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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94 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
中国的互联网从一条不宽敞的“信息高速
路”变成一艘承载着全球最大网络群体的
巨型“方舟”。

近年间，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
爆发，中国市场、消费、社会生活等领域
都在发生数字蝶变，数字技术在国家经
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探索和应
用，助力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社会运行效
率的提升。由此，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数
字时代”。

数字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数
字驱动下，工业制造正在构建更敏捷的生
产、经营、管理体系。数字经济正打破传
统的经济学定论，衍生出更加共享、普惠
和开放的经济生态，越来越多的领域因数
字的注入释放出新的“红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依托数字化建
设，越来越多城市致力打造“智慧城市”，

为我们描述 了 一 幅 智 能 高 效 的 生 活 场
景——智慧政务让市民办事更方便，智能
交通让居民出行更通畅，智能监测让环境
治理更有效，智能服务让百姓生活更便
捷。智慧城市让城市变得更宜居。

近年来，随着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
资金大量投入，智慧城市产业也迎来发展
高潮。目前，世界范围内智慧城市建设
方兴未艾，据统计，全球已启动或者正在
建设的智慧城市项目已达 1000 多项，其

中，中国在建的大约有500项，中国成为全
球建设智慧城市最积极的国家。

然而，智慧城市有多智慧？
现实是，许多城市出台了智慧城市建

设规划，但除少数先行先试的城市以外，
许多城市都是搭建一套“城市监测平台”，
对人口、交通、环境等各个领域数据进行
实时监测汇总，但如何深入挖掘数据背后
的城市状况，如何应用数据进行城市治
理，似乎有些劳而无功。有些地区“照猫

画虎”，导致不同地区同质化现象严重，没
有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与优化。

再一方面，数据孤岛问题依然存在。
有些地方只是发展一些有限的领域，如
交通信号灯的改造以及特定设备的节能
等 ， 而 很 多 领 域 还 没 有 具 体 的 规 划 设
计。智慧城市的实现需要数据共享，需
要将各部门的数据传输到一个城市共有
的数据中心。然而，不同部门之间的利

益诉求不同，短时间内很难将各部门之
间的数据完全打通，数据的价值将大打
折扣。

智慧城市是一种发展目标，更是数字
时代现代城市对于未来的想象。城市运行
产生大量数据，对数据承载的事实进行组
织及分析，能够形成有价值的信息内容，
进而形成信息产品，实现服务创新。

当然，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
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智
能平台建好，更要用好，要让数字真正服
务社会治理，智慧城市更加“智慧”。

智慧城市不是做样子
王 萌

初识“数字化”

过去“渴望”今成现实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电脑已经成为不少人每天
接触最多的‘电器设备’，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讲，叫做步
入‘数字化生活’。可是，也有不少家庭还在渴望着一部
属于自己的电脑。”这是1997年一篇名为《渴望数字化生
活》的文章里的一段话。

上世纪 9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数字化”刚处于起
步阶段，虽然不少家庭已经购置了电脑，但总体而言，
拥有电脑的家庭还是凤毛麟角。

自 1994 年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链接以来，
中国开始了全面铺设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历程，中
国科技网、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
算机网、中国金桥信息网相继开工建设，信息时代的大
门在国人面前悄然开启。

从 1997 年开始，中国互联网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统计显示，1997 年，中国网民数量仅为 62 万人，此
后，全国网民每隔半年即增长一倍，到 2000 年，中国
网民数量已经增长到 1690 万人。中国互联网第一次
发展高潮也随之到来，免费邮箱、新闻资讯、即时
通讯一时间成为最热门应用。新浪、网易、搜狐等
互联网品牌也迅速打响知名度，在全球互联网产业崭
露头角。

到2002年，中国网民数量飙升至 5910 万。电脑开
始在各个家庭迅速普及，中国人对“数字化生活”的
渴望，正 转 变 成 千 千 万 万 “ 寻 常 百 姓 家 ” 的 生 活
日常。

