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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crucial
path for cities to enhance governance efficiency,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n era of the information and AI. As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frastructure must b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city's current digital status and
public need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
co-governed, shared, and ecologically friendly
spat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a planning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s, covering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goal set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urban intelligent model construction,
and diver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for
living spaces, public activity spaces, and industrial
spaces.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strategies for various space types throughout
their lifecycl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digi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t also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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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城市在信息智能时代背景下提

升治理效能、居民生活质量及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城市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空间的数字化转型，以推动实现

共治共享、生态友好的城市空间数字化转型。文章旨在构

建城市空间数字化转型的规划框架，涵盖现状分析、目标

设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智能模型构建，以及针对生活

空间、公共空间与产业空间的多类型空间数字化转型策略。

通过案例解析与文献综述，文章系统探讨了各空间类型在

全生命周期内的数字化转型策略，旨在促进城市的数字可

持续发展并对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进行剖析，

为我国城市空间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提供可探讨的规划框架

与策略。 

关键词  智慧城市；数字化转型；精细化治理；城市空间；

区域规划 

1  引言 

数字信息技术既赋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市民的高品

质生活和政府部门的高效能治理，又不断推动着城市空间

的数字化转型（龙瀛，2020）。数字化转型既是当前城市精

细化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城市数

字化转型涉及面广、参与部门多，处于起步阶段，容易出

现数字化技术浅层堆砌、与需求痛点分离的问题（龙瀛，

2020；龙瀛等，2020）。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智慧社会”

理念，在数字化转型中需要结合城市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

真实需求，在实体空间中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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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risk factors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trans-
formation process, providing a feasible planning
framework as well as strategies for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s in China. 
Keywords smart ci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fined urban governance; urban space; regional
planning 

络虚拟空间中构建数字孪生底座，同时关注空间应用场景

（丁波涛，2019）。这与空间规划建设关联紧密，城市空间

数字化转型的规划范式亟待研究（巴蒂，2014）。 

2  概念辨析 

2.1  数字化转型的起源与发展 

数字化转型起源于企业借助现代数字化技术创建或调

整服务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和提升的业务需求（Nandico，

2016）。随着数字化设备、技术的普及，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也从企业延伸到各个方面，许多国家政府、多边组织、行

业协会都确立了数字化转型发展（Ebert and Duarte，2018）。

数字化转型是指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数字技术组合，引

发其属性发生重大变革从而改变实体发展的过程（Vial，

2019）。其在城市空间的体现多为数字化城市的建设途径，

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城市服务效率、满足居民需求、提升

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Tomičić et al.，2019）。数字化

转型在城市应用的关键要素包括社交媒体、数据分析、云

计算、移动通信以及将它们作为基础层构建而产生的物联

网、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Tomičić et al.，2019）。 

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许多国家从 20 世纪末就已经开始

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工作。中国于 2021 年“十四五”

规划首次提出加快数字化建设，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将数字化转型定位于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政府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构建城市治理新格局（孙璞，2021；张佳丽、

陈宇，2021）。2023 年 3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

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

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

等，协调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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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市的数字化转型工作 

上海市是全国首个提出和落实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城市，有一定借鉴意义。表 1 展示了上海市 2014

年至今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工作。上海市政府于 2021 年明确了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路径与方式。当

前，上海制定了通过数字化实现“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的目标（钱学胜等，2021；

靳欣威，2021；张朝，2021）。表 1 梳理近十年的政策要求，发现上海市的建设工作重点逐渐由“智慧

城市建设”转变为“城市数字化转型”，其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已经包含了城市的所有空间。当中数字

化内涵相差不大，但覆盖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有大幅提升，还缺少在空间当中的数字化转型的深度。“数

