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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亚宁

叶薇

    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密码在哪里？ 答案就隐藏在一串串“数

字密码”中。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是面向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之举，是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特别是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推动城市发展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

昨天《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对外公布，

一组组“数字关键词”清晰勾勒出一条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数字之路”。

【释义】 从上海的实践来看，数字城市建设经历了智慧城市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三级跳”：2011-2013 年，首次提出“创建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战

略，铺设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全国首个光网城市；2014-2016 年，出台智慧

城市第二个行动计划，推进市民电子健康档案等一批公共服务项目；2017

年至今，出台“3+3”智慧城市建设若干意见，推动数据共享开放、应用融

合创新。 去年 11 月，上海从 350 个国际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个获得

“世界智慧城市大奖”的国内城市。

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部署，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巩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部署。 我们

期待，到 2035年，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例句】 到 2025年，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国际数

字之都建设形成基本框架。

际数字之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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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上海拥有最完备集成电路产业链，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

业链较为完善、产业集聚度较高、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地区之一。 围绕高

端芯片、关键器件、先进和特色制造工艺、核心装备和材料等领域，上海突

破一批“卡脖子”技术。 今年以来，积塔半导体项目建成投产，上海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顺利组建。最新开工的新昇半导体二期项目，将建设

30 万片集成电路用 300mm 高端硅片研发与制造生产线， 有望进一步形

成国产大硅片的产能规模效应。

在人工智能领域，上海围绕基础理论、算法、算力、数据、应用技术等

环节，加快攻关突破，在制造、医疗、教育、交通、城市管理、工业制造等领

域，加强场景应用，微软、商汤、依图、明略、达闼、平头哥等一批产业链企

业集聚发展，华为生态创新中心、壁仞科技、百度飞桨等 36个重点项目签

约落户。 2020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市第三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需求”发布，聚焦 AI+制造、AI+交通枢纽、AI+商圈等 7个领域。

【例句】 加快建设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以数据流

动牵引资金、人才、技术、知识等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建立跨地域科技资源

的协作网络，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快车道。

字产业集群数

【释义】数字化转型中的上海，将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千兆宽带、

5G、卫星互联网等高速网络覆盖，建设高性能公共算力中心，打造人工智

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平台，坚实支撑经济发展、市民生活和城市

治理等各领域的数字化应用。

如果说 4G 时代，通信应用主要集中在消费，那么 5G 更能为垂直行

业提供更多连接，带动工业互联、智能制造、远程医疗等行业应用发展。一

个 5G万物互联的数字远景，近在眼前。

后疫情时代，5G技术在抗疫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在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通过 5G+Wi-Fi6，医学影像的传输速度提高到了 4G 时代的十

几倍，再通过融入一些辅助诊断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医生判定患者

的病情及恢复程度，提升诊疗效率。

作为全国 5G建设的排头兵，上海已成为全国 5G 基站部署最多的城

市。 作为全国 5G商用先行地，上海正全方位推动 5G 应用与各行业融合

发展，已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推进了 301 项 5G 应用

项目，包括商飞、商发、外高桥造船厂等标杆示范应用。

【例句】 以新技术广泛应用为重点，大力提升城市创新能级。 数字底座为

支撑，全面赋能城市复杂巨系统。

字底座数

【释义】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AI（人工智能）+IoT（物联网）。我们生活的

国际大都市里，有一条不被觉察却须臾难离的生命线———国家电网，它关

乎着每个家庭的生活线。 近年来， 随着数十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项目落

地，无人机，图像识别、生物识别、AI 语音助手，机器人等“数字科技”钻进

国网上海电力，城市电网已经成为万千“城市神经元”的重要节点。

几乎等同于光速的电流速度，被 AI 巡检机器人“追得上”，并在智能

供电服务平台搭建、 城市电网安全保障以及智慧城市综合能源服务等方

面做着各种尝试。 AI+电力大数据， 实时汇总到张江智慧城市能源云平

台，构建起“AI+泛在电力物联网”。 形象点说，智慧城市能源云平台既是

面向能源互联网的“智慧能源大脑”，又是承载能源市场的“网上商城”，它

集能源监控、能源分析、能源管理、能源服务、能源交易、能源生态六大功

能于一体。 平台采用物联网技术和时空大数据技术，可以为政府、企业等

用户提供能源分析、监测、诊断等综合能源多元化智慧服务，提升着张江

科学城智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例句】 构建城市运行生命体征指标体系，纳入地理空间、生态环境、安全

监测、能源状态、设施设备运行等数据。系统规划“城市神经元系统”，科

学部署视频图像、监测传感、控制执行等感知终端，实现城市要素全面

AIoT 化。

市神经元城

【释义】2020年 4月，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领先的在线新

经济发展高地。 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在线新经济快速发展并激发巨大活

力。 2020 年前三季度，上海互联网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达到 2667.1 亿

