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乘着数字经济的东风，各地政府正积极探索，推动城市智能升级，提升城市管理和治理水

平，打造城市创新发展的竞争力。 在 9 月 20 日举办的 2023 数字经济峰会·城市智能升级主题

论坛上，来自 192 个地市的主管领导以及经济和信息化局、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的负责

人齐聚上海，围绕数字经济浪潮下的城市智能升级，分享创新经验、共商合作发展。

权威发布

打造数字时代城市核心竞争力

192 城沪上共话

商务部：

8 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6%

���� ���据商务部网站 9 月 22 日消息，商务部

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 2023 年 8 月我国消

费市场情况时表示，8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3.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增速比

上月加快 2.1 个百分点；1-8 月累计 30.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0%。

升级类商品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绿色智

能产品受到欢迎。 8 月份，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3.7%，增速比上月加快 2.7 个百分点。 从

商品类别看， 近七成商品类值零售额同比增

速较上月加快。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

通讯器材、 金银珠宝、 家具同比分别增长

9.7%、8.5%、7.2%和 4.8%。 新能源汽车销售

旺盛，8 月份销量同比增长 27%，1-8 月同比

增长 39.2%，占新车销量比重达 29.5%。

暑期居民出游热度较高，带动餐饮、住

宿、旅游、交通等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8 月

份， 全国餐饮收入 4212 亿元， 同比增长

12.4%；暑运期间，全国铁路、民航旅客运输

量分别达 8.3 和 1.3 亿人次，均创历史同期

新高；暑期档电影票房收入超 206 亿元，同

比增长约 1.26 倍， 为历史同期最高记录。

1-8 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19.4%。

（孙红丽）

七部门：

电子产品

升级换代潜力巨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关于促进电子产品消费的若干措施》的

通知，促进电子产品消费持续恢复。 相较于

食品饮料、汽车等品类，消费电子类产品升

级换代较快， 能及时体现时尚消费潮流的

新变化， 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

“发力点”。

促进消费和产业双升级， 还需更好地

发挥政府作用，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 找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点， 系统有

力精准施策，增加新型基础设施供给，持续

优化创新消费场景， 推动电子产品消费进

一步稳定和扩大。

一方面，积极顺应消费发展新趋势，优

化电子产品消费环境，着力培育网上零售、

在线教育、 互联网医疗等消费新模式新业

态，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尤其

要保护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及隐私。

另一方面， 要鼓励厂家加快技术研发

创新， 支持行业建立健全智能电子产品标

准体系，着力消除电子产品使用障碍，构建

电子产品消费的良好生态， 进一步恢复和

扩大电子产品消费。 （刘向东）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夯实城市智能升级数字基础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

择。 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 50.2 万亿元， 总量稳居世界

第二，占 GDP 比重提升至 41.5%；移

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到 18.45 亿

户，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实现

“物超人” 的国家；5G 融合应用在工

业、医疗 、教育 、交通等多个行业领

域发挥赋能效应， 已融入 60 个国民

经济大类。 从舌尖到“云端”，数字技

术正在广泛融入人民生活各个场景，

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城市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不断夯实数字基础。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

