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

变量。21世纪是数字化与城镇化双驱动的世纪，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边缘计算

等变革性技术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

首次提出“数字中国”这一概念，开启了数字中国建设的新篇章，也为数字化规划与治理领域

指明了新方向。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数字中国”写入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第五篇为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针对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明确提出 

“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

数字孪生源于航天科技的发展，并在工业领域内有着较为成熟的应用。随着物联感知技术

的成熟，数字孪生理念与技术逐步走进城市，推进了对未来城市的探索。2017年，Gartner提

出数字孪生城市的设想，并认为物联网为此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万物互联，人们可实时感知城

市各个系统的运营状态，并对未来发展进行推演预测。同年，我国雄安新区也在研究探讨“数字

城市与实体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其中包括“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施，推动全域智能

化应用服务实时可控，建立健全大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打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全球领先的数字

城市”等方面。相关内容于2018年随《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开启我国数字孪生

城市规划建设的新篇章。之后，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海南省及深圳市、苏州市等相继提出数

字孪生城市的建设目标，并展开了相关探索性实践。

本质上，数字孪生城市是对虚实城市的感知认知、模拟仿真及交互作用，以推动更为实时、

更为精准、更为全面的城市虚实联动发展，其中规划、建设、治理是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

上，数字孪生城市具有3个明确的目标。一是全域规建治全生命周期的时空共享，即针对人、事、

物，大到地球、区域、城市，小到部件、房屋、道路等，以数字化的方式建构出来，展示全生命周期

的空间规划、建设、治理过程及其机理，推动跨部门共享、跨行业共享、跨群体共享，极大降低信

息流转成本，加速规建治及时协同，为“人民城市人民建”打下良好的数字化基础。二是跨尺度

实时精准化决策的时空治理，即针对区域、城市、片区、社区、地块、房屋等不同尺度的空间规划

与治理，基于人机互动，实现更为实时且跨学科的仿真模拟，聚焦态势、机制、模式的精准式推

演，提供更为及时、更为可靠、更为安全的政府、企业、个人决策支撑，为“人民城市为人民”夯

实良好的智能化基础。三是数据资源迈向数据资产的时空增值，即针对城市数据资源，强化多源

异构融合能力，解耦多行业信息服务组件，整合金融与保险等工具，创新虚实城市互动操作的新

场景模式，加速数据资产的生成与交易，使得数字孪生城市真正成为人类福祉增进的发动机。

面向这些目标，数字化将体现为“实体城市如何被机器或人在数字空间中自动化构建起

来”；智能化将体现为“数字城市如何被机器或人通过模拟仿真来高效认知，并应用到虚实城

市的全生命周期运转中”；智慧化将体现为“智能城市如何被机器或人通过创造性算法或思维

去定制化地生产出来，并由此迭代出更为丰富的城市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孪生城市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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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不仅仅是搭建数字世界，开展仿真模拟，预测并作用于实体世界的方方面面；还是创造未来的

新兴产业矩阵与社会治理服务模式，围绕未来城市的发展，衍生出诸如天空地一体化的感知基

础设施、云边端一体化的计算基础设施、5G与6G的通信基础设施，又如车路协同实时反馈与

多模态GPT的仿真模拟能力、低空无人运输与数字房屋抵押的创新应用、医院—社区诊所—家

庭联动反馈的及时服务等。当然，数字孪生城市的安全性也尤为关键，这不仅包括数字孪生城市

环境本身所应具备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软硬件安全等，还包括人们在数字孪生城市中进行交

流、交易、操作等过程中所需要遵循的新兴道德、规定与法律等，让个人隐私、集体利益、国家安

全等都得以良好保障。

本期的“数字孪生城市”主题包括7篇文章，从数字孪生城市的学理机制、发展趋势现象、

规划治理赋能、历史文化溯源、技术应用创新等不同方面进行探讨与反思，以期大体勾画出数字

孪生城市现阶段的发展情况。其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迈克尔•巴蒂院士撰写了《数

字孪生、图灵测试和城市模型》一文，提出关键性的图灵问题，即“你能看出孪生和真实事物之

间的区别吗？”以此来说明同一地点的数字孪生模型有可能有多种不同版本、示例与应用，应

对不同需求目标。因此，他倡导数字孪生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计算模型，并亟需整合不同学术

与产业联盟及其相关生态，进一步思考如何发展更好的数字孪生城市科学。《数字孪生赋能下的

互动生成式规划与治理》一文认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的挑战来自城市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

源于人的行为及其对空间的感知定义，以沉浸式人视角来定义空间流形及其社会、经济、环境、

文化等多维度延展，从逻辑底层精准诠释“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以苏州数字孪生赋能古城更

新的多方参与式决策为例，进一步说明数字孪生如何助力生成式规划与治理模式的建构。《数字

孪生城市的驱动力、功能框架与建设路径》一文总结了全球和我国的数字孪生城市发展趋势，

提出转型需求、技术演进、政策引导和产业促进4大驱动力，勾画了涵盖数字设施、底座平台、场

景建设、组织机制、标准规范等的数字孪生城市发展框架，最后明确了其挑战与发展建议。《数字

孪生在城市规划实践应用中的批判性思考》一文开篇明确了城市的数字孪生不能简单理解为

工程领域数字孪生的延伸应用，也不能简单诠释为物理仿真模型中加入居民或政府参与活动的

机制模拟，而应解释为基于社会技术系统论的互动结果，以此强调了从复杂适应系统角度发展

基于实证的政策制定模式、围绕质量加快政策效应的评估频次，以及推动开发者、使用者、管理

者和受影响者共同进化，并对城市数字孪生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思考。《基于场景迭代的数字孪

生城市构建逻辑》一文以上海和苏州为例，提出面向实操的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应针对有限对

象、有限目标、有限能力，围绕业务孪生流程决策树，搭建以场景为核心的“数据—模型生态系

统”，借助多模态的大模型技术，建构起城市超复杂系统的孪生演进机制。《从文化孪生到技术孪

生再到数字孪生——基于大历史观的数字孪生城市逻辑考察》一文认为孪生不是一种当代现

象，而是一种基于二元辩证逻辑的长周期文化现象，即文化孪生与技术孪生以辩证的方式始终

内嵌于人类社会发展，文化孪生与技术孪生的当代叠合就是数字孪生，形成了多来源、高密度、

系统化的巨型技术集置。《面向数字孪生城市的三维GIS基础软件技术创新及应用》一文论述了

SuperMap三维GIS基础软件的多尺度三维模型构建、全空间多源数据高效管理、智能三维空间

分析与计算、高保真三维可视化与交互等多项关键技术，及其在城市规划与管理、数字园区运维

管理、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的应用。

从上述文章探讨可见，数字孪生城市既是一门科学，也涉及多种技术，还是社会创新实践，

更是文化演进发展。未来，我们期望更多的数字孪生城市的研究与实践书写在祖国大地之上，助

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