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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在浦东开发

开放 3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浦东要“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

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要发展更高能
级的总部经济，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

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
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

重要改革举措，今天上午，上海期货交易所沪

铜指定交割仓库、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国
际铜交割指定仓库在浦东外高桥港综合保税

区世天威物流（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天威物流公司）正式揭
牌启用。这意味着浦东成为全国首个实现铜

品种四个市场完全流通地。
2021年 1月 20日，在上海自贸区保税区

管理局、驻区海关等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世天威物流公司在浦东外高桥港综合保税区

内生成了首张国际铜仓单；2021 年 4 月 22

日，世天威物流公司成功获批为上海期货交
易所“国内铜”的指定交割库，成为全国第一

个大宗商品国际国内的双循环战略平台。
而此次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铜指定交割仓

库、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国际铜交割指定

仓库在世天威物流公司揭牌启用，则标志着
铜品种在国内国际双合约交易的基础上，首次

实现了在同一库区内完成“国内期货、国际期
货、国内现货、国际现货”四个市场上的完全流

通，且货物本身无需进行移动，真正实现了零
物流成本的“期货现货联动、国内国际打通”。

“至此，铜产业链企业可在浦东外高桥港综
合保税区世天威物流公司自由选择保税或完税

的交易方式，可以根据期货现货市场的价差变

化、国内国际市场的行情波动，随时在四个市场

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市场交易和交割，业务
操作灵活性大大增强。”世天威物流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这一业务的实现将助力国际铜与国
内铜期货进一步形成合力，推动上海铜期货价

格成为国际市场交易指导价格，持续提高中国
价格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铜品种在4个市场之间“自由切换”，还将
给企业带来更多福利。记者了解到，世天威物

流公司是上海自贸区全球营运商计划（GOP）培
育企业；目前，铜品种现货仓储量、期货标准仓

单仓储量均占上海市场 50%以上。得益于 GOP

服务专班，全方位、全领域、全天候、全周期、全

要素的服务，货物状态分类监管的开展和上海

期货交易所沪铜指定交割仓库、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国际铜交割指定仓库的揭牌启用，未

来，公司有望年均进出口货量超过 120万吨，

年均进出口总额超过 70亿美元。
启动仪式上，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管

委会保税区管理局与上海期货交易所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我国大宗商品产业国

际化发展。
上海自贸区保税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保税区域将继续加强与上海期货

交易所的合作力度，将“期货现货联动、国内国
际打通”的业务模式拓展至铝、铅等其他大宗

商品品种。同时，利用区内跨国企业总部集聚
的优势，支持国际交易商参与境内期货市场交

易、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推进
境外设立交割仓库，增强对全球大宗商品资源

的配置功能，全面提升与“离世界最近的地方”
相匹配的城市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全国首个：零物流成本“期货现货联动、国内国际打通”

浦东实现铜品种四个市场全流通

游人如织的田子坊，是上海备受欢迎的

“网红”打卡地。游客爱她的光鲜文艺，居民
爱她的烟火气息，管理人员见到的却是可能

存在的种种安全隐患。而今，在“一网统管”
科技赋能下，管理人员不必整天“提心吊

胆”，可以更加淡定地“防患于日常”。
7月 7日，上海数字治理“最小管理单

元”二期创新成果发布。在上海市城市运行

管理中心的总体部署下，黄浦区联合华为生
态聚焦城市安全，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包括田子坊在内的景区、商铺和居民小区
等，都有了更加智能精细的治理新路径。

入驻田子坊要签“数治”协议
今年清明前后，田子坊一家咖啡店老板

林生（化名）遭遇了惊险一幕。这天晚上 10

时，林生结束营业回家休息，却忘记将电器
全部切断电源。凌晨时分，林生在家熟睡之

际，店里未关的电器意外发生自燃。
关键时刻，林生之前在店铺里安装的消

防感知设备发挥了作用———田子坊综合管

理系统实时收到烟感告警，第一时间通知消
防站值班人员，消防队员及时消灭火情。

田子坊内都是上世纪 20年代木屋结构
老旧房屋，共计建筑 154 幢、商户数量 300

多家，空间分布密集，且仅有 3个出入口，一
旦发生房屋起火，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管理上的难点痛点，也让数字治理

手段成为田子坊提升治理水平的刚需。

为了有效防范各类隐患，田子坊管理办
公室推荐各类市场治理主体购买各类感知设

备———接入 240多个烟感设备，能够第一时
间察觉消防隐患；70多个倾角仪，一旦店招店

牌松动倾斜，即可检修固定；布设 8个客流
眼，实时感知区域人员数量与密度，一旦超过

预警人数即启动大客流管控预案；同步配置

专用消防站，消防员 24小时值班值守……

田子坊管理办公室针对涉及城市安全
的管理要求制定了准入规范，并提供租赁或

一次性购买等不同的套餐选择方案。目前，
田子坊已经与 145个商户签署了数字治理

协议，商户在窗口办理入驻手续时，必须要
签订《田子坊地区数字治理使用及服务协

议》，根据自己的经营范围配置相应设备，承

担自身管理职责。由此，政府与市场主体形
成了紧密衔接的协同工作模式。

已聚合50多家生态伙伴
田子坊是上海复杂多样的城市形态的

缩影。

常住人口 2487万、市场主体 270多万、
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700多公里、电梯 24万

余台、建筑总量 13亿多平方米……面对超
大的城市管理基数，上海正在摆脱传统的管

理方式，紧抓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牛鼻子”，

以升级建设“一网统管”为抓手，探索更加智

能、更加精细的城市治理新理念和新路径。

城有千万楼，楼是最小城。2月 25日，上
海“一网统管”首次发布城市“最小管理单元”

