资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碳排放

的不断增加导致全球气温变化等等。而面临这些实

质性的挑战，城市必须应用新的措施和技术，探索新

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城市的智慧增长、新都市主义

等不同的理论研究表明，城市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物

质性资源，还日益依赖于信息与知识资源所产生的

“智慧”，实际上后者真正决定着城市的竞争力。

１９９０年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以
“智慧城市（ｓｍａｒｔｃｉｔｉｅｓ），快速系统（ｆａ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ｓ），全
球网络（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为主题，探寻了城市通过
信息技术聚合”智慧“以形成可持续的城市竞争力的

成功经验［１］，会后正式出版的文集“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ｓｍａｒｔｃｉｔｉｅｓ，ｆａ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成为关于智慧城市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文献。

图１　智慧城市基本结构

　　２００７年，欧盟提出了建立智慧城市的设想；２００８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美国ＩＢＭ公司提出了“智慧
的地球”理念；２００９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建设智慧
城市的具体计划，并且决定投入１００亿至１２０亿欧元
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同年，ＩＢＭ在中国提出“智慧地
球赢在中国”，并建议优先建设智慧的电力、智慧的

医疗、智慧的城市、智慧的交通、智慧的供应链、智慧

的银行等六大行业［２］；同年，ＩＢＭ发布了《智慧的城
市在中国》报告，认为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推动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成为城市管理

者的当务之急，建立智慧的城市将是城市信息化的

终极目标和战略方向。２０１０年，科技部等单位在武
汉举办了“２０１０中国智慧城市论坛”。现在，“智慧
化”是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全球科技革命

又一次新的突破，世界许多国家将智慧城市当做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就业、振兴经济、提升城市竞

争力的重要战略。国际智慧城市组织 ＩＣＦ（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ｕｍ）等相关机构也相继成立，并开
展了“全球智慧城市奖”评选活动。

（二）智慧城市的内涵

１．智慧城市的概念。２００７年欧盟委员会在
《Ｓｍａｒｔｃｉｔｉｅ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ｃｉｔ
ｉｅｓ》中从智慧经济、智慧公众、智慧管理、智慧流动、
智慧环境、智慧生活等６大维度来对智慧城市进行
了界定。当一座城市既重视信息通讯技术的重要作

用，又重视知识服务、社会基础的应用和质量，既重

视自然资源的智能管理，又将参与式管理等融入其

中，并将以上要素作为共同推动着可持续的经济发

展并追求更高品质的市民生活时，这样的城市可以

被定义为“智慧城市”。智慧经济主要是基于知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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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创新型经济；智慧公众不仅考察公众受教育程

度，还考虑其社会交往与联系方式的广泛性与质量；

智慧流动是指现代技术在城市运行的各领域的应

用，不仅涉及信息通讯技术，还以现代交通运输技术

如物流业和新的运输系统作为技术性基础设施，增

强城市中各类资源的流动性。智慧环境包括能源节

约、绿色环保、城市各类资源管理等方面。智慧管理

主要是政府管理模式的调整和改善，智慧生活重点

在于提高城市生活品质和凝聚力［３］。

智慧城市，就是通过植入城市物体的智能化传

感器形成物联网，实现对物理城市的全面感知；利

用云计算，对感知技术进行智能处理和分析，实现

对政务、城管、生产、环境、交通、教育、医疗、安全、

家居等各种城市需求的智能化支撑；通过人与物的

智慧连接，实现城市“智商”、“情商”的同步提高，

从而使城市成为有技术、有文化、有灵魂、有生命、

有头脑的物理与人文空间［４］。

２．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ＩＢＭ公司认为智慧
城市核心是以一种更为智慧的方法，通过新一代的

