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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目前，各地不断加快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加大智慧城市及数字
城市建设力度，城市高质量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

如何更好培育新质生产
力，助推数字城市高质量发展？
如何进一步释放新质生产力澎
湃动能，促进区域城市合作与
协同发展？带着相关问题，中
国城市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技术经
济与管理研究》总编辑刘典。

中国城市报：新质生产力

在推动数字城市高质量发展进

程中有哪些重要作用？

刘典：新质生产力是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创新
驱动和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
为数字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强大动力。具体来说，新质
生产力在几个关键领域发挥着
重要作用：

在智能交通领域，新质生
产力推动了交通系统的智能化
升级。通过AI算法预测交通
流量并优化路线，不仅缓解了
城市拥堵，还提升了公共交通
的效率与乘客体验。同时，自
动驾驶技术的进步，更是为未
来城市交通实现零事故、低排
放愿景奠定了基础。

在环保领域，新质生产力
则意味着更精准的环境监测与
治理能力。通过广泛部署智能

传感器网络，能够收集到海量
的环境数据，并结合先进的数
据分析技术，实现对污染问题
的及时发现和高效处理。这不
仅有助于推动城市向绿色、可
持续的方向迈进，更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以更科
学、更智能的方式重新审视环
保问题。

此外，新质生产力还促进
了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使决
策更加科学、服务更加高效。
借助智慧城市平台，政府能够
汇聚多样化的数据资源，实现
对市民需求的快速响应和精准
对接，优化城市资源的配置和
管理，从而增强城市的安全性
和韧性，为市民创造更加宜居、
便捷的城市生活。

中国城市报：目前，数字城

市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存在

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刘典：新质生产力赋能数
字城市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
一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间的
深度融合。数实融合的过程涉
及生产力的本体重构，这不仅
是经济领域的变革，还包含着
人们对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的
深刻理解。

随着城市数据量的迅猛增
长，数据的安全传输、存储和使
用变得愈发重要。面对数据泄
露和个人隐私侵犯的严峻挑
战，我们迫切需要构建更为完
备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并加强技术防护措施的力度。
同时，数字城市的建设涉及众
多技术和设备，若缺乏统一的

技术标准和接口协议，将导致
系统间难以高效集成，进而影
响整体效能。因此，制定并推
广标准化的框架变得至关重
要，这将促进不同系统之间的
兼容性与互操作性，为数字城
市的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数字城市的发展还可能会
加剧不同群体、地区之间的数
字鸿沟。确保所有居民能够平
等地享受数字服务变得愈发具
有挑战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普及技术
和加强数字素养教育，以防止
任何群体被边缘化。然而，大
规模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设施
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如何在保证投资成本的同时实
现长期效益，确保项目的可持
续性，也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
的现实问题。为此，我们需要
积极探索公私合作模式（PPP）、
政府引导基金等多种融资渠
道，并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
本，为数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新技术应用的快速
发展往往超出现行政策法规框
架所能容纳的范畴。这导致新
兴技术领域的法律空白和监管
盲区，为实际应用带来了诸多
不确定性和风险。如何及时更
新相关政策法规，为新兴技术
的应用提供清晰的指导和支
持，避免法律空白和监管盲区，
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其
次，数字城市的建设与运维，无
疑是一个对高级信息技术人才
有着巨大需求的领域。然而，
当前的人才储备远远不能满足

这一需求，存在着明显的人才
缺口。为了弥补这一缺口，我
们必须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策
略，建立跨学科教育体系，以满
足数字城市发展的人才需求。

中国城市报：从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到数字新兴产业加速

发展，各地如何以新质生产力

彰显特色，推动自身在数字城

市建设中脱颖而出？

刘典：发掘和凸显每座城
市独特的基因，已经成为首要
任务。这需要城市决策者具备
独到的眼光，避免盲目跟风和
一刀切的发展模式，转而深入
挖掘和传承自身独特的文化和
历史特色。

除了针对性地发展，技术
创新无疑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的核心驱动力。目前，众多地
方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共同
致力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尖
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求构建
一种产学研用无缝衔接的创新
生态系统。

数字生态体系的构建也是
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之一。成都市高新区通
过搭建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
促进了企业间的交流合作，形
成了互惠互利的数字经济生态
圈，这种集群效应显著增强了
区域整体竞争力。5G、数据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
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
的支撑。重庆市大力建设“智
慧名城”，其完善的数字基础设
施不仅加速了本地企业数字化
进程，也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

项目落地。

中国城市报：近年来，各地

加强数字城市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效。如何进一步释放新质

生产力澎湃动能，促进区域合

作与协同发展？

刘典：我认为，通过建立数
据共享汇集平台，不仅可以优
化本地政务服务和公共管理，
还能为跨区域的数据联通与协
作奠定坚实基础。构建一个覆
盖更广的区域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将有效打破信息孤岛，实现
医疗健康、教育资源乃至环境
保护等领域的数据流动与资源
共享。

