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 论
V I E W S

8
◎林 坚

2024年 11月 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陈 萌 姜 靖 邮箱 jiangjing@stdaily.com

◎张俊芳 张明喜

广告

数字化和智能化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趋

势。在青岛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

动中，青岛市崂山区以城市更新建设为抓手，围

绕“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目标，以数智

推动区域治理迭代演进，催生了一批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打造城市经济发展新引擎。

日前，青岛市崂山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崂山区通过场所、机制、技术三融合，大中小三

屏联动，推动城市管理智能化、精细化，打造智

慧城市建设崂山样板。

“我们打造了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视觉

感知体系、全域数字孪生平台等数字基座，可全

面感知城市体征。”该负责人说，此外，利用卫

星、无人机、视频以及智能传感器，崂山区实现

了对全区 395平方公里陆域和 2880平方公里海

域的全域监测，小到每一栋房屋、每一条道路，

大到一个景区、一个渔港，各类数据一目了然。

目前，一张以城市云脑为全新数字底座的“云

上”新图景，正在崂山区徐徐展开。

填平数据“沟壑”，提高城市
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依托 CIM 地图，将城市更新建设重点区域

及道路精准落图；利用视频监控及无人机低空

感知技术对城市进行精准“体检”……在城市更

新过程中，崂山区向智慧城市建设的统一标准

和规范看齐，将城市管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落

实到城市更新的项目实施中，提高城市运行效

率和服务水平。

崂山区以“互联网+”思维，整合城市碎片

化的服务资源，从体制机制、业务流程、认知思

维等维度，直击城市治理难题。该区坚持从技

术中来、到场景中去，进行符合数字化发展进程

要求的全方位改革、系统性重塑，持续完善“城

市大脑”。如今，在崂山区，“一网通办”成为常

态，智慧城市指挥中心串线成网，城市治理“一

朵云”全覆盖，勾勒出一幅幅生动、智慧、和谐的

城市治理新图景。

瞄准影响数据流通使用的卡点、堵点，崂山

区打造了“1134”模式，即 1 套机制、1 个中心、3

项能力、4 大场景。“1 套机制”，即通过有关部

门统一领导，建立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机制，

统筹全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形成政务信息化项

目建设、信息化建设标准规范和共性基础资源

三张清单，推动数字基础能力共建共享，提升

信息化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1 个中心”，

即城市云脑指挥中心，中心汇聚数字化能力，

平急结合，形成“一体会商、一屏统览、一网协

同”的现代化治理格局。“3 项能力”，即塑强数

据全量汇聚能力、事件全局协同能力、城市全域

感知能力。“4 大场景”，即赋能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城市管理“一网统管”、城市体征“一屏统

览”、城市运行“一体指挥”。崂山区通过集约建

设、流程优化、数据集成等方式，构建城市管理

操作系统“大格局”。

探索多场景应用，推进形成
“智”城市“慧”生活

打造“一网统管”平台，构筑“主动发现、自

动指令、快速处置、实时反馈”智能管理闭环；绘

出“防火督导一张图”“违章建筑治理一张图”，

满足多部门个性化业务需求；形成“群众诉求一

张图”，打造“群众问题未诉先办”新模式……

目前，在崂山区，一幅“数智百景图”正初步形

成，推进优政、兴业、惠民的数字化能力融合生

长。

2022 年以来，崂山区创新提出城市云脑

“113”的总体架构，即一个大数据中心、一个

CIM 基础支撑平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AI中

台三个中台。该区创新运用云数据库技术，实

现全区各系统数据库的集中管理，打造数据库

“档案馆”，实现数据资产的可管、可控，做到项

目建成之日即数据汇聚之时，彻底破除数据孤

岛。聚焦数据融合赋能，城市云脑“解锁”多项

跨部门融合应用场景，通过“部门需求+简单化

配置”，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强化 12345 热线、

“崂先办”网格等事件汇聚分析，依托 CIM 平台

将 35 个易发生群众投诉事件点位进行落图，形

成“群众诉求一张图”，调用全域视频、无人机能

力，实时查看现场情况，及时发现存在问题，推

进城市管理精细化。

目前，崂山区城市云脑汇集数据 16 亿余

条 ，治 理 数 据 8.6 亿 余 条 ，实 现 了 感 知、应 用

等数字化资源一本账管理。汇聚 160 余类位

置资源、46 万条标准地址信息，完成 10 大模

块的可视化建设图，形成数字化“挂图作战”

