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　　市   二 O 二一年  第四期

147Apr.   2021

2021 年年初，上海市提出要“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坚持整体性转变，推动“经济、生活、

治理”等领域全面的数字化转型 ；坚持全方位赋能，构建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本框架 ；坚持革

命性重塑，引导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城市。本文将结合现有文献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内容、

路径和方向进行探讨，具体希望回答包括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什么、需要转什么、怎么转、为什么转、

为谁而转等问题。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
内容、路径与方向

郑　磊

【内容摘要】　2021 年年初，上海市提出要“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

能和革命性重塑。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数字化转型要全面回答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什么、

需要转什么、怎么转、为什么转、为谁而转等问题。城市数字化转型是由数字技术和数

据要素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实体形态的结构性转变，覆盖经济产业、社会生活、政府

治理等方面。数字技术设施建设不等同于数字化，数字化也不等同于数字化转型，城市

数字化转型在推进路径上既需要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全方位赋能，更需要流程、规则、

功能和生态的革命性重塑。最重要的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受益对象、目的、过程和结

果都应以市民为中心，让技术和城市“为人而转”，而不是让城市和人“围着技术转”

或“被技术转”， 需注重数字化转型给市民带来的实际体验和感受，让城市更智慧、更

温暖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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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字化转型 ：是什么？转什么？

（一） 什么是城市数字化转型

虽然“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政府数字化转型”等概念近年来被多次提及，但全

面推进整个城市数字化转型还是一个新的理念。近年来，学界对城市转型、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

等概念已进行过一些思考，有助于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定义与内涵。“城市转型是

指基于推动城市发展的主导要素变化而导致的城市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的重大结构性转变，是在

一段时间内集中发生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变化与制度变迁。”①“数字化不仅是信息交流的数字化，

算法正不断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② “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信息、计算、通信、连接等数字

技术的组合，触发实体属性的重大变革以改进实体的过程。”③未来城市的转型发展应实现“基础

设施先进、信息网络畅通、科技应用普及、生产生活便利、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务完备、生态

环境优美”④。 

由此，可将城市数字化转型定义为由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实体形态的

结构性转变，其覆盖经济产业、社会生活、政府治理等诸多方面的转型。城市数字化转型不完全

等同于过去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概念，“建设”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更多强调技术的、

硬件的、实物的建设，而“转型”则强调对原有形态的转变，需要协同推进技术、制度、规则、

功能、生态等各个方面的转型。此外，城市数字化转型还需要与城市的其他发展目标有机融合，

包括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知识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韧性城市等。

（二） 城市数字化转型转什么

城市数字化转型包括经济数字化转型、生活数字化转型和治理数字化转型这三大领域，但这

三者的转型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需要相辅相成、协同并进。

首先，经济数字化转型形成新供给，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生活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

转型提供数字技术条件和经济基础。数字经济是新发展时期的全新经济形态，不仅对我国的经济

转型有重要推动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也引发了新一轮的产业变革。数字经济为政府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提升政府监管水平与服务能力创造了条件和工具。⑤政府可以利用企业的优势

技术对政府内部运作进行迭代升级，同时与企业合作，借助其行业经验和用户基础，共同为公众

提供优质、精准、全面的公共服务。⑥

其次，生活数字化转型满足新需求，有助于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经济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的落脚点。数字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用户和企业之间的权利平等。

用户的个性化得以释放，参与生产活动的热情显著提高，不断从需求端倒逼生产活动改变，以用

户为中心的理念也从一句营销口号真正转变为企业经营的价值判断。⑦在数字时代，公民即用户

也成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逻辑，提升公民的使用体验和便利性感知成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出发点和目标⑧，有利于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真正实现政府以民为本、以人为中心

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⑨“数字技术在教育文化、医药卫生、社会保障、精准扶贫以及环境治理

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更加均衡化、普惠化和便捷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⑩

最后，治理数字化转型优化新环境，有助于提高现代化治理效能，为经济数字化和生活数字

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和发展环境。“数字政府的兴起是政府部门对经济演进到数字形态的