字化转型”强调的是对原有发展形态、运作方式等的转变，需要的不仅仅是硬件程度的达标，还需要

制度、规则等全方位的转型（郑磊，2021）。 

表 1  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重点 

时间 发布单位 名称 内容简介 

2014.12 
上海市人民

政府 

《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2014—2016 年行动计划》 

以智慧交通作为重点，建立公共停车信息平台，实现

收费电子化；推进市民健康档案信息化，将健康信息

在各层医疗机构间共享利用 

2016.9 
上海市人民

政府 

《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十三五”规划》 

是上海在连续三届信息化五年规划后首次提出的智慧

城市五年规划，将信息化与城市发展融合，面向智慧

政务、智慧地标、智慧治理、智慧经济、智慧生活五

大应用 

2020.2 
上海市人民

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 

建设的若干意见》 

聚焦智慧政务“一网通办”、智慧城管“一网统管”

和数字经济的推进发展，提升城市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水平 

2021.1 
上海市委、市

政府 

《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

化转型的意见》 

新技术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率先落地，将前沿技术与

城市数字化转型融合，提升城市数字化水平 

2021.1 

上海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 

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带动城市各

方面变革，发展数字经济、营造数字生活、提高数字

治理水平、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2.9 

上海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

员会 

《上海市新城数字化转型规划

建设导引》 

关注城市空间数字化转型，注重数字时代城市空间、

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治理模式的塑造，对新城数字

化转型相关“规建管用服”提出指导要求 

 

2.3  城市空间的数字化转型 

目前国内大多城市数字转型的建设都处于基础设施的预备阶段，即信息化、数字化阶段，在具有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才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向数字化城市发展（龙瀛等，2020）。在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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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主导驱动的城市发展中，传统城市空间中的不同尺度、不同功能的空间也会由于数字赋能发生

变化，现实与现实空间的边界由于万物互联的拓展变得边界模糊，虚拟与现实空间由于线上线下功能

空间的交互而融合，场景体验式空间将逐渐增加（龙瀛，2020）。线上化、共享化、虚拟化的数字生活

将进一步改变实体空间的形式和组织方式，原有传统空间会出现落后场景，同时新的空间规划和设计

会出现新的空间设计形式（龙瀛，2020），为了满足新的城市主题活动需求，城市的功能空间也将经历

针对数字化的适应性转变（席广亮等，2023）。 

城市空间是规划实践中的核心干预领域，因而数字化转型在规划视角中主要是通过重塑空间内数

字化的空间场景来实现。这些空间场景构成了城市居民对数字化转型的直接感知，进而促进城市空间

整体的数字化转型（Hatuka et al.，2020）。关于数字化城市空间有以下两类认识：①从理论角度，数

字化转型中的城市空间分为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以物理空间的基础设施为底

座，打造应用场景串联虚拟空间，再通过政府高效治理与市民高质参与的互动从而形成社会空间与精

神空间（王英伟，2022）。也有研究者将数字化转型介入下的城市空间分为实体空间、虚拟空间和虚实

空间，实体空间是基础，虚拟空间是实体空间的延伸，而虚实空间是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结合（戴

智妹等，2023）。以上从理论角度切入空间的视角，对物理、虚拟、社会与精神空间的划分虽逻辑清晰，

却在实践层面缺乏直接的操作指引，有待进一步细化至具体空间形态与功能，以增强其对城市数字化

转型规划的有效指导。②从规划的实际应用角度，面向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有研究者将城市数字化

空间分为未来社区、数字化创新空间和智慧商圈（席广亮等，2023）。针对未来城市空间在数字化转型

后的活动，已经有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场景展望，包括社区生活、交通出行、消费休闲、工业生产和

生态休憩等方面。从城市场景应用的角度出发，这些展望为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李智轩

等，2021）。尽管上述研究分别从理论层面构建了数字化城市空间的多维度划分体系和从规划应用层面提

出了未来社区、数字化创新空间、智慧商圈等实体化概念，以及基于面向未来规划的相关场景设想，但是

在如何具体落实这些空间的全生命周期的规划实践方面，仍显得较为笼统，缺乏深度探讨与详尽策略。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对数字化城市空间的探讨虽已形成多元化的理论框架与应用视角，但在如

何将这些抽象概念切实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空间规划策略，以有效驱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全生命周

期实践方面，研究尚显不足。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提出一个以空间为主线的城市数字化转型

