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职责

技术和创新

与相关研究机构、智库、学术联盟、企业联
盟建立联系，组织国际技术研讨会、
专题讨论会和论坛，开展基于特定
主题和国家的创新项目。

这个新机构
主要做什么？

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

心，是联合国在华设立的首个直属专门机

构，隶属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评估提供技术
援助，利用我国在该领域的知识、能力、技术和
经验，协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地理信息
管理能力，提升各国有效利用地理
信息管理政策。

知识协作

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全
球网络和信息系统，促进联合国全
球地理信息管理交流协作。

中心宗旨

■ 加强和推进成员国地理信息管理能力开发

■ 利用最新数据和创新技术支持各国建设

■ 改善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地理信息管理能力

■ 全面落实各国发展优先事项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

（本报记者 方臻子 整理）
浙报制图：邬雯雯

2022年5月2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童健 版式：邬雯雯 联系电话：0571-85312675 邮箱：lmb0808@8531.cn4 深读
ZHEJIANG DAILY

链接

走进德清地信小镇，你会惊讶地发
现：中心的独栋办公楼，就在园区的核心
位置，周边企业与它几乎“零距离”。

对联合国而言，这是将机构直接
“嵌”到了产业“热带雨林”的正中心；而
对小镇里的创业者们来说，这是国际化
舞台来到了“家门口”。

这种相互赋能，使大家对这个省级
产业园，有了更多的期待。

有人开始布局承接溢出效应。入
夜，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科技工作者学会
理事长倪涵，还坚守在“一带一路”地理
信息国际培训中心的办公室里：“晚上还
有一场直播课，预约的粉丝有 2000 多
个，他们是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专业观众。”按照中心技术援助和能力
建设、知识协作、技术创新这三个优先领
域，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将成为全球地
理信息产业集聚高地、全球地理信息重
要创新策源地和国际化交流重要窗口。
此刻，如果能做出一个好的国际培训平

台，就能最快地承接联合国中心带来的
新机遇。

有人开始谋划借力“走出去”。“目
前，我们的‘自主可控的手机高精度室内
定位技术’正在中国逐步打开市场。未
来，我们也会在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
识与创新中心这样的平台上，尝试服务
全球治理，把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技术
推广到全球。”从小镇孵化出来的企业

“知路导航”总经理刘克强说，中心的设
立无疑是从更高的高度，给中国地理信
息行业设立了一个更加宏观的平台。

还有人开始琢磨接轨国际标准。“中
国地信行业在生产体系、贸易规则、服务
体系、国际认证方面，都需与国际标准更
加接轨。中心的到来，架起了中国企业
与世界对话的桥梁。”南方测绘浙江公司
总经理陈述甚至认为，这对行业的意义，
不亚于20年前中国加入WTO。

“2022 年，将是中国地信产业国际
化的元年。”倪涵信心

十 足 ，“ 抓 住 了 国
际化，也就抓住
了新机遇，抓住
了未来。”

对 德 清 来
说，中心赋予的
使命和机遇，更
是不可估量。世
界级高能级平台
的到来，为德清
乃至整个湖州

的乘势而上，进
一步助推浙江数
字经济“一号工
程”，注入了新动
能。德清正打造

“地信智慧城”，致力于成为全球地理信息
产业集聚高地、全球地理信息重要创新策
源地和国际化交流重要窗口。“我们在谋
划地理信息高质量开放融合发展，到2025
年末，在北斗导航、人工智能、通用航空、车
联网产业等方面，形成具有国际国内竞争
力的产业集群。”地理信息小镇地信局相
关负责人这样说，是有底气的。

不少优质企业，已闻讯而至。数字
化公路基础设施平台“宽凳科技”，将总
部从北京迁到德清；省测科院所属总部
项目落户德清；行业龙头、科创板首批上
市企业“航天宏图”入驻德清⋯⋯“就是
看好联合国机构带来的市场和技术优
势。”航天宏图董秘徐雪蕾告诉记者。

