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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创新大会在青举行，聚焦数字赋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发布多项研究成果，面向未来描绘更加宜居、更具韧性、更有智慧的城市蓝图

全域数字化转型，赋能“智慧城市”加速进阶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 文/图

“城市”一词的本意是“城墙”（安全性）和
“集市”（经济性）的综合体。让城市更加宜居宜
业、更有安全韧性，事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在经济结构、产业模式、技术手段飞速演进
的当下，经历多年发展，全国各地都已开启了智
慧城市建设，聚焦让城市更加宜居、更具韧性、
更有智慧展开了一系列探索，成果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欧进萍围绕城市巨
灾韧性与智能防灾减灾作主旨演讲；天津市数
据局副局长张建强分享了天津市全面推进“大
城智管”，加快数字赋能城市治理，搭建全市一
体化协同处置系统的有关成果；烟台市大数据
局副局长王晓光围绕镇街数据平台赋能破解形
式主义分享了相关经验做法……

观察本次大会，从防灾减灾、经略海洋等宏
观议题，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发展所覆盖的
各领域发展维度，坚持从城市发展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导向愈发鲜明，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逐渐成为城市智慧
化转型的共识所在。

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
合研究室主任、研究院赵峥认为，城市数字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以服务为导向，拓
展城市公共安全、社区管理、交通、医疗、教育等
城市公共服务应用场景，优化城市公共产品和
服务的供给规模和效率，促进城市各类公共资
源合理配置。

以就业为例，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孙毅表示，当前，数字化转型带来了零
工经济、灵活就业、共享用工等一系列全新的就
业形态，平台与地方政府公共数据的资源联通，
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综合治理方案，推动
民生政策落地落实。

在青岛，数字化手段赋能社会治理已扩展
到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独居老人家中，24 小
时内燃气用量低于 0.01立方米，空巢独居老人
智慧监护平台会立即发起数据预警；搭建“空天
地”立体化感知监测网，创建“实景三维青岛”，
切实提高城市感知能力；4年来，推出 96个“双
十二”改革事项，通过流程再造累计减少办理环
节超 150个、减少材料超 200种（份），办理效率
平均提升60%……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在智慧城市不断发展
的进程中，不仅需要关注技术如何改变城市的
面貌，更需要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提升市民
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在发言中，与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将
“包容普惠”作为城市数字化发展的“关键
词”。“技术是人在使用的技术。”赵峥说，“需
要避免‘唯技术至上’，坚持以人为本，让数字
城市更有温度。”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势不可挡，城市全域数
字化转型前景光明、潜力无限。以本次大会为
契机，青岛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充分
发挥数据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一定会加
速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迈向“体系重构、质效
提升”的新阶段。

青岛筑牢数字底座
推进应用场景建设

数据资源池“数满质高”

青岛目前已汇聚高质量数据总量超过2230
亿条；71家企业启动数据资产入表，完成入表金
额超8000万元，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底座

数字基础建设基底不断夯实

近年来，青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底不断夯
实：启动青岛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入选全国首
批“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试点城市，移动网
络质量专项评测综合成绩位列全国超特大城市首
位，治理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攻坚不断深化，推动
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向多维延伸

数字赋能深入生活方方面面

在青岛，数字化手段赋能社会治理已扩展到
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独居老人家中，24小时内
燃气用量低于0.01立方米，空巢独居老人智慧监护
平台会立即发起数据预警；搭建“空天地”立体化感
知监测网，创建“实景三维青岛”，切实提高城市感知
能力；4年来，推出96个“双十二”改革事项，通过流
程再造累计减少办理环节超150个、减少材料超
200种（份），办理效率平均提升60%……

智慧城市是科技
发展的产物，更是未来生活的蓝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城市建设、
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今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
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7年，全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
效，形成一批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各具特色的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有力支撑
数字中国建设；到2030年，全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全面突破，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提升，涌现一批数字文明时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
国式现代化城市。

11月27日，以“深化数据赋能，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为主题的2024
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创新大会在青岛举行。大会重磅推出《城市一张网2.0研
究报告（2024年）》《数字政府标准化发展指数2024》等多个新型智慧城市发
展研究成果；数十位相关行业院士、专家学者以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头部
企业代表分享了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最新理念和建设经验；
数字赋能创新生态、海洋大数据与海洋人工智能、数智融合打造城市全域智慧
空间、数据要素等四个分会场同步举行，汇聚真知灼见。

城市承载着大量社会生产、生活和治理活动，是新时期统筹推进数字中国
建设的综合载体。全域数字化转型作为我国城市数字化进程演进的高级阶段
及智慧城市的延伸深化，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创
新大会在青岛召开，不仅是对青岛智慧城市发展的充分肯定，也一定
会为青岛打开城市向上生长的广阔空间。

当下的数字化转型，必定是覆盖全领域的数字化
转型。

本次大会以“深化数据赋能，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
转型”为主题，不仅强调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创
新应用，更强调了整体视角下一座城市从治理模式到
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的全方位改革。

