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东政数函〔2023〕24 号 

（B 类） 

 

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东莞市政协 
十四届二次会议第 20230164 号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王磊政协委员： 

您提出的政协提案《赋能“智慧城市” 推动东莞实现“双

碳”与城市发展共荣共生》（第 20230164 号）收悉。提案共涉

及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充分考虑“双碳”智慧城

市整体架构；二是强化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双碳”战

略信息化基础；三是强化智慧应用，多场景助力碳减排；四是探

索智慧城市在“双碳”领域的创新模式。我局综合市发改局、市

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局、市交警支队等部门意见，现

答复如下： 
一、工作进展 

（一）强化顶层设计，推进“双碳”与智慧城市衔接。一是

编制系列重要规划。出台《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高位谋划推动绿色低碳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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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发展、数字政府建设、现代新型智慧城市打造等工作。出台相

关领域重点专项规划，其中，《东莞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明确开展碳排放达峰行动，强化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

整优化，健全碳数据管理机制等，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东莞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十四五”规划》明确推进城市管理、

交通管理、生态环保、行政效能等领域数字化建设，提升城市智

治水平；《东莞市智慧交通总体规划》明确构建全市智慧交通系

统总体框架，规范未来东莞智慧交通可持续发展。二是积极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编制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意见，确

立“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向，提出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

重点围绕造纸、玻璃、电力等行业开展节能诊断等工作。组建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专班，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建立“双碳”

政策体系，重点围绕环境质量改善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目标，创

新政策措施，优化治理路线，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发展。 

（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支撑全面绿色转型。一

是筑牢“云网数”数字底座。建成全市政务云，推动部门和镇街

业务系统迁移上云，实现算力资源集约化。建成覆盖全域的骨干

传输网，整合交通、财政、消防等网络，实现万兆到市、到镇，

提供高可靠、大带宽、低时延、高安全的物理网络平台。建立政

务数据大脑，落地“一网共享”平台，统一数据流通、共享路径，

初步建立全市统一数据资源目录。二是集成公共支撑能力。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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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体化平台率先融合全域二维和三维信息，以 5cm 精度绘制

全市空间地理信息一张图，支撑城市规划、“两违”治理、消防

等工作；雪亮工程平台基本实现视频资源“应汇尽汇”“融合共

享”，汇聚量全省地级市排名第一；物联网感知服务平台接入消

防、教育、水务等共 3.5 万个物联感知设备，构建全域实时的城

市感知体系。三是推进污染企业自动监控建设。建成空气站 488

个、水站 652 个和噪声监测站 8 个，强化环境质量前端环境感知

能力；推动超 600 家重点排污单位和超 101 万家非重点排污企业

开展在线监控建设。 

（三）打造智慧场景应用，深入实施数字赋能降碳。一是推

动政府运行“一网协同”。建设政务综合应用办公平台，集成电

子公文管理、行政事务管理、无纸化办会、移动办公等功能，覆

盖全市 49 个市直单位、35 个镇街（园区）和 275 个事业单位。

建成全市统一视频会议系统，实现部门、镇街 95 个视频会场的

集中控制与管理，支撑近千场次视频会议，有效提高办公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二是打造智慧生态体系。构建生态环境大数据监

管体系，推动全环境要素在线监测数据、生态业务系统监测信息

等全量汇聚，实现对大气、水、固废等质量实时监测、污染因子

智能分析、污染源精准定位溯源，降低环境管理成本，成功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三是整合优化智慧交通体系。构建智

慧交通小脑，汇聚交通行业人、车、路、企等全量数据；上线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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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运行监测与指挥调度平台，实现对多交通领域的态势监测

