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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及其对上海的启示

楚天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城市现代化研究中心，上海201204)

摘要：运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超大型城

市管理的新路子，是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世界领先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者，

伦敦在凸显以人和企业为核心、充分利用城市数据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设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

高地、融合数字基础设施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本文从上述四个方面考察伦敦的具体做法，总结其成功经验，并结合上海的现状，提出了以数据

为核心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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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

和公共需求预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11月，

习总书记在浦东新区视察时，要求上海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不断提高

城市管理水平。按照总书记“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的指示精神，上海应积极借鉴国际一

流智慧城市的建设经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在世界一流城市中，伦敦的智慧城市建设在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培育数字产业优势、促进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在多项国际智

慧城市评价中名列前茅。例如，2014年，在全球智慧城市评估报告(Ranking of Smart

Global Cities)中排名第三‘”；2015年，在Juniper全球智慧城市排名中高居榜首；在2018年

“IESE城市动态指数”排行榜中与纽约和巴黎共同获评“全球最佳智慧城市”㈢。本文考察伦

敦智慧城市建设的做法和经验，以期对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1伦敦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概况

1．1伦敦智慧城市规划情况

伦敦在2013年3月推出第一个智慧城市规划《智慧伦敦规划——使用新技术的创造力

去服务伦敦和改善伦敦人的生活》(以下简称《智慧伦敦规划》)n。，2016年3月对该规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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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https：／／smatltcj LieSCOUDCil．com／artj cle／juniper—ranks barcelona—WOFlds—smartest city—find—

out why．

②“IESE城市动态指数”来自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全球化中心，该中心每年会对全球165个城市进行人力资本、社会凝聚力、

经济、环境、治理、城市规划、因际推广、技术、机动性和交通等九项内容进行综合评估，对城市的“智慧”程度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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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评估和更新，2018年6月发布了第二个智慧城市规划《共建智慧城市——让伦敦向世界最

智慧城市转型的市长路线图》(以下简称《共建智慧城市》)乜3。

《智慧伦敦规划》开宗明义，伦敦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系

统的整合，加强系统之间的联系，使伦敦作为一个整体运作更高效，为居民和游客提供更好

的服务”，并明确提出了七条实施路径，即：以市民为核心：开放数据；充分利用伦敦的研究、

技术和创新人才；通过网络优化伦敦创新生态系

统；让伦敦在适应中成长；市政府更好地服务伦敦

市民：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更智慧的伦敦。《共建智

慧城市》进一步将伦敦智慧城市建设的任务聚焦

于五个方面：更加突出用户设计的服务、充分利用

城市数据、世界级连接和更智慧的街道、加强数字

领导力和技能、加强世界范围的联系。对比可知，

2018年与2013年的伦敦智慧城市规划保持了高

度一致，都强调用户导向、重视数据资源和数字技

术、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突出提高伦敦人的数字

技术能力。

此外，《智慧伦敦规划》还提出了建设智慧伦

敦的方法论，即：将人、技术与数据有效整合，以集

成、创新的方式解决伦敦所面临的问题(图1)。

1．2伦敦智慧城市建设进展

效率与；：!：!
资源管理

图1 智慧伦敦规划建设的方法论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London’g smart city roadmap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3．

在《智慧伦敦规划》中，针对每一个实施路径，都列出了可以评估的具体措施。例如，在

第一个实施路径“以伦敦人为核心”中，列出的具体措施是：1)使用数字技术参与伦敦政策制

定的伦敦人数量增加；2)主持黑客马拉松，让伦敦人和企业参与解决城市的增长挑战；3)到

2014年底实施泛伦敦数字包容战略(即大力推进全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培训，为每个人提

供所需的数字技能，为数字经济发展培育数字技能人才，弥补数字技能鸿沟)；4)到2016年，

技术学徒人数增加一倍；5)到2016年，每个行政区⑨在市政厅的在线研究社区注册的人数达

到1000人(共计3．3万人)。由于规划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因而在3年的建设期中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表1)。

目前，伦敦智慧城市建设在重点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成果。

在利用数字技术加强环境保护方面，伦敦是新型“清洁技术”产品的领导者，市内有大量

的传感器产生实时数据，还可以访问任何城市最大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通过先进的建模和