政府是数字化全域转型的“排头兵”，关系着制度
供给的全面改革。大会发布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编制
的《数字政府标准化发展指数 2024》，从构建度、应用
度、保障度三个维度展开评价，围绕不断加快数字政府
的标准化建设，有效发挥标准化的规范性、协同性和引
领性作用等，为全国各地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报告显示，当前，数字政府数据化赋能效果更加凸
显、智能化技术嵌入更加明显、一体化服务能力更加强
化、场景化核心地位更加重要、集约化建设原则更加突
出。其中，山东、广东、上海等省市表现较好，各项指标
均有显著提升。

为了给城市管理者提供更加科学、系统的指导，
推动城市网络从理念向实践转变，加快构建新型智
慧城市网络体系，国家信息中心创新提出“城市一张
网 2.0”的发展理念，不断丰富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外延
和内涵。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广志在
阐述“一网通城”的内涵时说，“一”是前提，需要坚持一
体化规划、一盘棋建设、一本账运营、一站式服务、一体
系安全，同时以“网”为基础，以“通”为核心，推动跨区

域跨行业互联，最终落实到“城”这一载体之内。
在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看来，城

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将地理空间全域、经济行业全域、
发展主体全域作为有机整体统一规划、统一架构、统一
服务、统一运维，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
既推动城市全维度全系统的现代化，又保障各子系统
子维度的可持续与协调统一，促进城市全空间、全要
素、全产业链发展。

而作为较早开始统筹全省数字化领域标准化工作
的山东省，早在2019年就组建了大数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统筹全省大数据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形成了全
国首个省级层面数字化建设标准体系。

近年来，山东大力实施数字山东标准提升工程，坚
持数字政府先行，着力加强标准化在数字政府建设中
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为打造整体高效的数字政府提
供了有力支撑。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李齐在
发布《山东省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时谈到，
山东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经历了智慧城市建设、新型
智慧城市与全域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而作为全省数
字化转型的“领跑者”，青岛在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
施、城市管理等领域均位于全省前列。

为充分发挥山东省先发优势，会上，城市全域数字
化转型监测合作网络（山东）正式启动，济南、青岛、淄
博、烟台、济宁、威海、临沂、滨州8个城市首批加入“城
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监测合作网络”，将有力引领全省全
域数字化转型再上新台阶。

全方位全领域数字化转型 让城市更具韧性更有温度

当前，智慧城市发展进入“深水区”，数字化转型的
触角正在深入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作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
产要素，数据要素已经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基础性资
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

中国移动数字政府首席专家、中移集成公司行业
部副总经理郭毅峰说：“数据只有流通、使用才能实现
其价值。”他认为，实现数据要素流通，关键在于释放数
据要素的公共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青岛的数据资源池“数满质高”，目前已汇聚高质
量数据总量超过2230亿条；71家企业启动数据资产入
表，完成入表金额超 8000 万元，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提
供坚实底座。

数据共享、开放与授权作为数据流动的重要手段，
在发挥数据要素作用中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较早开始
谋篇公共数据运营、全面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的城市，青岛逐步形成“以公共数据运营撬动数据要
素市场”的发展模式，推动培育数据资源化、资产化、产
业化全链条数据要素生态。

数据基础设施是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和创
新引擎，在数字化转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数据
局局长刘烈宏认为，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实现了从建
设各类独立的“点状”信息化系统，到各部门依据管理
职能提供“条线”数字化应用和服务，再到逐步探索推
进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的“面上”集成应用。

近年来，青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底不断夯实：启动
青岛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入选全国首批“5G+工业互
联网”融合应用试点城市，移动网络质量专项评测综合成
绩位列全国超特大城市首位，治理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

攻坚不断深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向多维延伸。
但也需看到，现有技术与框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发展的需求，但面对全域转型的复杂性，仍然需要
积极挖掘价值内涵，打造科学合理高效实用的评价体系。

中国联通智能城市研究院首席咨询顾问董正浩表
示，深化智慧城市发展与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及
持续创新与实践探索，通过将城市的自然生态、人文建
设、社会经济等融合，将城市打造成为开放、共享、共赢
的智慧生活圈。

应用场景是全域数字化转型的落脚点。当下，青
岛正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应用场景建设。作为本次大会

“东道主”，青岛专门邀请与会嘉宾深入特来电智能充
电网、海尔科创生态园、松立智慧停车、国实会客厅、城
市云脑等青岛市特色数字化应用场景，全方位展示青
岛智慧城市建设的崭新面貌。

未来，青岛还将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
字政府与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有效协同，系统性推进
资源、服务、产业、治理、保障五大维度的整体升级，加
强数实融合发展，聚焦民生、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小切
口”，充分利用城市一体化数据底座等基础能力，逐步
推进经济、治理、服务等各类应用场景自然地“生长”在
数据底座上。

此外，本次大会上，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9个省（区）还共同发起成
立了“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沿黄省（区）协同发展联
盟”，并召开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圆桌会议，加快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区域协作，唱好数字化时代“黄河大
合唱”。

筑牢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底座

■2024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创新大会
设置的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展区。

■11月27日，2024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创新大会在青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