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已成为城市治理“新赛

道”，上海勇立潮头。

“这几年，上海逐步推进‘一网

通办’‘一网统管’，这背后是庞大的

系统工程，涉及许多部门条块，也建

立了相应机制。特别是去年，市委

市政府把城市数字化转型作为‘一

号课题’，出台了意见与若干行动计

划，抢抓发展机遇，很有力度。”市人

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信

息研究所所长王振表示。

去年11月，《上海市数据条例》

（简称《条例》）出台，于今年1月1日

正式生效。王振代表参与了立法调

研工作。他告诉记者，《条例》有许

多创新之处，例如，数据资源哪些是

隐私需要保护、哪些可以利用开发、

主体责任在哪，都有了明确规定，这

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法治保障。

“探索城市治理数字化、精细

化，对于上海而言有至少三个意

义。”王振指出，第一，是让城市治理

更加科学、精准、高效，第二，是可以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

第三，是提升治理数字化的技术创

新能力，既支持上海数字产业发展，

也能够服务全国、与各地共享。

城市治理数字化，能够大大提

升效率。市人大代表，长宁区虹桥、

中山公园地区功能拓展办公室主任

沈群慧有切身体会。前阵子，她收

到一条短信：“因未在指定区域停放

共享单车，收取5元调度费。”明明

多付了钱，但沈群慧代表却为此点

赞：“说明这个区域做得好。共享单

车乱停放的问题，就可以像这样被

纳入城市数字化治理。”

沈群慧认为，对于共享单车这种

新业态，管理部门可以与平台公司商

量，以短信或微信方式提示骑行人。

比如，在浦东新区、杨浦区等城运中

心，已经探索出“一网统管”模式下的

共享单车的智慧治理应用新场景。当

城市治理能够直达骑行人，效率便也

大大提高。同时，想必骑行人愿意配

合这种规范化管理，“如果我知道这

里不能停车，肯定就不会乱停放了。”

“另外，现在一些居民区与周边

商场、办公楼共享停车位，错峰停

车。一些车辆到了时间点还不走的

难题，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解

决。”沈群慧说，5G时代，管理部门

要以开放心态转变观念，主动拥抱

技术，更好地赋能城市治理。

数字化 城市治理跑上新赛道

在生活中，许多市民

都遇到过这样的困扰：一

条马路刚刚开挖施工，没

多久又挖一遍，不仅造成

资源浪费，更是造成了市

民出行不便。这种道路反

复开挖施工的情况被称为

“拉链式修路”。

针对这一情况，市人

大代表许丽萍表示，经过

走访调查发现，“拉链式修

路”出现的情况比较复杂，

一条道路涉及的管线太

多，水电煤网都有可能有

开挖施工需求，各部门都

能独立申请开挖许可，且

互相之间难通有无。其

次，一些道路开挖后，常常

会发现管线情况和根据图

纸制定的规划不太一样，

这样就需要调整方案，层

层审批，这样就造成了打

开路面却迟迟“缝合不上”

的情况。

许丽萍认为，改进的

方式可以概括为“两清”，

一是“底数清”，建立数据

库，及时更新信息，对城

市地下“毛细血管”情况

做到动态掌握；二是“需

求清”，加强计划管理，强

化统筹。应根据区域特

点和地下管线及设施情

况，设置3-5年的管理目

标和年度计划，将同一路

段、相近时间的各类挖掘

施工予以归并。

在实现“两清”的基

础上，政府部门应当加快

制定并实施《加强本市城

市道路挖掘管理办法》，

基于城市精细化管理理

念，进一步明晰工作目标、基本原

则、工作措施及职责分工。并推动

多部门联动审批：重构道路施工相

关业务办理流程,推动多部门联动

审批，尽量避免道路重复开挖施工

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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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海首部社会治理领域

的浦东法规——《上海市浦东新区

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规定》出

台，这是全国首部涉及“非现场执

法”的专门性法规。“过去许多人一

听到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就认为

多了一个‘紧箍’。其实，实行非现

场执法不是‘为罚而罚’、多一种处

罚手段，而是转变原来以被动发现

问题为主的工作机制，通过信息化

技术主动发现问题，让智能化加持

推动城市管理领域违法行为的高效

处置。”市人大代表、浦东城管执法

局局长张立新表示。事实上，自从

“非现场执法”实行以来，明确了“首

违免罚”机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陈

述申辩的权利，以提醒告知的方式

劝导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3000余

件/次，占智能发现违法行为总数的

近3成；采纳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

占提出陈述申辩总数的14%左右。

“有了好法，更要用好。”他透

露，今年，浦东还将根据发布的事项

清单及时配套出台相关自由裁量基

准；发布信息数据保护规范、制定审

核办案实施细则、依法保护当事人

权益、参与推动多元化治理机制，将

浦东法规中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从街面管理到社区治理，都是

对“绣花针”水平的考量。“垃圾分类

无人监管、楼道乱堆物、电瓶车入

户、监控设施无法正常使用……因

为对小区管理不满意，物业公司频

频更换，业主联名要求罢免业委会，

这样的物业纠纷屡见不鲜。”市人大

代表金缨建议，不妨以法治探索业

委会的制度设计，形成一套可复制

可推广的做法。比如，结合法治建

设示范创建活动，以创建促提升，开

展“指导和监督业委会的工作”执法

检查，提高社区依法治理水平。在

业委会决策程序基础上，过去很多

居民莫名就“被”投了违背自己意愿

的选票。金缨建议，可以总结固化

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业主消极行权”

决策方式（即不投票则视为同意投

票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以社区自治

推动“软法”治理小区，保障居民有

效行使自治权，将好的做法复制推

广到上海其他社区，让上海成为城

市治理的制度设计高地。

法治化 形成制度设计新高地

近期热映的电影《爱情神话》

中，衡复风貌区充满城市烟火气的

街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电

影中，策展人老乌骑自行车去喝咖

啡，城管不让停，他说自己在这里

喝了十年咖啡一直停的呀，结果还

是被赶走。这一桥段把观众逗乐

的同时，也让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

陷入了思考。在去年上海两会提

出“买5角钱葱菜场门口停车被罚

200元”的话题后，今年她又带来了

《关于推进路面停车数字化管理，

切实提振临街实体商业的建议》。

“去年的那根葱，我想要一点

增量，通过增加非主要干道上的临

时停车给市民多一些方便。后来

交警部门在办理这个建议时，也是

挖了很多潜力。但是，静态停车位

的增量和机动车的不断增长之间

还是有个供需矛盾。今年的建议

则是在盘存量。”施政说，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在线经济的发

展，临街实体商业受到较大影响。

有序放开中心城区部分路面停车，

并推进路面停车实现数字化管理，

实现资源共享及对机动车的有效

引导，是吸引线下人群回归临街商

业的有效手段之一。

另外，施政还提出，目前路边

停车起停时间较长，基本上都是一

小时起停，收费十元起计。如果停

车只是买杯咖啡的话，则显得太不

经济。道路停车位的设置本意是

为提升街区客流，方便居民生活的

临时停车设施，现在则很多变相成

为停车场。因此，路边停车的管

理不但体现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从侧面反映了上海的城市形

象及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和温

度，这也与提振临街实体商业休

戚相关。可以说，重新考虑路面

停车问题，实际上是在打造适宜

驻足的街道，这绝不仅仅限于复

兴上海核心区域的经济，同时也在

于恢复人在城市中的地位，提升城

市的文化气息和社会价值。因此，

她建议，缩小路面停车计时单位，

实行差别化收费，并统一路边临时

停车15分钟内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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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绣花针”“四化”功夫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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