规划策略工作框架，并探讨基于该框架各类型空间的规划策略。 

3  框架与策略 

3.1  框架建立 

在深入探讨城市数字化转型规划的构建时，有必要先厘清其与智慧城市规划之间的异同。城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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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规划相较于智慧城市规划，前者在涵盖后者技术驱动型改革内容的同时，更突出全周期全流

程视角、空间深度整合、以人为本与社会包容性、制度创新与生态构建等特征，旨在实现城市空间从

规划到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未来城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智慧城市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智慧城市规划是城市

数字化转型规划的一部分。根据国际经验以及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加快数字化建设”和上

海市 2021 年初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等，结合当前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情

况与研究，制定数字化转型框架并对生活、公共与产业空间提出数字化规划转型策略。整体框架分为

现状分析、规划目标制定、策略提出和指标评价（图 1）。 

 

图 1  城市空间数字化转型框架 

工作框架的第一步是分析现状和制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第二步是建设与优化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虚拟空间上需要打造数字城市底座；第三步对数字化生活空间、数字化公共空间和数字化产业空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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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全生命周期的规划转型策略。“规建管服”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是由数字化城市规划、数字化建设

发展、数字化运营维护和数字化服务治理构成，涵盖城市发展由规划到治理的全阶段。其中三种数字

空间的场景将以人人参与为出发点，分别设置基础场景、提升场景和特色场景。 

3.2  现状分析 

在传统空间规划进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增加针对数字化程度的现状分析：空间规划的现状分析

在生活空间应包括居住、公共服务设施，在产业空间应包括园区及配套服务，在公共空间应包括生态

环境。物质空间立足于传统空间规划更新分析的若干个空间，针对适配各空间和领域的数字化设施的

有无、数字化设施的智慧化水平、数据信息收集和处理情况进行评估。数字化程度的现状分析在虚拟

空间层面应当确定是否有数字底座和统一的数据管理、收集、分析与可视化平台，并对其运行效率、

安全程度、应用效果进行评估。 

3.3  目标制定 

结合地区数字化转型相关规划和空间规划，依据数字化转型要求，根据现状分析，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规划目标。同时，满足本地两类规划要求，达到“多规合一”，依据空间类型提出切实可行的近期

行动目标和远期目标。结合国家及地区具有指导力的文件制定规划目标。 

3.4  基础设施建设 

3.4.1  打造数字城市底座 

数字城市底座包含孪生城市底板、城市信息模型、城市大数据库等方式。一般来说，它利用虚拟

物理模型，反映城市传感器数据信息、运行数据，对城市各项数据进行分析、可视化展现，在虚拟空

间建立一个城市实体空间进行映射的虚拟世界，全方位展现城市建设、治理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呈现

城市全要素实况。可以利用海量数据为基础进行仿真推演、智能干预，实现精细化、数字化管理，为

城市管理提供新技术方式（王聪，2021）。建立数字城市底座，需要以 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

台、物联网设施等为基础，建设完善城市 AIoT 设施，全面部署智能感知终端，优化边缘计算设施布

局，为城市底座进行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分析，同时进行数据反馈，利用底座将城市多源数据可

视化展现。 

3.4.2  建设与提升数字城市设施 

建设设施主要指数据传输分发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存储处理大数据中心、数据挖掘分析人工智能

平台、数据收集展示如数字大屏、便携式数字设备、物联网传感器的数字化城市数字基建。在以数字

基建为核心的基础上，拓展数字化新基础配套设施作为数字化与传统生活的触媒，如新能源充电桩、

智能柜体等数字公共服务设施。它们既可以弥补传统基建、公共服务配套的不足，也可以利用自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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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智能设备拓展性成为城市底层的传感设备和信息发布设备。提升传统基建，是根据其服务对象、服

务方式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对于建成环境的全域感知网。通过对传统基础设施增加传感器

和远程控制设备，建立与之协调控制的检测调度平台，可以实现实时数据反馈，对于异常反馈可以进

行监测和预警，有助于数字化城市进行系统管理与应对实施。例如，住宅中的智能电表、智能水表以

及城市、社区层面的能源监测调度系统；针对垃圾分类的智能垃圾桶、智能无人垃圾车以及与之共同

建立的全流程智能化垃圾分类管理模式。 

3.5  城市信息模型构建 

 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涉及人口、土地、基础设施等多种元素，构建城市信息模型，主要用于对

