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圈融合发展与规划引领 | 11 

Discussion on the Smart City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Promoting the Higher Quality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王  剑   李  锐    WANG Jian, LI Rui

长三角是我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

位。新形势下，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关键是要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通过分析城市群发展趋势，

结合长三角地区的最新发展进展，梳理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群建设的发展动向；并从智慧城市群建设的视角，针对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提出“战略规划、IT基础设施、行动领域”3个维度的思考与建议。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one of the most open and economically active regions in China. It play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ole 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overall pattern of opening up.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ke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to build a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urban agglomeration, comb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mart city and smart city agglomeration construction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rt city agglomeration construction, aiming at the goals 

and requirements of higher 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t puts forward three dimensions of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strategic planning, IT infrastructure and action areas. 

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9.58%。伴随

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不少城市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直面如何

“推动更高质量发展和更高品质生活”的问题。

在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智慧城市

和智慧城市群建设来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　城市群及其发展

1.1   城市群

长三角智慧城市群建设探讨
——促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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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是

一定区域内城市的集合，在空间上表现为“多

点”体系，或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面域”体系，

不能将其理解为行政区划范围的简单拼合。通

过树立底线思维，重点关注区域内经济社会发

展与土地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等的

综合平衡，并通过强有力的管控来实现城市群

的建设发展，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

镇规模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的协调和共赢，则是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动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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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群发展趋势

我国各个城市群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不同

阶段；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大城市群，以其

2.8%的国土面积集聚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

国内生产总值的36%，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

增长、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2]97。

“十三五”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快城市群的建

设与培育。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提出，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

镇化战略的主体形态，要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

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同

时明确指出，要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加

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图1）。

2　长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

      要求及难点

2.1   长三角地区及城市群的基本概况

长三角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先发地区，由上

海市与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所组成，处在国

家“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的优化开发和重

点开发区域[3]。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水平

很高，城市群发育较为成熟，已形成层次分明

的城市群空间构架，总体上是以上海为中心，

以南京、杭州、合肥为次中心。

经过多年的努力，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我国

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

域之一，也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

要交汇地带；长三角城市群在国家现代化建设

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

略地位[2]95（图2）。 

2.2   发展愿景与目标要求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基础最

好的城市群之一。根据2016年《长江经济带

发展规划纲要》的表述，长三角城市群要成为

我国长江经济带发展的3大增长极之一。当前，

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步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长

三角地区最有条件在规划对接、改革联动、创

新协同、设施互通、公共服务、市场开放等方面

做好重点聚焦，深入推动城市群向更高质量发

展。这既是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也是为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积累经验。2016

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

展规划》，明确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和

任务，即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在此目标下，长三角城市群要率先建成智

慧城市群。

《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合作“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