模式。发布 30 期卫星遥感数据，实现了广域

视角下城市体征快速识别以及长时间轴线下

的对比分析。建成低空智能感知平台，部署

22 个点位、44 个自动化无人机机场，以“空中

视角”有效补齐城市视频盲点 ，实现各类城

市事件的实时感知。新建 630 路高点监控，

整合视频资源 2 万余路，实现卫星、无人机、

视频、掌端等数字空间与城市物理空间全时

空、全要素融合。

抢跑智能“新赛道”，培育
发展新动能

城市更新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一项发展工

程，城市更新赋予城市新的生长方式。围绕产业

引领，崂山已与浪潮卓数、标贝科技等众多头部企

业签订战略合作，引育数商领军企业落户崂山，扩

大数据要素生态圈，构建数商产业发展新高地。

“崂山区具备优异的投资环境、产业政策和

产业发展生态，当地开放城市云脑等智慧城市

应用场景，在解决城市治理难题的同时，和科技

企业一起创新产品，提振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日前，在位于崂山区的东华软件副中心产业园，

东华软件高级副总裁、东华云都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玉锁介绍说。

崂山区强化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在张村河片

区科学规划智慧城市建设，打造人工智能未来场

景，全面构建数字孪生城市体系。崂山区集约规

划张村河片区计算、传输、感知设施，打造“统一

标准、共建共享”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为车路协

同、无人物流等未来场景落地提供基础支撑。该

区还打造了科苑经五路、合肥路、长沙路等共 14

公里的数字道路，为“聪明”的车搭建“智慧”的

路。规划建设生态休闲街坊、民俗文化街区等 6

条未来街区，滨河体育公园、鹭湾湿地公园等 16

个智慧公园系列智慧化工程，拓宽人工智能应用

场景。如今，一个城市建设机制与城市运作机制

有机结合、城市更新与智慧城市有机结合的智慧

化城市服务体系已在崂山区初步形成。

锚定数字经济发展风向标，崂山区全面

实施“数据要素×”行动，加快推动“数据供

给、平台建设、载体支撑、生态集聚、产业协

同”，探索打造“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应用

场景”三位一体的数字产业链，推进数据要素

与各行业领域融合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基础

数据产业，崂山区建设数据标注基础平台，发

挥数据标注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加速构建高

质量多模态数据集，打造人工智能时代数据

标注产业高地。该区还深挖人工智能赋能数

字政府应用场景，引入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

和行业大模型技术，推进人工智能、数字人等

技术在政务服务等领域应用，探索形成协调

推进有力、技术体系完备、安全管理有序、制

度规范健全的数字政府新格局。

下一步，崂山区将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

计，以“新城建”对接“新基建”，通过“多能”引擎

构建、“多源”数据深融、“多跨”场景驱动、“多

产”数字赋能，推进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加

快打造人工智能未来智慧城市标杆实践区。

（梁太宏 王千 王霞）
图文及数据来源：青岛市崂山区委宣传部

青岛崂山区：在“更新”中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

图为青岛市人工智能产业园。

图为青岛虚拟现实创享中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

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

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

科技金融体制，既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体系，但科技金融依然存在结构性短板，科技金融供给

尚不能满足科技创新需求，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

的科技金融体制势在必行。

科技金融发展仍存在
结构性短板

近年来，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证监会、国

家金融监管总局等金融监管部门和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持续强化对科技金融工作的顶

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完善政策体系，

推动创新实践，搭建起了覆盖“股贷债保”多种金融工

具、支撑科技金融发展的“四梁八柱”。

但总体而言，当前科技金融供给仍不能满足科技创

新需求，各类要素统筹不够，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

金融体制亟待加快建立。

一是科技与金融部门的协同作用有待充分发挥。

科技金融体制改革需要科技部门和金融部门等的密切

配合，总体而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割裂，尚未形成强大合力。

二是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金融支持还需加大

力度。在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略科技

力量建设等方面，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科技金融组织活

动，创业投资、政策性贷款、科技债券、科技保险等工具

的精准性与联动性不够，尚未能有效满足国家战略需

求。

三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与科技型企业融资

需求尚不完全匹配。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方式长期以间

接融资为主，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以间接

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追求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等的偏

