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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陌生人社会，在颠覆了传统家族聚居式生活结构的同时，也打破

了传统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确定性。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抹平了循环往复的稳定时

间观，展现出一个线性向前的未知时间观，①也将陌生人的连接扩展到了全球，使每个人都能够

接触到新事物，同时受之影响。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传统社会

经验知识的适用性和确定性逐渐瓦解，公众对当下和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关注逐渐蔓延。

对不确定性的学术探讨广泛集中于经济学领域。②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性使经济全球化先于政

治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多种不确定因素也率先冲击经济领域，企业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复杂，进

而影响到社会消费等方面。近年来，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频发，从 SARS 危机到如今新

社会连接与智慧城市建设
——基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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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不确定性是社会理性认知的产物，不确定性不仅取决于不确定性自身的客观概率，更取

决于社会主体对不确定性的主观认知期望。个体的主观认知期望都建立在其社会生活连

接上，现代社会中客观发生的物与物的连接、理性认知的人与物的连接、感性认知的人

与人的连接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成为不确定性在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和广泛传播的重

要原因，城市作为社会生活与连接的主要场所遭遇的不确定性风险尤为突出。智慧城市

建设，需要以不同连接场景下的“算法—软件—硬件”智慧体系，优化现代社会生活的

连接机制，才可能增强社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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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出现，就业危机在全世界不断蔓延，战争冲突频繁发生，国际关系波折不定等。

这些“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使社会也不

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出现，都是对现行国家政策的一次挑战，是对现有经济产

业的一次洗牌，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结构的一次冲击，增加了我们把握社会变迁方向和社会转型

进程的难度。为了应对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部门必须不断调整行动策略，但也可能带来次

生的政策不确定性问题，进一步给社会经济造成冲击。

不确定性从经济和政策向社会各方面的转移，也引起了社会学的关注。一些研究试图追

寻当前社会不确定性的来源，如伴随网络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缺场交往和社会运行加速所带

来的管理困境。①一些研究聚焦于社会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后果，如导向充斥个人无力感和社

会焦虑的虚无主义，以及具有认同区隔的极端群体心理。②但既有研究较少从发生过程的角

度讨论社会不确定性。事实上，社会的不确定性体现在其与社会运行的交织过程中。一方 

面，不确定性事件的结果由其发生过程所决定。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无法先验，只能通过其过程

来确定，也即只有某件事的过程不可控时，我们才能后验地将该事件定义为不确定性。更何况，

事件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也在于其中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互补，③并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认识

与行为过程所主导和推动。④因此，与其说不确定性是一个个不可控事件的集合，倒不如说是事

件发生过程的不可控走向。

要认识和应对不确定性，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当前社会所说的不确定性是什么，为什么

不确定性的社会影响直到近些年来才备受关注。如果说重大突发事件代表着社会的不确定性，那

么病毒、动荡、战争等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并不鲜见，曾经被鼠疫和天花的阴影所笼罩的人们不知

道死亡与明天哪个会先来临，工业革命中的劳工也曾在没有任何生存保障的工作中挣扎，更不用

提欧洲国家数百年间相互攻讦所带来的社会流离。如此，整个欧洲大陆的近代史都可以被称为是

不确定性的历史。如果说社会变迁的冲突代表着社会的不确定性，那么欧洲王权的崛起、西方现

代国家的确立、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与战争、中国近代的民族救亡都是时代变迁的重大标志，其

中有着诸多转型冲突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 如果说相关理论议题的讨论代表着社会的不确

定性，“无定物”的哲学议题在古希腊时就已经出现，“福祸相依”的箴言早已表达出中国古人对

这一议题的深刻认识，即使是科学的不确定性也早在 20 世纪初的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中就

已经奠定。但这些议题在当时也仅仅停留在哲学、文学和科学圈子里，并未引发社会的广泛重视。

可见，不确定性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⑤事物本质的“变化”并不是引发当前社会不确定性焦

虑的直接原因，外部宏观局势的动荡也只是不确定性的结果和表现。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所有不确定性，都是社会的不确定性。社会是不确定

性被定义的场域，社会生活是不确定性发生过程的场所。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分

析当前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发生和传播过程，并以社会生活集中体现的城市作为分析对象，讨论如

何通过智慧城市建设降低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从宏观结构到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

如果将不确定性仅仅归结为重大事件的结构性冲突、客观存在的现象、自然世界的谜团，无

疑带有居高临下的傲慢和功能主义的意味。不确定性之所以直至现代才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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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处不在地改变着人们的旧有认知。比如，

