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公自动化杂志

编者按：智慧城管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创新 2.0 环境下的城市管理新模式。伴随综合执法改革及大数据

应用推进，基于物联感知、大数据分析的“五位一体”智慧城管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及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研

究热点。特别是社会感知等城市物联感知新发展形塑了面向创新 2.0 的新感知、新数据环境，为再造数字化城市管理

综合巡查监察体系、构建现代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创新智慧城市治理模式带来新机遇。社会感知在当前新冠肺炎

病毒疫情防控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广泛关注。本期特分享北京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执行主任、城市象

限 CEO 茅明睿先生为大家解读城市治理中的社会感知方法应用。

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构建背景下的“五位一体”智慧城

管建设，特别是社会感知等城市物联感知新应用，推动了

执法监察一体化综合执法大数据架构下的物联感知、数据

分析、公共服务、指挥调度、巡查监察新发展。面向创新 2.0

的新网络、新数据环境推动了社会感知的发展，重新定义

了城市治理的社会协同，形塑了城市感知新范式，也为再

造数字化城市管理综合巡查监察体系、构建现代橄榄型城

市治理结构、创新智慧城市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视野。在

当前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应对中，社会感知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

一、疫情防控背景下的人口时空行为大数据应用
此次疫情涌现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大数据应用。1 月

21 日，城市象限团队率先利用腾讯迁徙的人流数据对全

国的疫情风险进行了分析，随后中国联通、百度、腾讯等

多家企业都利用自身的人流大数据资源，基于手机位置数

据，对人口流动、返京、复工等情况进行监测，对疫情风险

和经济风险进行预警和分析。其中最有典型的是国务院

办公厅、国家卫健委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联合研发的“密

切接触者测量仪”，其融合了手机信令和移动互联网定位、

航班铁路交通出行记录等多源数据，为公众提供了安全评

估服务。

与传统政府信息化工作和政务数据应用不同，在这一

系列应用中，以市民位置数据为代表的时空行为大数据扮

演了核心角色，这种对人类时空行为进行感知的技术被称

为“社会感知”技术。

二、社会感知的定义与现状
北京大学的刘瑜教授是国内“社会感知”技术概念较早

的提出者，他将“社会感知”描述为“借助各类地理空间大数

据研究人类时空行为特征，并进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经济现

象的时空分布格局、联系以及演化过程的理论和方法”。在

大数据实践中可以认为凡是以市民为传感器，通过大规模市

民行为产生的数据来感知社会运行的方法都可以称为“社会

感知”方法，这其中包括了人的行为及其与社会要素、空间

要素和城市治理因素的交互过程和反应结果的全过程感知。

事实上，“社会感知”方法用于城市治理一直都存在，比

如城市管理部门通过市民热线、市长信箱和市民城管通等

去了解市民诉求的方式也算是“社会感知”方法，但是这种

感知是在问题已经发生、对居民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且

引起了市民的意见之后，由此引发城市管理部门的响应，

其实是一个被动治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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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于社会大数据的“社会感知”方法则是通过感知和

分析市民各类行为沉淀下来的“数字脚印”来认知城市的

运行状态、了解市民的情感和诉求、发现城市的运行规律

和洞察城市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从城市管理角度而言，它

不需要市民主动上报，而是在问题发生之前或未产生明显

的负面社会影响之前，城市管理者提前了解城市问题从而

形成治理决策。

三、社会感知的数据类型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

了一个具有“泛在感知”能力的社会，人类几乎无时无刻不

在产生各种新的“数字脚印”，社会感知的来源也越来越

广，目前社会感知的数据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五类：

轨迹类：社会感知的轨迹类数据是目前在规划、交通、

安全等领域应用非常广泛的社会感知类型，数据主要包括

来自于手机运营商的手机信令、来自于互联网公司手机应

用程序的定位、智能穿戴设备的定位、来自于出租车的 GPS

轨迹、来自于市政公交一卡通的 IC 卡刷卡记录等。其中手

机信令数据覆盖度广、定位连续，但定位精度较差；互联网

手机应用程序的定位精度较高但连续性差、波动性大；出

租车轨迹和一卡通刷卡记录则只针对特定出行行为过程。

这类数据可以描述人类的出行行为、分布特征和联系特

征，能帮助我们对从时空间行为角度理解城市，支持与空

间有关的城市治理。

文本类：互联网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内容，文本是其中

最普遍的信息格式，Web 2.0 时代以来，互联网用户开始成

为重要的信息生产者，随着社交媒体的产生、移动互联网

的普及，以微博、点评、游记等为代表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常简称为 UGC）成为了社会感知的重要