排放预测技术对污染预防和气候变化进行研究和采取行动。大伦敦市政府负责C40空气质

量网络建设，该网络投资100万美元，用于研发低成本空气质量传感技术，直接测量伦敦数

千个地点的空气质量。

在城市安全方面，伦敦大都会警察使用数据和数字技术分析犯罪的时间和地点，调整巡

逻模式，加强对重点区域的监控。在公共安全部门建成了公共交互式仪表板，为2．2万名警

⑨大伦敦(Greater London)范围大致包含伦敦与其周围的卫星城镇组成的都会区。伦敦的行政区划分为伦敦城(City

of London)和32个伦敦自治市(London Boroughs)，伦敦城外的12个市区称为内伦敦，其它20个市区称为外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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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配备了佩戴式摄像机，更便于收集证据。

表1 《智慧伦敦规划》的部分实施效果

Tab．1 Some performance results of Smart London Plan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和”The Future of Smart：Harnessing digital innovation to make London the

best city in the world”整理。

在区域试点方面，选择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作为标杆区域，将其作为智能数据、

可持续性和社区建设中新标准的试验平台，并将其成功经验在城市范围内分享。该公园已

经建了一个数据平台，用于发布公园区域内建筑物的能耗和空气质量数据，帮助居民主动节

能降耗；还建成了一座智慧移动实验室，用于测试自动驾驶技术和未来几年在该公园和格林

威治地区的5G基础设施。在这座智慧移动实验室的带动下，公园周边地区聚集了大量的清

洁技术和移动创新企业，形成了产业集群，研发的项目从规划应用工具到展示用无人机技术

等，与该实验室共同支持新能源效率、低碳、连接等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2伦敦智慧城市建设的做法和经验

2．1以人和企业为核心，积极鼓励和帮助“伦敦人”参与社会治理

《智慧伦敦规划》的第一项内容就是“以伦敦人为核心”，强调“‘智慧伦敦’必须将人和企

业放在核心地位”，认为创新和技术不仅能提升城市运行效率，而且能更好地满足伦敦人和

企业的需要。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伦敦智慧城市规划从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1)智慧城市规划充分听取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定期评估和公布规划设定的指标

制定智慧城市规划之前，会用半年时间广泛征求技术专家、公共服务机构和伦敦人对智

慧城市建设的需求和意见。为了方便市民参与，大伦敦市政府(Great London Authority，

GLA)创建了“对话伦敦”(Talk London)网上社区，采用问答活动直播、民意调查、在线焦点小

组讨论等方式，请伦敦人参与政策讨论并产生新的思路。政策制定者也可以征询伦敦人对

政策思路的看法，以确保制定的政策能够对社区需求做出回应。从2013年到2015年，“对话

伦敦”网上社区会员人数增加至1．55万人，在帮助智慧城市规划切实反映现实需求、增加执

政透明度和市民参与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智慧城市规划中，针对每一个建设路径列出在规划期内拟采取的措施和行动，进展情

况“实时”在线展示，并在每年的伦敦科技周上提交“成绩单”，供市民和利益相关者了解建设

进度。规划期满，还会发布上一版智慧城市规划评估报告，例如，2016年3月，在伦敦市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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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之际，智慧伦敦理事会就《智慧伦敦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并发布了更新报

告，接受社会监督。

(2)实施数字包容战略，不断提高市民使用数字技术的技能

《智慧伦敦规划》提出，“智慧伦敦’具有包容性，应使用数字技术满足多样化需求”。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伦敦主要从由“让伦敦人使用智慧技术，通过社区帮助解决伦敦面临的挑

战”、“提高伦敦人数字技术能力”、“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帮助青少年就业”等方面采取行动。

例如，伦敦市长设立了“市民创新挑战赛”计划，选择社会公平、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主

题，由创业公司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性方案，由大企业和公共组织帮助实现方案落地，从而

助推城市问题的解决。伦敦市长基金还实施了一项“技术城市之星”计划，由当地企业为失

业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16-24岁之间的年轻人提供设备和培训，为科技型公司储备人

力资源。此外，还推出帮助50岁以上的失业人群学习数字技能的计划，以尽可能地缩小数

字鸿沟。

(3)充分利用众筹平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伦敦以政府承诺为保证，直接就城市民生项目向市民众筹。2012年创立的公司

SpaceHive是全球第一个专为民生项目进行在线众筹的平台。众筹小组通过该平台来策划

项目、阐述筹资目标和需求，当地社团、居民、协会等都可以通过该平台来表达想法并支持认

可的项目。2015年，伦敦市长作为“众筹者之一”，承诺在37个项目中投入60万英镑，支持当

地社区发展。成功获得支持的项目包括发展慢行交通系统的小荷兰计划(Mini-Holland)、

在赫恩山(Herne Hill)社区打造“创客”空间等。《共建智慧伦敦》提出将市长承诺的众筹额

度提高到400万英镑，希望市民在伦敦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样的众筹项目不仅

开辟了新的投资来源，而且激发了个人和各种组织改善社区环境、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2．2促进数据整合与共享，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伦敦智慧城市规划提出“数据是新的城市基础设施”，要“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保持伦