城市空间全要素的表达以及城市级别海量多源数据的汇聚、融合计算与分析。因此，城市信息模型的

构建需要基于完善的数字化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构建城市数据资源和城市算法资源，其中城市数据

资源通过城市多源数据采集获得，城市算法资源包括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 

3.5.1  城市数据资源 

城市数据资源是指存储和管理城市相关数据的集合。数据在数字化城市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无论是数字化城市的宏观决策问题，还是微观流程问题，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城市数据资

源可以为城市规划、交通管理、市政建设、公共安全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数据支持。通过对这些数据

进行分析和应用，城市管理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城市的运行情况和问题并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以提高

城市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城市数据资源也可以为企业、学者、研究人员等提供数据支持，以

促进创新和发展。 

3.5.2  城市算法资源 

城市算法资源是指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算法集合。这些算法来自不同的领域，如数据科学、机器

学习、人工智能、运筹学、图像处理等，可以应用于城市的各个方面，如城市规划、交通管理、能源

管理、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通过数据管理进行数据接入、存储、管理并保障数据安全。对收集的

城市多源数据进行清理、处理、结构化与整合等，将复杂的城市数据分布到不同的数据库中，形成城

市数据资源。数据安全，对城市信息模型进行定期维护和更新，随着城市数据的不断增加和变化，城

市信息模型也需要随之进行调整和更新，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实用性。 

3.5.3  模型构建流程 

构建面向数字化城市的信息模型包括六个紧密相连的阶段：准备、假设、建立、求解、分析与检

验、应用。六个阶段相互衔接，确保了模型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准备阶段，需要深入了解问题的实

际背景并收集相关数据；通过合理的假设和简化，在假设阶段为建模奠定基础；在建立阶段，构建数

学结构来刻画复杂变量之间的关系；随后，在求解阶段，运用数学方法和算法得出结果；分析与检验

阶段则是对模型质量的严格把控，确保其符合实际需求；最终，在应用阶段，将模型应用于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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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以实现数字化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决策支持，从而推动城市的智能化和可持续发展。 

3.6  空间数字化转型策略 

城市空间一般可分为生活空间、公共空间和产业空间。生活空间关注日常起居生活的经验空间，

以居住社区为主；公共空间重点关注公共街区；产业空间聚焦产业园区。空间上按照数字化城市规划、

数字化建设发展、数字化运营维护和数字化服务治理提出围绕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转型策略。策略的

构建基于以下考量： 

（1）空间功能定位与人群需求。城市空间功能定位各异，数字化转型应围绕其核心功能，提升效

率与用户体验，如全龄化数字规划服务满足生活空间需求，智慧交通引导下的 TOD 开发激活公共空

间活力（Ivan et al.，2020；张震宇等，2022）。 

（2）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政策导向。城市空间数字化转型需响应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利用数字技术

推进低碳社区建造与绿色建筑，数字化服务治理提升公共服务可达性（苏建军等，2021；程龙等，2022）。 

（3）科技进步与数字化趋势。当前，科技进步推动城市空间数字化转型，物联网、BIM、云计算

等技术的应用为城市空间的规划、建设、运营与治理提供了新途径，如物联网提升公共活动中心智能

运营水平，数字文旅塑造城区文化魅力（Lokshina et al.，2019；朱蓓琳，2021）。 

（4）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空间的数字化转型主要关注与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

的深度融合，推进智慧工地建设，打造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孙

璟璐，2017；叶雅珍、朱扬勇，2023）。 

下文以案例的形式对不同城市空间的数字化转型策略进行阐释。 

3.6.1  生活空间转型策略 

通过数字化技术服务导入，将全龄化人口融入生活空间的数字化转型中并重视赋能 15 分钟生活

圈，以此提升智能居住的便捷性和舒适度，与线上线下融合，创建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共治共享、生