对正以更大力度推进开放强省建设
的浙江而言，中心的设立，将进一步支撑
浙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抢占先
机，赢得主动。在张贵洪看来，吸引国际
机构入驻是一个城市国际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做过一项统计，就长三角地区
而言，入驻上海的国际机构最多。可以
预见，中心成立后，浙江的国际交流将会
更加频繁，这不仅有助于浙江成为展示
中国发展成就和经验的世界级“重要窗
口”，提升浙江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更促使浙江做好必要的顶层设计和
相应的政策、法规、行政、人才等方面的
准备，为浙江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入驻创
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5 月 20 日，地理信息小镇沉浸在一
片欢乐的氛围中。园区核心，中心的这
幢 4 层办公楼门口，两株苍翠挺拔的迎
客松，终于等到了新主人的到来。

“新机遇、新使命已交到我们手上
了，我们将奋力开创出新局面、交出新答
卷。”湖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一座嵌在“产业雨林”里的中心

十年谋一事十年谋一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浙北小县城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浙北小县城

德清何以赢得联合国青睐
本报记者 方臻子 孟 琳 通讯员 俞思衍

5 月 20 日上午，联合国全球地理信
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在了湖州德清
县。

令人惊讶的是，这是联合国在华设
立的首个直属专门机构。浙北小县城，
何以赢得联合国青睐？

答案，藏在浙江数字经济的发展版
图中。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诞生地，靠生态名声走出国门的湖州，
近年来通过“五谷丰登”计划、长三角（湖
州）产业合作区、“轨道上的湖州”等一系
列载体举措，深挖区域禀赋，全面植入新
产业；德清从零起步，用十年时间“无中
生有”，打造出一个地理信息产业集群。

答案，也藏在“大国外交”的风云际
会中。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
心作用，积极推动联合国专门机构落户，
促进世界各国交流合作，中国为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助
力，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能争取到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
识与创新中心的落户，与德清县在该领
域的产业基础息息相关。”德清县相关负
责人透露。

是的，没有地信小镇，就没地信大
会，也就不会有如今的中心落户。

时针拨回 11 年前。2011 年 5 月 24
日，当时的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与
德清县人民政府签约，双方共建浙江省
地理信息产业园。

彼时，世界正加速迈向数字时代，联
合 国 高 度 重 视 全 球 地 理 信 息 发 展 。
2011 年 7 月，联合国专门成立了全球地
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建立了世界测
绘地理信息领域最高层次的政府间协商
机制。

2012 年，联合国统计司、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协议，
中国—联合国地理信息国际论坛会议，
落在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

“德清首次在国际舞台上打上‘地
信’的标签。”中心筹委会德清工作组相
关负责人焦宝义说。

德清与联合国，因为地理信息，开始
相向而行。

与此同时，德清南郊这片地理信
息产业新城，开启一场“无中生有”的
巨变——

2012年，首批地理信息企业入驻小
镇，一幢幢产业大楼拔地而起；2013 年
开始，小镇连续6年实现营业收入、税收
翻番；从 2019 年起，小镇连续 3 年获得
省级特色小镇亩均效益“领跑者”；2021
年，小镇营业收入已达260多亿元，产业
大楼增加到58幢⋯⋯

“谁能想到地图上画出的一片地，现
在成了现代化、国际范的小镇。”曾经分
管招商、地信工作的湖州莫干山高新区
党工委委员章伟忠，作为地理信息小镇
的参与者、见证者，感慨满怀。

如今的小镇，引进了千寻位置、国
遥、正元、中海达、长光卫星等各类地理
信息企业430余家以及中科院微波特性
测量实验室、武汉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等
科技创新载体，覆盖了传统测绘、卫星导
航、遥感、位置服务、航空航天遥感、芯片
研发制造等领域，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断
扩大。这里已成为中国地信企业集聚度
最高、产业结构最丰富的区域。

2018年，通过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
信息大会的召开，首登世界舞台的德清
向来自全球 108 个国家的 1300 余名参
会嘉宾，展示了地理信息产业的“金名
片”。从此，地理信息版“达沃斯”的称
号，在国际上不胫而走。

