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澳門重點研發資助計劃

智慧城市綜合技術開發與應用領域申報指南

一、背景

智慧城市是運用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空間地理信息集

成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促進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服務智慧化

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對落實國家城鎮化發展戰略，提升城市可持

續發展能力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國家發佈一系列戰略規劃，

從頂層設計、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民生應用、信息安全等領域，

對智慧城市建設作出部署。許多省市自治區，包括粵港澳大灣區

中的城市已先後推出相關指標或藍圖，並逐步推動落實。

澳門特區政府在近幾年的《施政報告》中對智慧城市建設提

出明確要求，2020 年將「加快城市規劃，建設智慧城市」作為施

政重點，提出「推進以智慧政務、智慧通關、智慧醫療、智慧旅

遊和智慧交通為主要內容的智慧城市建設，實現信息技術與城市

現代化深度融合」。2018 年，國家科技部批准在澳門設立智慧城

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使澳門在智慧城市領域的人才培養、

科研發展、應用示範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基礎，在國內外的影響力

不斷提升。

為配合澳門特區發展需求，結合澳門城市特質，實現信息技

術與城市現代化深度融合，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在徵求澳門相

關領域科研人員意見的基礎上，依託內地專家的力量，研究提出



了本項重點研發計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配合國家所需、發揮澳

門所長，期望加強澳門科技研發能力，以科技創新推進澳門經濟

適度多元化發展，提升澳門智慧城市建設水平，提高城市治理能

力現代化水平，增強市民幸福感和滿意度，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智

慧城市發展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貢獻力

量。

二、總體目標

根據澳門城市發展特點，結合澳門建設「一中心、一平台、

一基地」的發展定位，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城市管理、產業發

展、政府服務、社區管理等領域的科技研發能力和應用水平，以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資源利用效率和市民生活質量，打造國際化

的創新型城市，助力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智慧城市群建設。

三、研究方向

本指南以面向城市公共服務的智慧城市建模仿真與智能應

用、綜合能源物聯網運行控制與安全防護技術及應用、面向智慧

交通的複雜人機物融合系統關鍵技術與應用 3 個研究方向為重

點。每個方向實施年限為 3 年。

1. 面向城市公共服務的智慧城市建模仿真與智能應用

研究城市設施多粒度感知、人群大數據分析、城市服務社會

感知、深度動態知識圖譜、多尺度城市建模與混合現實仿真等技

術，研制智慧城市韌性模擬仿真決策與服務平台，在城市公共安

全、災害防治、應急保障等領域開展決策分析應用驗證，提供基



於時空大數據的智慧旅遊服務。可支撐不少於 5 種以上典型場景

的混合現實仿真，能夠提供人員流動密度預測、擁堵疏導、突發

事件預警等智能服務。

2. 綜合能源物聯網運行控制與安全防護技術及應用

設計基於異構物聯網的綜合能源系統架構，開展綜合能源全

場景感知、精細化運行控制、應急自愈防護等關鍵技術研究；利

用綜合能源負荷和運行大數據，進行供能用能端特性建模，對社

會供應側、需求側進行精確畫像與管控，研究綜合能源信息-物

理-社會融合系統及其數字孿生體的建模方法以及分析範式；並

研制新型綜合能源系統智慧管理平台，實現綜合能源系統節能增

效、異常監測、故障識別與安全防護的大規模應用示範。目標系

統綜合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10%，故障識別與異常檢測準確率超過

90%。

3. 面向智慧交通的複雜人機物融合系統關鍵技術與應用

研究城市複雜交通環境感知與情景理解方法、可計算的人機

物融合交通系統模型及人機混合協同的邊緣計算技術，構建基於

混合增強智能的新一代智慧交通系統平台，在城市重點區域開展

典型示範應用。城市綜合交通系統模型中人機物要素達 10 萬以

上，感知和認知計算運行效率提升 30%以上，實現對典型交通場

景中交通人機物要素狀態的感知精度超過 90%。

四、申報要求

申報單位根據指南所列某一方向的研究內容以項目形式組



織申報，項目下設課題。每個項目均應整體申報，原則上須覆蓋

全部考核指標。如無特殊說明，每個項目下設課題不超過 3 個。

牽頭單位須為澳門機構，鼓勵與澳門以外單位參與合作，每個項

目所含單位數不超過 6 家。項目負責人及課題負責人均須具備在

澳全職工作的資格。

每個項目的申請金額上限為 1500 萬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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