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2020 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0 年 12 月



版权声明

本白皮书版权属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并受法律保

护。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本白皮书文字或者观点

的，应注明“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违反上述声明

者，本院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1 

致  谢 

数字孪生城市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

度，三年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一直在牵头，联合产业界开

展研究，从概念向方案不断推进，目前已是第三次发布数字

孪生城市白皮书，持续引领行业发展。值得欣慰的是，每年

白皮书的发布，对社会各界了解、认识数字孪生城市发挥了

重要作用，对各地规划建设数字孪生城市起到强有力的指导

作用，为部分创新性企业提供了一条参与智慧城市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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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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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今年以来，“数字孪生”不再只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

发展新模式、一个转型的新路径、一股推动各行业深刻变革

的新动力。“数字孪生城市”不再只是一个创新理念和技术

方案，而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未来选择。 

本报告首先从政产学研用多视角系统分析今年以来数

字孪生城市发展的总体态势；其次，从数字孪生城市的典型

特征和总体架构出发，提出当前阶段数字孪生城市的核心能

力框架，并深入分析各核心能力的要义和作用，尝试发掘并

验证数字孪生城市在城市现代化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为城

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探寻方向；最后，报告梳理了当前数字孪

生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并对下一步建设实施提出策

略与建议。 

从发展态势来看，“数字孪生城市”历经 2017 年和 2018

年的概念培育期、2019 年的技术方案架构期，已正式步入到

建设实施落地期，国家政策密切关注，地方规划加速落地，

企业方案务实搭建，学术科研前瞻布局，市场规模爆发增长，

产业生态积极构建，应用场景日益完善，全球共识逐渐达成。 

从核心能力来看，为体现数字孪生城市价值和突出精准

映射、虚实交互、软件定义、智能干预等典型特征，基于数

字孪生城市“三横两纵”总体架构，本报告凝练提出物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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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操控、全要素数字化表达、可视化呈现、数据融合供给、

空间分析计算、模拟仿真推演、虚实融合互动、自学习自优

化、众创扩展能力等凸显数字孪生城市重要价值的九大核心

能力要素，形成数字孪生城市的“能力空间”。 

从发展建议来看，随着数字孪生城市的落地实施，暴露

出一系列现实问题，例如典型应用场景深度不足、CIM 平台

重复建设、时空数据标准难统筹、存在卡脖子技术制约等。

CIM 平台的统筹推进、数据规范标准的兼容互通、典型应用

场景和市场需求的培育以及生态合作机制的建立等多项任

务的推进效果，将决定下一阶段数字孪生城市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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