好，与科技创新高风险、长期性、强外部性等特性存在天然

矛盾，影响了金融产品和工具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服务。

四是耐心资本有待增强，科技创业投资的源头活水

不够。我国创业投资资本以国有和政府投资为主，缺乏

长期耐心资本。银行资金受资管新规限制难以进入创

业投资，保险资金因风险偏好较低出资积极性不高，社

保基金只有少量配置于创业投资。受财政和国有资金

性质影响，其投资偏重于“安全性”，难以有效实现引导

功能。此外，S基金发育尚不成熟等，导致创业投资退出

渠道狭窄，资本循环不畅。

五是金融监管刚性要求对科技创新融资形成一定

抑制效应。在金融监管趋严的总基调下，一些新兴的科

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可能因不符合传统金融监管标准而

被限制或禁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技金融发展。创

业投资被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框架尚未根本性改变，

监管成本过高。

破除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的制度障碍

面向未来，我们要围绕科技自立自强重大需求，精

准支持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深化科技金融改革，破除金

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性障碍。夯实制度基础，大幅提

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坚持构建

更加开放的对外投资新格局，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深度融合。

一是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精准支持。扩大科技创新再贷款规模。鼓励开发性

政策性银行设立支持科技创新的专项金融工具。鼓励

商业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事业部、科技支行、科技金融专

营机构等，实施差别化的管理模式和考核机制。运用

“创新积分制”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支持科技

创新。完善资本市场体制机制，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

务的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上市融资、债券发

行给予倾斜性政策、开辟绿色通道。

二是加快直接融资体系建设，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

应的金融结构。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

发展，加快直接融资体系建设。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

设，完善退市制度，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运营体系。优化

间接融资体系，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政策性金

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支持力度。

三是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

支持政策。研究出台放宽银行资本进入创业投资的政策，

从制度上保障保险资金、社会捐赠、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

能够进入创业投资领域。改革政府引导基金、国有创投机

构考核管理办法，鼓励科技类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基金延

长基金存续期。尽快落实创业投资基金差异化监管，鼓励

高效开展并购重组，提升产业、企业整合功能，畅通创业资

本循环通道。积极推动创业投资税收优惠试点政策扩面。

四是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

险政策体系。创新科技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构建覆盖研

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全链条的保险保障机制。完善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扩大保险标的范围。

五是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

性。扩大股权私募基金跨境投资试点范围，优化合格境

外有效合伙人资金募集、汇兑以及投资管理，规范合格

境内有限合伙人投资运作管理等。

（作者张俊芳、张明喜均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

加快构建同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

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

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

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营造良好

创新生态，构建有助于创新主体进行协同创新的网

络系统，通过有组织的网络协作，深入整合技术、信

息、资本等创新要素，实现创新因子的有效汇聚，激

发创新主体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创新，不单指某项技术或工艺发明，而是包括整

个社会创造性变化和整体转型的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技术、制度、组织等多个维度的相互关联，是由不

同参与者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创新不仅是经济增

长的动因，还是社会发展的源泉。

全面创新是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的全要素、全系统、全方位变革。观念创

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教育

创新、经济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都是创新的

重要方面，对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推动创新，需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可以把创

新生态理解为一个具备完善合作创新支持体系的群

落，其内部各个创新主体通过发挥各自的异质性，与

其他主体进行协同创新，实现价值创造，并形成相互

依赖和共生演进的网络关系。

具体地说，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括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政府、金融等中介服务机构在内的复杂网络系统，通过组

织间的协作，深入整合人力、技术、信息、资本等创新要素，实现创新因

子有效汇聚，为网络中各个主体带来价值创造，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从

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成等方面入手，调动政府部门、科研人员、

企业、科研单位、投资机构等多类主体共同参与科技创新生态治理，通

过树立创新生态理念，完善社会整体创新生态模式，推进知识产权管

理、扩展创新生态空间、整合创新资源、培育创新文化，形成具备更高服

务水平、更高决策水平、更高创新水平的创新治理格局。创新生态本质

上是一种“软实力”，是国家永葆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基础。良好的创新

生态能够提供创新发展动力、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促进创新要素协同共

生、整合创新资源禀赋、平衡创新利益分配，有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提

升创新整体效能。

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一是要发挥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

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

置创新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

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二是要加强战略谋划

和系统布局，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瞄准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

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

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三

是要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整体效能。构建自主

创新知识体系，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

能，促进各创新要素开放融合，完善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机

制，形成创新文化，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激情和活力，提升创新水平和

能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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