态宜居的数字生活空间。在全球范围内，众多城市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已经有不少针对数字生活空

间的创新实践案例，值得借鉴与学习。 

国际上，丹麦哥本哈根也在致力于实施“气候适应性城市”计划（Copenhagen Municipality，2020），

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该计划以建设智能能源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为核心，通过高效利用可再

生能源和优化交通网络，力求降低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此外，哥本哈根还计划构建一个信息

共享平台，实时发布城市环境和资源使用情况的数据，为居民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通过这个平

台，居民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关于空气质量、能源消耗、交通状况等信息，从而更好地了解和适应城

市生活。这一举措有助于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鼓励他们采取节能减排的行动，共同为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贡献力量。此外，日本柏之叶智慧社区则提供了一个国际化视角下的成功案例。根据官方网站

（Kashiwanoha Smart City）的介绍，该社区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了能源的高效利用、环境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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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及健康生活模式的转变。其创新性的能源管理系统和数字化服务治理策略，不仅为居民提供了

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在中国，众多城市在数字化生活空间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上海积极推进“15 分钟社区生

活圈”的数字化构建，这一项目已成为“数字智能中枢”的具体应用实例。居民能够通过社区服务平

台方便地查询周边的各类服务设施，充分体现了数字化在生活便利性方面的贡献（上海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2023）。杭州在未来社区的建设中引入了智能化的垃圾分类系统，这一措施有效地推动了社区

的低碳环保工作，减少了资源浪费。北京在“社区线上线下共融”的实践中表现突出，居民可以通过

智慧社区平台预约线下服务，实现了线上线下的顺畅连接（中国社会报，2020）。 

这些城市数字化转型案例都广泛运用了数字化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以推动城市

管理和居民生活的智能化。进一步地，这些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案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引导城

市更好地实施数字生活空间转型策略。正如表 2 所示，数字化城市规划需构建全龄化数字服务，吸引

人口并打造绿色生态社区；数字化建设应推进低碳、技术支持的社区建造并加强线上线下融合；运营

维护阶段需确保安全、健康、低碳的运维服务。最后，在治理方面，构建数字化生活圈和治理平台，

提供便民服务，推动社区虚拟空间转型。 

表 2  生活空间数字化转型策略 

数字化转型 数字生活空间导向 

数字化城市规划 

·构建全龄化数字规划服务，促进以人口导入为根本的虚拟空间转型 

·建设蓝绿融合的绿色生态社区，实现生态优先保护的实体空间转型 

·构建信息共享的社区数字智能中枢，建设虚拟空间转型中的数字底座 

数字化建设发展 

·数字技术推进低碳社区建造，促进社区低碳化建造的实体空间转型 

·依托物联网感知与 BIM 技术支持的社区建设，实现技术落地的实体空间转型 

·数字化推动社区线上线下共融，促进实体空间转型中的虚拟空间建设 

数字化运营维护 

·提供数字家园的安全化运维，实现以居住安全为导向的实体空间转型 

·提供数字家园的健康化运维，实现以生活健康为导向的实体空间转型 

·提供数字家园的低碳化运维，实现以绿色低碳生活为导向的实体空间转型 

数字化服务治理 

·构建数字服务的 15 分钟生活圈 

·打造数字化社区治理服务平台，实现以和谐治理为导向的社区虚拟空间转型 

·提供数字化社区生活服务，实现以便民服务为导向的社区虚拟空间转型 

 

3.6.2  公共空间转型策略 

本策略旨在构建一个产城融合、品质与活力并存、文化魅力独特的新城公共活动中心。借助数字

化技术，服务于全龄化人口，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OD）模式实现数字化赋能，进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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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公共活动中心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在此过程中，强调产业与城市的和谐融合，致力于打造

高品质、充满活力的新城街区，同时注重塑造各具特色和魅力的新城文化。各国都制定并实施了各自

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新加坡滨海湾花园的数字化景观通过智能化的灌溉系统、环境监测设备等，实现了绿色生态与数

字化技术的结合，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既美丽又智能的休闲场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则在数字化

