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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技术路径的效应研究
——以江西省吉安市为例

付耀祖　张理聪　梁　丹　王强民

（江西省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江西 吉安 343000）

摘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数字经济目标的实现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

慧城市水平的提高。江西省吉安市是一个典型的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但是近年来“数字吉安”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数字经济、

数字乡村和数字政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吉安市积极推进数字科技赋能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管理效率、服务

水平和治理能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本文以江西省吉安市为例，探讨了数字经济、数字乡村和数字政府的技术路径和效应，有利于

深入挖掘中小型城市关于数字经济建设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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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的有关概述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为特征，以信息化为支撑，以数据为核心，以创新为驱动，以

产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形态。

数字乡村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农村信息化、智能化、网

络化、服务化，提高农村生产、生活、管理水平，实现农村现代化。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政务

服务水平和公共治理能力，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 

二、吉安市智慧城市建设现状

吉安市将数字经济视为“一号发展工程”，正在积极融入数

字能源战略，现将部分区、县建设情况的典型案例汇总如下：

（一）智能制造赋能工业升级

智能制造是以智能技术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制造技术与信息

技术的融合，智能制造是新型工业化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不仅

可以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带动增材

制造、工业软件、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还能促进医疗、

交通、物流、农业等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变革。吉安市多个区、

县（市）因地制宜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

1. 强化深度融合，提升“智”造水平。井冈山经开区江西红

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仓储物流应用及 5G 工业互联网建设

项目”，已经获批 2023 年江西省数字经济示范项目的专项扶持资

金 100 万元。自 2023 年以来，该区不断加强“1+3”主导产业、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持续提高智能制造

水平，高度重视数字化赋能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锚定主攻赛道，打造数字生态。吉安县近几年都在持续加

快企业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依靠电子信息产业的资源优势，

不断培育和扩大数字经济的规模。该县的电子信息产业包括 158

家企业，年营收超过全市的 1/4。高新区“智能穿戴产业园”的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集中度达到 79.5%，获批全省数字经济集聚区。

该县 5G 基站的数量达到 12.3 个 / 万人，5G 网络在重要场所的通

达率、千兆网络覆盖率实现 100%。

3. 引进数字产业，提供强劲动力。2022 年 5 月 31 日，江西省

泰和县签约三个数字经济产业项目（电子元器件生产项目、威科锐

电子终端产品生产项目和数字实验室设备生产项目），投资总额 21

亿元。此次签约为泰和县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坚实的产业保障。

（二）智慧农业加持乡村振兴

数字化生产方式使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加速。吉安市积极推动

数字技术和智能农业设施设备的广泛应用，数字信息技术融入乡

村，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检测、农村土地的流转、农产品的质量追

溯等方面智慧化水平，数字科技的推广助力乡村振兴事业。

1. 建设数字展厅，带活一方经济。2022 年 4 月 25 日，永丰县

正式开放了君埠乡全域旅游数字展厅。数字展厅通过 VR（虚拟现实）

技术展示数字旅游、数字商务等，设置了多彩君埠、君埠焦点、特

产购买、营商政策、参观列表、互动留言 6 大板块，每个板块提供

若干个子菜单供选择。展厅立足于推动数字经济大发展、营商环境

大提升，把君埠乡的 30 多种旅游资源通过 VR 展现出来，同时推

广优质农产品。该乡通过数字展厅平台，已经完成 1 万公斤莲子、

2 万公斤生态大米等多个订单，当地群众预计可为增收 50 万元。

2. 校企产教融合，插上“数字翅膀”。2022 年 2 月，井冈山

市政府与先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建设了该大学的井冈山新校区和先锋数字

经济（井冈山）产业园。开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新模式，探索

革命老区发展数字经济的新方向。

2022 年 8 月，来自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的经验丰富的团队，

和先锋软件公司共同参与了区块链井冈蜜柚项目，成为当地“区块

链 + 农业”的产业支柱。此后为井冈蜜柚配备了专属的产品包装信

息码。消费者只需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掌握该产品的种植、

生产、检验等方面的全链路溯源真实信息。有效增强了消费者忠实度。

3. 整合文旅资源，科学管理种植。吉安县梅塘镇河源村通过引入

本土电商企业“螃蟹王国”，全力打造“文旅康养”特色的乡村。通

过文创、电商直播等产业模式，推动当地腐竹、脐橙、蜜柚、艾叶、

米酒等农产品“触电上网”，有效整合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并且延伸了

产业链条，带动种植采摘、农产品加工、民宿、餐饮等多种业态发展。

吉安县敦厚镇的圣大农业蔬菜基地，吊瓜大棚全部安装了水

肥一体化和监测控制设备，通过屏幕跟踪大棚的温度和湿度，根

据天气温度，及时调节供水供肥，节约人力提高产量。科学管理

的基地可以生产吊瓜 1.5 万公斤 / 亩（产值约 4.5 万元 / 亩）。

（三）数字转型助力服务提质

吉安市多个区、县（市）立足地方产业基础、资源条件，推

进工业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三大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挖掘地

方特色和实际需求，深入推进向科技服务型企业转型，提升一体

化数字技术服务能力。

1. 抢占数字高地，做旺新区产业。2023 年 1 月 8 日，高铁新

区举行了“数字经济产业招商推介暨项目集中签约大会”，共签

署了包含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等领域在内的 16 个项目，服

务高铁新区投资企业的数字产业发展，助力打造吉安市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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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地。