不断出现的产品质量事件和有关科学技术的流言，像食品安全卫生、基站和手机辐射等，改变了

人们对饮食起居等社会物质组成的确定性 ；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参与群体多元化带来了复杂的社会

生活事务处理流程，像不同医院的就诊流程各异、智能系统操作逻辑各异，改变了人们对生活节

奏和逻辑的确定性 ；各类社会事件的舆论发酵，像加班猝死、家庭暴力、治安冲突等，改变了人

们对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确定性。

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但以往更多存在于传闻中的事件，如今通过视频图像和新闻媒体有声有

色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很容易冲击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确定性的安全感。当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

经验认知不再可靠，这些都使人们逐渐失去了确定性的内生来源。尤其当这些日常社会生活的不

确定性逐渐内化于人们的生活认知中，就制造出了一个潜意识中对不确定性怀有无奈“期待”的

社会集合。此时，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更像是一个“自证预言”，迅速穿透已经脆弱的日常社会

生活体系，凸显人们在其中的无助。例如，疫情突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实质上也是社区生活经

验的失灵和社会反应体系的失效所致，再经由媒体的扩散，从而演变成了全社会的焦虑。在某种

意义上，不确定性在当代引发社会焦虑和关注，意味着其从宏观结构性事件向微观生活的转变，

也意味着人们对不确定性的理解正从本体论到认识论转变。

这种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代表着不确定性从客观向主观的转变，①从概率向期望的转 

变。从客观概率的角度而言，不确定性作为事物发展和运行的客观属性，具有一定的可计算性和

客观干预性，可以通过结构性制度的“打补丁”机制予以弥补消除。例如，如果将社会暴力事件

作为客观概率问题，那么最直接的手段即统计各暴力事件发生的特征，在相应的时间地点增加防

范。但在主观期望的视角下，人的主观能动和感性情绪认识，使得事件发生概率和事件所造成影

响的动态互动中卷入了许多不可计算的因素，尤其包括社会文化、感性认识等非正式的社会基 

础。②一方面，暴力事件可能因政府对原有高发时间地点的防范而发生动态转移，增加了治理难度 ；

另一方面，暴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不止于事件中的受害者，还包括整个社会的感性情绪，以及可

能衍生出网络暴力、群体对立等更多不确定性事件。

可见，虽然不确定性已经强调了社会发展的动态特征，但其客观本体和主观认识仍有不同。

以重大事件等为代表的本体论不确定性，更强调其在社会中的突发性，其中的动态是一种单一的

动态，即社会作为线性变迁的过程，随时可能遇到不确定性事件的切入。而以社会日常生活为出

发点的认识论不确定性则更强调其与社会的交织性。其中的动态是一种交互的动态，即不确定性

本身也是动态的，不仅切入社会的动态进程，还与其交织，通过渗透社会生活、影响社会认知、

引发更大恐慌，进而放大不确定性，甚至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因此，现代社会对不确定性的敏感，

正是因为融入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比传统意义上的重大事件更加频发，也具有更加能引起共鸣的

焦虑感受，从而催生了人们对于自身社会生活的失控感。

不确定性之所以能够渗透社会生活，是因为它本就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不确定性并不是现

代性的产物，其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的连接互动中。例如，疾病是个体与外界的交互

作用，包括微生物感染、基因遗传、环境影响、实践损耗等过程中生命活动的异常。不确定性同

时也因连接的广泛而扩大传导，人的存在离不开同外界物质的交换与实践，离不开同他人的关系

互动。因此，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是必然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与自然世界的连接除了作为生物

体的生老病死外，主要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和通过简单物理变化制造的工具上。人与人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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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停留在家族、村落、单位等熟人社会中。自然世界与熟人社会的稳定性削弱了不确定性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主体对不确定性的关注。而现代性的进程无疑为不确定性的生长提供了

土壤，放大了不确定性。尤其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性，一方面使得人与自然界的连接复杂化，

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极大地扩展了社会连接。其中，城市作为人群流动的聚居地以及生产和

消费的主要空间，无疑是现代性的核心产物，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典型代表。现代城市中人与物、

人与人的连接越广，不确定性的辐射范围也就越大。

不确定性既可能是风险，也可能是机遇，但对于社会大众而言，风险厌恶使人们更倾向于关

注其负面影响。因此，如果放任每个社会个体独自面对弥漫的不确定性，那必将会造成局部最优

不是整体最优，个体最优不是社会最优的局面。诚然，单方面鼓励各社会主体增强自身竞争力，

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一些社会主体对不确定性的适应性，但是这也可能导致“社会达尔文

主义”的复归，回到近代相互攻讦、群体冲突的混乱中。个体为了增加自身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必然选择囤积过量资源以留后路。这一方面会造成整体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拖慢整个社会的发