数字治理成果———以百年老建筑南京大楼为

试点，打造一栋 1∶1数字孪生大楼，现实世界
中的所有人物、事件、道路设施等，都在数字世

界有了多维、实时、动态的虚拟印象。目前，南
京大楼已检测到开窗、吸烟、消防通道占用等

安全事件近百次，积累各项数据超过百万条，
经历了五一、端午、党的百年华诞等多次大客

流考验，已取得较好实战效果和示范意义。

“作为城市‘最小管理单元’数字治理成果
1.0版的南京大楼，攻克的难题是将实时动态

的人的数据引入了数字孪生虚拟世界；这次发
布的 2.0版本，重点在于围绕景区、老旧小区

等不同需求，探索怎样通过更好的数字管理服
务于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上海

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徐惠丽告诉记者。

为了支撑更多“最小管理单元”快速建
设，上海市“一网统管”城市智能体应用与服

务赋能中心正式成立，定位生态培育，搭建
基层治理供需交流平台，摸索多方共赢的市

场化长效机制。目前，“最小管理单元”建设
已聚合 50多家生态伙伴，首批提供了消防

安全、房屋安全、大客流安全、高空坠物、非
机动车安全、电梯安全等 20多种数字治理

解决方案，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安全
管理新机制。 本报记者 杨洁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昨天调研本市房地产市场
有关工作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不断

完善调控常态长效机制，大力发
展租赁住房，着力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扎实落实好“房住不

炒”的定位要求。
上午，龚正一行来到市房屋

状况信息中心，察看房地产市场
监测信息平台，听取功能介绍，

详细了解住房供需和成交情况。
负责人说，监测信息平台汇集了

超过 5亿条数据，搭建了住房租
赁公共服务平台，可为房地联

动、租赁管理、市场监测等工作
提供信息支撑。

在座谈交流时，龚正指出，
今年初，我们出台了“沪十条”“沪

七条”，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
控，成效已逐步显现。要继续绷紧

房地产调控这根弦，发挥好促进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联席会议的

平台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精

准施策，形成合力。要做好今年后
续住房用地供应，增加新建住房

开发规模，着力稳定市场预期，巩
固调控成果。要加强商品住房销

售全过程监管，坚决打击扰乱市
场秩序的行为。要坚持租购并举，
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加大建设力

度，尽快形成供应，更好满足年轻人的居住需求。

副市长汤志平参加调研。

    本报讯 在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

开幕之际，上海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会议
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指出，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上海高地”，进一

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发挥引领变革的“头雁
效应”，打造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形成“敏捷

治理”的制度供给，以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助

力城市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人工智能
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顾问徐匡迪院士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致欢迎辞。
上海市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潘云鹤院士作主旨发言。专家委员会
成员陈杰、鄂维南、党文栓、奥赛因 ·赫尔佐

格、汤晓鸥、邬贺铨、梅宏、周伯文、沈向洋、高

文、何积丰、张磊先后发言，围绕国际竞合格
局下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化转型实践、面向未

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战略选择、长三角协
同推进人工智能规范治理等提出了有启发性

的观点、有针对性的建议。市领导认真倾听记
录，感谢各位专家发表的真知灼见。李强说，

上海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重要平台，大力

推动人工智能发展，逐步构筑起完整产业链、
推开大规模场景应用、建起制度供给的“四梁

八柱”，这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凝聚
着各位专家的智慧和贡献。将认真研究吸纳

大家的意见建议，紧盯人工智能关键环节和
重点领域持续往深里抓、往实里抓。

李强指出，人工智能是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核心驱动力，全面数字化转型为人工智能

提供了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最佳试验场。要
更好面向前沿赛道，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敏锐

把握趋势，加强前瞻布局，力争赢得未来。促
进跨地域协作、跨学科融合，发挥长三角协同

创新优势，推进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和开放，
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

努力形成更多引领性的成果。

李强指出，要更好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
发挥引领变革的“头雁效应”。聚焦经济数字化、

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放大示范效应，强化
终端带动，做深行业赋能，打造更多区域集成的

“样板间”，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全域全场景全方
位落地应用，让超大城市这个有机生命体成为

能感知、会思考、可进化、有温度的“智能体”。

李强指出，要更好优化综合环境，打造充

满活力的产业生态。不断加大引才育才力度，
依法推进数据管理和开放，加强金融支持、优

化融资服务，集聚创新主体、释放聚合效应，
让在上海的人工智能企业和机构招得到人、

融得到资、拿得到数据、遇得到伙伴、找得到
市场，获得更好服务、更多平台、更大发展。

李强指出，要更好防范化解风险，形成

“敏捷治理”的制度供给。统筹发展和安全，坚
持法治引领，倡导科技向善，及时出台行业标

准、政策规范，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与
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得更好。

龚正在致辞时说，上海加快发展人工智
能，迫切需要集聚智慧、开拓视野。战略咨询

专家委员会汇集人工智能领域的名家大师，
为上海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我

们将努力为各位专家参与上海相关工作创造
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服务，共同谱写人工

智能发展新篇章。
市领导陈寅、诸葛宇杰出席，吴清主持会议。

余晓晖、张磊、陈磊、其实、党文栓、徐雷、
鄂维南等专家增补为上海市人工智能战略咨

询专家委员会成员。

李强：要更好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发挥引领变革的“头雁效应”

让超大城市有机生命体成“智能体”
上海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会议举行 徐匡迪出席并讲话 龚正致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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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字治理“最小管理单元”二期创新成果发布

“一网统管”赋能，淡定“防患于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