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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作

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载体和核心引擎的工业园区也不例外，纷纷加快了建设“智慧园区”的步伐。因此，

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并支持多源异构数据高效流转与利用的智慧园区技术框架体系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开展研究工作，旨在提出一种可行方案以推动智慧园区向更高层次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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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loud computing，all walks of life ar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pat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core engin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industrial 

parks are no exception，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building "smart parks". Therefore，how to build 

a smart park technology framework system that can fully explore the value of data and support 

the efficient flow and utilization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o conduct research work，aiming to propose 

a feasible solu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parks to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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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阶段，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业园区也

不例外，纷纷加快了数字化、智能化进程，以提高企业生产

效率和管理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然而，当前我国工业园

区普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不同系统之间缺乏有效衔接，

难以实现数据共享共用，制约了园区内各个业务环节的协同

运作，影响了决策支持能力和综合效益的提升。因此，如何

打破信息壁垒、构建互联互通的智慧园区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数据融合背景下智慧园区技术架构 

（一）智慧园区的总体框架 

智慧园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建设需要从整体规

划、网络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考虑。在设计

智慧园区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以业务需求为导向；

（2）充分发挥 IT 支撑作用；（3）满足可扩展性要求；（4）

确保信息共享和互通；（5）实现智能化管理和运维。基于以

上原则，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服务的智慧园区技术架构，包

括物理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四个部分。其中，物理

层主要负责采集园区内各种传感器、视频监控设备以及其他

物联网设备所产生的原始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传输到网络层

进行处理和存储。网络层则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将数据传输

到云计算中心或者边缘服务器上进行分析和处理。平台层提

供了各类开发工具和平台资源，如数据库、中间件、Web 前

端等，为上层应用提供了统一的开发环境和接口标准。应用

层则是整个智慧园区最核心的部分，它涵盖了园区内所有的

业务应用场景，如安防监控、能源管理、交通控制、公共广

播等。不同的应用可以独立部署也可以集成在一起形成综合

体，支持用户对园区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管控。可见，这

种面向服务的智慧园区技术架构具有灵活性强、易于维护和

升级、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变化等优点，同时还具备良好

的安全性能和可靠性，能够有效地提高园区运营效率和降低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5 卷◆第 03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3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成本。 

（二）智慧园区的数据层 

在智慧园区内，各种类型、格式不一致的数据混杂在一

起。因此需要一个合适的方式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存储，

以便为上层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支持。这个过程就是数据层

的工作内容。数据层主要负责采集、整合、存储和管理各类

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并且通过一定的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和挖掘，从而发现其中蕴含的有价值的信息。具体来说，数

据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1）数据采集：数据层要能

够自动或手动地采集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如传感器网络、

物联网设备等。同时还可以设置定时任务，让专业人员定期

到现场收集数据。（2）数据整合：由于各个业务系统之间存

在着相互独立的情况，所以数据层需要将它们所产生的异构

数据进行整合。这一步通常是采用数据仓库或者数据集成工

具来完成的。（3）数据存储：数据层需要设计合理的数据库

结构以及相应的数据存储方案，以便于高效地存储海量数据。

目前常用的数据库包括 MySQL、Oracle、SAP 等等。（4）数据

分析：数据层需要利用一些先进的算法和模型，对采集到的

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例如，可以使

用聚类算法对客户进行分类，预测用户需求；也可以使用关

联规则算法找出某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等等。可见，数据层作

为整个智慧园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作用不可忽视。

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数据体系，才能更好地支撑上层应用的发

展和创新。 

（三）智慧园区的应用层 

在智慧园区内，各种业务系统都需要通过应用层来实现

具体功能。应用层是面向用户展示信息、提供服务的窗口，

包括企业管理平台、智能停车场等多个方面。其中，企业管

理平台主要用于对园区内各类企业进行综合性管理和分析决

策；智能停车场则可以提高园区内车位利用率以及减少车辆

拥堵情况，方便游客出行。（1）企业管理平台：该平台以云

计算为基础，采用大数据分析手段，结合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先进技术，帮助园区内各个企业实现精细化运营和科学化

管理。例如，通过对企业用电量、用水量等数据进行监测和

分析，及时发现异常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从而降低能源消

耗成本，提升经济效益。此外，还可通过对企业员工工作效

率、客户满意度等指标进行评估，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

整体竞争力。（2）智能停车场：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私家车数量急剧增加，导致城市交通压力越来越大。为此，

很多城市开始建设智能停车场，以缓解路面交通压力，改善

市民出行条件。在智慧园区中，智能停车场同样扮演着重要

角色。通过使用自动识别技术，将车辆进出时间、地点等信

息记录下来，形成准确的车辆流动轨迹图，从而实现自动化

收费和无人值守模式，大大提高了停车场的运行效率和安全

性。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查询

空余车位信息，让游客快速找到合适的车位，避免因找不到

车位而浪费宝贵的旅游时光。 

（四）智慧园区的支撑层 

在智慧园区中，支撑层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基础。它包括

了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其中，硬件主要指的是物理设备，

如网络、服务器等；而软件则涵盖了操作系统、数据库以及

各种应用程序等。这些软硬件设施共同组成了一个稳定可靠

的信息化环境，为上层业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1）硬件

支撑：作为智慧园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物理设备对于

保障整个系统正常运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网络通

信设备、视频监控设备、门禁控制设备等等都属于物理设备

范畴。通过合理地配置这些设备并进行有效管理，可以确保

整个系统高效平稳地运行。此外，还需要考虑安全性问题，

加强对物理设备的保护措施，避免出现因设备故障导致的系

统崩溃或数据泄露等情况发生。（2）软件支撑：除了硬件设

备之外，软件也是智慧园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软件支撑主

要包含了两类内容：一是底层开发框架，二是中间件平台。

底层开发框架通常采用开源的 Java/SpringBoot 等框架来搭

建，这样不仅能够降低开发难度，提高效率，同时还能够方

便地集成第三方组件。中间件平台则是用来实现不同模块之

间的交互和协作的一种技术手段，它可以将各个独立的功能

单元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而达到优化系统性能、提升

用户体验的目的。综上所述，智慧园区的技术架构应当具备

良好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以便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业务需