展速度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的内卷，人们为了降低自身的不确定性而不断

加剧他人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社会分化加大，一部分人陷入躺平状态。

数千年来的人类社会变迁，都是以确定性作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我们不能无视社会发

展的惯性，立刻就将社会的内核替换为不确定性。尽管面对空前凶猛的时代浪潮，传统社会的大

船可能已经难以抵挡。但我们也不应就以此为借口让船上的每一个人去学游泳，在风浪中独自漂

流。以人为本的治理目标仍是要将社会打造为一艘乘风破浪的新巨轮。这艘巨轮并不无视不确定

性的到来，但它更重视我们与自然、我们之间的连接关系。①这艘巨轮上每一个水手的协作方式

可能与之前时代的轮船不同，但其目标始终是为人类社会、为每个人提供一处可以放心向前的坚

强依靠。因此，应对当下和未来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一定要从

社会协作的角度出发，形成有规划、有目标的治理体系。

综上，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核心即是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 ；建立一套城市生活不确定

性应对体系，可以减少现代和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影响。对于前者，我们需要探寻和分析当下

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对于后者，面对社会生活中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熵 

增”，则需要引入外部能量加以平衡。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即为我们引入智慧技术的人文关怀，

抵消传统技术的机械弊端，增进主体连接之间的深度，进而降低不确定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提供了契机。

不确定性 ：社会生活的连接路径与连接对象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就是这些连接的表现。社会生活在经历了现代性的冲击

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之后，在原有“主体—客体”的关系上叠加了“主体—主体”的主体性与主体

间性并存的社会连接形式。②与现代社会相伴的社会流动和科技发展，极大丰富了社会连接，其

中既包括既有的人与物的组合连接实践，也有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物与物的连接实践，更重要的是

有重新被发现的人与人的连接实践。在此背景下，叠加于人的社会关系前所未有的庞杂，社会生

活的不确定性也就酝酿其中。具体来说，这种庞杂主要体现在连接路径的复杂性和连接对象的敏

感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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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接路径的复杂性

社会的不确定性都是通过主体或客体之间的连接路径进行传导。社会的连接又可以分为纵向

连接和横向连接。①纵向连接指一个系统内各主客体单位为了特定目的，按照一定的等级功能相

串联，是社会走向精密化的产物，如庞大的科层制体系、现代精密的电子仪器等。任何一个环节

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在纵向连接中，系统所遇到的不确定性概率是所有

内部组成的不确定性概率之组合，个体所遭遇的不确定性后果也会扩展成整个系统遭遇的不确定

性后果。也就是说，纵向连接越长，系统所遇到不确定性的概率就越大，不确定性事件所造成的

影响也就越大。

横向连接是当前社会的主要连接路径。横向连接是指各地位平等的、相互之间没有实际利益

或功能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所建立的连接。如前所述，不确定性的发生和所造成的影响，不只取

决于其发生的本体客观概率，也受社会主体的主观期望认识影响。横向连接虽然较少会放大社会

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本体客观概率，却使得该不确定性在社会层面的主观期望被放大，即人们认为

不确定性事件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影响越来越大，从而产生对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的焦虑，甚至

成为制造不确定性或营造不确定性环境的一员。

在当前这个由横向连接与纵向连接叠加而成的立体化社会网络中，不确定性的扩散呈现出了

一种恶性循环。一个特定节点所受到的不确定性冲击，可能会经由纵向连接而放大其影响，这一

影响再经由横向网络迅速传播而被其他主体感知，进而加速其他主体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期望。这

种主观期望再通过社会主体的焦虑而演化成不确定性的自我实现预言或衍生出其他不确定性，进

而又提升了纵向连接系统遇到不确定性的概率。在当代社会，人员流动增加了连接路径的横向广

度，科技发展既让这种横向连接克服了空间限制，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人们驾驭多层环节的能力，

使连接路径的纵向长度得以延伸。这种社会生活中连接路径的指数级增长，为不确定性的传导提

供了极为便捷的网络，也促进了当前不确定性频发的超风险格局。

（二）连接对象的敏感性

不确定性的社会主观期望增加，除了受连接路径的影响外，还受到连接对象本身的影响。连

接对象对于不确定性的敏感性，即连接对象是否容易遭遇或感知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也是当

前不确定性弥漫于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从连接对象性质来说，可以分为物与物的连接、人与事

物的连接，以及人与人的连接。

1. 物与物的连接 ：客观发生的不确定

虽然不确定性的主观感知者和最终承担者是人，但不确定性的缘起则可能来自事物之间的连

接。例如，自然运动连接所引发的台风、暴雨、旱灾和地震等，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不

