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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临港

峰会昨天举行。会上，通用机器人

产业研究院、临港机器人产业基地

正式揭牌，临港新片区智能机器人

产业生态联合体成立，一批智能机

器人高能级项目集中签约入驻。

孵化培育产业集群
临港新片区机器人产业基地位

于国际创新协同区科技创新城社

区。会上，临港科技城被授予“临港

机器人产业基地”，基地将聚焦智能

机器人产业，瞄准通用机器人、服务

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细分赛道前

沿领域，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专业

基金，搭建科技创新功能平台，招引

产业链核心环节链主企业，孵化培

育具有技术领先性和产业带动能力

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15家智能机器人产业重点项

目集中签约入驻，覆盖AI技术、核

心零部件、机器人本体、行业应用等

上下游产业链，涉及多家细分赛道

内的知名企业，包括通用人形机器

人企业智元机器人、水下作业特种

机器人企业中车艾森迪、多模态大

模型落地应用企业深思考、光伏清

洁机器人企业织光智能等。

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通用机器人产业研究院揭牌，

研究院由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临

港集团、智元机器人及产业代表人

士发起共建，由6位院士领衔，汇聚

行业及技术顶尖专家，立足面向通

用机器人产业的高端专业智库、研

发与转化平台、对外交流合作窗口，

作为通用机器人领域的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平台，提供智库咨询服务、

共性技术研发、成果孵化转化、应用

创新示范、产业基金及投融资分析、

开放交流合作。

临港新片区智能机器人产业生

态联合体正式成立，产业生态联合

体代表由智元机器人、新松机器人、

中车艾森迪等智能机器人企业，商

汤、深思考等AI技术企业，上海电

器科学研究所、工业互联网创新中

心等平台机构，临港科创投、新片区

基金等金融机构，上海交大、华东师

大研究院等高校，朵云书院、上海海

昌、长电科技等应用场景方共计29

家单位成员共同组成。产业生态联

合体后续将开展资源共享、技术交

流和项目合作，积极推动上海市智

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融合和集聚

发展。

大会还举办了新片区机器人项

目路演对接会，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现场解读“行动方案”
2023年10月，《上海市促进智

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行

动方案（2023—2025年）》发布。现

场，市经信委智能制造推进处处长

韩大东解读了该方案。他介绍，当

前上海市工业机器人产值240亿

元，规上企业机器人密度260台/万

人，为国际平均水平两倍多，重点

产业机器人密度达到 383台/万

人。到2025年，上海要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

地；在品牌、应用场景和产业规模方

面实现“十百千”突破——打造10

家行业一流的机器人头部品牌、100

个标杆示范的机器人应用场景、

1000亿元机器人关联产业规模；建

设三个公共服务平台，智能机器人

检测与中试验证创新中心、人形机

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通用机器人

产业研究院等；推动制造业重点产

业工业机器人密度达500台/万人，

机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

提升。

“临港新片区作为上海市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和策源地，要

紧抓机器人本体与核心零部件集成

研发，加强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攻

关，建设全场景机器人辐射带，打造

机器人特色集群。”韩大东说。

初步形成产业生态
临港新片区近年来重点发展人

工智能产业，而智能机器人是人工

智能的重点应用赛道。记者获悉，

临港已集聚AI核心企业150多家，

导入研发人员5000人。围绕通用

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及特种机

器人、AI技术4大领域，已集聚产业

链相关企业近40家，智能机器人产

业生态初步形成。

临港新片区党工委副书记吴晓

华表示，未来，新片区将围绕机器人

整机、AI芯片、AI核心技术、关键零

部件、智能算力、应用场景、研发科

创平台、产业基金、高校院所、园区

载体10大要素持续发力，进一步筑

牢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底座，构建

智能机器人应用标杆示范区。

本报记者 杨欢

临港新片区构建
集聚产业链相关企业近40家，产业生态初步形成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近日，

第六届进博会交通论坛上发布的国

内首个高架隔声棚光伏项目——上

海虹梅南路高架隔声棚光伏项目正

式开工建设（左图为该项目效果图）。

该项目采用轻型柔性光伏发

电系统模式，即在高架路隔声棚下

铺设轻质柔性光伏模块，实现光伏

发电就地消纳、余量上网。根据计

划，该项目总装机1.5兆瓦，投产后

生命周期内总发电量将超过3750

万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1000吨。

项目建设方上海奉贤燃机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奉贤公司）

长期以来一直在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的低碳环保能源，稳步推进“光伏+”