公共空间方面有多项创新举措，包括应用智能灌溉系统以节约水资源、使用交互式地图和在线城市规

划系统增强市民参与等。通过这些数字化措施，佛罗伦萨优化了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和美观性，展现了

数字化技术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巨大潜力（Florence Heritage Data System，2022）。 

在中国，广州市作为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积极推动智慧公交系统的建设，将最新的信息化技术

与传统的公交体系相结合，大幅提升了交通服务的效率与质量，为市民的日常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广州市人民政府，2023）。与此同时，上海市在 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社区）框架下，公共空间

的转型策略致力于打造充满活力与创新的都市环境（马谨等，2022）。在数字化城市规划层面，该策略

着重强调数字化实验室与生活空间的有机融合，借此提升公共空间的科技含量与居民的生活品质。在

数字化建设方面，上海将优先推进产品研发实验室、创新教育空间及众创中心等设施的建设，以推动

创新思想的产生，助力未来生活和场景原型的商业产品、模式、技术的研发与落地。 

这些城市数字化转型案例共同展现了利用先进技术推动城市服务升级的趋势。它们都采用了物联

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与数据驱动的决策，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生活的便捷性和质

量。同时，这些举措也体现了城市数字化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以市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无论是全

时段的公共空间服务、强化线上线下的空间关联，还是数字经济与商业街区的结合，抑或是公共活动

中心的智能化管理，都彰显了数字化转型给城市带来的智能、高效与便捷，共同推动了以人为本、绿

色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如表 3 所示，数字化转型应通过数字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运营维护及服务治

理等方面的创新，实现全时段服务、智慧交通、线上线下融合等多元化转型，推动城市空间的智能化、

便捷化和绿色低碳发展。 

3.6.3  产业空间转型策略 

产业空间转型目标建设数据驱动、绿色高效、智慧互联的数字产业空间。通过数字化技术服务产业发

展，推进数据驱动的产业升级，在产业空间的数字化转型中增添绿色高效的产业底色，营造智慧互联的产

业生态，建成高质量的数字产业空间。以下案例具体展示了国内外在实践中运用该策略所取得的成果。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加州硅谷不仅提供了从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到营销推广的全流程数字化支持，

还广泛应用了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为企业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服务（前瞻产业研究院，2018）。德

国的柏林阿德勒斯霍夫科技园则注重数字化生态的构建，通过引入各种数字化工具和服务，为园内企

业创造了一个高度互动和创新的发展环境（丁鹏，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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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共空间数字化转型策略 

数字化转型 数字公共空间导向 

数字化城市规划  

·数字技术激发的全时活力街区，实现提供全时段公共空间服务的虚拟空间转型 

·智慧交通引导下的 TOD 模式，发展数字交通引领的实体空间转型 

·线上线下数字化空间关联建设，创造激发多样性公共活动的实体空间转型 

数字化建设发展  

·数字产业发展导向的产城融合，促进服务于产业创新的实体空间转型 

·数字经济与商业街区相结合，实现多维数字商业服务的实体空间转型 

·数字文旅构建富有特色的城区文化魅力，发展独特魅力的虚拟空间转型 

数字化运营维护 

·依托物联网与城市信息模型技术的公共活动中心，促进公共活动中心智能运营技术的实体

空间转型 

·加强街区公园绿色、慢行系统、广场设施，发展智能化公共服务设施的实体空间转型 

·完善智能化的静态交通系统运维，实现智能停车服务的实体空间转型 

数字化服务治理 · 打造城区公共服务设施低碳绿色运维，实现公共活动中心绿色低碳管理的虚拟空间转型  

 

在中国，深圳龙华区“数字经济先行区”作为数字产业空间的典型案例，通过实施全面的数字化

转型策略，推动了园区规划、建设发展、运营维护及服务治理的全方位升级。策略内容包括制定管理

办法、建立用户数据库、构建智慧社区体系、打造数字平台、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等，显著提升

了园区的智能化和便捷性，为入园企业提供了更高效的服务，进一步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深

圳政府在线，2023）。同时，锦绣科学园作为该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秉承的“智慧建筑、智能环