确定性来源。除此之外，人从学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开始，也建立起了一种社会生活中的物与

物之间的连接，如金属与木材连接而成的工具等。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大多数工具还是通过

物理反应打造锻制的。随着科技革命的更迭，物与物的连接在化学反应的介入下不断加深，直到

现代科学阶段，事物之间的连接在人的介入下已经达到纳米级和量子化水平。除了微观层面，社

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离不开现代机械的连接传动，如遍布人类居所的水网管道和电网线缆、连

接人类活动空间的交通和通信工具等。

这些通过科技所建立的事物之间的连接，除了极大地丰富和方便了我们的活动外，也深深地

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任何一个连接出现问题，我们的生活都会陷入不便。例如，在网络上引起广

① 帕特南：《使民

主运转起来 : 现

代意大利的公民

传统》，王列、 赖

海榕译，南昌 :江

西 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第204— 

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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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共鸣的“手机电量焦虑症”，①就是人们因为习惯了智能手机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对于手机电量

能否支持当天使用的不确定，陷入了是否错过他人联系，能否进行数字支付，以及如何应对当天

剩余时间等焦虑。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生活还面临着诸如电器故障、停水停电、交通拥堵、通信

信号丢失等种种传统生活中未曾有过的不确定性。虽然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后果远不如重大事

件那么引人关注，但的确不断地提醒着当前社会中人们面对生活的无力感，甚至在更大的突发事

件中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人与物的连接 ：理性认知的不确定

现代性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标志和成就。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却产生了人类理性和个人理性的矛

盾。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理性，不确定的产生是因为现有科技无法匹配自然界的玄妙，或者说信

息缺乏。已有的科学知识信息之于自然宇宙仅九牛一毛，难以解释其中的纷繁多变，既无法消解

诸如癌症、地震等疾病和灾害所带来的结构性不确定性，也不能实现可控核聚变以应对能源危机

带来的不确定性。

前文已指出，这类不确定性伴随着人类发展至今，在过去千年都未引起对不确定性的广泛讨

论。相比之下，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是因为现实事物的信息大大超出个人理性认知所能承受

的范围，其信息产生和更新的速度也远超个体的学习速度，即出现了信息过剩。这种信息过剩既

体现在人与物的连接上，也体现在人与事的连接上。人与物连接方面，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

化和专业信息交换的高壁垒，没有人能够解决生活中的所有故障，甚至仅弄清故障发生的原因对

于专业人士来说就需要费一番波折，更不用提绝大多数的非专业社会成员。当这种故障发生于紧

急的时刻或过程中，就成为了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例如汽车在高速路行驶中的突然爆胎，对于

没有相关处理经验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事关生命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

如果人与物的连接中所发生的不确定性情况更类似于传统观点对于风险的定义，那么人与事

的连接则突出表现为个人面对庞大信息的自顾不暇。传统社会变迁缓慢、社会流动停滞、社会关

系封闭、个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基本保持不变，较少的经验知识就足以应对生活。但进入现代社会

以来，分工精细化导致事务处理的流程越来越多元且烦琐，人难以用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当前的情

况，即在一个场景中的经验却无法应用到另一个相似的场景。比如，一些地方层层加码给民众生

活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服务部门办事流程烦琐增加诸多不便等。又如，医院作为当前分工专业

化高的社会部门，也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最为紧密。但不同医院对于内部科室的不同划分、内部分

工的不同专业化描述、就医流程的不同设置，以及电子就诊判断的操作逻辑各异，都给社会成员

的就诊过程增添了病情之外的不确定性。上一家医院的就诊经验不确定在下一家医院是否仍然有

效，同一种疾病在上一家医院就诊所花费的成本在下一家医院不确定是否一样。由于缺乏统一的

尺度和标准，社会生活安排很多时候也只能陷入不确定。个体如果想要消除这些不确定性，就必

须做好事先准备，包括提前了解自己的病情属于哪一科室，了解不同医院的就诊流程等。但这些

额外工作不断累积，又可能激起主体感性情绪的变化，最后导致人们对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焦虑

集中爆发，甚至演变成人与人的冲突。因此，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连接，较以往可能更加影响生

活节奏和进程，给社会生活掺入诸多不确定性。

3. 人与人的连接 ：感性认知的不确定

现代社会的发展基于现代性展开，而现代性的出现则基于崇尚理性的启蒙运动。因此，理

性在几百年来都被冠以“人类的最高品质”和“历史的终结”之名，人的感性认知则被置于发

① 《 电 量 下 降

就 紧 张 你 有 

“ 手 机 电 量 焦

虑” 吗？》，新 华

社，http: //www.