① 郑国、 秦 波：
《论城市转型与城
市规划转型——
以深圳为例》，《城
市 发 展 研 究 》
2009 年第3 期。
② 陈刚、谢佩宏：

《信息社会还是
数字社会》，《学
术界》2020 年第
5 期。
③ Gregory Vial, 

“Understanding 
d i g i t a l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S t r a t e g i c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stems, vol.28 
no.2, 2019, pp.118-
144.
④ 顾朝林：《转
型发展与未来城
市的思考》，《城
市规划》2011 年
第11 期。
⑤ 张新江：《数字
经济与中国发展》，

《电子政务》2016
年第11 期。
⑥ 北京大学课题
组：《平台驱动的
数字政府能力转
型与现代化》，《管
理世界》2020 年
第6 期。
⑦ 戚聿东、肖旭：

《数字经济时代的
企业管理变革》，

《管理世界》2020
年第6 期。
⑧ 钟 伟军：《公
民即用户：政 府
数字化转型的逻
辑、路径与反思》，

《中国行政管理》
2019 年第10 期。
⑨ 戴 长 征、 鲍
静：《数字政府治
理——基于社会
形态演变历程的
考察》，《中国行
政管理》2017 年
第9 期。
⑩ 吴 朝晖：《四
元 社 会 交 互 运
行，亟须深化数
字治理战略布局》，

《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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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适应，也是深化改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①“大数据时代实现了主体赋能、主体

权力分散与转让、时空延展与流动、社会关系的打破与重构等，为传统的社会治理增加了发展过

程中的无限可能与数字动力。”②政府还可通过向社会开放公共数据供社会进行增值利用和创新应

用，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

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数字化转型并没有呈现出多领域协同并进的局面，而是更多表

现为某一个领域转型的滞后制约了其他领域的转型，进而影响到整体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多数情

况下，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首先对其加以应用并启动转型的是市场和社会中的组织，然

后再反过来倒逼相对滞后的政府部门进行转型。“政府数字化转型主要是由外部需求而非内部压

力驱动，特别是受到组织环境、数字技术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③但在某些地方，也存在政府数

字化转型一路飙进，而当地的经济和生活数字化转型却相对滞后，从而造成三者之间的转型进程

相互脱节的现象。

综上所述，城市数字化转型既不是某一个领域的单方面转型，也不是各个领域的各自转型，

而应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全面协同地推进城市在经济、生活和治理各个领域的整体

性转变。

城市数字化转型 ：怎么转？

（一）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等于数字化

技术城市数字化转型应该怎么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等同于数字化？数字技术是否会

“自动”地带来变化？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等同于数字化，数字技术只有带来了“变化”才是数字化。在推进城市

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要对数字技术本身推动变革的能力有一个清醒冷静的认识，虽然数字技术

确实具有巨大的能量，但也不是万能的，不是解决城市中一切问题的“万灵药”。自然科学本身

都还存在不可计算的局限性，而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人类意识和精神就更加难以被计算④，公

共事务的复杂性也还难以被数字技术完全、准确地量化和仿真。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同时，也

要防止陷入“唯技术论”“数据主义”和“数据迷信”的错误认知中。

然而，即使具备了成熟的数字技术能力，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领域发生了变化，而有些

领域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一问题背后的原因往往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转型过程中遭遇

到的各种“非技术性”障碍，包括滞后的观念理念、体制机制、法规政策、流程方式、人员能力

素养等。再好的技术也纠正不了政策偏差、不匹配的管理和不合理的流程。⑤“体制机制不畅是

数字政府建设的组织瓶颈，法律固化藩篱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制度瓶颈，联通应用不足是数字政府

建设的数据瓶颈，政企权责不清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合作瓶颈，数字素养不足是数字政府建设的能

力瓶颈。”⑥

信息技术只是赋能者，而不是决定者。制度和组织会塑造信息技术的使用效果和方式，以

使其在总体上适应原有的体制架构，但技术逻辑并不必然带来制度和组织的变化。⑦“赋能”不

等于“必然能”， 技术只是赋予了一种能力，提供了一种实现转型的可能性，但并不是具备了技

术能力就必然能带来变化。因此，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要推进城市的数字化转型

不能只靠数字基础设施的单维度赋能。虽然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来自数字技术，但决定转型成

