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年首个工作日，浙江用一场

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开启新年新局。自

此，“数字浙江”进入新阶段。

从杭州的城市大脑到浙江的“最多跑

一次”改革，从数字化转型到数字化改革，

在数字治理中，浙江展现出独有的智慧与

特色，数字赋能带来的冲击波正渗透到方

方面面。本期《同心桥》，我们邀请全国政协

委员、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杭州城市大脑研

究院院长罗卫东解读浙江的数字化改革。

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把“推进

数字化改革”列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浙江省“十四

五”规划提出，加快数字化改革，完善数字

生态，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建成数字社会建设样板省、数字政

府建设先行省，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

“过去，浙江用‘最多跑一次’撬动的

改革策略已成效显著，现在是在此基础

上，对政府数字化转型再次拓展和升级，

通过整体推动，让所有工作加速、提效、

增质。”罗卫东说，“数字化改革是浙江省

委、省政府的精准谋略，可以说是浙江的

‘一号工程’。现在，总体施工图已经设

计好了，接下去就是各方施工的问题

了。”罗卫东说，依托城市大脑迈向精准

化治理的杭州，是政府数字化建设的样

板，也是浙江省推进数字

化改革的缩影。

数字化改革的浙江实践
让营商环境更优化，百姓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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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蓉/文 刘栋/摄

全国政协委员、浙大城市学

院校长 罗卫东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民革浙江

省委会副主委朱新力带来的是一份

《深化数字政府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议。

如 何 理 解 数 字

化 、理 解 数 字 化

改 革 ？ 昨 天 晚

上 ，朱 新 力 委

员 接 受 钱 报

记者专访——

我为什么一

直在关注数字化这

个话题？很简单，信息

时代的到来，绝不是第四次

工业革命，它是一个以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综合性的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新

时代。

这个时代，在我看来，与工业时代

至少有三大不同：

一是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因为

有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使得人与

人、人跟物、物跟物的链接成了可能，

从而形成了万物互联的平台；

二是大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

由于人们的线上生活，使得真正标准

化的、大规模的、实时的数据沉淀在平

台上，从而形成工业时代无法获取的

大数据；

三是由于算法和算力的加速发

展，使得信息时代出现了逐步替代人

的脑力劳动的新的生产力。

信息时代特有的“平台+智能”模

式从商业领域开始，迅速传导到工业

领域，而浙江数字化改革就是在这样

基础上，在社会治理领域率先采用“平

台+智能”模式。

这场改革，就是依托全生命周期

平台，形成社会治理的闭环模式，同时

在制度变革和理论创新领域进行全方

位、系统性的重塑，从而真正打造信息

时代省域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这场改革远不止于方便百姓、提

高党政效能这么简单，它的真正伟大

之处在于站在后天，设计明天，来指导

今天，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

造重要窗口”提供了具有中国气派和

浙江辨识度的鲜活样板。

本报特派记者 蓝震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谈
数字化改革：

站在后天
设计明天
指导今天

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 有了法治保障

3 月 1 日，《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这是

我国第一部数智城市的地方立法。这意味着“一脑治全城”的数智治理

体系初步成型，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自此有了法治保障。

罗卫东介绍说，杭州城市大脑的诞生，肇始于解决城市交通和居民

出行问题，这是关乎民生、城市运行效率、市民幸福感的重要问题。“近

几年，虽然杭州为准备亚运会进行大面积施工建设，导致道路面积

压缩，通行效率却提高了很多。这要归功于城市大脑。我相信，

当全部地铁工程完工、地面道路恢复原有规模，杭州的通行效

率会更高，城市大脑所发挥的功效会让市民有更多获得感。”

罗卫东满怀憧憬地说。

杭州城市大脑推出的惠民应用，已经涵括 11 大领域 48

个，包括停车“先离场后付费”、“30 秒入住”、“亲清在线”等等，

“像‘亲清在线’，通过这个平台，杭州市很多惠民、惠企政策都可

以一键直达。比如，今年春节，杭州市给留杭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千

元红包就在这个平台上发放，只要审核通过，就一键直达个人账户，非

常快。”

在罗卫东看来，城市大脑是杭州推动数字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平台

和抓手，“它为全省数字化改革提供了先行经验，也构筑了一个极有特

色的综合性工作平台。”

罗卫东说，全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也提出了“城市大脑+未来社

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核心业务场景。

“杭州正在把城市大脑不断扩容，从原来社会治理和民生领域拓宽

到经济等各领域。”罗卫东认为，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推进，杭州城市大脑

必将推出进阶版，“未来，它必将连点成片，更具整体性，推动每个具体

问题更快捷地得到解决，让市民有更大的城市幸福感。”

罗卫东说，杭州正在打造“全国数字治理第一城”的进程中稳步迈

进，未来可期。

从问题导向到构建统一平台、流程提升

从“最多跑一次”，到数字化改革，罗卫东认为，浙江的治理理念与

制度都在不断深化与提升。

过去，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以行政部门的自我革命为主，通过

减少流程、合并功能，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罗卫东分

析说：“‘最多跑一次’改革开展四年多，成效显著，但同时也碰到了很大

的困难——全省缺乏一个完整又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平台，部门间的数

据不能完全共享。”

他举例说，以前，一个人要申领政府的专项补贴，必须填各种表格，

跑各个部门去拿各种证明材料，一家家盖章。“最多跑一次”改革启动

后，他不必跑去办证明文件，在线上也可以一家家办理，也会花费些时

间。但如果构建了全省统一数据平台，那么理论上，所有关键数据都能

在这个平台一键调用，自动匹配政策，一键完成补贴发放，“‘亲清在

线’其实在一些政策兑现上已经有了成功示范。”

罗卫东介绍说，目前，全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

构建了“1+5+2”的工作体系。“1”，就是一体化智

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在他看来，这个公共数据

平台的构建将成为全省数字化改革能否成

功的关键。（编者注：“5”即 5 个综合应用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数字

政府综合应用、数字经济综合应用、数

字 社 会 综 合 应 用 和 数 字 法 治 综 合 应

用。“2”是构建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

系共两套体系。）

“这个平台的构建完善还有不少难

题。”罗卫东分析说，这不仅涉及到浙江

省域内的数据共享，还涉及到更高层面

的数据如何有效共享的问题，“我认为，我

们的代表、委员可以尽力发挥一些作用，提

出一些能够支持、促进、鼓励浙江数字化改革

工作的建议，比如给予一定权能和工作空间，让

浙江在这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改革中取得预期

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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