敦作为世界城市的地位”。伦敦认为数据开放是一个能够让所有伦敦人少花钱多办事的做

法——把数据交给那些能够把事情做好的人，比城市直接提供服务更高效。所以伦敦政府

通过建立城市网络数据中心，促进全市交通、安全、经济发展、旅游等跨部门跨行政区数据的

整合与共享，在此基础上，统一平台，构建独立一站式数据开放平台——“伦敦数据仓库”。

这是一个国际公认领先的开放数据资源，拥有700多个数据集，涵盖艺术和文化、商业和经

济、犯罪和社区安全、人口、教育、就业等17个大类，为应对城市挑战和改善公共服务提供可

用的数据资源(表2)。每个月，使用伦敦数据仓库的市民、企业、研究和开发人员近7万人。

该平台可通过免费的统一API接口为开发人员提供超过80种数据源，确保从一个系统为1．3

万多名开发人员提供准确的实时数据。

伦敦希望“提升数字和数据领导力，使公共服务更加开放创新”。目前，伦敦市政厅已经

在积极使用数据来为政府提供信息、服务和活动。例如，使用住房数据为小型开发商确定场

地；使用人口统计数据来预测不同区域的人口增长趋势，并通过建模确定新建学校的位置和

规模；使用空气质量数据为公共卫生活动提供信息，并为敏感人群提供预警，等等。

提供开放数据只是一个开始，《共建智慧伦敦》制定了城市数据新政，“第一步就是解决

城市中的数据共享和使用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伦敦数据分析办公室(LODA)，引

入数据专家团队开发使用案例，并形成公共数据使用的道德规范、数据标准、法律文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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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和开源工具，从而成为支持跨部门跨区域公共服务数据协作中心，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此外，还计划建立伦敦技术与创新办公室(London Office of Technology and In—

novation，IOTI)，其职能是促进数字服务和智能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并通过制定通用

的设计原则和统一的开放标准，促进跨部门跨区域的共享与合作。

表2伦敦数据仓库属性分析表

Tab．2 Attributes ofLondon’S Datastore

序号 项目属性 明细 序号 项目属性 明细

艺术和文化，商业和经济，冠军伦敦，犯罪和

l 主题数量 17 z资源主嬲u釜鬈，’盒是冀黧霎黧著％薹
2012，伦敦计划，体育，透明度，交通，年轻人

格式类型数

a资源格式类型；。LvS．,；MSGV．,：。DcF．,；ATBML，21P，xML，8HP，3
量

ll

5 字段数 11 6 结果垩曩显示题名，描述，修改时间，数据格式，覆盖地区
关键词检索，布 题名，最小地理覆盖范围，更新频率，时间覆

7 检索方法 尔逻辑检索 8 数据描述字段盖，发布者，信息维护者，数据库ID，发布时

(AND，NOT，OR) 间，修改时间，主题，ODI认证

。结删e序墨嚣壤栅 10 机构发布者Tfl等75个

11 注册功能 书签、订阅 12 分享方式 E—mail，Twitter

资料来源：根据伦敦数据仓库官l网https：／／data．10ndon．gov．uk／整理．

2．3发展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强化伦敦在这两大领域的枢纽地位

伦敦被誉为欧洲科技之都，近年来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

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智慧城市建设生产和汇集了海量数据，这些数据为伦敦发展数字

技术和人工智能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发现城市需求，使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对数据资源

加以开发利用，创新性地开辟出各种应用市场。目前，伦敦已成为清洁技术、数字健康、教育

科技、移动创新的中心，还是金融科技、法律科技和支持创新的专业服务的全球枢纽。2017

年，伦敦有4．6万家技术公司，提供了24万个工作岗位，形成的生态系统估值440亿美元。

从2006年到2016年，伦敦的数字部门就业增长77％，数字企业数量增加90％；2016年技术产

值达到560亿美元，近5年增长106％阻]，远高于英国平均水平。伦敦还是人工智能的欧洲“首

都”，全市有超过750家供应商，是巴黎和柏林的总数的一倍。通过利用城市数据创新，伦敦

已经产生了Deepmind这样的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和世界领先的虚拟现实技术公司

Improbable，后者获得了英国技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风险投资额5．02亿美元。