及预警；基本完成主城区及周边镇街 270 余套信号系统升级改

造，建成全市统一信号控制管理平台，试运行后主城区重要路口

的平均通行时间预计缩短 5%-10%，2 年内实现全市交通信控系

统联网联控；开发 11 个智慧应用系统，提升公交、货运、工程

等行政效能，为市民出行、交警“情指勤督”提供掌上信息辅助

支持。四是推进道路非现场执法监测点建设。集成卡口、泥头车

治理及尾气查处等设备，兼具超载车辆治理、公路交通流量检测

功能，采用一站多用、一杆多用、一机多用原则，实现交警、交

通、城管等部门设备联合共用、数据共享，减少政府重复投资，

形成全市非现场联合执法监管“一张网”。五是打造机动车排气

污染监管网络系统。全方位监管全市 158 家环检机构的机动车排

放检测数据，日均检测量超 8000 辆次，实现尾气排放的有效治

理。 

（四）创新发展模式，加快推动“双碳”与智慧城市融合。

一是创建绿色制造体系。制定绿色制造相关财政奖励政策，积极

发动企业申报国家绿色制造名单，截至 2022 年累计获评国家级

绿色工厂 20 家、绿色产品 24 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 家。2022 

年，推动 2 家企业申报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4 批次共 30 家

节水型企业完成验收。二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组织重点

企业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推行以固废减量化和资源化为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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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技术，2022 年全市共完成清洁生产审核 468 家，位居

全省前列。2022 年设立绿色制造专题专项资金共计 2000 万元，

其中，鼓励企业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实现 VOCs 减排 47.85 吨、

废水减排 4.73 万吨，综合节能 9866 吨标准煤、削减一般固废 871

吨；通过节能降耗项目，实现综合节能 5397 吨标准煤。三是积

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每年组织重点排放单位做好温室气体排放

信息月报及年报报送、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制定等工作，目前 25

家电力（含自备电厂）企业已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22 家企

业已纳入、20 家企业拟纳入广东碳排放权交易，涉及电力、钢

铁、水泥等行业企业共 52 家，数量排名全省第一。 

二、下一步计划 

下来，我们将继续贯彻落实数字中国建设和“双碳”发展战

略部署，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深入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赋能城市管理智慧化升级、引领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转型，推动

东莞实现“双碳”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 

（一）进一步将“双碳”理念融入数字化发展规划。结合国

家“双碳”部署，充分借鉴先进地区、行业的成功经验，进一步

强化顶层设计，推进“双碳”理念与数字思维相结合，双向赋能、

协同发展，实现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三位一体建设，

助力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城市智慧治理水平提高、绿色产业加快

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持续优化环境治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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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探索深度减污降碳路径，助力实现

碳达峰目标。 

（二）构筑绿色数字基建。升级政务数据大脑，建强“一网

统管”数据中枢，强化电力、水务、燃气、通信、公共交通等公

共数据汇聚共享，推动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多源融合。加强 AI、

融合通信、电子证照、电子印章、区块链等技术应用，不断提升

公共支撑能力，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智慧交通、智能市政等重要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主动顺应生态环境智能管理趋势，做好碳

排放智能监测和动态核算体系建设研究，为下一步建立碳排放监

测体系打下基础。 

（三）以数字赋能“双碳”。建设“智慧能源”平台，加强

全市重要能源数据归集，监测分析能源消耗情况及趋势，支撑能

源政策、节能技术推广等工作，促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优化

统一信号控制平台，联网接入全市所有信号灯设备，融合应用互

联网地图公司实时数据，强化信号控制、运行状态监测等工作，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建设“智慧公交”，实现公交行业的场、站、

线等要素资源线上流程管理，为设施精细化管理、线路优化提供

数据支撑，识别公交低效运营里程，协助每年至少调整 5%以上

里程规模。优化提升全市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强化

用能单位精细化节能管理。 

（四）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发挥东莞市数字产业协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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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生态联盟、大数据产业发展联盟等平台优势，识别、发展、

培养一批本地数字企业，推动优势互补、联合创新，引导优质数

字化企业参与“双碳”城市建设，推动企业将碳排放的节能技术、

绿色能源技术与智慧城市结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思爱

普（SAP）大湾区工业互联网（东莞）创新中心作用，为企业提

供“研、产、供、销、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赋能服务，解决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难点问题，推动本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 

（五）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锚定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新能源产业，积极培育节能环保、清洁生产、

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加快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发展循环经济，

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持续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工作的

关心和支持。 

 

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13 日 

 

（联系人：黎颖君，联系电话：0769-2283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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