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合作的发展重点和任务，是

紧紧围绕信息基础设施统筹发展、信息经济协

同发展、社会信息化融合发展、跨区域信息安

全和公共安全联防联控等4个方面展开。

2.3   主要成效与发展瓶颈

2.3.1    主要成效

长期以来，通过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合力

推动和共同努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取得明

显进展，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在长三

角信息化建设方面，已基本形成区域信息化合

作体系，特别是在社会民生、航运交通、城市安

全等重要领域的信息化应用成效初显，与此同

时，正在积极地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教育等

民生领域拓展。区域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

成，正在推进重大信息基础设施的共同开发和

应用，加强功能性信息基础设施的区域性共享

使用，包括大力推行区域的公交一卡通、ETC

等电子系统的应用。

值得关注的还有长三角地区借助物联网、

云计算、移动通讯等新技术带来的产业发展机

遇，正在全力打造以自主技术标准为核心的区

域性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2.3.2    发展瓶颈

长三角区域内的政府、企业和组织之间的

合作交流日益密切，有助于多层次的信息化

合作和一体化发展。但是，迄今城市之间的分

工协作还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仍较为普

遍，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相匹配的体制机制

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提升。城市建设仍然存在

无序蔓延的现象，空间利用的总体效率还不

高。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综合交通发展等方面

还存在若干难点和瓶颈，比如交通基础设施

一体化建设中的“断头路”问题，环境保护

一体化中的深化联防联治问题，产业发展和

布局的错位问题等[3]。

新发展背景下，对于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

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等要

素的一体化发展有着更高的要求。以交通发展为

例，随着城市群的发展，人员、物资等资源跨区域

流动的需求不断增加，必然会对如何确保交通网

络安全、稳定和高效运行提出更高的要求。

2.4   工作进展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离不开城市群的

协调发展，既要应对诸多挑战，同时也将面临

更多机遇。2018年1月底，长三角区域合作办

公室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上海、浙江、江苏和安

徽“三省一市”的合作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这

是主动应对加强区域协同、推动更高质量一体

图1　城市群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国家“十三五”规划，2016年。

图2　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图
资料来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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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的方式。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长

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诉求。2018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图3）。

近期，2018年发布的《长三角地区一体

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已

经明确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任务、时间表和

路线图；聚焦交通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创新、信

息网络高速泛在、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公共服

务普惠便利等7个重点领域，形成一批项目化、

可实施的任务。

3　智慧城市与智慧城市群发展动向

3.1   智慧城市建设被纳入国家战略

智慧城市（Smart city）是运用于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信息技

术而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智慧化

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与数字城市比较，智慧城

市更强调城市信息应用的全面性和决策支持

能力[1]。特别是智慧城市更强调信息技术与城

市发展、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相互关系。近

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通信等技

术的不断发展已为智慧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平台和发展空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提出，要促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推进智慧城市发展。这

是首次将智慧城市建设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之

中。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包括信息网络宽

带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

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

化等。2014年《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研究出台促进智慧城市

健康发展以及信息化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相关

政策，并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一批特色

鲜明的智慧城市。

3.2   智慧城市建设的进展

3.2.1   智慧城市与城市发展运营

当前，我国的城市发展已从原先单纯追求

发展速度转变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从单纯追

求扩张式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并且

正在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

路。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智慧化的

管理方式和技术手段，促使城市更加智慧、更

具品质地发展。

智慧城市涵盖了城市发展和运营的诸多

方面，包括智慧经济、智慧生活、智慧交通、智

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产业、智慧

环境、公共安全和智慧能源等（图4）。它对于

提升城镇化质量，创新城市生产、生活和管理

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智慧城市建设是破解城市

发展难题，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在宏

观层面，智慧城市建设更是推进落实国家新型

城镇化发展战略，加快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系

统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的愿景。

3.2.2    智慧城市的实践探索

（1）上海

2010年以来，上海全面推进面向未来的

智慧城市建设，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推进改革

开放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2011年，上海

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二五”规划，

明确提出要全面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同年发

布《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1—2013年）；2014年，又发布上海市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2014年到2016年的3年行动

计划。通过多年的努力，智慧城市建设全面覆

盖民生保障、城市管理、政府服务等相关领域，

惠民效果逐步显现，城市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政务效率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智慧城市建设

与产业发展趋于深度融合，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与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根据《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上海要初步建成

以泛在化、融合化和智敏化为新特征的智慧城

市；并且明确提出以智慧生活、智慧经济、智慧

治理、智慧政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以新一代

图4　智慧城市与城市发展运行的关系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事件进程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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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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例如上海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图6），可实时了解包括高架道路、地面路段、

拥堵路段、轨道交通、公交线路、部分停车场

库、出入收费站等信息在内的各项城市交通

数据，有助于及时掌握交通信息，方便出行决

策，从而将智慧城市成果切实服务于城市有序

运作和市民日常生活。

（2）广州

广州智慧城市建设是广东省乃至全国的

样板。在《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2016年重点

工作任务》中明确提出，广州要实现全区域的

智慧化开发，构建“智慧广州”框架。在近些

年的智慧化建设进程中，广州探索建设平安

广州、智慧城管、实时路况等信息服务平台，大

力推进智慧社保、智慧教育、智慧医疗、食品药

品溯源等领域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

升市民生活品质；同时，加快智能建筑、智能家

居、智慧社区等示范工程，以及智能水网、智能

环境等建设，多方位打造智慧广州。通过建设

广州市区两级协同联动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平台，切实解决民生诉求、公共服务、城