境、智赢服务”规划理念也代表了深圳市新型数字产业园区的发展方向。此案例不仅展现了数字产业

空间转型的成功实践，而且为其他产业空间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有助于推动产

业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锦绣科学园，2021）。另外，苏州工业园区的“数园区·智中枢”项目也值得

借鉴，该项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和预测，优化了企业支持服务并实现了信息共享与高

效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2022）。中建·光谷之星则通过采用数字孪生平台及机器学习算

法，实时监控园区设施，进行故障预测与维护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智能化管理水平（澎湃新闻，

2023）。 

这些实践案例都展现了数字化转型策略在推动产业空间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数字化

转型，产业空间实现了数据驱动、绿色高效、智慧互联的目标，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表 4

概括了数字产业空间转型的四大策略：数字化园区规划强调生态化与智慧化；数字化建设发展注重

基础设施与绿色高效；数字化运营维护实现全域智能管理；数字化服务治理则构建多元综合体与服

务平台等。这些策略推动数字产业空间顺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为产业的创新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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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产业空间数字化转型策略 

数字化转型 数字产业空间导向 

数字化园区规划  

·面向产业导入提供生态化数字规划服务 

·加强产业和空间规划联动 

·建设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规划系统 

数字化建设发展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绿色高效的数字产业空间 

·建设智慧工地系统 

数字化运营维护 

·提供数字产业空间的全域运维 

·提供数字产业空间的智能运维 

·打造数字化园区管理平台 

数字化服务治理 
·构建生产、生活、交通多元平衡产业综合体 

·打造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 

４  结语 

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智慧城市建设面临复杂多变的社会风险（张毅等，2015）。其中，技术风险

是核心，涉及技术漏洞、数据泄露等（赵继娣等，2022）。产业数字化转型也带来经济风险，如对传统

产业的冲击和数字鸿沟问题（陈龙，2022）。同时，算法偏见和伦理问题可能侵害公民权益（汝绪华，

2018），而社交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也可能导致社会适应难题（贝克等，2010）。此外，管理体系不

完善和政策法规滞后也增加了管理风险（邓理、王中原，2020）。为应对这些风险，需建立风险评估体

系、加强技术防御、促进产业融合、完善隐私保护并制定相关法规（赵继娣等，2022；陈龙，2020；

汝绪华，2018；邓理、王中原，2020）。 

数字化转型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城市治理正变得更加精

准、全局化和动态化，从而极大提升了治理效率和服务质量。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不仅助力传统产业

数字化转型，也为新兴产业注入活力。然而，这一进程也伴随着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技术标准等严

峻挑战。城市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数据的安全管理和隐私保护，制定并执行严格的措施来防止数据泄

露和滥用。同时，为了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确保数字化转型的顺利进行，制定统一的技术

标准和规范也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确保城市数字化转型稳步前行，为市民创造更

加便捷、高效的生活环境。 

总结而言，本文在数字化城市和数字化转型建设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从空间层面进行数字化转型

的规划策略，将转型空间划分为数字生活空间、数字公共空间、数字产业空间，并按照数字化“规建

管服”的全生命周期提出数字化转型策略。其中，数字化生活空间策略着重于建设共治共享、生态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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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数字生活空间；数字化公共空间着重于发展产城融合、品质活力、文化魅力的新城公共活动中心；

数字化产业空间则着重于建设数据驱动、绿色高效、智慧互联的数字产业空间。 

在每一个空间类型下分别列举和梳理了典型案例在建设数字化城市时使用的策略，用于验证框架

正确性。该数字化转型规划策略可以为未来数字化转型提供一个实施路径，为研究城市数字化转型提

供一个理论框架。随着通信基础设施的配置提升、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市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相较

于注重数字设备的数字化城市建设，规划视角下的空间数字化转型研究刻不容缓。本文提出的数字化

转型框架是基于理论的方法拓展，是面向未来规划的实施依据，缺少实践项目及案例的验证。未来研

究者可以依据此规划策略进行空间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实践工作，并不断完善数字化转型的空间规划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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