来源。这些碎片式的文本信息经过语义分析等过程，会形

成丰富的价值。除了常见的舆情分析和管理等，UGC 数据

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城市问题，了解市民诉求，评估管理

质量，尤其是将 UGC 与空间位置信息结合，可以拓展分析

维度，产生更丰富的问题认知。

图像类：图像也是 UGC 的重要信息格式，社交媒体等

互联网应用中有大量用户拍摄的照片数据，随着计算机视

觉技术的发展，我们具备了对海量图像数据的快速处理能

力，这使得这些图像信息也可以成为社会感知的对象，通

过图像的语义分割、认知、识别，我们可以感知和认知城市

的市民特征、空间特征、交通特征、特殊事件等。

视频类：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视频类应用热度持续上

涨，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基于用户拍摄的视频、短视频等内

容也开始用于对社会的感知。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应用

为例，短视频的内容、主题、传播和打卡的空间位置信息，

都是理解城市、社会的重要资源，对城市商业、文化、旅游

等领域的治理有重要价值。

其他类：上述几类数据来源和类型只是目前比较主流

的社会感知对象，还有很多其他来源、其他类型的数据和

方法也可以用于对社会感知，比如电商平台的销售记录、

搜索引擎的搜索指数、市民用水用电情况等等，随着时代

发展，社会感知的来源会越来越广泛、类型会更加丰富。

四、社会感知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
在城市治理中，社会感知方法已经有比较广泛的应用，

其在城市治理中主要有以下应用价值：

基于社会感知的某城市设计项目现状分析

感知居民诉求：以基于位置信息的微博文本数据为例，

通过对特定范围的位置微博数据的获取，我们可以通过分

析在不同城市区域用户发出的位置微博数量来认知各地点

的城市活力；通过对微博文本的情感值的计算认知城市不

同区域和空间节点的市民情绪；通过对文本的词频统计、

典型意见提取，则可以认知不同区域和空间节点的市民意

见。下图是城市象限参与的某城市设计项目中通过社会感

知方法了解区域现状特征和城市空间问题，用于支持后续

的城市设计。

认知城市规律：由于社会感知的样本大、维度丰富、连

续性强，其有助于我们认知城市的运行规律，包括城市运

行的周期、频率、波动、趋势，以及城市各要素间的联系、关

系和相互影响。在此次疫情初期，城市象限即是通过长期

的人口迁徙数据积累，分析了往年冬季的城市间人口出行

联系规律特征，从而预测了全国主要城市的疫情风险和湖

北省内各城市疫情被低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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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城市体检系统

诊断城市问题：相较于更多描述政务流程和行为的政

务大数据，基于社会感知的社会大数据更多的反映了城市

的运行和市民的生活特征，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结果”

状态，所以社会感知方法可以成为评估城市品质和诊断城

市问题的基础方法。从 2017 年开始北京在全国率先开展城

市体检工作，2019 年又进一步启动街道人居环境大数据监

测工作，两项工作都充分的使用了来自于社会感知的社会

大数据。比如，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计算市民的通勤距离和

时长从而进行各城市单元的通勤便利性评价；利用各商铺

评价数量来作为城市商业活力的测度指标等。

监测社会风险：在监测社会风险方面，社会感知方法非

常普遍的应用于舆情监控。除此之外，对人类时空行为的

感知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贡献突出，在监测拥挤、预

防踩踏等微观场景中基于人流监测也是比较常见的应用。

五、基于社会感知方法对城市管理执法的应

用展望
北京城管已初步建成了集“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

察”五大功能为一体的物联网平台，正在推动城市问题综

合巡查监察数字化体系构建，在理念和技术上都具备了进

一步深化拓展的基础条件。在下一步工作中，社会感知方

法及数据在“感知”和“分析”两个功能方面均具有较高的

应用价值：

发现违法现象：社会感知方法可以通过人类的时空行

为感知和推断城市空间的使用特征，这为我们基于人类使

用视角去判断城市空间是否被合法合规的使用奠定了感知

基础。以“大棚房”的清理整治为例，人力排查或卫星遥感

影像识别两种手段都有其各自的短板，传统的人力排查耗

时过长、效率低；而部分大棚房地表改变并不明显，其违规

使用行为掩盖在大棚外表之下，通过卫星遥感影像难以有

效分辨大棚的实际用途。而对手机位置信息的感知则有助

于我们监测各个大棚的实际使用情况，智能地发现违法现

象。城市象限团队通过腾讯宜出行的连续多天手机定位数

据来识别了朝阳区各类大棚的人流密度曲线，成功的发现

了正常的农业大棚与违法大棚的人类时空行为差异，并进

而通过人流曲线实现了采摘休闲、会展商务、水产养殖农

家乐、度假娱乐主要四类大棚房的自动识别和分类。这类

社会感知应用可以将专项清理的运动式查处变成一个

（准）自动化的监测工作。

预测违法风险：除了实现对违法现象的监测，社会感知

方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违法现象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而对

