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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上海两会上，来自侨联界别的章桃旭委员说：“中老年

人用了一辈子、熟悉的传统银行卡支付，我们现在要推进网上

支付、手机支付，不能落下他们。”他说，智能技术可以助力

无障碍服务，比如说在线上支付环境增加语音识别等功能，这

样既可以避免老年人支付过程中使用不大擅长的智能手机，又

能方便老人的生活支付。

推进生活数字化，就是要让城市的服务功能更便捷，让每

个人都能在数字化转型中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

治理数字化让城市管理更高效

“本月您所在的梅陇镇平安指数 196.82，全区平均指数

191.37。”新华社记者 2021 年 1 月 16 日在上海市闵行区梅陇

镇的一块门弄牌上扫了扫上面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收到了一

份“安全月报”，月报内容是该地所在街镇的每月安全状况评估。

这是闵行区近日在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上一次探索。

治理 2000 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个

艰巨的课题。上海一直在积极探索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

子，为中国城市高水平治理打造“上海样板”。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是上海城市治理的两块金

字招牌。

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上线两年多来，从“能办”到“好

办”，从“好办”到“愿办”，正在持续攻坚提升，其提供的“网

购式”政务服务成为超大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宝贵经验。在社

会治理领域，上海也正在探索将“随申码”应用到小区管理、

治安管理、人口普查等。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上海市“一网统管”市域物联网运

营中心正式启用，近百类超过 510 万个可共享数据的物联感知

设备纳入市域物联网运营中心共享和计算，每日产生数据超过

3400 万条。这个平台把政务数据中涉及物联感知的数据，和社

会、企业、机构以及来自多方面的数据一并接入，同时对数据

实现全量、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帮助城市管理者更好地判断决策，

从而赋能城市管理。

“一网统管”这个“智慧大脑”，串联起公共安全、绿化市容、

住建、交通、应急、民防、规划资源、生态环境、卫生健康、

气象、水、电、气等领域，为整座城市铺开了一张“安全网”，

让城市越来越高效、越来越便捷，市民对美好生活更有获得感。

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上海正在推动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

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由被

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

数据显示，2020 年，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实名用户

数从 1024 万增加到 4416 万，接入事项超过 2000 个，其中超过

80% 具备全程网办能力，累计办件量超过 6000 万件，日均办事

17.3 万件，网办率 58%、提高 30.3 个百分点；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三级平台、五级应用”架构基本形成，已整合接入了

公共安全、绿化市容、卫生健康、气象、水务等 30 多个部门的

100多项基础数据，同时依托80万个以上的“神经元”，形成“防

汛应急处置”“客流监测分析”“套牌车核查”

等一系列智能化城市应用场景，实现从预警

到处置的闭环管理。

2021 年，上海将深化“一网通办”，实

现公共服务事项接入基本覆盖、高频事项“一

件事一次办”基本覆盖，加快打造“网购型”

政务服务城市。同时，深化“一网统管”，

加快智能传感器布设，推出一批新的应用场

景，推进智慧公安建设。

可以预见，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过程中，上海通过深化两个“一网融合”，

将实现政务服务从“能用”向“好用”转变，

加快法治、公安、应急、公用设施等领域的

数字化转型，打造出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的超大城市“数治”新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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