信息技术来改变政府、社区或公司和人们相互交互

的方式，以提高交互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和响应

速度［２］。其基本特征是感知化、互联互通化和智

能化。

第一，智慧城市信息畅通。互联网、物联网与

云计算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在城市各系统中实时

地、直接地流动，基本无需人为干预，对现实城市直

接地产生响应和调控。

第二，智慧城市知识立市。智慧城市充分利用

知识，与知识相关的产业得到更好地发展，城市经

济的发展摆脱了对传统资源的过度依赖。

第三，智慧城市聚集智慧。基于智慧基础设

施，政府、企业和个人可以进行更多元、更便捷的交

互协作，使智慧城市聚合各方智慧，为城市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３．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是智慧城
市的初级形态，需要数据处理单位将有关城市的原

始数据处理为城市属性数据，然后再制作成数字城

市交付应用部门，或者发布到互联网上供应用部门

使用。智慧城市直接通过物联网从现实城市中获

取即时数据信息，然后由云计算实时处理信息获得

智慧，进而通过物联网直接响应和调控现实城市。

数字城市侧重于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而智慧城市

更多地聚焦于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够深入推动城市

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切实带动城市人文环境与自然

环境的改造提升，有效降低碳排放。

４．智慧城市与信息化城市。智慧城市是信息
化城市的高级阶段，是在数字化、物联网、云计算等

基础上集成与融合而成的一个大系统，信息化城市

仅仅局限于某一行业或者某一领域系统，缺少横向

关联。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打破因区域间发展水

平差异和部门间条块利益分割而导致的信息化孤

岛，使各行业、各地区资源共享、协同运作。

　　二　智慧城市的技术

随着遥感技术、勘探技术、车载摄影技术、射频

技术、无线传感与监测技术、摄影测量测绘技术、统

计登记上报技术迅速发展，城市信息化发展到了新

阶段，使智慧城市的实现有了强力的技术支撑。智

慧城市的核心技术包括智能识别、移动计算、云计

算和信息融合［５］。

图２　智慧城市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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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智能识别
智慧城市运行的基础是信息，信息的快速准确

获取离不开智能识别技术手段。智能识别通过面

向物联网的实际应用，综合采用多机制识别和感知

技术，实现被监测对象准确的数据采集、检测、识

别、控制和定位。

１．射频识别（ＲＦＩＤ）技术。ＲＦＩＤ是一种由一
个询问器（阅读器）和多个应答器（标签）组成的无

线系统，用于控制、检测和跟踪物体，通过射频信号

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

２．条码识别技术。条码识别技术的核心是由
条、空以及相应的数字字符组成的可供机器阅读的

条码符号。

３．传感识别技术。利用各种传感器从自然信
息中获取信息，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识别。

４．视频识别技术。利用摄像头等视频捕获设
备获取信息，采用先进图像识别技术对信息进行处

理和识别。

５．无线定位测量技术。对来自移动终端的无
线电波的有关参数进行定位测量，同时测量某些固

定接收器或固定发射器发送到移动接收器的无线

电波参数，然后对其进行采集加以利用。

（二）移动计算

移动计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和移动通信网

络相互结合，使计算机或其它信息智能终端设备在

无线环境下实现数据传输和资源共享，以将有用、

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提供给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

何客户。

（三）云计算

云计算是一种新的计算模式：通过虚拟化、分

布式处理和宽带网络等技术，将软件、数据、应用和

ＩＴ资源通过互联网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给用户使用。
云计算也是一种新的商业运营模式，使用者通过互

联网络，以按需分配的服务形式，获得动态可扩展

信息处理能力和应用服务。

云计算的主要技术包括虚拟化、分布式处理、

云管理、云终端、绿色 ＩＴ、云安全等。

　　三　智慧城市的实践

（一）低碳智慧城市的实践领域

发达国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基于信息相

关产业的技术创新，开展了多元化的智慧城市相关

建设，例如韩国２００４年提出的“泛在城市”计划、欧
盟城市在进入２１世纪后的智慧化实践、日本２００９
年在延续以往的“泛在日本”战略基础上提出了智

慧城市计划等，努力使城市变得更加“智慧”。中国

许多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株洲等也提出

了智慧城市建设的行动计划。据世界银行测算，一

个百万人口以上智慧城市的建成，在投入不变的条

件下，实施全方位的信息管理能增加城市的发展红

利２．５到３倍，这意味着建设智慧城市可促进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内外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典型实践领域