① 徐梦周、吕铁：
《赋能数字经济发
展的数字政府建
设：内在逻辑与
创新路径》，《学习
与探索》2020 年
第3 期。
② 董 慧、 李 菲
菲：《 大 数 据 时
代：数字活力与大
数据社会治理探
析》，《学习与实践》
2019 年第12 期。
③ Ines Mergel, 
Noella Edelmann, 
N a t h a l i e 
Haug,“Defining 
d i g i t a l 
transf ormation: 
R e s u l t s  f r o m 
expert interviews,” 
G o v e r n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Quarterly, vol 36 
no.4, 2019.
④ 贾开：《数字治
理的反思与改革
研究：三重分离、
计算性争论与治
理融合创新》，《电
子政务》2020 年
第5 期。
⑤  S h a r o n  S . 
Da wes,  e t  a l ., 

“M aking Smart 
I T  C h o i c e s : 
U nderstanding 
Value and  Risk 
in Government 
IT Investments,” 
h t t p s : / / w w w.
ctg.albany.edu/
m e d i a / p u b s /
pd f s / sma r t i t 2.
pd f .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1.
⑥ 王伟玲：《加
快实施数字政府
战略：现实困境
与破解路径》，《电
子政务》2019 年
第12 期。
⑦ 简·芳汀：《构
建虚拟政府：信
息技术与制度创
新》，邵国松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 版 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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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关键却往往不在技术。很多情况下，采用了尖端技术的转型不一定成功，而成功的转型不

一定采用最尖端的技术，而是采用了与组织的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成本收益比合理的、最合

适的技术。

（二） 数字化不等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也不等同于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只有带来了实体形态的转变，才是数字化转型。“数

字化转型应当体现组织在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业务流程模式和策略或者组织间关系甚至组织

网络上的根本转变。”①数字化转型不只是原有模式和理念的数字化，仅仅把传统的手段数字化，

模式的“形”和理念的“神”都没有变，仍未实现真正的转型。只有当手段、模式和理念都实现

了革命性重塑，才是形神兼备的数字化转型。

如果原有的模式和理念都没有转变，而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那技术只是一种工具。

而如果在新技术倒逼下，实现了模式和理念的转变，推动了整个城市的转型，那技术就不仅仅只

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新的情境、一种能推动转型的变量和能催生变化的“催化剂”。以组织形

态为例，工业化时代的组织更多呈现为一种科层制、碎片化、封闭式、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 ；

而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平台型等新的模式和理念应运而生，一种全新的、

平台化、去中心化、扁平化、开放协同型的组织形态也开始出现。但如果转型的结果只是在金字

塔结构上“小修小补”，打通一些横向的壁垒或纵向的缝隙，整个组织的形态却没有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那还谈不上真正的革命性重塑。

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除了要将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于城市的转型升

级，还需要推动城市各领域全方面的流程再造、规则重构、功能塑造和生态构建，处理好数字与

实体、技术与制度、赋能与规范、打破与重塑之间的关系，实现全方位多维度的转型。

城市数字化转型 ：为谁而转？

城市数字化转型为什么要转，为谁而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涉到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和

最终目标，需要至少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第一，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受益对象是数字优势群体，还是全体市民？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

程中，“政府在借力网络信息技术实现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虽然极大地提高了服务的便

捷性和可及性，但也产生了服务的不均衡和不公平性问题”②。社会弱势群体因数字技能缺失而

被边缘化，成为“技术难民”③，被数字化转型的离心机甩得越来越远。不同群体间的鸿沟仍将

长期存在，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能只针对城市中的优势群体，只让他们变得更强大、更

便利，却使得另一些群体变得更弱势、更边缘化，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因此，城市数字化转型

应以促进实现数字包容为目标，为老年人、低收入者、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士、残障人士等各类弱

势群体保留传统的服务渠道和服务方式，提升数字化服务的易学性和易用性，不让任何一个市民

在数字时代“掉线”，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

第二，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的是让城市更数字化，还是让生活更美好？忽视需求导向的

“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不仅仅会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生活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其他市民的生

