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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一) 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下达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评估和

改善成熟度模型》，（项目计划号为：20213390-T-469）的立项计划。本

文件由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7）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工作由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业技术联盟、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等单位承担。

为做好与现有标准之间的相互协调衔接，2022 年 4 月 27 日标准启

动会上，归口单位确定标准名称由《智慧社区基础设施 评估和改善成熟度

模型》调整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评估和改善成熟度模型》。

(二) 制定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很多地

区在满足公民需求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正确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是支持

社会发展的关键。城市基础设施可以促进城市整体发展，除了提供高质量

的服务以支持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城市基础设施也应具有经济效益并努

力减少城市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为了有效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并在性能等各个方面不断改进，就需要

一个工具来衡量当前城市基础设施的成熟程度并预测未来发展，成熟度模

型被广泛认为是一种高效的工具。GB/T XXXXX-20XX（ISO 37153:2017）《智

慧城市基础设施 评估和改善成熟度模型》给出了成熟度模型框架，为评估

城市基础设施的技术性能、过程和互操作性及其对城市贡献的成熟度模型

提供了基础、要求和指导，并对未来改进的方向提供了建议。该模型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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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单以类型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估，也可以用于多种类型的城市基础设施

的评估。

（三）工作过程

1. 申请立项阶段

2020 年 6 月启动预草案编制，组织 ISO 37153:2017《Smart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s - Maturity model for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的翻译工作，形成《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评估和改善成熟度模型》国家标准

预草案。2021 年 8月，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评

估和改善成熟度模型》国家标准立项计划（项目计划号为：20213390-T-469），

该标准正式立项。

2. 起草阶段

自标准获批立项，由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业技术联盟等单位成立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评估和改善成熟度模型》标准制订工作组推进标准草

案研制工作。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与任务要求，安排工作进度，同时组织

召开多次研讨会。于 2022 年 9月底，形成国家标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评

估和改善成熟度模型》（征求意见稿）。

3. 征求意见阶段

正在组织。

4. 审定阶段

待定。

(四) 主要参与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项任务由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7）提出

并归口。该标准主要参编单位有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业技术联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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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绿建智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正河山标准化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等。在归口单位的指导下，由

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业技术联盟牵头组织对 ISO 37153:2017 进行翻译

等工作。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绿建智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单位参

与草案编制工作。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 编制依据

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起草。

本标准等同采用 ISO 37153:2017《Smart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s

- Maturity model for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二) 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该标准的编写规则应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

2.适用性原则

该标准的内容应便于实施，具有可操作性。

3.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则

ISO 37153:2017 是 ISO/TC 268 发布的评估城市基础设施的技术性能、

过程和互操作性及其对城市的贡献的成熟度模型提供了基础、要求和指导，

并为未来的改进提供了指导。编制组以尽可能推广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

准为原则，等同采用 ISO 37153:2017 国际标准，将其转化制定为我国的国

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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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其他相关国家标准协调的原则

本国家标准是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中重要的基础性国家标准

之一。因此，本国家标准中定义的术语和概念的使用，力求与 GB/T

40758-2021《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术语》、 GB/T 40759-2021《城市和

社区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以及 GB/T

XXXX-XXX《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绩效评价的原则和要求》等在编国家标准保

持一致。

(三) 主要内容

1. 概述

本文件描述了城市基础设施成熟度模型（CIMM）以及使用 CIMM 进行评

估和改进的标准化方法。CIMM 帮助所有利益相关者了解城市基础设施在性

能、过程和互操作性方面所处的等级以及对城市的贡献，帮助设定城市基

础设施的改进目标进而引导投资并认识到与当前所在等级的差距。

2. 结构说明

国家标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评估和改善成熟度模型》可归纳为六个

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重点阐述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评估和改善成熟度

模型》产生的背景、标准的作用和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范围：本标准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

于能源、水、交通、废弃物和 ICT；单一类型的城市基础设施或多种类型的

城市基础设施；各类城市，不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阶

段；基础设施生命周期的所有适用阶段（例如规划/设计、建设、运营、退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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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四部分是术语和定义：如“成熟度模型”、“成熟度级别”、“影

响”、“绩效评价表”、“城市基础设施成熟度模型”等术语和定义，说

明了这些术语在本标准中的内涵。

第五部分是本文件的核心部分，包括第 4 章到第 6 章，对城市基础设

施成熟度模型的基础、绩效评价表的编制、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估和改

善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说明。

第六部分是附录，包括附录 A评估方面的概念性描述、附录 B 对 CIMM

定义的详细说明、附录 C 绩效评价表（ACT）示例、附录 D 持续改善城市基

础设施。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2022 年 9 月，郑州航空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使用该标准对郑州航空港

第二水厂的供水项目进行了评估。该项目设计规模为 80 万吨/天，一期供

水规模 20万吨/天，于 2015 年 9月开工建设，2017 年 8月建成通水，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 6 亿元。在验证过程中，郑州航空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充分

结合项目实际，按照标准的要求开展基础设施成熟度评估，使该标准的科

学性、适用性、先进性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四、与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SO 37153:2017《Smart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s - Maturity model for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仅有编辑性修改。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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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标准编制之日尚未发现与计划编制标准相冲突的现行法律、法规和

国家标准。

六、关键技术处理

无。

七、重大分歧意见和处理经过和依据

关于标准名称的确定。为了与已发布的 GB/T 40761—2021 保持一致，

ISO 37153:2017《Smart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s - Maturity model for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转为国标后将 Smart community 译为城智

慧城市。因此，ISO 37153:2017《Smart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s -

Maturity model for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翻译为“智慧城市基

础设施 评估和改善成熟度模型”。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

该标准建议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九、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了贯彻好本标准，使其有效发挥作用，建议在标准发布后，在全国

城市和社区进行宣传与贯彻落实，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学习和培训。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十一、参考资料清单

[1]ISO 9000:2015，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2]ISO/TR 12773-1:2009，健康档案汇总用业务要求——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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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要求与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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