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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价值。并据此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智慧城

市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能够全面、系统地评估城市信息系统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和脆弱性,

为城市管理者提供科学的风险决策依据。探讨了该评估模型在智慧城市实际场景中的应用,验证了其在

识别和量化风险方面的有效性,为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总结而言,本研究旨在

构建一个适用于智慧城市的全面、有效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框架,为城市信息安全的精细化管理提供理

论支持和技术参考,对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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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assess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And based on this, a specialized risk assessment model suitable for smart cities was constructed, 

which can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security threats and vulnerabilities faced by urban 

information systems, providing scientific risk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urban managers.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valuation model in practical scenarios of smart cities, verified its effectiveness in identifying 

and quantifying risks, and provided strong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ies. In 

summary,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applicable to smart citi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technical references for the refined 

management of urban information security.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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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智慧城市作为

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智慧城市

的信息基础设施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广泛应用,不仅

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效率,但也使得城市面临更为

复杂多样的信息安全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来自恶意攻击、内部

失误、技术漏洞,甚至外部环境因素,对城市的正常运行构成

严重威胁。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全面、有效的信息安全风险

评估模型,对于保障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

现实意义。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GB/T 20984-2022和ISO/IEC 27001:2022等国内外标准

的发布,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日益完善。然而,

这些通用标准在应用于智慧城市时,往往难以充分反映其特性

和需求,因此,针对性地构建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成

为当务之急。以往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单一技术层面的风险评估,

忽视了智慧城市中多元因素的交互影响。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

空白,通过深入剖析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特点,构建一套全面考

虑技术、管理、法律等多维度风险因素的评估模型。 

研究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既是应对智能化、网

络化时代信息安全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推

动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战略需求。通过构建这样的评估模型,

可以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确保智慧城市在享受

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安全风险,从而

保障城市运行的稳定与安全,为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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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 

2.1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基本原理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是保障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安全的

关键工具。它构建了一个系统化的框架,用于识别、分析和评价

可能影响城市信息系统安全的各种风险。基本原理可概括为三

个核心阶段：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 

在风险识别阶段,模型探究并确定智慧城市的信息资产,包

括硬件、软件、数据、人员及其在城市运行中的重要性[1]。同

时,评估潜在的威胁源,如黑客攻击、内部错误、自然灾害等,

以及这些威胁如何通过已识别的脆弱性影响系统。 

在风险分析阶段,模型聚焦于量化和定性分析识别出的威

胁和脆弱性对系统安全的实际影响。这通常包括评估安全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即威胁发生的频率或可能性,以及其可能造成的

损失,如数据泄露带来的财务损失、声誉损害或业务中断。这一

阶段通常结合威胁和脆弱性评估的结果,使用数学模型和工具

来计算风险值,如风险矩阵、概率影响图等[2]。 

风险评价阶段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组织设定的风险接受

准则进行比较,确定风险等级,判断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控制

措施。这可能涉及对风险的接受、转移、降低或避免。比如,

对于高风险项目,可能需要增强系统的安全防护,改进安全策略,

或者将部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此外,风险等级的确定还能帮

助城市管理者确定资源分配的优先级,确保关键系统的安全得

到充分保障。 

构建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时,必须遵循相应标

准和最佳实践,例如GB/T 20984-2022和ISO/IEC 27001:2022,

以保证评估的标准化和有效性。这些标准提供了风险评估的结

构化框架,指导如何在组织中实施有效的风险评估,确保所有关

键步骤得到遵循。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结构化的过程,

识别和量化智慧城市中的安全风险,为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

依据,确保城市信息系统在面临日益复杂和动态的威胁环境下

能够保持安全稳定[3]。这不仅有助于建立一个综合、动态的风

险管理体系,也有助于促进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居民

提供一个安全、高效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2.2定量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方法与指标 

定量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是风险评估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借助数学模型和工具,将抽象的风险转化为具体的数据,以便

更准确地衡量和管理风险[4]。这种方法通常包括资产估值、威

胁和脆弱性评估、风险计算和风险等级划分四个步骤。 

资产估值是评估过程的基础,涉及识别信息系统中的关键

资产,并为每个资产分配一个经济价值或业务重要性分数。资产

的价值不应仅考虑其经济成本,还应考虑其对智慧城市运行的

直接影响,例如关键数据的丢失可能导致的服务中断或业务损

失。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评估过程更加全面,且能够反映资

产在智慧城市中的实际价值[5]。 

威胁和脆弱性评估是确定风险发生概率和潜在影响的关

键。威胁评估旨在识别可能影响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事件,如黑

客攻击、内部失误等,同时量化这些威胁发生的可能性。而脆弱

性评估则关注系统中存在的弱点,如软件漏洞、安全策略的不足

等,以及这些弱点被威胁利用的可能性。在评估过程中,可利用

多种方法,如威胁树分析、漏洞扫描工具,或者采用模糊逻辑、人

工神经网络等技术进行评估。 

在识别业务并对其重要性赋值、识别系统资产及其业务承

载连续性后对资产价值赋值、识别系统组件和单元资产后对其

资产价值赋值、识别威胁的能力和频率并对其威胁值赋值,识别

安全措施和脆弱性后并对脆弱性被利用难易程度和影响程度赋

值,采用适当的计算方法与工具确定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

损失,并进行风险计算。一般采用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安

全事件造成的损失,计算系统资产风险值,即：风险值=R[安全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风险值越大,表示该风

