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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内容，是城市管理者执政
能力的重要体现。今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城市现代
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
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考验着
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担当，同
时也促使各方认真思考如何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近日，北京城市学院首都
城市环境建设研究基地（以下
简称：首环基地）联合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了《中国城
市管理报告（2020）》（以下简
称《报告》）。

《报告》对今年来全国36
座重点城市的治理能力进行
了多层次研究与分析，其中特
别提到：疫情全方位检验中国
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同时，对城市管理者提
出了新要求。在共建共治共
享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理念下，
如何进一步提升现代化城市
治理能力？

多因素倒逼
城市管理模式创新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截至 2019 年年
末，中国大陆总人口 14000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84843 万
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

末提高 1.02 个百分点。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比上
年末提高1.01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的提升，促使城
市规模逐年扩大、城市数量不
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
共性的城市问题成为制约人
们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的重要因素。

对此，《报告》主编、北京
城市学院首环基地首席专家
刘承水教授分析，加强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已经
成为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历史
任务。刘承水说：“我国完成
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
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已成
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
面活动的中心和现代化建设
引擎，超大城市、大城市集聚
形成的城市群正在承载并推
动着整个国家的重大发展战
略。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发达
城市的城市化建设已基本接
近尾声，城市治理重心正转向
城市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
高级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提
到，36个重点城市社会管理指
数平均水平为41.26分，有17
个城市超过平均水平，其中排
名前五的城市为杭州、北京、
长沙、太原、乌鲁木齐。《报告》
还指出，深圳、乌鲁木齐、银
川、西宁、拉萨、厦门、广州、北
京、宁波、合肥、上海等城市的
基础设施管理水平排名靠前。

虽然我国城市治理模式
和城市管理能力已经呈现出
不同程度的飞速提升，但与之

伴生的诸多城市病，其复杂程
度也已大大超出传统城市管
理模式的范畴，特别是特殊公
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正倒逼城
市管理模式创新发展。

疫情期间，对于一线城市
而言，除了城区面对的防疫课
题外，还有更多特有的问题。
如项目施工过程中会有大量
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外来人员
的行程追踪和疫情控制给当
地防疫管理工作造成一定压
力；居住在城市周边地区务工
人员的通勤路程，也使疫情防
控风险相对提高。

城市群治理
已形成五大体系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主 要 平 台 。
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
中央文件里。2013年，中央要
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
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报告》作者之一、首环基
地高级工程师刘国海接受采
访时称，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
市群，城市群成为带动全国发
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也明确提出，到2050年，
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生态环
境良好、经济文化发达、社会
和谐稳定的世界级城市群”。

一直以来，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都是国家
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北京城市
副中心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
重要一环”，在京津冀城市群的
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等
城市群协同发展不平衡、不协
调、不充分的状况也或多或少
存在。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刘国海表示必须要做好产业
布局和多地协同的工作。“此
外，后疫情时代，城市群在公
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面
临重大挑战。”他说。

刘国海认为，城市群治理
重点在于推进产业与城市融
合，突破行政边界约束，构建联
动发展格局，围绕各城市群的
产业优势和定位，分地域、分行
业、分主题，精准对接三地产
业，促进产业链生态深度融
合。他建议，或可在北京区域
内，以通州副中心为空间落位，
以亦庄新城为梯次过渡，辐射
廊坊北三县；在京津冀区域内，
以雄安新区为空间落位，以保
定市为梯次过渡，辐射河北省。

“实际上，城市群治理已
经形成五大体系，即从市民需
求出发构建精细化管理体系，
从提升效率出发构建智慧化管
理体系，从打破藩篱出发构建
协同化管理体系，从资源优化
出发构建多元化管理体系，从
绿水青山出发构建绿色化管
理体系。”《报告》作者之一、首
环基地副研究员胡睿分析称。

城市治理
离不开科技赋能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如

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在参
与报告的多数专家看来，科技
赋能是重要举措之一。特别
是近年来，智慧城市以新技术
创新优势登上城市治理的舞
台，科技助力城市精细化治
理，提供精准公共服务，成为
构建城市治理现代化体系、提
升城市治理现代化能力的重
要抓手。

当前，以 5G、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各城市的
重点。

“城市管理水平总体排名
提高了重点城市科技创新管
理的赋值比重。”《报告》执行
主编、北京城市学院科研部门
党支部书记冀文彦指出，世界
各国都在积极开展以互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依托的
智慧城市建设，以破解全球城
市治理存在的大城市病等共
同难题。

目前，科技助力城市精细
化治理，提供精准公共服务，
成为构建城市治理现代化体
系、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治理
能力的重要抓手。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
数据驱动的基础设施支撑了
智慧城市的建设，城市精细化
管理模式应运而生，以精细化
治理模式推动着我国城市公
共服务更加便捷、城市生活环
境更加宜居、基础设施更加智
能。《报告》作者之一、首环基
地研究人员汤文仙认为，这将
覆盖到医疗、交通、教育、生态
环境、公共安全、人口管理、社
会保障等生活的各方面，智慧
城市精细化治理模式将推广
至全国所有城市。

汤文仙说：“面对疫情防
控常态化，我国各省市均已开
始采用智能化手段强化城市
管理，但人口集聚密度大带来
的治理风险、人口流动性高带
来的传播风险、数据联通带来
的安全风险依然紧迫。对此，
可通过数字科学等技术设备
实现各节点联动联控，让城市
治理不仅要有软件配套，更要
补齐硬件短板。”

此外，疫情防控下的城市
管理亦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
方，胡睿补充，采用大数据和
人脸识别技术涉及侵犯隐私
的问题多次上了热搜，说明
在后疫情时代，控制疫情传
播的同时，“以人为本”的城
市管理理念需要进一步落到
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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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门：
智能指挥平台

提升市域治理效能

江苏省海门市市域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共进驻了14

个部门，通过大数据、信息

化、物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

全面整合归集41个部门的

数据，打造“一口受理、一体

派单、一台运行”的综合指挥

平台，主要承担发现问题、信

息归集、流转交办、协调联

动、研判预警等指挥调度职

责，从而实现对城市运行的

超强感知、公共资源的高效

配置、异常情形的及时预警

和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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