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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民生证券、海通证券、中信资管、中信保诚基金、中科沃土

基金、中国人民养老保险、信达澳亚基金、上海远策投资、

上海途灵资管、上海人寿保险、上海混沌投资（集团）、平

安资管、诺德基金、明世伙伴基金、交银保险资管、汇添富

基金、华夏久盈资管、华夏基金、泓德基金、德邦基金、创

金合信基金、博时基金、北京清和泉资本、UBS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时间 2024 年 12月 6 日 

地点 电话会议调研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邱鲁闽先生、副总裁吴江寿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

见》政策解读及市场展望 

 

邱鲁闽先生： 

近期两办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

造韧性城市的意见》，今天我们就这份重要意见与投资者朋

友进行一下沟通和解读。 

本次两办意见最大的特点是“接地气”。第一从投资角

度非常接地气。两办提出的 11 项打造韧性城市重点任务，充



分体现了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最新发展

阶段的深层次需求，也充分考虑了目前各地政府部门在信息

化智能化方面的切实投资能力，各项任务所要求的投资规模

适当，落地可行性很高，建设路径和时间节点也比较明确，

我们评估各地财政有能力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开展任务建

设，按时完成中央部署要求。 

第二是从实施角度非常接地气，我们国家各地城市经过

连续多年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发展，硬件体系在全世界都达

到了很高水准，但是与之相对应的软件体系、管理体系及城

市运营水平仍滞后于城市管理者及老百姓的需求，因此还需

进一步加强。而本次意见提到的各项重点任务，均属于增强

城市管理和运行服务领域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能够有效补足

城市建设中的短板，未来任务完成后对于提升城市治理现代

化能力的效用非常显著。 

本次两办的要求对于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打造现代

治理体系，提升全国城市生活满意度和宜居体验是非常重要

的契机。公司有决心也有能力把握本次两办文件的市场机遇。

力争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吴江寿先生： 

一、文件前期背景 

之前发改委推动了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G 基站

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

而后住建部为了配合城市发展新举措，推出了新型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简称“新城建”，包括市政、智慧网联、数字家

庭、房屋建设以及精细化管理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核

心目标是希望从国家层面，从新城建带动产业发展及产业升

级。 

2020 年住建部联合七部委，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



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商务部、银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建改发〔2020〕73 号）——带动产值，

推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推进经济发展，其主要任务与本次两

办意见基本一致。同时选择重庆市、成都市、青岛市、郑州

市、苏州市、广州市等 16 个试点城市推动“新城建”试点推

广，后面又增加了长沙市、常德市、温州市、烟台市、天津

滨海新区这 5 个试点。这些城市的试点工作数字政通都参与

其中，同时我们也是新城建专家组的成员单位。 

 

二、最新文件（2022 年住建部向国务院提报） 

公司全程参与本次两办发布的《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的政策和试点推广历程。

文件主要目标是：到 2027 年，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

显进展，对韧性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到 2030 年，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建成一批高水平韧性城市，城市安全韧

性持续提升，城市运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智慧、更高效。

重点任务共发布了 11 项，分为两个部分，1-8 是围绕业务展

开，9-11 是保障措施。 

 

三、数字政通专注的业务领域及优势基础 

数字政通所专注的业务，在以下几项重点任务中具有较

强的优势基础： 

1、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城市基础设施

生命线安全工程，燃气供水供气排水桥梁隧道管廊等基础设

施的安全运行，其中提到 5 项任务，分别是管线数据建库、

风险评估、安装监测设备、搭建生命线平台、建立运行机制。 

2023 年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指导意见发布，并召开了全

国现场会。今年各省市加快推进城市生命线建设，上周河南



省开展全省生命线督查检查工作，省里以奖代补资金，督促

城市加大资金投入，保障生命线安全。 

数字政通全资子公司保定金迪专业做管线的探测检测及

修复，擅长生命线综合平台与专项平台建设，公司目前已经

参与北京、重庆、福建省、河南、宁夏、内蒙古等 10 余个省

市生命线项目中，其中武汉燃气平台、北京地下管线防护平

台等项目得到了用户及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 

2、推进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主

要是发展“5G+车联网” 