活体验。有些领域一味强调在线服务或无人服务，撤除了传统的人工服务方式，把市民往线上赶，

如点菜必须扫码，买票必须下载 APP，挂号必须上网预约。即使对善用手机的市民来说，不顾他

① 龚艺巍、谢诗

文、施肖洁：《云

技术赋能的政府

数字化转型阶段

模型研究——基

于浙江省政务改

革的分析》，《现

代情报》2020 年

第6 期。

② 胡春 艳：《公

共服务如何跨越

“数字鸿沟”》，《人

民论坛》2020 年

第 23 期。

③ 王伟玲：《加

快实施数字政府

战略：现实困境

与破解路径》，《电

子政务》2019 年

第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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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实际需求和服务场景，一刀切地把他们推给机器和屏幕，可能确实提高了管理效率，却降低

了他们的实际服务体验。这样的转型对市民来说不是“数字化”，而是“被数字化”。

城市应该向各种类型的市民提供多样化的、人机结合的服务渠道和方式，然后把选择权交

给市民，由市民来根据自己的数字化能力、具体的服务场景和需求来作出选择。如果一位市民

自身的数字素养足够高，业务本身也并不复杂，那么就可以选择在线服务 ；如果一位市民不会

用手机，或者虽然会用手机，但业务比较复杂，需要边办边咨询，那就选择去线下跑一次。因

为这时对他来说，见面就是更好的服务，而不是将其交给屏幕，却始终见不到服务人员的面，

无法获得人的帮助。采用哪一种技术的服务渠道和服务方式对市民来说是最好的？是线下实体

点、门户网站、电话 APP、小程序、人工智能还是虚拟现实？答案是没有最好的服务方式，只

有最合适的服务方式。

此外，只追求速度的服务也不等于优质的服务，有时候市民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工作人员能耐

心地帮他把事办成办好，这时候慢一点其实关系并不大。冰冷的屏幕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的笑脸相

迎，机器也不能完全取代人的情感和温度。全程数字化、完全不见面、一次也不跑、快到飞起来

的服务可能是高效率的服务，但不一定就是高品质、体验佳的服务。因此，完全数字化的生活并

不必然等同于更美好的生活，城市数字化转型不能“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不能建成一个到处

是冰冷的屏幕却找不到人来提供服务的城市。

第三，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是单方主导，还是全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通过技术赋能和技

术赋权双重机制，可同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构建新型的政府－社会关系、政府 -

市场关系。①“数字技术对个人和组织发挥着显著的‘赋权’功能。依靠数字技术，通过获得信息、

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等社会实践方式，在提升自身参与能力的同时，改变了旧的社会结构，继而

完成自我增权。”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还需要提升市民的数字素养和能力，引导市

民注重自身数据管理、信用维护和隐私保护，调动市民和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主

动性和创造力，使人人都成为数据的生产者、治理者、使用者、获益者。

第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结果是用技术束缚“算计”人，还是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前

期被媒体报道的“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本质上和被锁定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其实面临着类

似的困境，只不过现在采用了更高级的技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是把人从机械的、重复

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做人更适合做的、也更乐于做的事情，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还是

要把人当作机器的附庸，在数字时代被精准地剥削和束缚？这是数字化转型需要思考和回答的深

层问题。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技术的力量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安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让市

民的隐私和尊严受到侵害，给城市带来新的风险隐患。技术上可能的，不一定就是组织上可行的，

更不一定是政治和社会上可接受的。②“随着庞大、复杂、多变的数据的大量涌现和广泛应用，

数据及算法在法律定位和规制方法上暴露出各种问题，给我国市场监管的运行和现代化建设带来

了巨大挑战。”③如果技术变革、制度转型和规则完善的步伐不同步，就可能给城市带来两方面的

问题 ：一方面，城市的各个领域无法把新技术充分利用起来实现转型 ；另一方面，城市也无法对

新技术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风险进行有效规制和约束，任由技术和数据“裸奔”。结果是既没有把

技术用好，也没有把技术管好，不仅未能利用新技术实现对城市的赋能，还可能使新技术本身成

为了城市中的一种“负能”。

因此，在数字技术赋予了一些组织和个人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利用能力的同时，也必须要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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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起保护和利用好数据的责任，而不能只一味强调数据赋能，而忽视数据赋责①，否则就可能

会转出一个技术发达、头脑简单、不讲规则、不负责任的城市。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不仅要考虑技术“能不能”带来转变的问题，还要考虑这样的转变对市民来说“好不好”“可不可以”