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表示，

近年来， 我国数字经济、 数字政务、

数字社会发展成绩显著，建成全球规

模最大、 技术领先网络基础设施，数

字经济发展规模全球领先，是全球电

子政务排名增幅最高国家之一，数字

社会、智慧城市水平空前提高。 要继

续秉持人民为中心理念，有序推进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智慧城

乡。 加快建设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 提升重点民生领域数字

化、均等化、便捷化水平 ，加快弥合

区域 、城乡 、人群 、行业之间的数字

鸿沟。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闻

库指出，技术创新为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动力。 我国数字产业化正

在向强基础、 重创新、 筑优势方向

转变，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数字技

术更加突显赋能作用。 筑牢数字经

济发展根基， 要继续重视基础设施

的作用， 适度超前建设， 发挥其主

动拉动作用， 加快高速泛在、 天地

一体、 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的智能化

基础设施。

各地智能升级提速

打造未来区域发展竞争力

面对数字中国建设的时代召唤，

深入挖掘数字技术创新潜能，不断拓

宽数字经济蓝海，正在成为当前各地

推进数字化升级、提升未来城市竞争

力的“全新考卷”。

当前，上海正朝着打造数字中国

标杆城市的目标迈进。上海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张宏韬表示，上

海正在将数字化作为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率先发布

了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

“在重大项目、 应用场景建设等方面

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更好地发挥

政府引导和企业主体作用。 ”上海市

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刘迎风介绍，对标

数字中国的整体架构，上海形成了数

字化转型五横一纵的总体架构，通过

加强云网基础设施的共建共用，进一

步夯实了城市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推

进公共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强化大

数据资源平台建设，形成了统一的数

据资源体系。

在苏州，智能车联网产业规模持

续扩大，布局不断优化，已经成为国

内重要的智能车联网产业集聚区，招

引了一批创新领航的企业。“预计今

年我们全年智能车联网产业产值会

突破 500 亿。 ”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

书长金晓虎表示， 作为经济大市、工

业大市， 苏州具有海量的应用场景。

面对城市智能升级的大考题，苏州在

产业基金、企业招引扶持政策、人才

引进、载体搭建、场景开发等方面已

做好准备，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引导传统产业在智能化、融合化

当中出新，推动苏州在城市智能升级

过程中焕发新机。

在武汉，近年来，融合了算力和

数据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加速建设

落地，为建设智慧城市夯实“数字底

座”———武汉云为城市提供了集约高

效安全的云基础设施，打造了全市一

朵云；武汉超算中心是目前我国最大

的集装箱超算中心，为高技术领域和

尖端技术研究提供高性能算力云服

务。“我们紧跟数字化时代的浪潮，成

立了双组长制的领导小组，并围绕基

础支撑体系、数据资源体系、政府履

职能力体系持续有序推动建设落

地。 ”武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副局长薛童表示，武汉出台了一系

列的文件，积极探索城市数智化治理

新路径，一批批与经济、社会、民生相

关的应用成果加速落地。

客观面对机遇挑战

把握数字时代破局新机遇

数字化浪潮下，城市智能升级推

动区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

升级，培育打造高端产业集群，成为

持续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

中共沈阳市浑南区委书记、沈阳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闫占峰表示，东北

资源条件较好， 产业基础比较雄厚，

区位优势独特，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

背景下， 推动东北振兴面临多重机

遇。 “未来， 浑南区将着力打造北

方地区算力新高地， 依托沈阳人工

智能计算中心、 东北大学 、 中科院

自动化所等科研机构， 加快推进数

智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 。 聚焦人工

智能、 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服务、

网络安全等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不

断提升算力、算法、算术的能力水平，

打造服务北方、辐射全国的算力产业

新高地。 ”他说。

华为常务董事、 华为云 CEO 张

平安认为， 伴随着数字化发展进程，

城市正在逐渐成为能感知、 会思考、

有温度的智能体，将不断地催生科技

创新的新范式，带动社会治理模式的

创新。 特别是，AI 大模型的出现，有

望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从感知理解

走向内容生成。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千

行万业，深刻影响城市治理和发展。

“尽管我们的数字化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 ，但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 ”

在闻库看来， 我国数字化发展仍面临

关键技术“卡脖子”、 2B 应用待深

化、 产业数字化意识待加强等问题。

他建议， 从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 标

准制定、 国际合作等四方面发力， 打

造数字坚实底座， 全面赋能数字化转

型提升。

部分与会的地市主管领导以及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交流中提出，

当前推动城市智能升级、 加快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还面临数字化人才层

级结构不够合理， 制造业、 中西部

地区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够 ， 职

业技能型人才数量不够等问题 。 建

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强联动调研， 发挥

大型企业主观能动性，分层分级促进

数字化人才培养。 （章斐然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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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 在山东省新泰

市禹村镇， 农户利用机械设备

搬运、晾晒刚收获的玉米。

近日，山东省新泰市 40 余

万亩秋粮进入成熟收获期，当

地农户利用晴好的天气开展秋

粮收割、晾晒、仓储等工作，确

保秋粮颗粒入仓。

徐速绘 摄

山东新泰：

秋粮收获忙

休刊通知

因中秋节、 国庆节放假， 本报 9 月

29 日（星期五）、10 月 2 日（星期一）、10

月 4 日（星期三）、10 月 6 日（星期五）、10

月 9 日（星期一）、10 月 11 日（星期三）休

刊六期，10 月 13 日（星期五）正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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