元，增长 13%，位居全市各行业之首，已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新引擎”。 一

批领军企业加速成长，并在部分细分领域全国领先，如本市企业已占据

全国第三方支付 60%市场份额、全国网络文学 90%市场份额、全国网络

游戏 30%市场份额、全国本地生活服务 70%市场份额。 上海数字经济占

GDP比重超过 50%。

最近几年， 上海新生代互联网经济厚积薄发， 快速主导了细分市

场，带动上海互联网产业增速领先全国。 从增速看，2020 年上海全市新

一代信息技术行业营收逆势增长 6.5%，在线新经济全年营收增速 12%。

为了让“在线新经济”形成集聚发展的效应，“张江在线”和“长阳秀带”

两个在线新经济生态园昨天揭牌， 未来 3 年计划形成超 150 万平方米

新产业载体，集聚 15 万名从业人员，努力打造以“在线新经济”为特色

的世界级创新地标。

从产业数字化进程看，上海建成了 15 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94家国家和市级智能工厂。 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上海

将推动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贯通发展， 助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

安全性、稳定性。 比如，着力推动国际数据港建设布局、打造工业互联网

行业标杆平台、优化数字供应链、智能示范工厂、数字贸易会展合作平

台、数字人民币试点等重大场景建设。

【例句】 引领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全力打响新生代互联网经济品牌，大

力发展新应用、创造新业态、探索新模式、培育新职业，做大新兴消费市

场，以互惠互利为价值导向，形成数字经济的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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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让数字生活成为新风尚，公共服

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构建充满活力的数字生活服务生态，形成人

人享有更具品质、更加美好的数字生活新范式。

实际上，从购物、订餐、出行到看病、上课、娱乐，我们已经全方位体

验到数字生活。 以看病为例，受疫情影响，互联网医院跑出“加速度”。 目

前，上海已获批上线 40 多家互联网医院，有三甲医院，有社区医院。 看

病，真的可以“足不出户、在线问诊、送药上门”了。 医生可实现跨越千里

的远程手术；借助手机 APP 等工具，实现对慢性病患者的精准管理、远

程指导；多院区的医院实现智慧化一体化管理……这并非畅想，均已在

上海医院有落地样本。上海市经信委最新透露，目前，上海市区两级医疗

间医学影像和报告互联互认覆盖率 97%。 长三角三省一市所有 41个城

市均已实现异地门诊直接结算的互联互通，截至 2020年 11月 30 日，联

网定点医疗机构 8102家，累计结算 257.86万人次。

社区智慧物流网络、新能源设施终端等也开始成为申城社区的“标

配”。 上海已将智能末端配送设施纳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范畴， 将新增

1.5万台以上智能取物柜，加大对医院、学校、办公楼宇、大型社区等区域

的覆盖力度。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以及电动汽车充电桩进小区的工作

都在稳步推进中。据记者了解，上海已在 11个小区开展充电桩示范小区

建设计划，要求示范小区采用智能充电桩，提高共享效率。

【例句】 推进商业、文娱、体育、出行、旅游等质量民生服务数字化新模

式、新业态健康发展，加快城市公共设施的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商圈平

台、社区智慧物流网络、新能源设施终端等生活“新基建”。

活新基建生

【释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移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消费走进千家万

户，也同样影响着老年群体。 在上海，一系列适老化的产品陆续被开

发，更简洁的手机 APP 操作界面正在推出，一场场“银发升 G 教程”开

始授课；出租车统一平台“申程出行”与出租车候客点联网，增设了线

上线下一键叫车功能，方便老年人搭车……各行各业都已行动起来，

帮助老人更便捷地融入日常的科技应用，跨越“数字鸿沟”，共享信息

化发展成果。

5G等新技术融入千行百业、 服务百姓民生， 让老年人的生活更智

慧，更安全。 比如，不少上海老年人家中开始安装智慧烟感，实时监测屋

内燃气和一氧化碳的浓度。 在青浦区中步村，将近 600 家用户已经安

装了该监测设备；在崇明，数百个“找 TA 定位利器”上岗，为区

里部分老年人提供双重电子围栏，帮助防止老人走散失联。 它

不仅具备突发事件 SOS 求救报警、 防止老人收到诈骗电话骚

扰等安全功能，还能帮助老人管理健康，包括健康计步、用药提

醒等，展现高科技的人文关怀。 依托 5G 网络的多功能信息一

体机也开始在不少社区“走红”，老年人轻触显示屏，可以了解

社区大事小事，还可以完成水电费缴纳、火车票购买等事项。

【例句】 着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倡导各类公共服务“数字无障碍”，面

向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推进相关服务的适应性改造，创造无处不在、优质普

惠的数字生活新图景。

字无障碍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