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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电子烟纳入控烟监管范围
传统卷烟与电子烟一并禁止，上海“禁烟标识”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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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快评

“让上海成为元宇宙之都，无论元宇宙怎么

发展，都离不开上海的产业优势。”从数字经济的

专题审议会，到小组讨论的高频热词，“元宇宙”

成为今年上海两会关注焦点。到底什么是元宇

宙？与我们有何关系？作为新生事物又有哪些

“注意事项”？多位市人大代表现场分享了他们

的“元宇宙观”。

什么是“元宇宙”
“元宇宙是下一代网络空间，是一个虚实相

生、人机结合的数字网络空间，是现有各种技术

的组合和升级。”从事云计算行业的上海优刻得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季昕华代表解释，

元宇宙的核心特点是“沉浸感”——让人与虚拟

世界形成深度连接。

“元宇宙的概念，来自于1992年的科幻小说

《雪崩》，但为什么现在开始热起来呢？因为VR

（虚拟现实）、5G网络、3D等关键技术的成熟，带

来更多用户体验的可能性，触发和召唤了‘元宇

宙’。”诺基亚数字家庭事业部全球运营商业务负

责人陈杰军代表介绍。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谢应波代表认为，元宇宙是现实世界

与虚拟世界衔接交互的过程，除了传统的游戏

产业，元宇宙还可应用在教育、旅游等生活场

景。“例如，课堂上一个化学实验，在元宇宙的

世界里，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化学反应、化学

变化，还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将全球的旅

游、文化、教育融合在一起，改变我们的生活

方式。”

上海将成“明星”
“发展元宇宙，要将硬件、软件布局结合，将

基础设施和内容开发结合，双手都要‘硬’。”谢

应波代表认为，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信

息互联网有很多优势，应当率先制定行业标准，

把好内容关口，在元宇宙产业的规划布局、研发

制造上做好前瞻性的研究。“就像道路上有很多

其实可以共用，规划元宇宙产业时也要避免投

资浪费，建设基础设施时，让教育、游戏、旅游、

办公等场景共享共通。”

在最近召开的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中，市经

信委发布《上海市电子信息产业“十四五”规

划》，提到加强对元宇宙技术的前瞻研发。“体现

了上海对于前瞻技术的高度敏感和捕捉能力，

我们和业界同行都在积极地跟进相关技术研究

和解决方案设计，抓住元宇宙带来的产业机会

发展壮大。”季昕华代表说。

上海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泓

代表认为，上海应该给元宇宙的设计和规划提

供一些战略性、规划性的思路，上海从科创中

心的出发点，应该对未来新的数字时代提出上

海标准、上海思路、上海方向和上海蓝图。“我

相信，上海未来一定在元宇宙里是个光彩夺目

的明星。”

切莫“放飞自我”
“元宇宙之所以引起关注，正是因为虚拟世

界正逐渐与现实世界产生融合。”江泓代表强

调，应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标准引入元宇宙。

“如果元宇宙的规划和设计完全失去自我的约

束力、道德的约束力、法律的约束力，那么这个

元宇宙一定是黑暗的，期待政府和其他社会组

织加入元宇宙的设计和规划，就是要设定一个

边界，这个边界在这个时代已经到来。”

对于元宇宙，陈杰军代表最关注的则是可

能产生的成瘾性，尤其是在应用到游戏产业

时。“以前我们玩的是文字游戏、视频游戏，现在

是3D游戏，元宇宙是一个全息游戏。如果任其

发展，可以想象将带来严重问题，在元宇宙如何

预防沉迷成瘾，是一个社会难题。”

在谢应波代表眼中，元宇宙发展尤其要关

注“一小一老”两个群体。对于青少年，要避免

他们因为沉浸在虚拟世界之中，而产生与现实

世界、现实社会的脱节，对于老年人，则要考虑

为他们提供硬件搭配和软件辅助，让他们有机

会加入这个“新世界”。

首席记者 范洁

1月20日上午，上海

市第十五届人大六次会

议在世博中心开幕，市长

龚正作《政府工作报

告》。龚正表示，上海将

新增普惠性托育点60个，

全市一半以上的幼儿园

开设托班。加强妇女儿

童权益保障，建设儿童友

好城市。

近年来，“儿童友好”

这一理念被频繁提及。

关爱儿童的健康成长、守

护孩子们的快乐童年，不

仅是家庭的责任，更是需

要全社会共同关心的

事。去年，国家发改委等

2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

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提出社会政

策友好、公共服务友好、

权利保障友好、成长空间

友好、发展环境友好等“5

个友好”维度。包括上海

在内的不少地方，都在致

力于把儿童友好理念落

实到城市生活中。

儿童友好，意味着要

更多地从儿童的需求和

视角出发，加大公共服务

供给、优化公共资源配

置，让孩子们享受到公

平、便利、安全的服务。

上海有的社区在“微更

新”中，设计户外运动场

时针对3岁-12岁少儿群

体的特点，引进平衡木、

攀岩墙、秋千等设备，一

经开放就受到周边孩子

欢迎。相反，如果总以成

年人的视角看问题，而不

“蹲下身子”、体验和感受孩子们眼

中的生活环境，就很可能忽略他们

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儿童在不同成长阶段有不同需

求，像发展普惠托育、开设托班，在

让孩子获得照护的同时，也能有效

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对不少有托

育需求的家庭来说很有必要。曾有

媒体报道，有的女性外卖员因为孩

子无人照料，不得不带着孩子送外

卖，这样的状况远非理想，但对当事

人来说却是无奈的选择。建设儿童

友好城市，增加面向儿童的公共服

务，整个家庭都能从中受益，也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育选择。

有一句话说：从1米高度看城

市。这“1米高度”，即儿童视角。

城市建设中，要把这些“小小”的社

会成员摆到更重要的位置，让孩子

们的成长环境从硬件设施到软件服

务，都更具善意和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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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热议：设计要有边界，关注“老小”群体

