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城镇化加速智慧城市建设进程 

2014 年 9 月 23 日，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陕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规划》共 8 篇 26 章，2 万多字，明确了陕西省城镇化的发

展路径、主要目标、战略任务、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举措，可概括为一条主线、

四大战略和五项改革举措。一条主线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关中城市群为主

体形态，构建“一核两轴两带三走廊四极”的城镇群新格局。“四大战略”即一

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5 年以前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有序开放西安市以外其它设区市市辖区的落户限制；2020 年之前通过设置

阶梯式落户通道和差别化落户条件，逐步解决符合条件转移人口落户西安；二是

优化城镇布局和形态；三是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五项改革”即一是改革人口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三是改革完善

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四是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五是推进行政区划管理创

新。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生态环保、保护文化、创新体制的原则，科学施策，

适度超前，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其中涉及智慧城市建设。  

对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指出，要大力推进城镇光纤到户，继续推进关

中无线城市群建设，加大热点区域无线网络覆盖。加快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

加快推进有线电视网络数字化和双向化改造；持续扩大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

积极开展第四代移动通信实验网建设。建设智慧城市信息化公共平台，推行一网

通、一站通、一卡通、一张图，构建智慧城市支撑服务体系。推进大西安建设下

一代互联网、电子商务、无线宽带和信息惠民示范城市，引领全省智能城市发展，

推进宝鸡、渭南、延安、杨凌示范区智慧城市建设，加快市县数字城市地理空间

框架建设。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陕西此次把智慧城市建设明确列入此规划

中，激发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政府的行为方式、提高政府的效率，也有利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城

市的综合竞争力，使我们的城市运行更安全、更高效、更便捷、更绿色、更和



谐。依托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完善，使市民充分享受城市信息化带来的智慧化城

市生活。从具体规划来看： 

“一网通”。依托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和电信运营商网络资源，构建的

横向覆盖各级政务部门，纵向通达省、市、县、街道（乡镇）、村，提供统一的互联网安

全接入，以有线、无线接入方式，为各级政务部门提供业务网络支撑，为全省人民提供信

息化服务的统一的政务网络。 

“一站通”。整合政务部门办事资源、公共企事业单位便民服务资源，建设网上服务

平台，为公众提供便捷的“一站办事”窗口，推行集中受理、分工负责、分类办理、集中

交付的“一站式”工作模式。 

“一卡通”。发行社会公共服务卡，以居民健康卡应用先行，逐步覆盖财政、人口、

民政部门相关业务，实现与社会保障卡本地互联互通。 

“一张图”。以四大基础数据库为基础，逐步整合全省范围内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公众需要的地理信息资源，建成以地理信息为基础的分布式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

库和数据发布、共享、交换、服务网络体系，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便

捷的空间信息资源服务。 

“一个库”。建设基础空间数据库、人口基础数据库、客观经济数据库、建筑物基础

数据库等数据共享的城市公共基础数据库，统筹推进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城市管网、园

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市政基础设施管理的数字化和精准化。 

省级智慧应用项目。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环保、智慧社保、智慧照明、智能家

居、数字管线、文化信息资源。 

省市共建智慧应用项目。智慧信用、智能安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房产。 

市级智慧应用项目。智慧城管、城市一卡通、智慧门户、智慧社区、城市应急、智慧

治安、智慧旅游。  

智慧城市的建设尽管提出的较早，但是具体的实施推进，尤其是在有系统

性政策的推进力度对于中西部城市而言当前是空前的。尽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对于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我们国家智慧

城市的整体建设水平还较低，此次中央和地方双重扶持的背景下，必将加速我

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