伦敦还聚集了许多文化、学术和市民社会机构，例如，开放数据研究院(Open Data In—

stitute)、英国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NESTA)、未来城市弹射器(Future Cities Cata—

pult，Fee)④及有国际影响的大学和创新中心，其中有不少机构是数字技术领域的思想领导

④未来技术弹射器，是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建立的7个技术创新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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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些机构深厚的研究基础和活跃的学术气氛帮助伦敦的基础研究始终走在世界前列。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伦敦政府在支持企业成长和对外扩张市场方面采取了诸多行之有

效的措施。伦敦重视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伦敦市政府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积极争取赢得公

共部门的合同数目或供应合作机会，由伦敦交通局代表大伦敦市政府来管理相关采购工作。

为了帮助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英国科技城推出了为期六个月的企业升级计划，为入选企业

提供世界级高科技企业的经营者和专家的专业建议。伦敦还创设了市长出口计划，组织智

慧城市领域的中小技术企业参加贸易使团，在海外进行贸易与投资活动，为这些企业提供关

键联系人、潜在投资者和合作伙伴。这种开拓新市场的方法，帮助很多企业克服了伦敦乃至

英国本土市场狭小的障碍，成长为面向国际市场的全球经营企业。

2．4加强数字技术与城市基础设施的融合，提高城市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在《智慧伦敦规划》中，时任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开宗明义：“我们需要利用伦敦的技

术实力去帮助首都成为一个运营更高效的城市”。作为一座有800多万人口的世界城市，伦

敦预测将在2031年达到1千万人口。人口增加在给城市带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上，也会

给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环境容量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伦敦智慧城市规划始终将利

用数字技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作为重中之重。

英国基础设施条件在欧洲大国中处于领先地位，伦敦更是一直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长

期计划，尤其是交通、绿色基础设施、数字连接、能源、循环经济、水资源、住房和社会基础设

施等方面。通过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程度明显提高。

例如，使用车牌识别系统征收交通拥堵费；奥运会期间使用智能路网管理系统保障交通顺

畅；在公共交通系统使用牡蛎卡和非接触式支付卡(OPts)提高通行效率，并将采集到的数据

用于优化交通管理；安装智能电表和智能水表减少资源损耗，引导合理消费；开发敏捷物流

项目，帮助商家共享物流负载，优化货车出行时间和行车路线，以减少物流耗能和环境污染。

伦敦将是否发布符合开放标准的开放数据作为衡量基础设施计划成功与否的指标，因

此，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其与传统基础设施的融合是伦敦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在

《共建智慧城市》中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的连接”，并推出了多项行动计划。例如，实施伦敦

连接(Connected London)计划，消除无网络覆盖区域，并为5G网络的应用做好准备；通过规

划手段要求新开发项目提供光纤连接到所有家庭并满足移动连接的预期需求；通过重大联

合采购支持智能路灯杆@等新一代智能基础设施；制定智能基础设施的通用标准，便于设计

师、工程师和用户共享性能数据，以实现设计、建设、管理的协同，等等。

伦敦高度重视数据跨系统整合。例如，《智慧伦敦规划》提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3D数据

库，包括地上基础设施和地下管网的数据，允许数据集相互关联，形成关联数据(Linked

Data)，并基于应用程序使城市数据可视化。通过对不同市政公司基础设施数据的整合和公

开，提高了市政工程建设的效率，避免了不同市政公司在同一地点重复开挖的情况。该项目

首先在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试点，希望未来能够实时更新并对外开放，工程规划师、

市政公司、投资者、市民等可以将其应用于住房需求预测、交通分析、城市规划、人群安全等

用途，令数据释放出最大价值。

⑤智慧路灯杆，即将照明、充电桩、摄像头、公共wifi、空气质量传感器等集成安装在路灯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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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3．1适时优化建设路径，充分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的优势

智慧城市的建设路径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自上而下”路径，主要由政府主导投资

和建设，着重于建设完善的城市ICT基础设施和分部门、分领域的信息化应用项目，并致力

于推动信息化应用的跨部门整合口1。第二种是“自下而上”路径，以城市需求为出发点，政府

通过制定政策引导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更容易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更容

易形成短期见效的应用。伦敦走的就是典型的智慧城市“自下而上”建设路径：民众推动，企

业和社会机构积极参与，政府通过制定规划和全产业链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这也是伦敦智

慧城市建设的主要特点。上海则主要采用了“自上而下”建设路径。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建设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由于