包括：

１．城市交通。智慧交通是对传统交通系统的
变革，是信息技术、数据传输技术、传感技术、与云

计算技术等集成运用于交通管理系统而建立的一

种网络化、智能化的大系统，能够保障人、车、路与

环境之间的相互交流，从而提高交通系统的效率、

便捷、安全、环保与经济性的新型交通运输系统。

智慧交通能够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据科学

家和工程师预测，智慧交通可以使交通拥堵降低

２０％ －８０％，能源消耗减少 ３０％，废气排放减少
２６％。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智慧交通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其他各国也正纷纷跟进。

斯德哥尔摩是智慧交通的标杆城市。斯德哥

尔摩使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收集并分析车辆、交通流

量传感器、运输系统、污染检测和天气信息等数据

信息，寻找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可靠途径，以便

改善整体交通和通勤状况。此外，斯德哥尔摩的道

路收费系统举世闻名。其工作原理是：在路边控制

站，机动车辆经过第一道激光束，触动下一步操作

中的收发器天线；收发器向车辆的车载应答器发出

信号，并记录时间、日前和缴税额度等；在收发器工

作的同时，摄像机会拍摄车辆的车头牌照；接着，车

辆将通过第二道激光束，并随之启动第二台摄像

机，这台摄像机将拍摄车尾牌照。这些步骤都是在

车辆不减速的情况下完成（图３）。统计数据显示，
斯德哥尔摩 ２００６年开始试用智能交通系统，到
２００９年实现交通堵塞降低２５％，交通排队所需时
间降低５０％，出租车的收入增长１０％，城市污染也
下降了１５％，并且平均每天新增４万名公共交通工
具乘客［６］；市中心的零售商店也实现了６％的业务
增长［７］。

２．智慧电网。智慧电网是传统电网的改造和
升级，是利用先进的能源、信息等技术，以互动的、

智能化的电力组织和运行方式来管理城市电力的

新型电网系统，能够兼容各种新能源的接入，使城

市电网更加高效、清洁、安全、便利和可靠。智慧电

网使消费者智能参与对电力消耗的掌控，每个家庭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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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因此节省２５％的电费［８］，有数据显示，美国国家

电网的使用效率每提高５％，就相当于减少５３００万
辆汽车的燃油消耗和碳排放［９］。智慧电网可以促

进智慧与低碳同步发展，对抢占未来低碳经济制高

点从而增强未来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

图３　斯德哥尔摩的道路收费系统
　　图片来源：Ｄｒｉｖ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０５．
ｉｂｍ．ｃｏｍ／ｕｋ／ｐｏｖ／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ｄｆ．

美国首个智慧电网城市———波尔得市（Ｂｏｕｌ
ｄｅｒ）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西北４０公里。
波尔得将现有的变电站升级，使之能够远程监控，

并进行实时的信息收集和发布，使消费者能够对家

庭能源进行自动化操作；对电网接入升级以支持家

用太阳能电池板、电池、风力涡轮机和混合动力车

等独立的发电和储能设备，使电网电力能便利地传

输到这些设备上；同时建立新的测量系统，这个系

统不仅可以测量用电，还可以将信息实时、高速、双

向地与电网互联。波尔得市的家庭可以和电网互

动，每户家庭都安装了智能电表，居民可以了解实

时电价，合理安排用电；电网也可以帮助居民优先

使用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图４　美国首个智慧电网城市———波尔得市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ｊｊｃｋｂ．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０９－０６／０３／ｃｏｎ
ｔｅｎｔ＿１６１５８９．ｈｔｍ