xinhuanet.com/

world/2016-05/26/

c_129015232.htm， 

2016 年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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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次级甚至对立地位。随着当下西方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对人的再发现和对主体与主体

间性的再发现，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诞生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我们

重新认识到了人的感性认知的重要性。尤其伴随现代社会互联网技术等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

连接空前紧密和便捷。可以说，庞大的社会网络在传播不确定性的同时，也通过人的感性催生

了新的不确定性。

人与人之所以在交往、合作、冲突等关系中具有不确定性，一个核心原因是人在实践中的自

我发展和作为主体的动态变化。实践不仅是人改造世界的过程，也是人认识世界进而改造自我的

过程。在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推动下，实践的内容与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人的主体性表达在其中

也发生了改变。但同时，也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每个人的自我发展方向不同。

我们对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主体性表达难以形成准确预期，从而使得我们难以用以往判断人的经

验来判断当前的人，用判断附近人的经验来判断远方的人，用判断熟人的经验来判断陌生人。当

全社会亿万个各不相同且不断动态变化的主体性相遇时，伴随着现代性对社会空间和时间认识的

改造，其主体间性的建构过程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一，空间认识的变化。自工业革命拉开现代性的帷幕以来，人类对空间的认识就在不断发

生改变。当蒸汽机带动交通工具的大量出现，无线电通信带来电报和电话的广泛推广，人与人之

间的空间距离被极大缩短。当互联网技术突破了传统信息即时相互传递的单线限制后，现实空间

的收缩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信息流动的虚拟空间覆盖于现实空间之上，贯通所有人的

社交生活。这种对现实生活空间的跨越，造成了人与人连接的两个不确定性问题。一是如同本文

在连接路径部分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现实空间社会生活节点所发生的负面事件，都会沿着信息

流动扩散开来，勾起每个人对自己现实生活环境的不安全感。①原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低客

观概率的社会风险事件，借由虚拟空间所连接的大样本后，演变成一个高主观预期的不确定性焦

虑，如群体冲突、极端暴力事件等。许多人每天都在虚拟空间中经历着其一生可能也不会在现实

空间经历的不确定性事件，甚至勾起其曾经历过的不确定性事件的恐惧。二是互联网对空间距离

限制的克服，也让不同现实环境成长的主体性相遇。每个主体性的自我成长都与其直接的外部环

境息息相关。不同现实空间的物质和文化环境塑造了不同主体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但虚拟空

间所提供的信息流动更偏向于当前公共事件的流量争论，而极少关注不同历史背景的相互理解，

使得布迪厄为现实空间所描绘的“场域—行为”关系因虚拟空间的贯穿而出现漏洞。虚拟空间的

观点态度叠加到现实生活上，产生了背离特定现实空间主流确定性规范的社会行为，造成了不确

定性的后果。

第二，时间认识的变化。现代社会中的另一个重要转变即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现时代是效

率至上的时代，是一切都在加速的时代。②由于传统的社会生产受限于其生产空间的场景性和生

产过程的封闭性，效率观念对于社会生活的入侵尚不明显。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已

突破了空间限制，居家办公、弹性办公等模式在提高了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打破了工作和

生活的边界，引发工作生产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剧烈冲突。③人们从追求生产的效率到追求效率的

生产，并开始越来越难以忍耐时间的非自主性浪费，越来越难以忍耐等待。④进而，原本起源于

理性的效率追求，反而因效率体验被破坏而引发了感性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对他人的无耐

心和对自己的无耐心上。一方面，效率入侵生活造成了社会主体的时间敏感，在主观上增加了等

待的成本，容易对他人失去耐心，对他人的行动无法理解和忍受，从而增加了社会生活中爆发冲

① 赵时雨、张广

利：《“网络 舆论

审判”：生成场域、

诱发机制及疏导

构想——基于结

构紧张的分析视

阈》，《理论月刊》 

2022 年第4 期。

② 罗萨：《新 异

化的诞生：社会

加速批判理论大

纲》，郑作彧译，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8 年，

第13页。

③ T.D. Golden，

“A l t e r i n g  t h e 

Effects of  Work 

a n d  F a m i l y 

C o n f l i c t  o n 

E x h a u s t i o n : 

Telework During 

Traditional and 

Nont radit ional 

Wor k  Hou rs，” 

J o u r n a l  o f  

B u s i n e s s  a n d 

P s y c h o l o g y , 

vol.27, no.3,  2012.