市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有效提高社

会服务和管理水平（图7）。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省发布的“智慧城市

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地方标准指引和规范智

慧城市建设；其主要包括智慧经济发展、智慧

社会生活、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政府管理与服

务等内容。通过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及时对标，

找问题、补短板，进一步加强建设的系统性；在

统筹、协调和衔接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城市智

慧化水平。

（3）武汉

武汉智慧城市建设起步较早。2010年，武汉被

国家科技部认定为首批创新试点城市，成为国家 

“863计划”中的智慧城市试点，并以此为契机

率先启动智慧城市建设。2011年，武汉在全球

公开征集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方案；2012

年，《武汉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出台，成为武汉

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指引。该规划确定智慧社

会管理、智慧市政设施、智慧社区、智慧环保、

图5　“十三五”上海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框架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2016年。

图6　上海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资料来源：上海交通出行网，2018年。

图7　广州市区网格化管理系统建设方案总体构架设计图
资料来源：《广州市区网格化管理系统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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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卫生、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公共

安全、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城管、智慧食

品药品安全、智慧水务、智慧物流、智慧空间等

重点应用领域，可谓涉及领域众多、内容丰富

（图8）。

武汉智慧城市试点的成效明显，积累了不

少宝贵经验。如以“智慧武汉、幸福生活”为

总体目标，优先选择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项目开

展示范建设，把实现智慧生活、让市民的衣食

住行都方便作为首要任务，以便更好地服务于

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技术层面上，一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按照“一朵云、一张图、一站式、

一套标准、一种模式、一个管理中心”的“六

个一”创新建设目标，结合武汉的城市特点和

发展需求，搭建政府公开数据服务平台。目前，

该平台已成为当前全国政务数据开放最多、应

用最全的武汉市政府公开数据服务平台。二是

积极探索“北斗+物联网”的新模式，广泛应

用于桥梁安全监测、区域地面沉降监测、湖泊

河流智慧监管、城镇环境智能监管、智慧交通

物流管理和文化教育智能管理等领域。

武汉市建立了全市统一的规划“一张图”

（图9）。以“天地图•武汉”为基础，集成规划

数据，为广大市民提供未来道路、医院、学校、

公园、轨道交通布局等信息的实时查询服务。

与此同时，规划一张图系统，集成了按法定程

序审批的最新规划成果，是城市规划建设的直

接依据。通过“规划一张图”系统，让市民更

多地了解规划、参与规划，以便更好地反映公

众意志、维护公众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从而让

规划更好地为城市建设与发展服务。

3.3   智慧城市群的发展动向

智慧城市群是信息技术在成熟智慧城市

基础上的运用，通过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强

化协同发展，不断提升综合效能。智慧城市群

是知识社会创新环境下城市群发展的更高级

阶段，也是数字城市群的升级版。城市群发展

是区域统筹和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城市

群视角推动区域发展的模式是资源高效利用

的重要途径，以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

为基础的数字城市群建设无疑将起到助推器

的重要作用[1]。因此，立足于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的智慧城市群，应成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强

大引擎和重要载体。从智慧城市走向智慧城市

群，最为关键的是要从技术本身转向各城市之

间的信息化协同方式与信息标准的建立。

比较国内外智慧城市群建设，国外更加

注重区域的合作。从早期智慧城市群建设的国

际案例看：美国通过成熟技术和资金支持，率

先在全球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推进整

个国家信息化、智慧化；日本注重加强城市间

智慧能源的合作，重点是推动国民本位的新电

子政府和电子自治体的完善，推进远程数字化

医疗、数字化教育、数字化人才培育，以及关于

家庭、社区、汽车的能源使用智能化的4城协同

建设试点；欧盟国家采用合作式智慧城市群建

设，在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和行

动，并以建设新网络、发展新通信技术、提供新

服务为主要目标；新加坡通过推进智慧化，建

设了政府公共服务信息化架构，将其作为发展

的重要基础[4]。

2017年6月，罗兰贝格发布《智慧城市，

智能战略》报告，提出“智慧城市战略指数”