新业态建设。如在临港污水厂建设

1.5422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在浦东

30所中小学推进光伏项目等。

虹梅南路高架隔声棚光伏项目开建

最新发布的《上海
金融景气指数报告（第
十七期）》显示，    
年，上海金融景气指数
保持增长，金融业综合
实力进一步增强，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进一
步提升，上海金融业平
稳增长。

根据测算，上海金
融景气指数在    年至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3% ，高 于 上 海 市
   复合增速（9.4%）
 .9个百分点，保持稳健
上升的发展态势。

透过这些指标信号
可以看出，以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
向，以提升全球资源配
置功能为主攻方向，以
人民币金融市场建设
为战略重点，以加强金
融法治建设为发展保
障，以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为安全底线，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向更
高能级。

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持续稳健增长
6年复合增长率12.3%，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进一步提升

智能机器人
应用标杆示范区

当前，上海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

体系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信贷市

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

保险市场、碳交易市场等要素完备。

金融市场在上海金融景气指数的所

有一级指标中被赋予了最高权重。

2022年金融市场景气子指数评价结

果显示：2022年指数达11007.81点，

较2021年增长10.9%，金融市场景气

度持续提升。这表明，2022年上海金

融市场总体运行良好，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企业综

合融资成本逐步降低。

2022年，上海经济总量继续保

持全国经济中心城市首位，金融业

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数

据显示，2022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

达到8626.31亿元，同比增长5.2%，

占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9.3%，占

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8.9%，居全国

城市之首。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

突破2933万亿元，已提前达到《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

中有关“到2025年，上海金融市场交

易总额将达到2800万亿元左右”的

目标。

在沪金融机构是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的主力军。2022年，金融

机构景气子指数为3836.71点，较

2021年增长1.2%。从中可见，国际

化、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加速集

聚，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辐射力、带动力和影

响力持续增强。

开放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引擎。

上海作为我国金融开放的“桥头堡”，

不断扩大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

升了国家金融市场综合实力。2022

年，金融国际化景气子指数达到

9782.68点，较2021年增长8.4%。

人才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

核心要素。2022年，上海金融人才景气

子指数达2621.79点，较2021年增长

11.3%，金融人才发展水平持续提高。

上海金融景气指数由中国经济

信息社和上海金融业联合会联合编

制，已连续发布17期，是透视上海金

融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发展状况的“风

向标”和“晴雨表”。该指数通过加权

平均法构建指数计算模型，从多角度

反映上海金融业发展状况。

指数报告显示，2022年上海金

融景气指数逆势增长，达到6393.56

点，比2021年提升了409.09点，涨幅

为6.8%，保持增长态势。其中，金融

市场景气子指数以及金融国际化景

气子指数是拉动上海金融景气指数

上升的重要因素。

上海金融景气指数客观指标体

系共包含6项一级指标、36项二级指

标和96项三级指标，从金融市场、金

融机构、金融人才、金融国际化、金融

创新、金融生态环境六个维度，真实

客观地反映上海金融业发展状况。

“金融创新”一级指标，旨在针对

重大先行先试创新点的推进情况，衡

量上海在金融创新活动方面的景气程

度。指数报告显示，上海坚定改革开

放步伐，筑牢创新根基，为金融业高质

量发展奠定强劲动力。2022年金融创

新景气子指数达2487.60点，与2021

年持平，延续着稳定发展态势。

金融科技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

中心的重要支撑。2022年，上海金

融科技应用水平全面提升，应用场景

更加丰富，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

计算、大数据、互联技术和安全技术

等一系列创新金融科技，大规模应用

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保险理赔和

财富管理等多个金融领域，已成为上

海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上海金

融科技产业的集聚效应正加速显现，

培育了张江、临港、紫竹等一批具有

特色的金融科技创新园区，国家重大

基础设施正在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

机构加速集聚。各类在沪金融机构

设立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

金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力

量，绿色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

持。近年来，上海积极推动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一方面，依托上海金融市

场集聚优势，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服务。如首单“碳中和”专题“债券

通”绿色金融债券、首单低碳转型绿

色公司债、首单“碳中和”绿色资产支

持商业票据等陆续发行；另一方面，

积极稳步推进碳金融市场发展。依

托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等，在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CCER）质押、碳基金、

碳回购、碳信托、借碳等方面取得突

破。推出碳配额远期产品，是全国首

个中央对手清算的标准化碳远期产

品。2022年，上海浦东新区获批第

一批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

筑牢创新根基，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动力

上海金融景气指数保持增长态势

本报记者

杨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