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数字城市” 提高城市竞争力 

文/魏厚清 

   城市竞争力指在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文化、制度和政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创造和
维持的，一个城市为其自身发展在其区域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它是获得自身经济的持续高
速增长，推动地区、国家甚至世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的能力。城市竞争力的强大表现为与区域内
其他城市相比，能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和辐射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城市竞争 
   随着人类步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知识经济，国家、地区、城市、企业甚至个人都迎来了全
球竞争的新时期。由于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期，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竞争或者国内地区
之间的竞争成败，都将取决于城市的竞争能力。 
   城市之间的竞争其实早就开始，但在80年代，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城市人口、城市
面积、工农业总产值等城市规模的指标之上。进入90年代，城市的竞争更多地用城市综合实力来体
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综合实力及国际化被赋予了更多内涵的城市竞争力所代替。城市
之间的竞争轨迹为：城市规模－综合实力－城市竞争力。 
   2. 中外学者对城市竞争力的定义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彼得认为：城市竞争力(UC)＝F(经济因素、战略因素)。经济因素＝生
产要素+基础设施+区位+经济结构+城市环境；战略因素＝政府效率+城市战略+公私部门合作+制度
灵活性。他在分析城市竞争力时，选取了三个指标即零售额、制造增加值和商业值，组成指标体系
表现城市竞争力；同时又选取了一些构成指标，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判别式分析法，得出各城市
竞争力得分，比较后得出各城市的竞争力排名。并且根据评价结果一方面对城市竞争力进行了历
史、结构、区域性的分析，同时根据城市竞争力解释框架建立了城市竞争力与解变量的回归方程，
对其高低及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倪鹏飞认为，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
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
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竞争力=F(硬竞争力、软竞争力) 。硬竞争力=人才竞争力+
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区位竞争力+设施竞争力+聚集力+环境竞争力；软竞争力=秩
序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开放竞争力。 
   3. “数字城市”与城市竞争力 
   “数字城市”建设作为城市信息化新一轮发展的主线，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
力： 
   3.1 “数字城市”将进一步改善城市的经营环境 
   “数字城市”建设中，电子政务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升政府施政水平，优化服务功能的
最佳选择。同时也是提高政府办公透明度、实现公正廉洁和有效监督重要工具。在“数字城市”中
的计算机、数据库、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电子政务提供了技术支撑条件和信息交流的公共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引导城市管理迈向更加快速、更加高效和更加智能的台阶。电子政务的实施促进政
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多
强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通过电子政务的实施使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创新体制和机制上来，放在
营造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上来，放在为广大公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上来，为企业提供高
效的政务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改善软环境。通过数字城市规划系统、智能交通管
理系统、环境质量监测与管理系统等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从而改善硬环境。 
   3.2 “数字城市”将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水平 
   “数字城市”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通过信息化手段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数字城市”在交通管理、人口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社会治安管理、城市应急反应、
社区建设等方面全面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能够快速准确地为市长决策提供支持。 
   3.3 “数字城市”可以加强城市经济发展后劲，加大产业结构调整 
   “数字城市”包含巨大的产业空间。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和公众服务系统必将对信息技
术的应用提出广泛而又迫切的需求，以提高城市的管理质量和快速应变能力，这些工作都必须依赖
于城市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支撑。毫无疑问，信息化投资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巨大
的产业空间。 
   3.4 “数字城市”的建设有利于解决城市日益恶化的交通问题，改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  

 



   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庞大的人口，使得城市交通日益恶化。目前，全国每年因交通堵
塞和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汽车化进程的加
快，特别是小汽车进入家庭给交通设施带来很大的冲击。汽车的快速发展，固然加快了生产生活节
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深深地困扰着我们。严重的交通堵塞，不仅造成
时间、经济的巨大浪费，而且对环境的影响，对招商引资的影响，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都造成了
极其严重的后果（作者单位：江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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