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战略部署，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巩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构筑上海未来新的战略优

势，现就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上海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重大意义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是面向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之举。数字化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改变人类社会，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进一步加速推动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数字化越来越成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深刻变革全球生产组织和贸易

结构，重新定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全面重塑城市治理模式和生

活方式。随着数据资源在链接服务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的引领型、功能型、关键型要素地位不断突出，全面推进城市

数字化转型成为上海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是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作为超大城市，上海人口多、流量大、功能密，具

有复杂巨系统的特征，城市建设、发展、运行、治理各方面情形

交织、错综复杂，必须充分运用数字化方式探索超大城市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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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新路子，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上海重点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加快建设新型智慧城

市，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打造一流数字基础设施，为城市数字

化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要认

清形势、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牢牢把握城市数字化转型这项事

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重大战略，进一步增强坚定性和紧迫感，坚

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全力做好全面推进城

市数字化转型这篇大文章，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二、明确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祝大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上海“十四五”经济社会

发展主攻方向之一，主动顺应和掌握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新趋势新

机遇，科学遵循城市运行和发展规律，持续深化上海各领域数字

化发展的先发优势，从“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的全局出发，

统筹推进城市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率先探索新经

验，用数字化方式创造性解决超大城市治理和发展难题；率先应

用新技术，用数字化场景牵引技术创新和广阔市场空间；率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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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新动能，用数据要素配置链接全球资源、大力激发社会创造力

和市场潜力，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创造人

民城市数字化美好生活体验，打造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奠定扎

实基础。 

到 2025年，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国际数字之都建设形成基本框架。数字化基础设施国际一流，数

字经济全国领先，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功能完善，建成世界级数

字产业集群，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和数字经济创

新高地。数字生活成为新风尚，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构建充满活力的数字生活服务生态，形成人人享有更具品质、更

加美好的数字生活新范式。治理能力全面跃升，数字规则更加完

备，数据要素高效流动，形成引领全国的超大城市数字治理新模

式。到 2035年，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三、坚持整体性转变，推动“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

化转型 

强化系统集成、整体提升，实现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生

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推动三大领域相

互协同、互为促进，整体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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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快推动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放大数字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做优

做强城市核心功能，助力“五型经济”发展。加快建设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等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以数据流动牵引资金、人才、

技术、知识等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建立跨地域科技资源的协作网

络，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快车道。加快生

产制造、科技研发、金融服务、商贸流通、航运物流、专业服务、

农业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贯通发

展，推进智慧口岸建设，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助力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引领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全力打响新

生代互联网经济品牌，大力发展新应用、创造新业态、探索新模

式、培育新职业，做大新兴消费市场，以互惠互利为价值导向，

形成数字经济的竞争新优势。 

（二）推动生活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满足市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打造智能便捷的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强

政府、企业、社会等各类信息系统的业务协同、数据联动。结合

新技术和新制度的供给，以数字化推动公共卫生、健康、教育、

养老、就业、社保等基本民生保障更均衡、更精准、更充分，打

造智慧医院、数字校园、社区生活服务等一批数字化示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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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社会和市场活力，推进商业、文娱、体育、出行、旅游等质

量民生服务数字化新模式、新业态健康发展，加快城市公共设施

的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商圈平台、社区智慧物流网络、新能源

设施终端等生活“新基建”。加快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行业融

入数字化进程，不断丰富数字文创、数字内容等相关服务供给。

着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倡导各类公共服务“数字无障碍”，

面向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推进相关服务的适应性改造，创造无处不

在、优质普惠的数字生活新图景。 

（三）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化治理效能。把牢人

民城市的生命体征，打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超大城市

“数治”新范式。以“云网端边安”一体化数据资源服务平台为

载体，形成“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融

合创新的发展格局。拓展“一网通办”建设，围绕企业群众实际

需求，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一件事”基本覆盖高频

事项，构建全方位、全覆盖服务体系。深化“一网统管”建设，

聚焦公共安全、应急管理、规划建设、城市网格化管理、交通管

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实现态势全面感知、风险

监测预警、趋势智能研判、资源统筹调度、行动人机协同。以党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