险对系统的影响越严重。 

风险等级划分是将计算出的风险值与预设的风险接受准则

进行比较,将风险划分为高、中、低等不同等级。这样可以为城

市管理者提供直观的风险轮廓,便于优先处理高风险项目,并根

据资源分配和业务需求制定相应的安全策略。此外,风险等级划

分也有助于定期回顾和调整风险接受准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威胁环境。 

定量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方法与指标为智慧城市提供了

量化风险的手段,使决策者能够以数据为依据,制定更精准、更

有效的安全策略。通过这种方法,城市管理者能够对风险进行有

重点的管理,优化资源分配,确保智慧城市的长时间安全运行,

同时为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提供有力的防护。这种方法的实施

不仅符合国际标准如ISO/IEC 27001:2022的要求,也符合GB/T 

20984-2022等国内规范,为风险评估提供了科学性和一致性。 

3 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 

3.1智慧城市应用的信息安全特点 

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特点在其高度集成和互联互通的基础

上,构建出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网络环境。这些特点决定了其面临

的信息安全风险具有独特性,需要专门的风险评估模型来全面、

准确地识别和管理。 

智慧城市的信息系统通常由众多子系统组成,如智能交通、

智慧能源、智慧医疗等,它们之间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整体。这

种高度集成性意味着一个子系统的安全问题可能迅速扩散到整

个系统,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全局性的安全危机。 

智慧城市的信息系统依赖于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

术,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和交互能力,

但也暴露出大量的脆弱点。例如,物联网设备的固件更新困难、

云服务的安全配置复杂,以及大数据处理过程中隐私保护的挑

战,都可能成为攻击者的切入点。风险评估模型必须涵盖这些技

术特有的风险因素,确保评估的针对性。 

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风险还与管理、法规和公众行为等因

素交织。例如,政策法规的更新可能影响安全标准的执行,公众



计算机与自主智能研究进展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4236(P) / 2972-4244(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1 

Advances in Computer and Autonomous Intelligence Research 

对网络安全的意识可能影响系统的使用行为,这些间接风险同

样需要纳入评估模型,以确保整体风险的全面覆盖。通过构建这

样的模型,城市管理者可以更精确地识别和管理风险,确保智慧

城市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高效与便利的同时,能够抵御各种

安全威胁,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信息环境。 

3.2智慧城市信息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在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中,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

是构建有效评估模型的关键。这些因素包括技术层面的风险、

管理与组织层面的挑战、法规遵从问题以及社会环境与公众行

为的影响。 

技术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即服务,

如物联网设备、大数据平台和云计算服务。物联网设备因其数

量庞大且分布广泛,往往成为攻击者易于渗透的目标,它们的固

件更新困难和安全防护措施不足增加了安全风险。大数据平台

由于处理海量信息,对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而

云计算服务的安全配置复杂性可能导致安全漏洞。因此,评估

模型需要特别关注这些技术特性,为每个因素设计合适的量

化指标。 

管理与组织层面的风险主要涉及内部流程、人员培训和安

全策略。智慧城市的信息系统通常涉及众多部门和机构,如何确

保所有参与者都遵循统一的安全标准,避免内部失误和疏漏,是

评估过程中的重要考虑。此外,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技能不足也可

能成为安全威胁的来源,因此,定期的培训和教育也是风险评估

模型需要关注的部分。 

法规遵从性则是评估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时不可忽视的

环节。智慧城市的发展受到一系列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的约束,

如数据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这些法规对信息系统的安全要求

和责任划分都有明确的规定。评估模型需要考虑这些法规的要

求,确保评估结果能帮助城市管理者满足合规性,降低因法规违

反带来的潜在风险。 

社会环境与公众行为对信息安全的影响不容小觑。经济活

动、社会变革、公众对网络安全的认知水平,甚至敌对国家或组

织的意图,都可能成为智慧城市面临的安全威胁。评估模型需要

考虑这些动态因素,建立环境感知机制,以便在必要时实时调整

风险评估策略。 

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在构建时,必须充分考虑

技术、管理、法规和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通过深入

分析这些因素,模型能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风险评估,帮助城

市管理者制定科学的决策,确保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公众

的信息安全。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信息安全风

险评估体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应继续探索更有效的定量与定性

评估方法,以及如何将评估结果融入城市规划和管理决策中。同

时,强化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

促进跨部门、跨行业的风险信息共享,也将是保障智慧城市安全

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期待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完善、

智慧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框架,为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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