ICT基础设施条件薄弱，市民、企业对智慧城市的认识不深入，需要政府主导开展智慧城市建

设，尽快补足城市ICT基础设施的短板并向市民和企业普及智慧城市知识。对于发达国家

的城市，已有较为完善的ICT基础设施，关键在于通过智慧城市规划释放市场需求信号，吸

引更多的企业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进一步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

单一路径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遇到瓶颈，此时就应该考虑调整智慧城市的建设路径。

经过近十年的智慧城市建设，上海已经形成了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信息技术产业、网络安全保障为支撑的智慧城市体系框架，信息基础设施条件居全国领先地

位，已经进入到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先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条件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的阶段，政府应考虑从前台后退，鼓励和引导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刚性越来越难以适应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所需要的市场

弹性。传统基础设施的折旧年限长，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技术变革非常迅速，软件系统的

迭代周期更短。一般来说，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一旦落地，就必须在财务规定的期限内持续

运营下去。比较而言，市场机制则具有更大的弹性，更能宽容企业投资的失败，从而为新技

术、新模式的应用提供更多的机会。因而，遍布城市的数字系统必然促使城市管理向城市治

理的转变，要求政府从主导智慧城市软硬件系统的建设，转变到通过构建能够激发市场活力

的制度框架，去支持和帮助企业探索和创新。从原子世界到比特世界，城市的形式和功能都

在发生变化。比特世界承认市民是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通过公众参与的城市网络，可以

集体想象、检验、选择和塑造城市最令人向往的未来n3，而这也正是智慧城市的本质内涵。

3．2突出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加大数据整合和开放力度

目前，数据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资源这一观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上海是“国家大数据区

域示范类综合试验区”，浦东已建成区级政府数据对外服务平台，黄浦、闵行、嘉定等区制定

了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的相关办法、规划和目录体系。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上海的政

府数据公开和可视化建设仍相对滞后，公共数据作为城市创新资源的重要性尚未充分体现。

长期以来，智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信息化在城市范围的扩展，将智慧城市建设视

为大型信息化项目的集合，使智慧城市规划不可避免地以信息化供给为导向，智慧城市规划

的制定主要是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在政府各部门征求意见，缺少行政体制之外的市民、中

小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对城市的真实需求掌握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主要反映的是政府部

门内部的信息化需求，并在客观上形成了新的“信息孤岛”和更高的“信息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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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经验表明，数据整合与开放对于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促进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发育

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已经建成800多个政务数据系统，遍布全市的物联网也在实时产生海

量的数据，高质量的数据资源为下一步整合、治理和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应抓住在政府部

门推进“一网通办”和在市级层面成立“大数据中心”的契机，切实把数据作为城市的基础设

施加以重视，充分发挥上海的研究、技术和企业的力量，优化公共数据共享的政策框架，研究

克服影响数据共享的法律和技术瓶颈，制定公共数据共享的原则和机制，积极推进数据开放

和可视化，让数据共享和开放真正落到实处。

3．3应用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探索和积累超大型城市管理经验

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需要应对更为复杂的挑战，如流

动性、资源保护、社会包容、可负担的公共服务等，这些挑战无法通过传统途径加以解决，越

来越需要使用智能技术帮助公共部门提高应对城市的复杂性和高风险的能力。

事实表明，单纯的信息通信设施硬件建设并不必然产生“智慧”，产生“智慧”的关键在

于，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城市基础设施是否互相融合，产生的数据是否能够在系统之间顺畅

流动，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能否向公众开放，利用数据开发的应用能否得到商业部门和金融

部门的支持得以有效转化，市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能否掌握数据技术从而参与城市治

理。以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一th,群租房治理为例。按照传统思维，发现群租现象要

靠在单元门口安装摄像头，实时监控，最好监控探头还具有人脸识别功能，因而需要花费大

量硬件建设费用。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则通过整合现有的水电费等数据，通过

建模，成功地破解了群租发现难的问题。上海和伦敦的案例都说明，科学使用数据技术和人

工智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加有效地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为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可能。传统的城市管理是政府部门内部

的事务，需要庞大的城市管理队伍去发现城市中时时刻刻发生的非正常事件和部件故障，并

通过政府内部的管理平台派发给相关责任部门处理。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市民参与发现城市

问题并上报城市管理部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过城市管理信息化平台向市民的开放和建

立市民举报事件的处理情况反馈机制，可以大大提高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提高城市

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另一方面，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积累的海量数据，为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创造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上海如能针对城市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鼓励企业和研究

机构共同参与，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优化，则能够大大促进上海

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企业[5]，形成上海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

技术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案和经验，并向国际市场推广，奠定上海在相关领域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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