回想起自己家里第一台电脑，家住北京的李女士至
今记忆犹新。2001 年春节前夕，刚刚拿到年终奖的她看
到家电卖场在搞促销活动，不由心动，于是就花掉自己
积蓄中的 4800元添置了家里第一台电脑。此外，她还花
了380元购买了一款MP3。

“家里有台电脑顿时方便了许多。”李女士说，有了
这台电脑，平时在家里就可以上网玩玩游戏、查资料、
看节目等，以前家里“人气”最高的电视反而派不上用
场了。

仅过一年，李女士就为住在老家的父母也买了一台
电脑，并教会父母使用搜索引擎和“QQ”聊天软件。

“父母平时喜欢看戏曲，以前都是购买光盘，现在网上一
搜就全有了。平时通过网络跟父母聊天也更加方便，省
了不少电话费，父母都说这钱花得值。”李女士对本报记
者说。

互联网在国人家庭中的迅速普及有效带动了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电子商务、网络游戏、视频网站、社
交娱乐等互联网应用几乎在这一时间全面开花。伴随
着中国互联网新一轮的高速增长，中国网民数量也不
断攀升，2008 年 6 月达到 2.53 亿，超过美国，跃居世界
首位。

共享“数字化”

涵盖社会方方面面

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吴女士每天 6:30 准时起
床，从她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一天的“数字化”生活
就已开启：洗漱之前，先在打车软件上下一个订单，洗
漱完毕时，司机一般正好能停在小区楼下。上车以后，
吴女士会打开手机里的订餐软件，选取单位附近的餐厅
订一份“自取”早餐，下车之后就能拿到自己喜欢的煎
饼和牛奶。单位门口已经装上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考勤
系统，只要刷一下脸，就能打开单位的门禁，同时也起
到签到的作用。下班后，吴女士会扫一辆共享单车，骑
至离单位不远的超市，购买一些蔬菜水果，再预定网约
车回家做饭……

在美国留学生迈克看来，“数字化”已经成为中国人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早晨一
起来就打开微信，晚上睡觉前还在看微信，他们可以用
微信做越来越多的事情：转账、叫出租车、订外卖、买
电影票、预约挂号等等。”聊起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曾
在给朋友发送的信息中这样说道。

“数字化”在中国社会的迅速普及与国人对数字化生
活的开放态度密切相关。以网络支付为例，中国网络支
付起步虽晚，但国人对网络支付的接受度一直很高。截

至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支付市场，二维码已成
为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智能手机用户通过其支付账
单，在商场消费以及从自动贩售机上购物。《中国支付清
算行业运行报告 （2018）》 显示，2017 年，国内商业银
行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 375 亿多笔、金额 202 万亿多元，
同比分别增长46.06%和28.8%。非银行支付机构共处理移
动支付业务 2390 多亿笔、金额 105 万亿多元，同比分别
增长146.53%和106.06%。

对此，新加坡媒体报道称，科技的发展，让中国城
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两秒钟扫码、三秒钟刷脸对早已
玩转科技的年轻人来说不值一提。

除了民众对数字化生活的热情，中国各地政府也在
数字便民服务方面不遗余力。

登陆 “ 在 重 庆 ” 网 站 ，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 安 居 乐
业”、“宝贝计划”、“健康卫士”、“自驾无忧”等功能板
块。通过这家网站，市民足不出户就能把水电气缴费、
医院预约挂号等生活琐事“搞定”。如今，这个整合重
庆市多部门服务功能，提供涵盖社保、医疗等 370 多项
服务的网站，已经成为重庆市信息领域智能化惠民服务
范例之一。

在全国各地，像“在重庆”这样的便民服务平台有
成千上万个，这些平台通过践行“让信息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理念，给国人数字化生活带来更多便捷。

建设“数字化”