④  J .  Fa r m a n , 

D e l a y e d 

Response: the Art 

of  Waiting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I nstant  World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5.



48     总第三九七期

突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追

求效率的冲动和失败，也使得

社会对自己失去耐心，进而产

生了无力把控自我的时间焦

虑。这种焦虑情绪要么转变成

急于求成的功利化倾向，加剧

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取

代，给社会秩序埋下了不确定

性 ；要么让社会主体选择了低

欲望生活和“躺平”这样的强

迫性“退隐反应”，①给社会发

展埋下了不确定性。

可见，社会不确定性的不

断发生和加速传播是社会生活连接复杂化的结果，社会连接复杂化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而城市

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晶，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是社会连接网络的集聚地和社会连接的核心

区。从人和各类设施、部门、制度的交互，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互动，城市的社会生活都成为了

“不确定性”生长的最重要场所。②要应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对城市的不确定性进行治理就是

重中之重。

应对不确定性的智慧城市建设

虽然现代社会放大了不确定性的主观期望，也制造出了更多的社会焦虑，但世界的数字化发

展仍然不可阻挡，③主体与客体、主体之间的互通相连只会越来越精密。分工的精细化、科技的

专业化所带来的现代生活便利，都使得我们不可能回到以往箪食壶浆、与世隔绝的田园时代。这

就要求我们正视当前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发挥社会治理的能动作用，增强社会连接对象应对社会

生活中不确定性的韧性，减少不确定性的主观预期所引发的社会焦虑。

借用自然科学与思维科学的概念，一个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关系可以用熵来衡量。④根据“熵

增定律”，在任何一个孤立系统中，事物总是向着其最混乱无序的状态发展，直到达到熵的最大

状态，不确定性就是对人类社会这一系统既有秩序的挑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社会生活中所

涉及的秩序越多，不确定性的客观概率和主观期望也就越高。相应地，要削弱不确定性的影响，

就是要对抗社会生活中的“熵增”。这就要求我们打破封闭的既有社会运行模式，创新社会治理

体系，引入新的治理能量。这种新的能量既是发动全民参与的人文关怀和主体赋能，也是科学知

识的重大突破和社会生活应用。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即是将二者相结合，针对城市社会生活中的

不确定性进行治理的一种新模式。

所谓智慧，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予以“明宗”：“智义云者，自觉性故，本无倚故”，“心

者不化于物，故是照体独立，而可名为智矣。吾人常保任此智而勿失之，故乃自己认识自己，而

无一毫锢蔽焉”；“慧义云者，分别事物故，经验起故”，“为离自心外在境界。即一往向外求理，

如观物然”。也就是说，智是主体向内自省而认识自我，慧是主体向外求理而认识世界，智慧既

资料图片

① 陈世华、徐嘉

敏：《时间焦虑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山东社

会科学》 2022 年

第5 期。

② 文军、 刘雨航：

《不确定性时代的

都市公共信任风

险及其治理》，《探

索与争鸣》 2022

年第8 期。

③ 王天夫：《数字

时代的社会变迁

与社会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 2021

年第12 期。

④  P. J .  C o l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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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c e r t a i n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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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人与物的关系，也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①因此，智慧城市的设计和建设，要

以物为支持，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作用 ；更要以人为本，激发社会的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智慧

城市的目标不再是提升生活的效率，而是提升实现美好生活这一目标的效率。智慧城市的出发点

和着力点也不仅在于对城市物质基础和事务运行的洞悉掌控，更在于提升社会主体对社会生活的

信心，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互信，在降低不确定性客观概率的同时，也降低社会主体对不确定

性的主观预期。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蓬勃发展，对硬件半导体建设的目标与要求也已经列入了国家

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 远景规划中。但是，科技发展和应用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从工业化应用

到社会生活应用任重道远。要实现智慧城市以人为本，降低社会不确定性，就需要将社会现实需

求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整体对接，贯通人工智能产业的“算法—软件—硬件”体系，打破以往给

硬件想用途、给硬件设算法的技术引领模式，建立起社会生活体现社会需求、社会需求引领算法

方向、算法方向带动硬件创新的新模式。通过调度串联，让懂社会、懂算法、懂软件、懂硬件的

群体形成合力，让掌握具体生活需求的社会成员、掌握宏观信息的城市管理部门、掌握相关领域

技能知识的专家、具备算法研发、软件开发和硬件设计的工程师一起参与。具体来说，智慧城市

可以针对上述三种不同对象的连接关系，优化智能产业布局，进而实现社会赋能，建成智慧的社

会治理体系。

（一）物与物连接的智慧城市建设

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我们关注物与物的关系，其核心目的是为了通过物的连接，保障人的