城市开展评估，预测各个区域的违法风险。以群租房问题为

例，在 2019 年城市象限对北京的 12345 群租房投诉事件进

行了空间分析，了解了群租房的空间分布、事件爆发的时间

分布特征、增长趋势和问题严重程度等。再基于城市象限通

过社会感知方法计算的北京各小区的区位、人口、居住条件、

物业管理、城市功能、建成环境等指标，对群租房问题的各种

指标和外部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建模，发现了一些投诉量

不大但是群租风险比较大的居住小区，对违法风险进行了预

测。这篇“市民热线反映”专报也得到了市领导的批示。

基于手机定位数据的 11.18火灾后一周后清理整治效果分析

评估执法效果：除了监测和预测，社会感知还可以对执

法的效果进行评估，起到一定的监察作用。由于城市管理

执法的作用是维护城市秩序，提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所

以通过社会感知评估城市的秩序、活力和民意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反映我们的治理效果。比如面向执法对象和问题的

市民投诉量是否下降，空间违法整治后城市功能是否在合

规运转等。2017 年 11 月 18 日大兴区西红门镇火灾事故后

北京开展了安全隐患大排查，大量城中村的非正规居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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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厂房仓库改造成的群租公寓等被清理，城市象限也用

手机定位数据对清理情况进行了同步监测，通过一段周期

的夜间手机定位强度对清理效果进行了评估，如下图显

示，这是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开展一周后的效果评估。

总体而言，社会感知方法既可以单独作为城市运行

的感知监测来源、实现城市问题的判断，又可以结合实

时、多样、海量的执法业务数据和其他各类业务场景的政

务数据、物联感知数据形成全面的城市感知体系，提升城

市管理感知的广度、深度和敏感度，优化城市管理的分析

方法和维度，增强城市管理服务能力，提升监测城管执法

效果等，有效推动城市问题综合巡查监察数字化体系构

建，助力形成橄榄型现代城市治理结构，创新智慧城市治

理新模式。

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赋能智慧城市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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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减译法

减译法，是根据目的语语言表达习惯选择性地减少翻

译出不必要的语言单位的翻译方法。减少翻译的目的是为

了让句子更为精炼，减少重复出现的词语和表意累赘的用

语。减译是以不影响源文本整体意思的情况下，适当地删

减一些词语，在对比中英语言习惯后，英汉翻译中可以被

省略的词包括省略冠词、代词、介词、连词、There be 结构或

一部分逻辑语。

例 7：The melting point of a substance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the change of state from solid to liquid occurs.

译文：物质的熔点就是从固态变为液态的温度。

与汉语句子结构不同的是，英语句子必须用动词做谓

语。此句中，句子谓语是系动词 is，用于对“物质的熔点”的

介绍，而后面的动词 occur 是 at which 引导定语从句的对

temperature 的修饰。句子做定语后置这一特点让译者在翻

译时常常可以省略原文本的动词，使译文更贴近目的语者

使用需求。

例 8：The time-keeping devices of electronic watches are

much more accurate than those of mechanical ones.

译文：电子表比机械表准确得多。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词语表达的含义范围和表

达能力上也有所不同，再加上两种语言使用的思维方式的

不同，所以有的英文句子表意准确、结构准确，但如果不对

句子内容与语汇加以删减，译文就会重复、啰嗦。此句中，

“the time-keeping devices of”指计时器与后面的“watches”是

重复概念，在翻译时为了译文通顺、合理，译者将“the

time-keeping devices of”的修饰部分略去不译。

三、结语
科技英语翻译是促进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传递科

学科技前沿知识，让更多的人受益于科技知识的重要载

体。在充分了解科技英语的专业性、逻辑性、科学性等语言

特点的基础，广大科技英语译者在顺应论理论指导下，明

白语言应用的不断选择、动态发展的过程，关注翻译语境

变异性、协商性、顺应性翻译三个原则特点，在翻译实践中

下苦功夫钻研，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以提高科技英语翻

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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