的问题，而不是只要技术上有可能，就要去施行。当前，面对数据采集的尺度，数据的权属界定、

数据滥用和过度使用、算法歧视、数字霸权、数字利维坦等问题和挑战，亟需建章立制，完善数

字规则，对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利保障和有效规范。

此外，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同行业和不同人群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也是不同的，有些

行业和人群会从中受益，有些行业和人群会因此受损。新技术的大量使用可能会取代人力，从

而带来某些行业职业的消失。在工业化转型时期曾经出现过的下岗失业问题，在数字化转型的

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对此有所准备和考虑。政府在城市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的责任不仅包括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制定规则底线，还需要为

被快速运转的数字化“离心机”抛离的各类人群提供托底保障和救济服务。只有在城市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兼顾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处理好转型、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才能使转型之路

行稳致远。

以上关于城市数字化转型“为谁而转”的探讨，本质上是关于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人、

技术和城市之间关系的问题。城市数字化转型究竟应该是以市民为中心，还是以技术和数据为中

心？是让人成为自己，给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还是成为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些是在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始终注意和把握好的问题。

结语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由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实体形态的结构性转变，覆

盖经济产业、社会生活、政府治理等诸多方面的转型。数字技术设施建设不等同于数字化，数字

化也不等同于数字化转型，城市数字化转型在推进路径上既需要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全方位赋

能，更需要流程、规则、功能和生态的革命性重塑。康德曾说 ：“人就是人 , 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

的工具”。那么，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让人成为自己，还是成为工具？当技术

把人类从枯燥的、繁重的、机械式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之后，人类是否真的能够完成马克思所

说的“劳动的异化阶段”和“劳动的自我复归阶段”的升华？基于“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重要理念，以及“把人本价值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取向，作为改进城市服务和管

理的重要标尺，作为检验城市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的要求，在数字化时代，人的自由意志、

情感和尊严都不应退场。“必须以有机的生命世界观替代机械论的世界观，把现在给予机器和电

脑的最高地位赋予人。”②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应始终以市民的实际体验和真实感受为依归，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受益

对象、目的、过程和结果都应以市民为中心，要让技术和城市“为人而转”，而不是让城市和人“围

着技术转”或“被技术转”， 更不是为了转而转，或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城市数字化转型要能让

全体市民都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城市更智慧、更温暖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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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Path and Direction of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heng Lei

Abstract: Th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what th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what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how to transform, why to transform and for whom.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 and entity form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elements, covering economic industry, social life,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many other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acilities is not the same as digit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promotion path of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eds 
not only the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elements, but also the revolutionary 
remodeling of process, rules, functions and ecolog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beneficiaries, 
objectives,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citizen centered, so that technology 
and cities can “turn for people”.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ing; co-governanc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People’s 
C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ycle of a Smart City: Implications,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Wu Jing

Abstract: Smart city is a new type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that conforms to the law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uses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ycle of a smart city, 
problems such as innovation stagnation, excessive innovation, and weakening of innovation legitimacy may 
occur.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unreasonable cog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ycle, 
innovation purpose, and urban social relations. 
Keywords: smart c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novation cycle; innovation alienation; innovation 
approach

The Dialectic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Youth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Reality

Shi Anshu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new man” were the “new youth”, and the abstract 
universality of the “new man” was activated, recreated and actualized by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new 
youth”. As a result, the dialectic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 are formed, which is not only the dialectics 
of subjective production, but also the dialectics of creating new poli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era, the dialectic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was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nguard and the main for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the typical image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have transformed into 
fashionable consumers and pure producers,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dialectics of “new 
youth” and “new man”.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Chinese road, contemporary youth have re-
displayed a clear subjectivity. 
Keywords: new youth; new man; New Culture Movement; Chinese roa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and Youth Potential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New Waves” and “Youth”

 Feng Qing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Chinese youth discourse, Li Dazhao’s “Youth” has an explicit 
intention of “opportunism”, trying to respond to the political chaos in the certain period, with a political 
imagination about future evoked.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young generations’political “creation” 
is demonstrated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strategy is embodied in the organic inheritance and rhetorical 
re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classical idea of cosmos and the modern idea of civilizations. In contrast, the 
contemporary “New Waves”, which aims at “enjoying civilization”, presents a kind of blind optimism and 
does not arouse the young people’s political rational potential based on civilized order. 
Keywords: “New Waves”; Li Daozhao; “Youth”;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youth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