发展。根据马克思关于人和物的关系学说，②人和物的关系有三种特性。第一，人对于物有能动性，

人对于一切物的对象性实践都是为了人的发展需要。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要发挥物在人的社会生

活中的作用，即提升物与物的运行效率。第二，人对于物有受动性，物的状态限制着人的社会生

活水平。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要尽可能减少物对于人社会生活的限制，即减少物与物连接中故障

发生的概率及持续时间。第三，人与物具有同一性，人的所有发展都离不开物的连接，物的可持

续发展就是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要贯彻“绿色生态”的理念，维护社会生活的

可持续发展。

据此，对于物与物之间的连接，需要采用“功能导向的系统化算法 + 标准化软件 + 标准化硬

件”的模式。在算法层面，要以优化物的连接为核心目标，以物的功能为导向，为不同场景中物

的生产和运行提供保障，如针对效率提升和故障排除进行相应的算法设计与调整。此外，在物联

网技术不断成熟的过程中，物的连接算法需要实现系统化，打破不同物质资料之间的信息壁垒，

实现不同城市基础设施部门之间的有效联动和迅速反应。在软件层面，无论是提升生产效率还是

排除故障隐患，物的连接都是对时间的强调。尤其是物联网体系的建立，意味着各个城市物质资

料和基础设施需要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因此，物的软件设计要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信息一体化做

好准备。标准化的软件可以降低物联网对接门槛，提升物联网对接效率，同时也能够为城市服务

部门设备检查等提供便利。在硬件层面，相比于软件和算法来说，硬件的生产需要更高的前期投入，

转型和调整难度大。如果硬件过于多元化和精细化，就会人为限制市场规模，降低硬件生产者的

投入动力。因此，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增强硬件的可适用范围和提升维护效率，

对于功能相近的物资资料和基础设施，可以实行标准化硬件的方式，既形成规模效应，又能够增

加场景使用的灵活性。例如，在精度允许的前提下，对智能摄像头进行硬件标准化，只运用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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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场景使用进行区分，让同一摄像头通过远程的算法转化，在乱扔垃圾的动作识别和老年人

摔倒的动作识别中、在人脸识别与生态保护识别中实现动态切换。

（二）人与物连接的智慧城市建设

对于人与物的连接，由于人具有主体性，不能单纯以物的运行效率来进行智慧城市建设，而

需要考虑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要降低人的认识门槛和学习成本，让人的精力和能动

性更多地放在社会生活实践和知识经验运用上。尤其是社会生活具有诸多方面，不同场景的壁垒

势必会浪费人的大量精力，既影响社会生产，也影响人的生活。即使人掌握了不同场景壁垒的流

程知识，也可能对社会生产的贡献不大，就像一个人即便掌握了全市所有医院的就诊流程，也未

必能创造出任何有效价值。

智慧城市建设中，人与物的连接可以将物的标准化与社会场景的多元化结合，采取“功能导

向型多元化算法 + 精简的标准化软件 + 主流化硬件”的模式。在算法层面，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场

景的多元化和生活事务的琐细化，不同场景或不同人群需求难以直接迁移。例如，对同一种交通

工具，人们对于速度和舒适的侧重点不同，这些差异化需求在一些情况下是无法并存的，只能根

据场景需求进行动态调整。因此，算法必须以满足各个场景下人的使用需求为目标，进行功能的

多元化开发。在软件层面，智慧城市的建设核心是为了帮助人们节约社会生活实践的不必要成本，

实行精简化和标准化的操作软件和办事流程。例如，对于医院就诊来说，核心有效信息应该是患

者的病情和医生的诊断治疗方案，而绝不是如何挂号排队。不同医疗机构应尽可能实现智能系统

操作逻辑的统一，增加人的生活经验的可迁移性，减少就诊过程中社会的不必要信息认知。同理，

城市服务部门对城市生活事务的处理也应该更加简洁高效、标准统一。事实上，近年来国家一直

推动公共部门精简办事流程、标准化证明材料的建设，就是智慧城市理念的一种先行应用。在硬

件层面，硬件过于标准化，则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硬件过于多样化又会增加生产成本、

降低研发生产热情。因此，要平衡社会生活场景的琐细化和硬件生产的规模化，对不同社会情境

的功能进行总结整理。比如，对于一些功能迁移性强、迁移成本低的场景，就可以实行硬件生产

的标准化。对于迁移成本高，但公共性需求强的场景，则由政府支持，鼓励和引导市场关注。

（三）人与人连接的智慧城市建设

人与人的连接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难实现不确定性治理的部分。首先，人

与人连接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社会场景的琐细。其次，不同于物的技术化处理，人的主体性决定