“数字中国”大步前进

在去年国内掀起“双十一”网购热潮的时候，远在
俄罗斯的“剁手党”安娜 （化名），也加入了这场狂欢。
她通过阿里巴巴旗下的速卖通在线交易平台网购了来自
浙江义乌的一款电子产品。借助中国物流公司开通的俄
罗斯专线物流，最快只要一周，安娜就可以从俄罗斯当
地快递员手中收到自己的“战利品”。

当安娜在电脑上随手一点、开始下单的同时，互联
网络另外一头的中国义乌，正在将数以万计的小商品向
全球各地发送。近年来，中国电商产业迅猛发展，有着
中国“小商品之都”之称的义乌也掀起不小的跨境电商
浪潮，仅2010-2016年，义乌电子商务贸易额就增长了逾
6倍。如今，义乌“全民皆商”已成风潮，无论从事哪种
职业，多数义乌市民都运营着自己的网店，吃饭逛街的
时间，手机一操作可能就处理了几笔订单。对于义乌而
言，电商不仅改变了商业运营方式，带动了当地餐饮、
酒店、旅游等行业的发展，更让数字经济“造富”于民
的理念深入人心。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义乌全市经工商登记电子商
务经营主体达 90748家，同比增长 46.6%。全市实现电子
商务交易额465.37亿元，同比增长24.67%。

义乌“全民皆商”、从事电子商务行业的现象，是
“数字化”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
一个缩影。如今，数字经济大潮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
开，统计显示，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27.2 万亿
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为32.9%，规
模已位居全球第二。这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数字经
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同时，中国“数字化”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发展模
式，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成为了耳熟能
详的“中国名片”。在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
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中，网络支付、共享单车
和网购都属于数字经济领域。而另一项发明“高铁”，也
积极拥抱互联网，在动车组 WiFi 平台建设、在线点餐、
特色电商、联程出行、智慧零售等方面大胆尝试，成为
全球数字化应用最多的高铁之一。

除了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数字化”还在提升
中国社会管理效率，推进社会发展进程方面扮演着重要
角色。经过这几年跨越式发展，“数字中国”已经不仅仅
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渗透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中。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12 月，政府微信公众号、微博、手
机端应用等信息平台的用户规模已达 2.39 亿，占总体网
民数量的 32.7%。同时，中国积极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
划，目前，全国已有超过 3 万个贫困村实现了宽带覆盖和
升级改造。这些数字表明，在“以人为本”的指引下，数字
经济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数字化产业的新时代，未来数十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数字化发展的引领者。”论及中国的
数字化，美国《财富》杂志这样写道。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人的数字生活
本报记者 卢泽华

1994年 4月 20日，全国科
技工作者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
名为“北京中关村地区教育与
科研示范网络工程”的项目
上。当天，这项连接着数百台
主机的网络工程顺利通过美国
Sprint 公司接入国际互联网，
中国由此成为第77个拥有全功
能互联网的国家，迎来了自身
数字化建设从无到有、化茧成
蝶的起始点。

24年后，从活力无限的网上
购物到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
术；从随处可见的网络支付到

“一扫即达”的共享出行……在
中国政府、产业和社会各界努力
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
规模排名第二的国家。“数字
化”已成为提升国人生活水
平、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社会
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重要途
径，中国也成为全球数字化进
程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 图为90年代的北京市中关村。
（资料图片）

▶ 图为90年代的北京市中关村。
（资料图片）

▲ 6 月 20 日，在 2018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
科技博览会上，观众与服务型机器人自拍。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 5月28日，陕西省西安市地下综合管廊
项目首次采用智能巡检机器人测试巡检。

蓝小安摄 （人民视觉）

▲ 5 月 19 日，参观者在北京科技周上体
验国际上首款量产版全高清AR智能眼镜。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 5 月 19 日，参观者在北京科技周上体
验国际上首款量产版全高清AR智能眼镜。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 6 月 11 日，读者在张家口市宣化区行政
办公中心“信用智能借书机”前挑选借阅图书。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