３．智慧政府。以首尔的 ＩＰＴＶ电子政府服务
为代表。首尔市政府将市政新闻、文化旅游信息等

制作成视频资料，并以ＶＯＤ方式提供给民众，还在

ＩＰＴＶ播放招聘信息、各类招标公告以及地铁和交
通情况等生活信息；通过ＩＰＴＶ处理电子民政、缴纳
税款等各类行政业务，市民在自己的家里即可轻松

地解决各类政务［１０］（图５）。
４．智慧建筑。台北建筑为了最大程度地实施

低碳原则，在智慧化设计上就事先考虑了如何在细

节上体现节能减排。例如，某房地产项目的“第２
代绿色建筑”，通过结合无线感知网路、建材元件的

设计，运用感测器与控制主机，该小区采取了“智慧

调节采光”、“智慧送风”等方式，保留了通风舒适

度的同时，与同规模建筑相比一年节省下２０％的电
费与碳排放量［１１］。

图５　家庭税务服务系统的概念框架
　　图片来源：姚国章．韩国电子政务发展规划与电子政务发
展最佳实践［Ｊ］．电子政务，２００９（１２）：５３－７１．

为了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日本于２００８
年６月开始执行 “绿色东京大学计划”，利用信息
技术以智慧方式改善环境、以自觉方式打造低碳环

境。该计划通过利用传感器等先进的元器件及

ＩＰｖ６下一代互联网协议平台，将建筑内的空调、照
明、电源、监控、安全设施等子系统联网，形成兼容

性系统综合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对电能控制和消

耗进行动态、有效地配置和管理［１２］。

图６　智慧医疗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ｉｍａｇ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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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智慧医疗。以东京的电子病历系统为代
表。东京电子病历系统整合了各种临床信息系统

和知识库，能提供病人的基本信息、住院信息和护

理信息，为护士提供自动提醒，为医生提供检查、治

疗、注射等诊疗活动。此外，医院采用笔记本电脑

和 ＰＤＡ实现医生移动查房和护士床旁操作，实现
无线网络化和移动化。目前日本的医疗信息化建

设基本实现了诊疗过程的数字化、无纸化和无胶

片化［１３］。

（二）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经验

１．新加坡经验。（１）分阶段梯次推进。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年实现办公自动化；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实现部
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电子数据

交换；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建成公民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
获得ＩＴ服务的“智慧岛”，１９９８年开始全面运行覆
盖全国的高速宽带多媒体网络，对企业和社会公众

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网络接入服务；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
实施“２１世纪信息通讯技术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促进电信市场自由化、构建宽带和无线通讯基础设

施、创建值得信赖的电子商务中心等；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实施“互联新加坡计划“，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和计

算机技术使公民个人、组织和企业变得更富效率和

更具效能；２００６年启动智慧国２０１５，实施一个为期
１０年的信息通信产业和社会发展计划。

（２）发挥政府引领作用。新加坡政府在引领作
用突出体现在从电子政府到整合政府的转型方面。

新加坡的电子政府已经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１）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最先启动了公共服务电脑化项
目，该项目实施８年后共精简了５０００个岗位，占当
时公务员总数的７．２％。（２）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到
２０世纪末，其工作重心转向连接政府服务与企业。
（３）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是电子政府行动计划（ＥＧＡＰ）的
一期和二期项目建设时期，一期包括电子服务交

付、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６大战略方向，二期
重点放在将易连接、整合的增值公共服务提供给公

众，同时将公众联系得更为紧密。（４）在“智慧国
２０１５”计划中，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全新的电子政府
发展理念“整合政府２０１０”。从电子政府到整合政
府的转变，已经超出了技术层面，更强调以公众为