了智慧城市中的智能技术都只能作为辅助，无法直接作用于连接对象。再次，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和沟通不能仅仅从理性上强调沟通的效率，更要从感性上强调沟通理解。感性认识的连接和理解

无法通过精简认知流程实现，反而需要更多的环节和耐心才能养成。

因此，对于人与人的连接，智慧城市可以遵循“价值引领型个性化算法 + 多元化软件 + 层次

化硬件”的模式，即相比于以上的功能导向模式，人与人连接的算法更强调价值引导作用。这种

价值引导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利用大数据寻找每个个体的感性触动点。软件是社会用于交互的场

所，应该提供多元化、丰富化的选择，进而激发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实现社会多元价值共存共鸣。

硬件则要结合具体的社会生活节奏和行为，在不同节点、不同生活层次上进行潜移默化的价值引

领。虽然技术难以直接作用于人，但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实践。

第一，从“信息茧房”到信息窗口，从迎合社会到引导社会，通过大数据建立社会的理解机制。

在过去，网络大数据算法常因通过计算社会网络行为模式和信息接收偏好，构建限制主体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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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茧房”而受到颇多指责。这是由于网络平台的逐利观念导致的。如果未来能够将社会人文

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通过个性化算法挖掘社会主体网络行为偏好背后的价值观念，①寻找 

不同个体的感性共鸣点和对其他群体的感性认同点进行价值引领，进而化“信息茧房”为“因

人施教”，化“群体性孤独”为“将心比心”，则可以增强社会生活的连接，增进社会主体赋能

的效果。

第二，增进社会主体之间的平等，动态兼顾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权

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契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人的价值取决于其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和贡献，②技术的根本作用就是协助人发挥其价值。当

前人与人连接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冲突，都离不开背后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因此，智慧城市的

建设，就是要通过技术手段，弥补个体因身体机能差异在价值发挥中的机会不平等，如对残

疾人的智能辅助工具 ；减少个体因社会背景差异而导致的权利和机会不平等，如全社会都能

接入的在线教育和远程教育 ；监督社会运行中的规则不平等，如用区块链技术解决社会交往

中的信任问题。

第三，夯实中国社会文化基础，增强家的社会纽带和稳定作用。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维

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也是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冲击时的重要支撑。因此，未来我国在建立社

会共同体的同时，必然要加固家庭共同体的连接。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平等且个性化地推出鼓励以

家庭为单位的城市生活服务和智能技术服务，降低家庭成员内部的沟通联络成本和信息传递成本。

例如，打破目前不同设备厂商的市场垄断，构建层次化硬件体系，更大社会范围内将智能设备检

测到的老人身体健康的信息向子女实时报告。

第四，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是城乡的共同发展。城市发展离不开与乡村

的互动，城市社会生活的许多物质资料来自乡村，城市社会主体的许多情感连接还保留在乡村。

要构建完整的智慧城市，势必离不开乡村的支持与城乡的互动。例如，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

乡村为城市提供了许多生活物资。脱离了乡村，智慧城市就成为了一个空中楼阁的赛博朋克。

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将乡村纳入进来，同时智慧城市建设的福利也必须同乡村共享。在智

慧城市建设中，要通过价值引领的个性化算法抛弃对乡村的偏见，构建城乡各社会主体相互理

解的桥梁，通过多层次发展乡村的硬件设备，开发适合乡村生活和操作的软件系统，将乡村纳

入智慧城市建设中，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带动乡村振兴，通过乡村产业布局消解城市现代生活的

不确定性。

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可阻挡，并且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一方面，从不确定性发生过程的社

会生活视角来看，智慧技术和社会生活的结合必然是重要途径。未来研究不仅仅要从算法、软件、

硬件的逻辑关系出发，也要从三者的运行环境、运行对象出发，根据社会生活中不同的连接方式，

以人为本，以社会价值为本，探究算法、软件、硬件之间的耦合，制定符合相应场景和对象的

结合机制。另一方面，智能技术本身的发展，也势必会更加丰富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

的连接，甚至会进一步创造出人与技术的连接。因此，对人与技术的连接逻辑加以厘清，防止

因智能技术的介入而产生新的不确定性，也是我们更好处理不确定性与社会生活关系的一个重

要议题。

编辑　李　梅　孙冠豪

① 虞鑫、王金鹏：

《重新认识“信息

茧房”——智媒

时代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的共生

机制研究》，《新

闻与写作》2022

年第3 期。

② 李德顺、 龙旭：

《关于价值和“人

的价值”》，《中国

社会科学》1994

年第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