概念，主要是聚焦行动领域、战略规划与IT基础

设施3大维度的12个关键指标（图10）。报告针

对全球87个不同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城市开展系

统研究，评估其所公布的智慧城市战略与政策

文件，梳理、提炼出对智慧城市构成至关重要的

相关领域（表1）。

此外，《智慧城市，智能战略》报告还聚焦

于城市发展、公众参与、解决方案、创新发展和

平台建设等问题，提出制定综合集成智慧城市

战略的10大关键因素（表2）。

4　思考与建议

进入新时代，通过建构和发挥智慧城市群

的作用来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要努力加快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协

同创新的命运共同体，打破行政区划壁垒，通

过协调机构和机制建设来加强区域统筹发展。

要根据长三角城市群规划，明确城市分工，功

能互补、错位发展；要引导周边地区城镇主动

对接中心城市，完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尽快

融入一体化发展。

图8　武汉市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资料来源：《智慧武汉标准体系建设浅谈》，2015年。

图9　武汉市规划一张图
资料来源：“天地图•武汉”智慧武汉时空信息云平台，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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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群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

程，要立足大局，协同推进。特别要把智慧城市

群建设作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支

撑和平台。既要有作为智慧城市群建设顶层设

计的战略规划，又要有建设发展抓手。聚焦基

础设施、信息网络、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方面

的建设，加强具体专项对接和落地实施。通过

整体统筹、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各系统建设，实

现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快解决城市群各城市

之间的标准、技术、体制机制等的协调问题，强

化智慧城市群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确保智慧城

市群的安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4.1   战略规划

4.1.1    智慧创新体系建设

充分考虑城市群各个城市的特点，战略规

划要注重梳理解决各城市的实际需求，建构具

有区域特色的智慧城市群创新体系与发展路

径；要充分发挥长三角“三省一市”各自的优

势，加强城市之间的合作与联系，立足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的发展契机，坚持创新引领，形成

相互促进、错落有致、梯度有序的区域创新发

展体系，不断提升城市群的创新与治理能力。

同时还要创新体制机制，以用好各类资源，包

括注重信息化应用，加强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

领域的研究合作。

4.1.2    资源要素平台建设

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是智慧城市群建设

的基础。战略规划要统筹不同城市发展的重点

和特点，特别注重长江、钱塘江和太湖等在生

态保护方面的智慧协同，促进城市群的生态空

间布局更加科学、合理，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

更加有序、高效。加强应急类信息资源管理，如

公安、交通、传染病跟踪等；探索研究和应用大

尺度区域内信息关联度大的综合处置和发布

机制，如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气象预警、自

然灾害等。加强技术平台建设，利用好现代先

进的遥感影像、空间分析等手段。

战略规划要确保对资源要素的有效管控

和配置，加强城市间功能与空间的联系，不断

提升整体发展的综合效能。如产业发展方面，

可通过建设区域产业云平台、产业大数据平

台、产业互联网平台等，为实现区域内企业的

转型升级、产业的精准发展提供重要信息支

撑，不断提升区域内产业、产业链的协同水平，

并利于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创新，推进产业

更好融合、更优配置，加快建构更为合理、有序

的面向长三角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

4.2   IT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智慧城市，智能战略》报告。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智慧城市，智能战略》报告。

表1  维也纳、芝加哥、新加坡智慧城市发展特征一览

表2  制定综合集成智慧城市战略的10大关键因素

城市 聚焦领域 主要特点

维也纳 IT基础设施

在IT基础设施建设上具备明显优势，建立明确的数字化发展短期、中期
和长期目标，包括在对已有的高度发达数字化基础设施做好维护的前提
下，继续投资新一代无线网络设施建设。积极与高校和社区学院开展合
作，扩大整个城市的无线网络规模

芝加哥 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表现更为突出，通过推动“芝加哥科技计划”建设未来愿
景；非常重视智能教育，通过与公立学校和城市学院的合作，提高市民
数字化素养；政府建立“联接芝加哥”的全市网络，拥有250个电脑实验
室和数字技能培训中心来帮助公众使用计算机

新加坡 行动领域

主要覆盖交通出行、能源与环境、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在不同行动
领域，建立相适应、强大的公对公、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如政府与陆路
运输管理局（LTA）联合创办实验室共同开发新一代运输网络，与国家医
疗保健集团（NHG）合作建立创新实验室，与科技创新企业共同创办创
新实验室等