中心，增进公众在电子政府中的参与度，强化政府

的能力和协同性，在机构内部和各机构之间实现安

全无缝的协作。

（３）管理机制上的充分保障。新加坡形成了由
“一部、一局、四委员会”组成的电子政府体系，“一

部”即财政部，“一局”即新加坡信息通讯发展管理

局，“四委员会”指公共服务２１系统委员会、ＩＣＴ
委员会、公共领域ＩＣＴ指导委员会和公共领域ＩＣＴ
审查委员会。各机构既有明确的分工，又能够相

互协调，建立了良好的信息化管理机制。自实施

整合政府计划以来，新加坡还成立了整合政府理

事会。其中新加坡信息通讯发展管理局是在１９９９
年由新加坡原来的国家电脑局和新加坡电信局合

并创立的，其上级主管单位是新闻通讯与艺术部。

新加坡信息通信发展管理局的管理职责清晰明确，

包括四个职能：一是发展信息通讯产业；二是担

任政府的 “首席信息官”；三是利用信息通讯改造

产业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四是造福国民。包括新

加坡信息通讯发展管理局在内的电子政府体系的

有力推动，促进新加坡的信息化取得了全面的显

著成效。

图７　新加坡智能交通示意图

　　２．欧盟城市经验。欧盟的智慧城市建设是在
区域发展战略支持下展开的多样性行动，重点领域

包括智慧电网、节能建筑、无纸化办公、最优物流与

运输、制造业的制程效率改进、远程办公与会议系

统等六个领域应用信息通讯技术，启动向低碳经济

转变的重大项目。

（１）重视公众信息素质的养成。智慧城市离不
开公众的参与，欧盟各成员国通过政府、非政府组

织、社区和志愿者等多方面的协作，广泛开展了对

公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信息素养教育，以提

高公众的信息素养。此基础上，欧盟城市还进一步

通过各种相关的培训，提升公众对信息技术所带来

的环境变化的认识，提高公众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

意愿。同时，对已经形成的一些智慧城市的最佳实

践进行推广。

（２）深入推进电子政务，改善公共服务。欧盟
城市不断整合服务资源，实现越来越多的政府部

门、社会事务、医疗服务、学习、商务等的在线化。

教育、环保、报税、社保、医疗、交通、就业、工商等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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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的６０％以上服务能够在线填表办理，剩余的
４０％可以在线下载表格办理。城市普遍推行市民
一卡通服务，涉及政府对市民从出生、教育、婚姻登

记、就业、医疗保障直到死亡等全方位的在线服务。

通过市民卡在网上就能完成相关事项的办理和

审批。

（３）重视公众参与。欧盟城市的市民、各个利
益相关方通过参与决策、倾听决策等多种多样的形

式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鼓励对日常可能发生的

突发事件所涉及的跨政府部门、跨欧盟区域的政府

在线合作，以满足各行业、各类组织和公众的需求，

提高城市政府的管理能力。社区居民也能够自主

发起一些社区智能化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居民

的参与成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

（三）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经验

１．顶层推动。顶层推动需要政府立意高远，
既要充分激活市场的积极性，也要考虑到市场功能

的缺陷之处。通过顶层设计，规划好智慧城市建设

的途径、创新的方向和发展的战略，明确发展的路

径。如北京市“十二五”期间，围绕城市智能运转、

企业智能运营、生活智能便捷、政府智能服务等方

面，全面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工程。上海市“十二五”

规划中，智慧城市是重点着墨的部分，形成宽带城

市、无线城市、云计算、物联网等多个重点工程及产

业专项。

２．智慧产业。调整城市产业结构、转变城市
发展方式，将转型跨越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目

标。如天津市智慧天津战略部署中着力培育若干

个产值超千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产业核心竞

争力、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快速摆脱旧有发展方

式。株洲市因地制宜提出了建设智慧株洲，着力发

展信息、环保和新材料等为主导的智慧产业。沈阳

市借助智慧城市建设，从老工业城市向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城市转型，运用绿色科技和智慧技术打造生

态沈阳。

３．智慧管理。将创新社会管理作为建设的主
要任务，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改造提升城市管理和

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促进城市和谐可持续发展。如

南京市通过构建智慧南京，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和先进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优化提升城市综合管

理和服务水平。西安市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改善

民生、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将信息化建设成

果落实到民生领域，切实推动公众生活方式的转变

和改善。

４．智慧服务。将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放在与
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社会高度关注的领域，实

现率先突破，提高民众幸福指数。如深圳市从科

技、人文、生态三个方面打造智慧城市，并以此作为

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突破口。重庆提出要以生

态环境、卫生服务、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为重点建

设智慧城市，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打

造“健康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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