求。因此，我们需要针对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技术方

案，并不断完善和升级相应的技术体系，最终形成一套完备

可行的智慧园区解决方案。 

二、数据融合背景下智慧园区应用分析 

（一）智慧园区的应用场景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智慧园区建设已经

成为了各个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智慧

园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应用场景：（1）智能停车管理系

统 通过车辆识别装置和车牌识别装置等设备实现对进出车

辆进行自动识别和记录，并且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收费结算

工作。同时，该系统还可以提供空余车位查询功能，方便用

户提前预定车位，提高出行效率。此外，该系统还支持反向

寻车服务，让用户无需担心找不到自己的汽车。（2）智能访

客管理系统 通过人脸识别或 ID 卡认证等方式，实现对来访

人员身份的确认和登记，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接待和引导服务。

该系统不仅可以帮助安保部门更好地掌握安全情况，而且可

以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加企业形象。（3）智能门禁管理系统 采

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实现对员工或外来人员的身份确认和

访问控制。通过设置不同等级的权限，确保只有授权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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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入特定区域或者获取相关资源。该系统具有高效性和可

靠性特点，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保障资产安全。（4）

智能照明管理系统 利用传感器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建筑内

各种灯具的远程开关、亮度调节、故障检测等操作，从而达

到节能环保的目的。另外，该系统还可以定时开启关闭灯光，

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室内二氧化碳排放量。（5）智能公共设

施管理系统 包括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消防报警系统、公共广

播系统等多个子系统，通过实时监控各类设施状态及使用情

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可见，智慧园区的应用涵盖了众多领域，

涉及到生活、办公、交通等诸多方面，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

要方向之一。 

（二）智慧园区的应用类型 

智慧园区在实际应用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

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引入先进的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

段，实现对园区内各项设施设备和人员进行实时监测、控制

和调度，提高园区运营效率和安全性。例如，可以利用视频

监控系统、环境传感器等设备采集各类信息，并将其传输到

后台处理中心进行分析和决策；同时还可通过人脸识别门禁、

车辆道闸等设备，加强对园区内人员流动情况的监管和管控。

（2）公共服务平台：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包

括政策咨询、商务合作、人才招聘等方面。例如，建立产业

联盟或行业协会，促进相关资源共享和交流协作；搭建在线

交易平台，方便企业间开展业务往来和产品销售等活动。此

外，还可依托大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和

行为习惯，优化服务质量和水平。（3）创新创业基地：为初

创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和配套设施，以及专业指导和跟踪扶持

等服务。例如，建设孵化器、加速器等空间，提供物理载体

和基础条件保障；组织专家团队提供科技研发、市场推广、

融资对接等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这种模式有利于吸引更多优

秀的创业者和高科技企业落户园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转

型升级。（4）生活服务平台：打造集餐饮、购物、娱乐等于

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例如，

引进知名连锁品牌店铺，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体验；设立休

闲娱乐场所和健身房等设施，丰富市民业余文化生活。这种

模式不仅能够提升城市品质形象，增加就业机会，也有助于

带动周边商业地产的繁荣和发展。 

（三）智慧园区的应用模式 

在智慧园区内，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系统通过网络进

行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基于此，可以将智慧园区分为三个

层次：物理层、逻辑层和应用层。其中，物理层主要包括基

础设施设备以及各种传感器等；逻辑层是指各类业务管理软

件和平台；应用层则是面向用户提供服务的具体场景和应用。

（1）物理层 物理层作为智慧园区的底层支撑，其作用在于

实现物联网感知、传输和控制能力。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充

分考虑安全性、可靠性和可扩展性等因素，确保物理层的稳

定运行。同时，还需结合实际需求对物理层硬件设备进行优

化配置，以提高其实际使用效果。例如，在智能停车场建设

过程中，可以采用地磁感应装置识别车辆位置并自动计时收

费，从而有效提升车牌识别效率和准确度。（2）逻辑层 逻辑

层是智慧园区各项业务管理平台的核心组成部分，它负责处

理来自物理层采集到的实时数据，并向上传递相关指令和信

息。通过引入更多先进传感器以及加强对现有设施设备的改

造升级，实现对园区内各种要素信息的全面感知，为后续决

策分析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依据。同时，应注重提升设备的

自主学习能力，使其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和自适应功能，从

而降低维护成本并减少人力投入。在智慧园区应用中，通常

会涉及多个部门和行业领域，因此逻辑层应具备良好的兼容

性和集成性能，能够与其他系统进行无缝对接和协同工作。

目前，常用的逻辑层解决方案有 BPMN、ESB、Weblogic 等。

（3）应用层 应用层是智慧园区最终呈现给用户的具体场景

和应用。在这个层次上，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打造出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办公、商务

运营、生活娱乐等综合化服务体系。例如，在招商引资方面，

可以借助数据分析工具挖掘潜在客户群体，开展精准营销活

动；在生活服务方面，可以引入智能家居产品，实现家电远

程控制和语音交互等功能。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对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手段进行综合运用来构建一个高效、安全、便捷的智慧园区。

然而，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新的技术和

应用，因此需要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关注最新动态，及时

更新技术的知识库，才能够始终站在行业最前端，共同推动

智慧园区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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