2. 发展数字产业，服务基层生活。万安县正抓住新机遇发展

“数字赋能”，大力实施数字产业发展项目，建立了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项目 18 个。该县正在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实现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围绕数字产业集群发展、企业

梯次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线板）集群被评为省级培育产业集群，

该县继续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共建设 5G 基站 507 个，实现了

园区、县城和所有乡镇的 5G 网络全覆盖，并将 5G 信号覆盖范围

扩展到城区、园区、高铁、城市和行政村。全县千兆宽带用户总

数已达 20309 户。

3. 招引数字人才，助力园区经济。近年来，青原区秉持“人才

是第一资源”这一理念，成立了该区“数字经济发展工作专班”。

该区共有数字经济公司 33 家和数字赋能公司 45 家，其中 39 家数

字经济企业位于区人才创业园，该园区属于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三、智慧城市建设技术路径和效应

未来的智慧社会除了信息网络泛在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

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普惠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产业发展数

字化、政府决策科学化等，将更侧重多中心的创新系统驱动，生

产、生活、治理、服务将更有机地形成为一个整体，在政府提供

智慧平台、标准的基础上，由企业、机构、居民共同打造智慧政府、

智慧企业、智慧城市、智慧生活。

（一）数字经济建设

数字经济的技术路径主要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效应：①在经济效应方面，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城市经

济的发展，提高城市产业的竞争力。②在社会效应方面，数字经

济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③在环

境效应方面，数字经济可以减少城市资源的浪费，降低城市的能

耗和污染。

吉安市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大数据和物联网方

面。通过大数据分析，吉安市可以了解城市居民的消费习惯、出

行方式、健康状况等信息，为城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物联

网技术，吉安市可以实现城市设施的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

效率和服务水平。 

（二）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的技术路径主要包括农村电商、智慧农业、农村金

融等。效应：①在经济效应方面，数字乡村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

发展，提高农业农村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②在社会效应方面，

数字乡村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幸福指数，提供更多惠农的保障。

③在环境效应方面，数字乡村可以减少农业资源的浪费，增加土

地利用率，减少撂荒。 

吉安市在数字乡村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农村电商和智慧农

业方面。通过农村电商，吉安市可以将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提高农民的收入。通过智慧农业，吉安市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智

能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三）数字政府建设

数字政府的技术路径主要包括政务云、电子政务、数字化城

市管理等。效应：①在经济效应方面，数字政府可以提升政务管

理效率，降低政务管理成本。②在社会效应方面，数字政府可以

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提高政府公信力。③在环境效应方面，数字

政府可以减少政府资源的浪费，可视化数据监测能够督促政府的

廉政执法。

吉安市在数字政府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政务云和电子政务

方面。通过政务云，吉安市可以实现政府信息的共享和协同，提

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通过电子政务，吉安市可以实现政

府服务的在线化和便捷化，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四、吉安市智慧城市建设意见

新时期的智慧城市建设，要从以生产为导向、以技术为出发

点的创新向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以应用和价值实现为核心

的创新转变。一方面，以强化城市创新为导向，进一步优化提升

信息基础设施。优先发展市政物联、环境监测、公共交通、公共

安全等领域。另一方面，以城市数据应用为抓手，完善“城市创

新平台”的机制体制。

为了进一步推进吉安市数字城市建设，未来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城市网格单元可视化

可视化管理城市单元的网格，展示网格单元的空间分布和位

置分布，显示网格区域的物理属性、地理名称、实际位置描述和

行政隶属关系，并展示网格中的人、物、组织等统计信息。支持

使用名称、行政单元等关键字对网格进行模糊查询，实现网格的

一键定位功能，帮助城市精准管理网格单元。

（二）城市交通运行和设备可视化

可视化管理城市交通运行和设备，包括交通信号灯、公交车站、

装卸站、交通状况等，通过场景地图变化查看和更新交通统计信

息，展示交通设备的地理分布，实时运行状态和设备监控显示等。

例如，信号灯当前路段的拥堵指数，公交车站的客流指数和到达

车辆的详细信息，充电站的分布和当前的使用指数等。显而易见，

有助于车辆规划和控制。

（三）城市组件和设施可视化

可视化城市组件的管理，包括路灯、井盖、垃圾桶和其他资

产组件。城市中各个组成部分和设施的空间分布和密度由类别表

示，城市组成部分的整体统计信息呈现在随场景更新的图表中。

显示城市组件的运行状态和等级，包括正常运行、异常、报警等；

不同报警级别以不同颜色显示，闪烁等，帮助城市管理者全面管

理组件和设施，提高维护效率。

（四）人和车辆定位的可视化

可视化城市人车管理，如安保人员、关键责任人员、保障车

辆、出租车、危险品车辆等，整合人与车辆位置数据，查看位置、

类别属性、人与车辆密度分布、历史出行轨迹，并查询其详细信息。

在人力规划和部署中支持城市安防管理，大幅提升应急响应效率，

提供可视化手段跟踪事件管理进度。

五、结束语

数字经济、数字乡村和数字政府是当前国家发展的重点领域，

也是各地区发展的重点方向。它们的技术路径和效应是相互关联

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城市居民的

生活质量，减少资源的浪费，降低能耗和污染。吉安市未来应该

继续加强数字科技应用，实现吉安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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