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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智慧名城“四梁八柱”

重庆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重庆日报记者 向菊梅

8月16日，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城市大脑”正在高效运转。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2018年至2020年，重庆数字经济分
别增长13.7%、15.9%、18.3%，增速逐年
走高，且分别高于同期GDP增速7.7、9.6
和14.4个百分点。2020年，我市数字经
济规模更是达到6387亿元，占GDP比重
由2017年的16%提升至25.5%。

我市数字经济规模增长为何如此之
快？近年来，重庆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倾力
打造“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取得了哪些
成效？8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
市大数据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杨帆。

五方面着手
构建起“智慧名城”的“四梁八柱”

重庆日报：近年来，重庆在建设“智慧
名城”方面作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
成绩？

杨帆：“智慧名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
程，我们主要从创新机制、明确规则、集聚
要素、打造场景、促进发展等方面着力推
动。

第一，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实施
“云长制”。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总云
长”，分管政法、组工、住房城乡建设、交
通、农业农村、对外开放等领域6位市领
导任“系统云长”，110个市级部门、区县
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任“云
长”。

第二，坚持依法治数，加快建立数字
规则体系。我市坚持把大数据立法摆在
突出位置，探索建立数据采集、汇聚、共
享、开放、应用、安全等全链条管理体系，
推动出台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
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暂行办法。我市还
在全国首个以省级政府名义出台《重庆市
大数据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成为首批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系列国家标准贯标试
点省市。

第三，围绕“云联数算用”，积极构建
全要素集群。“云”：建成“数字重庆”云平
台，上线多云管理系统，构建政务云服务
体系。“联”：推动建成中国首条、针对单一
国家、点对点的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建成
规模位于西部前列的数据中心，仅两江国
际云计算产业园就已形成40万台服务器
的支撑能力，重庆数据中心规模近5年年
均增速超40%，数据中心总体上架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数”：在全
国率先建成“国家—市—区县”政务数据
共享体系，建成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截
至目前政务数据共享达9261类，位居全
国前列。“算”：重庆智慧城市智能中枢核
心能力平台上线运行，中国移动边缘计算
平台建成投用。“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2018年至2020年连续
三年数字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

第四，以应用为导向，打造“住业游乐
购”全场景集。“住”方面，重点打造“未来
社区”，包括智慧医疗、智慧养老院、智慧
消防等。“业”方面，重点打造智慧教育、智
慧就业等场景。“游”方面，重点打造智慧
交通、智慧景区等场景。“乐”方面，重点打
造数字娱乐体验、智慧体育等场景。“购”
方面，重点打造智慧商圈、智慧金融、智慧
物流等场景。

第五，赋能经济发展，积极发展线上
业态线上服务线上管理。重庆在全国率
先制定出台《关于加快线上业态线上服务
线上管理发展的意见》，不断拓展数字经

济新领域。线上业态方面，引进培育中移
物联网、忽米网等一大批知名线上企业和
平台。线上服务方面，有普及应用3100
万张常住居民电子健康卡、获批国家级智
慧社区管理服务标准化试点等一批成
果。线上管理方面，升级新型智慧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下称运行管理中心），建成全
市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通过这些举措，我们构建起了“智慧
名城”的四梁八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在2020年的年度发展报告中指出，“重
庆、上海、深圳等智慧城市建设走在全国
前列”。

用好国家级“金字招牌”
新业态从业人员达210万人

重庆日报：能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和上
海、深圳并驾齐驱，领先全国，对重庆来
说，确实不易！

杨帆：是的！首先，得益于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我市争取到国家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等“金字招牌”和重大利好。

其次，这得益于我市在数字基建上的
创新突破。我市有全国唯一的中新国际
数据通道，也有5G网络建设、数据中心、
边缘计算平台的良好支撑。重庆正在建
设的超算中心，将拥有每秒数亿亿次级算
力，将成为国内首个商用营运超算中心。

再次，这得益于我市创建了良好的大
数据发展生态。我市聚集了一批行业龙
头企业，建设了一批数字经济产业园，同
时还制定出台《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
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截至目前全市重点
平台企业达351家，新业态从业人员达
210万人。

此外，还得益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机遇，我市取得了3项重点成果。一
是川渝两地签署大数据智能化合作协议
78项；二是川渝政务数据实现跨省共享；
三是合力推动成渝地区成功获批建设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全面融
入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

推出一大批智能化应用
让城市更“聪明”生活更“智慧”

重庆日报：“智慧名城”建设的最终目
标是应用。那么我们怎样通过打造“智慧
名城”来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杨帆：一是升级运行管理中心。该中
心现已接入全市201个系统，重点打造
25个综合应用场景。比如，生态环境大
数据平台，可对全市大气环境、水环境等
进行实时监测和调度指挥。另外，还基于
运行管理中心打造了同上一堂课、占道及
时报、后厨天眼通等2个批次70余个“小
切口、大民生”智能化创新应用项目。

二是推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应用
示范建设。比如，“渝快办”办理事项已
达1875项，用户突破2100万人，“渝快
政”在38个单位试点应用，省级政府网
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排名进入前 10
位。“渝快融”用户超26万，为中小微企
业融资371亿元。“渝康码”，上线疫苗接
种等10余项功能，用户3449万人，访问
量27.2亿次。

三是持续打造“住业游乐购”全场景
集。立足“我为群众办实事”，我市启动第
二批“小切口、大民生”智慧社区项目，重
点打造应急管理、智慧消防、村社法律服
务等基层治理应用场景，以及智慧停车、
明厨亮灶、智慧交通等民生领域应用场
景，让智慧城市更有温度。同时建成30

个5G融合典型应用场景。
在工信部评选活动中，重庆荣获

“2019年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典型地区实
践”称号；清华大学《2020数字政府发展
指数报告》指出，重庆数字政府治理效果
排名全国第五。

四方面发力
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优化升级

重庆日报：接下来重庆大数据智能化
发展还将如何优化升级？

杨帆：我们将从四个方面着手。其
一，构建“五十百千”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体
系。重庆将举全力培育5家以上数字经
济上市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集中打造10
个以上数字经济产业园，协同建设100个
以上研发创新平台，加快培育5000家以
上高成长型数字经济企业。打造10个重
点线上平台企业、10个重点线上服务品
牌。

其二，丰富“住业游乐购”场景应用。
我市将重点打造应急管理、智慧停车、基
层治理等典型应用场景，扩大数据共享开
放，提升数据服务质量，推动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实现便民服务“一卡通行”。

其三，建立健全完善数字规则体系。
我市将推动出台大数据发展管理条例、数
据安全管理办法等；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
场，组建西部数据交易中心，推动建立全
生命周期的数据流通交易规则、服务与监
管机制。

最后，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开放合作。
一方面将依托中新国际数据通道，接入东
盟国家，通达西部省市，打造国际陆海新
通道数字贸易通道，另一方面将积极推进
川渝两地大数据协同发展，联合建设国家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