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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大应用
重大需求 多跨场景 重大改革

责任单位
需求名称 需求类型 需求内容 项目类型 基本架构 小切口子场景 改革项目 改革任务

28

温州市城市

信息模型

（CIM）基础

应用

实现城市规

划、建设、

运行的全过

程精细化管

理

④提升治理能力的

需求

⑤打造金名片提升

竞争力的需求

温州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在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新趋势大背景下，亟需借鉴南京、广州、杭

州等“新城建”先行城市，开发建设一个融合城

建领域各方信息的CIM（城市信息模型）平台，

助力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的全过程精细化管理，

温州获国家级“新城建”试点，推进CIM（城市

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建设是“新城建”试点的首

要任务，也是住建部评价我市“新城建”试点建

设成果的重要标准。

①数据资源配置复用率低下。当前GIS、BIM、

IOT数据资源分布零散，缺乏一套统一的规范、

标准，难以实现各类数据资源的高效整合配置；

②城市数字化管理能级不高。城市规划、建设、

运行信息化水平不高，缺少虚拟现实模拟场景能

力，无法实现城市空间的仿真管理和分析研判；

③缺乏城建数据开放平台。城建领域数据大多在

省部级和国资集团企业系统，“新城建”试点需

要加快汇聚各类数据资源，构建城建领域大数据

中心，实现城建数据的统一开放共享。

①试点类

融合 GIS+BIM+IoT 技术，构建“1+1+1+N”为一体的总体框架体

系，即建立一套 CIM 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一套 CIM 数据底板、

研发一个 CIM 基础平台、拓展 N个示范应用。

①BIM 模型数据汇聚轻量化管理。以滨江商务区为试点，跨层级、

跨部门汇集市政设施、教育基建、医疗基建、商住楼宇等 BIM

模型数据，充实 CIM 模型底座；

②城市仿真模拟。汇集城市规划、经济、能源等信息，依托国

土空间地理信息和 BIM 模型信息，构建从宏观到微观、室外到

室内、地上到地下等多层次的数字孪生城市，实现城市规划、

建设、运行的全过程精细化管理；

③CIM+应用赋能扩展。积极探索 CIM+智慧社区（未来社区）、

CIM+城市更新、CIM+智慧工地等二次开发智慧化应用场景建设。

①BIM 模型汇集管理（市住

建局，迭代升级）

②城建数据服务共享（市住

建局，迭代升级）

创新信息化

项目投融资

模式

②体制机制创新：创新城市管理理念、模式和

手段，建立完善适应于“新城建”的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创新投融资模式，探索依托“投

资多元化+主体市场化+服务社会化”模式开展

CIM 基础平台的开发和运行。加大“新城建”

人才体系建设，推进产学研合作，强化科技支

撑；

⑤数据开放安全：汇集 GIS、BIM、IOT 等城市

规划、建设、运行产生的数据信息，建立城建

领域数据中心，实现跨部门跨领域数据开放、

服务共享。

市住建局牵头，

市公安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民政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市大数据发