编号 要素内容
1 重新评估城市的作用及行政管理系统
2 确保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3 避免孤立的解决方案
4 鼓励创新措施、自持续业务模式以及社会企业的其他贡献
5 创建全面的数据战略和数据平台
6 通过建立创新实验室培养创新系统
7 确保数据安全
8 保证基础设施运营商参与设计、融资和实施
9 获得政策支持，整合公众意见

10 建立协调主体和专门的规划系统

图10　智慧城市战略指数：IT基础设施、战略规划、行动领域3大维度表征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智慧城市，智能战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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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基础设施建设

IT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是城市发展的物

质、信息和智力资源的统筹与利用，加快物联

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同时，量子通信除了加密优势外，具备惊人

的通讯速度，因此城市群发展要率先建立区域

内量子通信网络。目前我国已建成量子通信干

线——“京沪干线”，并具备一定基础。

在交通方面，应在现有道路、港口、航运等

各类交通设施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综合交通、

智慧交通、平安交通、绿色交通的协调发展。加

强城市群的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完善智慧交通

系统，不断提升综合服务和管理能力。

4.2.2    信息网络建设

要建立促进信息共享的跨部门协调机制，

完善和优化信息更新机制，包括公共信息平

台、公共数据库等，努力做好信息共享与更新

管理。充分发挥大数据应用在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与城市群发展特点

相适应的数据共享和使用平台、标准体系以及

相关的政策法规。要积极探索解决信息孤岛问

题，促进部门之间的信息互动与交换，避免数

据、信息技术的单纯产业化发展导向。

同时要努力提高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完

善准入机制和管理制度，确保数据使用的安全

性、可靠性。建立健全信息安全预警平台，保障

区域安全的基础支撑能力，切实维护网络与信

息安全，建立起安全可控、联防联控的区域信

息安全防护体系。

4.3   行动领域

4.3.1    公共服务建设

智慧城市群的发展，要把如何更好地服

务于城市和人放在首位。在近期行动方面，要

紧紧围绕群众密切关注和亟需解决的医疗、教

育、社保、交通、就业和养老服务等实际问题。

加强各领域的智慧运用，促进社会管理的精细

化，确保民生服务的便捷、高效。要突出公共服

务，促进城市管理创新与优化公共服务方式，

更加关注老百姓关心的环境、医疗和食品安

全等领域，提供覆盖更广和质量更高的公共服

务，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提升民生服务品质。在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中，对于诸如社会保障卡、

医保“一卡通”等的使用，要进一步建立区域

使用和结算系统，以切实提高一体化水平。总

之，要使全体市民能够更好地分享经济社会发

展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

4.3.2    地理信息系统建设

为了使智慧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持久性，要

十分重视对信息的分析、处理、共享和协同等

能力建设，包括积极研究建立区域内全时空数

据库。在充分整合利用已有城市信息资源的基

础上，科学衔接好已建、在建和即将建设的各

类系统，注重在城市规划、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管理、国土资源开发与利用、生态保护修复、公

共服务等领域的智能化应用，把时空大数据、

云平台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同时，要在原有GIS的基础上重视全空间

信息系统建设。全空间信息系统是一种面向从

微观到宏观的动态复杂世界的空间信息系统，

相较于传统GIS，具有全尺度、全类型、全动态

和全属性等特征。全空间信息系统可基于各类

现有观测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包括各种动态

实时获取的时空大数据、各种建模者的主观认

知，以及对此类认知的总结和归纳的数据等，

建构起相对应的多粒度时空对象模型。

此外，还要特别注重加快推进长三角地

区土地使用规划、空间规划等数据的互通与

共享。

5　结语

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一项综合性、

系统性和探索性工作。当前长三角地区一体化

发展正处于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作为国家

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须要与“一带一

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政策相呼应，借鉴国际先

进经验，共同构筑和完善中国深化改革的总体

布局。新形势下，要以智慧城市群建设为长三

角地区整体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充分发挥信

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对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

展的引领、协同和联动作用，坚持“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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