数字政通参股的通通易联公司专注做智慧停车，已经为

杭州、常州、温州等数十个城市提供了城市级停车解决方案，

其中，杭州的城市停车大脑项目由我们主要参与停车联网与

运营服务平台建设，实现一次绑定全城通停、先离场后付费。

此外，为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应用推广，数

字政通于 2022 年发布全国首款 L4 级棋骥无人驾驶网格车，

将自动驾驶技术应用到城市治理领域，目前已经在北京亦庄、

天津中新生态城、温州、福州等十余个城市进行应用示范，

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成效。 

3、完善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主要是汇聚城市基

础地理、建筑物、基础设施等三维数据和各类城市运行管理

数据，搭建城市三维空间数字底座。数字政通参与了住建部

城市 CIM 平台的行业标准制定，具备 CIM1-CIM7 数据的三维

建模能力，并于 2021 年推出了自主研发的“晶石”数字孪生

平台，为城市运管服平台提供三维数字底座。公司具备了从

数字采集、数据建模、到平台研发，到城市大脑场景落地的

综合能力，政通的晶石 CIM 平台已经在青岛、威海、淄博等

一网统管或城市大脑项目进行了广泛应用。 

4、搭建完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城市运行管理信息

化发展经历三个阶段，2004 年-2017 年数字城管，2018-2020

年是智慧城管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2021 年至今是城市



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三个阶段。 

数字政通主编或参编了住建部运管服平台“一指南四标

准”（建设指南、技术标准、数据标准、管理监督指标及评

价标准、运行监测指标及评价标准）、培训教材、新城建丛

书中运管服平台分册；科技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数字政通正在配合住建部搭建国家运管

服平台基础框架，并与省市平台开展联网对接。目前 90%的省

级平台均为数字政通建设，地市级平台我们保守估计在 70%

以上。 

 

后面的保障机制，我们就不展开解读了。从住建部发文

到两办发文，发文单位高度越来越高，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在现在经济形势下，两办的文件对未来行业发展

有着重要的支持支撑作用，进而推动产业发展。 

 

问答环节 

 

1、城市信息化建设景气度是否反转，未来我们怎么看后

面的业务反转？ 

答：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几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

与之对应，我们也很清晰地感受到，全国对城市治理现代化

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强烈，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希

望通过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老百姓满意度的诉求非常强

烈。最近中央资金面和政策面利好频出，为各地更加有力度

的开展相关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保障，我们认为随着下

一步地方财政紧张的情况逐步缓解，未来各地财政将有能力

投入更多的资金重点向相关领域倾斜，未来整个行业包括数

字政通都会有更大的市场机会。 

目前公司已经积极响应相关政策，比如通过投资+城市运

营等方式帮助政府增加财政杠杆，调节支付周期，也为公司



提供市场机会提供保障，公司对 2025-2030 年行业发展充满

了信心。 

 

2、CIM、低空等城市管理公司最新的布局是什么？ 

答：CIM 也是本次新城建中重要的内容，公司有着良好的

业务基础及独特优势，在 CIM 层面全程参与国家层面的从

CIM1-CIM7 的建模构建标准。第一，我们有独立交付能力；第

二，我们平台化的技术能力可以支撑上层平台；第三，我们

不单单能有建模能力也有数据采集能力，可以为政府提供各

类数据的采集。更重要的是，公司还有应用场景的能力，有

非常成熟的案例和解决方案。 

另外，我们认为城市 CIM 平台的建设不仅仅是三维地图，

还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更加丰富和有效的数据，除了基础的

地理数据，来自城市生活中的各类生产数据和活动数据更加

重要，我们通过人工、视频 AI 及无人车、无人机等方式为城

市 CIM 平台的建设提供多维度的实时数据，保证了 CIM 平台

建设的数据有效性和权威性。第二，CIM 一定要和应用系统相

结合，它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三维展示平台，更重要的是在政

府部门实际管理和应用中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管理手段和便

利。例如，未来涉及城市人口、常态或突发性事件、城市部

件、舆情等方面的管理平台都将与 CIM 关联，为管理者提供

更加灵活、直观的管理视角更加丰富的管理手段。在这方面

我们非常自信地说，数字政通有着强大的应用端整合能力。 

 

3、公司落地节奏和未来增量的判断是怎样的？ 

答：我们认为本次意见中的各项任务都会在未来五年落

地，其中以本次意见中重点任务之一的城市运管服平台为例，

全国目前已经有十几个地级城市正在开展试点示范的建设工

作，其中公司参与了超过 90%的试点城市的相关工作。通过这

些试点项目我们了解到客户在运管服平台上的投资规模基本



都是千万级以上，未来五年全国 200多个地级市、600 多个市

辖区、2000 多个县或县级市都将基于两办文件的要求开展相

关工作，最终在全国实现国家平台-省平台-市县平台联动，

那未来的市场空间是非常大的，公司也希望把握住有利的市

场机会不断提升自己的业绩。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12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