智慧政务与公共服务的持
续优化，也是提升城市吸引力
和竞争力的关键。要推动跨区
域政务服务协同，实现“一件事
一次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人才、资本、技术等要
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激发区域经济的内在活力。

此外，智慧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
是不可忽视的两大支柱。通过
构建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系
统，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管理的智
能化水平，还能促进区域间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如建立区域一
体化的交通信息系统，优化物流
网络，从而在提高物流效率的同
时，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同
时，利用数字技术监测和管理环
境质量，携手周边地区共建生态
环保大数据平台，对于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也
具有重要意义。

优化转型模式优化转型模式        打造数字城市打造数字城市
——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

■李明辉

近期，携程发布的假期出

游趋势显示，国内周边游预订

量同比增长 20%。在“县域旅

游”火爆的当下，旅游的目的地

不再拘泥于一些热门城市。

“去哪儿玩？”——这是很

多游客关心的话题，也是城市

较量的赛场。社交媒体时代，

似乎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一举成

名的机会。据南方周末城市

（区域）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

自2017年以来，至少已有52座

地级城市出现过“热搜级”传播

事件，占全国近 300座同类城

市的近20%。

城市想要获得一次成名的

机会，往往需要一把撬动游客

购票冲动的钥匙。近些年来，

城市形象推介的“卖点”已悄然

改变：愈来愈多从围绕“我有什

么”的城市景观向“你获得什

么”的城市生活转变。

就像邀请客人来家里做

客，好吃好喝的是基础，玩得开

心才是关键。城市形象推介的

主要目的还是提升城市在受众

心中的美誉度继而产生消费等

下一步行为。

以前城市多是梳理自身独

特景观、丰富物产来发出邀请，

现在则更注重由游客体验、市

民生活为切片吸引“有缘人”。

其中的变化，不仅有社交媒体，

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推波助

澜，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政府自

编自导，到政府主导鼓励更多

主体参与的转变。

具体来说，又有哪些方式

可以借鉴呢？

以小见大，拒绝说教。从

Citywalk 认识上海、“淄博赶

烤”、“村超”引客……吸引当下

年轻人的，往往不再是挖空心

思制作的“城市宣传片”，而是

一种体验、一种玩法，甚至是一

首歌、一张照片。纵然其中有

跟风的可能，但也反映出受众

对城市形象推介中“宏大叙述”

的无感。其实，不少三四线城

市旅游资源并不短缺，如果总

是停留在“有什么”的视角，罗

列大量文化要素，往往很难让

对此陌生的游客感同身受。旅

行无论长短，本就是一件放松

的事，若是可以与了解知识兼

顾，无疑事半功倍。

寻找痛点，主打反差。一

句“东北也是有海的”，打破了

不少网友的惯性思维，大连港

东五街的火爆让更多人了解我

国最北海岸线的魅力。“人人都

有麦克风”的今天，信息茧房更

易被打破，而这种反差感，往往

才能给人带来更多新鲜刺激。

高铁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城市

间的通勤，不少大城市的人选

择在假期去人流量较少的小城

市旅行。就北京游客而言，周

边古城大同、海滨秦皇岛、草原

乌兰察布等纷纷被冠以“宝藏

城市”之名，而对于他们而言，

最大的反差感往往是从出站打

车开始的。“个位数的起步价，

同样的价格我可以在城里到处

溜达。”一位游客说，就是要找

一些和在北京不一样的体验，

人少景美、性价比高，何乐而

不为。

真情流露，引发共鸣。“南

京 10 元手冲咖啡阿姨走红”

“天津跳水大爷”让摸不着头脑

的网友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情

绪价值”。“不是咖啡有多不同，

而是阿姨真实经商、乐对生活

的气质吸引了我”，网友这样

评价道。随着短视频深入下

沉市场、城市化推动人口流

动，“看客”、游子、原住民三者

共同形成的传播网络，正成为

城市形象传播的主力。受众

关心也更加期待自己关注的城

市发生的新变化、新现象，“尔

滨现象”就说明，当城市中的市

民参与其中，与城市本身形成

共同体，城市形象推介便不再

是一个单向度的营销，而真正

成为各自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城市的魅力，有时候靠钱砸不

出来，而是从市民的日常生活

中生发。

自1999年“威海China”第

一支城市形象电视广告起，20

多年来，我国城市形象推介变

化显著，这不仅是高速城市化

进程、文旅市场繁荣、对外开放

加快的产物，更反映出决策者

和参与者对城市形象推介思考

的变化。

城市本身就像一个人一

样，从标识到形象，从精神到文

化，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继而从

有到优的积累过程，无论是“我

有什么”还是“你获得什么”都

是城市形象不可或缺的要素，

只是当下趋势，愈来愈提醒决

策者时刻要把受众放在心上，

或许这样，才能让“网红”变

“长红”。

城市形象推介城市形象推介，，从从““我有什么我有什么””到到““你获得什么你获得什么””
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