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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约在两年前的隆冬时节，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皮定均主任带领他的团队向我展
示了朝阳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技术平台、制度构架以及运行绩效，我立刻被震撼了，意识到我国
解决城市管理顽疾的条件开始成熟。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根据中国国情，建立数字化城市管理长效机制，是破解中国城市“部门化
管理”弊病的有效方法。
　　2007年春，我们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拜访罗伯特·贝恩（Rober D.Behn）教授，罗伯
特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巴尔的摩的城市管理模式——Citistat模式，该模式赢得了美国2004年城市管理创
新大奖。
结合朝阳区实践，我们惊喜地发现，中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绝不落后于美国先进的巴尔的摩的城
市管理模式。
如果说二者之间存在差距，也主要表现在我们的城市高层领导对城市管理关注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
数字化城市管理机制中“管理机构权威化”难以落实。
在美国的考察，坚定了我们研究和推广数字化城市管理理论与方法的信心。
　　数字化城市管理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在全国推进的重要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我们有责任借助朝阳区以及扬州、成都等中国其他城市（
城区）的先进经验，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理论和前沿的实践经验推向全国，帮助更多的城市加快数字
化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进程。
鉴于此，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和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开展了实质
性的合作，共同编著“数字化城市管理理论与实务丛书”，第一期共8本。
　　本书是“中国数字化城市管理理论与实务丛书”中的一本。
按照丛书分工，本书专门为城市决策者所作。
城市政府决策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明确数字化城市的本质与内涵、理论架构、基本
内容、投资强度、安全性等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必备知识，了解通过建设数字化城市能够解决的重大问
题，认识到必须要建设数字化城市以及在制度层面如何构建数字化城市，从而作出加快数字化城市建
设的决策，并对数字化城市管理进行战略部署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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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纲要性著作，专门为城市决策者所作，目的是使城市决策者在最短时间内了解
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城市建设，以及如何进行数字化城市建设。
本书提出了传统城市管理的悖论，以及数字化城市管理破解悖论的路径和方法；介绍了数字化城市管
理的理论基础、技术特征、管理架构以及相应的制度改革和机制建设。
为了充分发挥DCMIP的信息优势，提升城市竞争力，本书最后建议各城市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
数字化城市管理尽可能拓展到城市运行领域及宏观城市管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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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DCMIP的统计分析功能打破了中国行政管理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恶性循环，真正实现了民主与
集中的高度统一：反映问题民主化、判断与派遣权力集中化；解决问题过程中责任主体民主化（依靠
与调动社会的力量）、决策权力集中化；监督过程民主化、评价问题集中化。
　　以客观公正的信息为基础、以依法治市为原则的民主与集中在城市管理中的高度统一，赋予
了Citi-PODAS模式以科学的性质。
　　6.组织机构权威化　　组织机构权威化是指城市管理需要构建一个由城市高层领导亲自挂帅的权
威性机构，负责协调跨部门的综合性、复杂性问题，从而保障城市管理过程中的疑难杂症能够得到及
时有效的解决。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城市管理需要设立以市长为主席的联席会（或者办公室），联席会成员由各相关
职能部门领导构成。
　　当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派遣出去的问题具有跨部门性质时，多个部门合作解决问题的交易成本比较
大，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以至于形成长时间内不能解决问题的顽症。
为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需要建立城市综合管理联席会制度。
　　联席会工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每半个月或每个月定期召开会议，各部门成员均到会，由城市管
理监督指挥中心对该段时间内城市案件的发案与结案情况作系统总结，将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提交会
议，由市长主持并协调各部门当场讨论，确定方案，下次会议将检查执行情况。
另一种是不定期召开联席会，主要是视情况需要，当出现疑难问题时，由市长召集会议。
到会的不一定是全体部门的领导，也可以是涉及问题的相关部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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