不止如此，德清还将“地信+”的产
业格局持续扩大。作为湖州打造杭州
城西科创大走廊北翼中心的核心，德清
成为全国县域中首个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车联网、北斗、卫
星、通航、元宇宙等数字经济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

“地理信息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
和应用。”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麒
牧认为，中心能落地湖州德清，“不仅是
因为这里有地理
信息产业，更因
为 当 地 完 善
的‘ 地 信 + ’
产业链布局，
以 及 湖 州 市
迸 发 出 的 强
大发展潜力，
浙江省数字经
济‘一号工程’
的先发优势。”

一场长达十年的
“双向奔赴”

由一个县来承接“大国外交”，或许
是从没人想过的“天方夜谭”。

“一开始，并不认为有多难。”时任浙
江地理信息产业园副主任的曹荣根没想
到，即便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中心从酝酿
筹备到正式成立，依然历经3年有余。

2018年11月，首届联合国地理信息
大会发布《莫干山宣言》，达成了十项明确共
识，其中之一便是“宣言支持在包括浙江德
清在内的地方建立全球地理空间知识卓越
中心，促进全球地理信息能力建设”。

“讨论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焦点集中
在一句话上：支持包括浙江德清在内的
地方设立合作交流机构。”创新中心筹委
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忆，对合作机构设立
在德清这样一个县城，一些《宣言》的起
草者是有犹豫的。

但无论如何，通过中方不懈努力谈
出来的这“一句话”，为中心的落户德清
带来了“一丝希望”。浙江人牢牢拽住这

“一句话”，千方百计、攻坚克难。
2019年4月28日，自然资源部代表

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在北京签署有关设
立全球地理信息技术合作交流机构的

“意向备忘录”。5 月，联合国派员赴德
清考察，选中了位于地理信息小镇中的
一处独立楼宇，作为创新中心办公场
所。8 月，联合国在其全球地理信息管
理专家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对“加快在
德清设立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
心”形成决议。10 月，中心筹委会第一
次会议，在杭州召开。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宣布：为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核心作用，中国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
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
据国际研究中心，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助力。

中国“言必信、行必果”，浙江在行
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依然有许多从
未遇到过的问题，需要“敢为天下先”的
人，去一一破题。

比如，联合国在华设立的机构不少，
但设立联合国直属专门机构，还是头一
回。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
心主任张贵洪向记者解释：联合国系统
最核心的是 6 个主要机关，即大家熟知
的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托
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第二级是
15 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如教科文组织、
粮农组织等，主要在经济、社会、文化等
专门领域开展工作；第三级是一些外围
机构。同时，联合国系统的机构还可以
分为总部机构、地区中心和分支机构等。

“此前，也有一些联合国机构落户浙

江，像位于杭州的亚太地区小水电研究
培训中心、2020年设立的联合国大数据
全球平台中国区域中心等，但这些机构
没有常驻联合国官员。”张贵洪说。

这样的机构落地到一个县，更是破
天荒。

头一回、破天荒，事无巨细的外交谈
判，在所难免。“谈判主要涉及2个文本，
一个是《谅解备忘录》，相当于框架协议；
另一个是《东道国协议》，类似于细则。
尤其是《东道国协议》的文本谈判，一个
用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斟
酌。最后，甚至只为了一个词，还进行一
轮谈判。”一名工作人员透露。

最终，今年 2 月 5 日，国务委员兼外
长王毅会见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双方宣布共同设
立全球首个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
创新中心。

“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传递出中国坚定与世界携手
合作的决心，彰显了大国担当。”胡麒牧
说。

一个从“一句话”开端的奇迹

德清地理信息小镇德清地理信息小镇 共享联盟德清站共享联盟德清站 蔡俊蔡俊 摄摄

研 究 人 员
在德清开展地
理信息领域相
关实验。

通讯员
鄂海林 摄

2018年，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技

术与应用展览在德请举行（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倪雁强 摄

“地信+”产业在德清崛起。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