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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数字孪生城市已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主流模式，几年来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一直牵头联合产业界开展研究，从概念向方案不断推

进，目前已是第四次发布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持续引领行业发展。

2021 年生态建设取得进展，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了数字孪生技术

应用工作委员会，在中国通信标准化委员会成立了数字孪生标准子

组，本次白皮书凝聚了更广泛的产业资源和各领域的智慧贡献，在此

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数字孪生城市理论的创新性和技术的复杂

性，研究仍在探索之中，不足之处请各界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参编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京

东科技集团、泰瑞数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优锘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五一视界数字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飞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孪数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睿呈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数字冰雹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盈嘉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亚信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南京紫金山智慧城市

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维智卓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雄安雄创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国际陆港物联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中关村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前  言 

2021 年 10 月，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推动我国数

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集体学习中指出，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与趋

势”“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以经济”。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重

要承载空间，数字孪生城市是发展和带动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助力

城市以数字化为引领，推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服务整体性转变、全方

位赋能、革命性重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

创新，全面提高运行效率和宜居度”，要“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

在先后经历 2017-2018 年的概念培育期、2019 年的技术方案架构期、

2020 年的应用场景试点期后，数字孪生城市迎来“整体性落地建设”

探索期。是未来城市形态演变的重要方向。 

在政产学研用协同推进下，数字孪生城市发展呈现良好态势，面

临问题与挑战也更加突出，标准引领、应用驱动的发展方向逐步明晰。 

一是数字孪生城市共识逐渐形成。近年来，随着数字孪生城市的

发展兴起，城市信息模型、实景三维城市、物模型、城市仿真等相关

概念与技术得以加速发展，同时也出现了技术交织带来的概念混淆问

题。从发展重心来看，几个领域各有侧重，均不全面，可共同构成数

字孪生城市全部能力。实景三维城市注重实体测绘与底图服务，兼具

建模、感知等功能；城市信息模型注重建筑建模与城市要素管理，兼

容地理信息、物联网等功能；物模型注重感知设备的语义建模，突出

属性与模型的结合表达；城市仿真注重在数字空间基于算法与数据的



 

 

模拟推演，兼具建模、交互等能力。业界普遍认为，各条技术路线最

终都将走向数字孪生城市，应综合以上各领域的突出技术优势，集地

理信息、物联感知、信息模型、算法仿真、虚实交互等技术能力于一

体，支撑构建未来城市发展新形态。 

二是数字孪生城市发展呈现协同推进态势。数字孪生城市支持政

策相继出台、产业组团发展态势明显、标准规范起步制定、应用需求

逐渐明朗、学术成果快速增长。从数字孪生城市主要涉及领域看，物

模型标准兴起，推动城市感知设施孪生互通互认；空间地理信息进入

新型基础测绘阶段，有力支撑孪生底座构建；城市信息模型市场活跃，

模型数据深度融合有望实现；城市跨学科仿真、云化仿真推进步伐加

快；虚实交互呈现出供给侧低代码构建、需求侧跨终端智能体验的发

展态势。 

三是进入探索建设期后，标准规范与应用场景将成数字孪生城市

驱动之双轮。在标准方面，应围绕地理信息、物联感知、信息模型、

城市仿真、交互控制五大技术体系的集成与互通，加强布局研究，聚

焦总体谋划、建设推进、后期运营三环节全过程的痛点堵点，形成包

含总体、数据、技术/平台/设施、应用场景、安全、运行等要素的标

准体系，区分轻重缓急有节奏地编制关键标准的。在应用方面，应进

一步体现时代特征与问题导向，发挥数字孪生技术精准映射、虚实互

动、智能操控等特点优势，瞄准疫情防控、绿色双碳、安全应急等高

契合度高价值应用场景，创新应用模式，提高应用粘性，推动面向政

府（ToG）向面向企业（ToB）和面向个人（ToC）转变，建立应用



 

 

成效倒逼机制，避免拈轻怕重、过度建设、重复建设等智慧城市建设

问题重现。 

最后，直面诸多现实挑战，亟需政产学研用进一步加强协作与创

新，通过开展全过程咨询、加强全链条协作、严控全过程交付、优化

高质量供给、营造全生态环境等具体举措，高质量推进数字孪生城市

落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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