上海要成为元宇宙里的“明星”

在申城最潮打卡地之一的“TX淮海|年轻

力中心”的一墙之隔，渔阳里的红房露出一角；

法国高级时尚品牌相中豫园，呈现春夏时装发

布会……时尚已经成了上海最重要的城市印象

之一。龚正市长昨天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上海将持续弘扬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

南文化，深入挖掘时尚文化资源，推动城市文化

进一步展现独特魅力，焕发时代风采。

找准特色 错位竞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已经成为国内时

尚产业、时尚人才向世界进军的大舞台。上海

要深入挖掘时尚文化资源，根本在于要依托文

化，找准特色，错位竞争。从目前全球各大时尚

之都来看，巴黎定位为高级时装发源地，米兰是

高级成衣之都，伦敦发力创意设计之都，纽约主

打大众时尚，东京则定位于亚洲设计之都。在

市人大代表、复星国际联席CEO徐晓亮看来，

以东方美学为底蕴，以品牌、设计为依托，同时

结合现代时尚的演绎方式，是上海当前打造国

际时尚之都的特色化路径。

徐晓亮在今年上海两会上带来了“进一步

推动黄浦大豫园片区建设的建议”。据他介绍，

“大豫园片区”是由豫园一期（豫园商城核心

区）、二期（豫泰确诚地块、金豫阁、金豫商厦）、

BFC外滩金融中心及两者之间的福佑地块，共

同形成的，这里不仅是上海历史发祥地，也是商

业与文化百年来水乳交融共生发展的典范，更

是中心城区整体性最好、规模最大的地域文化

特色风貌区。徐晓亮表示，通过持续运营，可以

使整个大豫园片区实现从传统到时尚，从时尚

到经典的蜕变。

创意设计 赋能产业
位于淮海中路上的渔阳里广场，红色地标

与时尚地标在此相融合。主持渔阳里广场设

计的，正是市政协常委、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

院副院长金江波。在今年上海两会上，他带来

了一份“着力打造上海国际设计之都文艺风范

的建议”。

2010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上海

“设计之都”的称号，有着辉煌历史的东方明珠

开始跻身世界创意都市的行列。金江波建议，

要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创设计、数字设

计、建筑设计和时尚设计等多元化的创新表达，

推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城市的和谐共生与

可持续发展，展示人民的高品质生活成就，彰显

上海特色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发展之道。金江

波还提到，要牢牢把握好海派文化传承与创新

的关系，让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创意设计在上

海激情碰撞，为时尚创新发展赋能。

时尚赋能 区域联动
时尚新产品、新品牌、新潮流，正成为上海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新动力和竞争新实

力，成为服务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新动能和新支撑。市政协委员、东华大学研究

院时尚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瑾在前期

调研中发现，上海以时尚服务业为主，空间溢出

性显著，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嘉兴、宁波、绍兴、苏

州、南通、无锡等周边城市。

潘瑾建议，重塑长三角时尚消费品业的产

品、渠道和商业模式，优化布局产业链，制定长

三角时尚消费品产业一体化联动发展的路径和

方案。在潘瑾看来，要推动“上海时尚新品”成

为众多企业的首选，可以通过建立新消费品牌

孵化基地，以市场引领创新为导向，打造最紧跟

快速变化消费需求的时尚消费品牌高地。

本报记者 方翔

深入挖掘上海时尚文化资源
代表委员建言：依托文化、找准特色、错位竞争

思想众筹

本报讯（通讯员 董悦青 宋

琼芳 记者 屠瑜）正在举行的上海

两会上，孙军代表建议在《上海市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简称《控

烟条例》）中增加条款，明确规定

“吸烟，是指使用电子烟、持有点燃

或者加热不燃烧的其他烟草制

品。”记者从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

会办公室获悉，上海正积极推动将

电子烟纳入控烟条例监管。

上海一贯重视控烟工作，在全

国率先开展控烟立法。2019年8

月，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了《健康

上海行动（2019-2030年）》，将控烟

行动纳入18个专项行动之一。

为消除和减少烟草烟雾的危

害，创造良好的公共场所卫生环

境，提高城市文明水平，今年1月上

旬，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已将电子烟纳入《控烟条例》监管

执法范围等相关事宜，与市人大法

工委、市司法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磋

商，将于今年上半年共同积极推进

该项工作，未来法定禁烟场所的禁

烟标识相关图示将有望更新为传

统卷烟与电子烟一并禁止。

孙军代表介绍，中国新闻周

刊在2019年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预

估数据报道指出，我国15岁及以

上的人群正在使用电子烟的人数

大约在1000万。如果不修改完善

《控烟条例》，不仅会导致未成年

人吸烟率逐渐提高，更会给上海

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带来一定的

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