展管理局、市铁

管中心、温州设

计集团等协同

28-1

温州市工程

建设“全链

管”应用

加强建设工

程施工全过

程数字化监

管

②企业的共性需求

④提升治理能力的

需求

⑥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隐患的需求

房建、市政、水利、交通等建设工程存在质量、

安全、施工、材料等环节监管难问题，需要通过

数字化手段实现企业和部门数据交互共享、业务

协同。

①现场工程施工缺少标准化管理体系，无法保障

工程施工过程质量和安全等因素的实时监管，工

程安全问题事关平安建设，工程质量问题关乎群

众生命安全，均不容忽视；

②现有工程管理和验收管理办法无法解决工程

数据多跨、共享需求，难以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建设工程应用“一张网”目标；

③当前建设工程验收资料的生成、审核停留在传

统纸质资料的审核与归档，造成验收资料审查效

率低下，材料难以保管等问题，无法实现企业“最

多跑一次”目标；

④由于缺少真实的工程施工生产数据，无法实现

质量责任追溯，不能有效落实政府监管责任和企

业主体责任，制约建筑产业健康、长效发展。

②特色类

围绕建设工程数字化改革需求，针对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工

程、装饰装修工程、机电安装工程以及消防工程，实现建设工

程施工“全链”管理。

①建设工程施工过程管理。对各类建设工程施工过程进行统一

描述，建立关键节点标准化、清单式的施工生产管理流程，实

现施工设计、施工计划与施工登记的数字化管理；

②建设工程施工材料管理。对施工现场材料收货和报验进行数

字化管理，对材料检测进行实时监控，实现材料收货、报验、

使用、检测和验收的全过程质量溯源管理；

③建设工程施工检测管理。通过与施工检测数据进行联动与碰

撞对比分析，对工程检测进行实时跟踪和预警，实现检测和施

工相结合的施工生产质量保障体系；

④建设工程施工验收管理。通过建立标准的工程资料数字化验

收流程和多跨协同管理体系，将施工过程数据与验收资料数据

进行有机结合，实现工程施工验收资料的在线审核与数字化管

理；

⑤建设工程施工档案归集。通过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建

设工程施工档案的一键归档、一档多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①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监

管（市住建局，增量开发）

②主体工程施工监管（市住

建局，增量开发）

③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监管

（市住建局，增量开发）

④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监管

（市住建局，增量开发）

⑤消防工程施工监管（市住

建局，增量开发）

⑥建设工程施工验收（市住

建局，增量开发）

推进建设工

程施工全过

程数字化监

管模式

②体制机制创新：以工业物联网平台为架构，

构建多方主体统一账号体系，通过移动互联网

和物联网的应用，实现建设工程施工“全链

管”，支持多跨协同，提升现场协同管理能力；

④流程业务重塑：建立工程管理标准化管理体

系和制度，实现施工生产标准化流程的管理，

实时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

⑤数据开放共享：各方主体单位（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材料厂家、政府监管部门等）共享

工程施工数据信息，解决数据孤岛问题，并能

实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有效机制。

市住建局牵头，

市水利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财政局、

市大数据发展管

理局、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市应

急管理局、市人

防办、市铁投集

团、洞头区、龙

港市、浙江大学

温州研究院等协

同

28-2

温州市“最

多挖一次”

应用

提高城市地

下管线综合

管控能力

④提升治理能力的

需求；

⑥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隐患的需求

地面工程施工单位和管线建设单位施工前无

法查清管线信息，施工过程中未采取保护措

施，造成管线损坏事故频发，轻则造成停水、

停气、断电以及通讯中断，重则引起危险气体

泄漏事故、燃气爆炸等灾难性事故。

①现有地下管网数据分散在各权属（建设）单

位，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各单位各自为政，无

法掌握其他单位地下管网布设信息，易引发各

类事故；

②现有的开挖事项缺乏统筹规划，各部门各自

负责本领域事项的审批，容易造成一个路段半

年内多次开挖施工，财政资金重复投入，影响

居民出行和生活；

③现有各部门对各自管线运行进行物联检测

安装分析，综合分析监测指标集成度不高。

②特色类

以城市地下设施治理改革为重要抓手，打造面向工程审批部门、

施工单位、管理运维单位等服务对象的整体地下管网设施系统，

构建“113”模式总体架构：即工程项目管理模块、开挖分析模

块、物联感知监测模块。

①市政道路开挖工程项目申请审批决策辅助。集中地下管网综

合信息，减少项目信息调取时间，加快项目审批进度，通过智

能分析辅助项目决策；

②地下综合管网开挖智能分析与协同办理。以滨江商务区为试

点，通过地下管网综合信息汇聚，实现地下管网三维可视化呈

现，实现流向、位置等综合智能分析，支撑有关单位高效开展

地下管线建设维护工作；

③地下管网物联感知运行监测。推动地下管线物联设备布设，

实现地下管线运行状态在线监测，实时掌握地下管线运行情况。

①地下管网开挖、监测综合

管控场景（市住建局，增量

开发）

探索建立地

下管线动态

集成管理机

制

②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城市地下管网运行的动

态监测和风险识别预警，推动市政公用行业管

理部门从“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

全面管控风险隐患；

④业务流程重塑：优化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流程，推动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并

联审批、联合办理，加强对开挖后道路恢复的

事中事后监管；城市道路建设、维护需同步考

虑既有道路地下管线提升改造需求。

市住建局牵头，

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市公

用集团、温州设

计集团、市电力

局、电信温州分

公司、移动温州

分公司、联通温

州分公司等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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