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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

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

平。加强传统制造企业基础设施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已成为上海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任务，数字新

基建正深入千行百业，尤其在智能

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已

赋能800余项5G应用。“十四五”期

间，上海市将推进建设一批信息新

设施应用试点示范工厂，为打造信

息基础新设施领域标杆性智能工厂

奠定基础。

上海算力排名全国第一
最近，AI大模型成为了热点话

题。分析GPT-4等大模型成功要

素，除海量的高质量语料数据外，更

重要的是庞大的智算算力支持。正

因为有万张训练卡的计算资源支

撑，OpenAI才带来算法应用的革

新。首届“华彩杯”算力应用创新大

赛上海赛区比赛近日启动。市经济

信息化委副主任汤文侃介绍，上海

具有良好算力网络发展基础。《中国

综合算力指数（2022年）》的数据显

示，上海市是唯一一个算力指数分

值超70的省市，全国排名第一；上

海市人工智能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已

投入使用。举办“华彩杯”大赛，促

进优秀算力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的

落地实践，深化算力的产业赋能效

果，可谓正当其时。

除了算力，上海在网络、应用、

产业等多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上海

市经信委透露，截至2022年底，上

海已建成超6.8万室外基站，并计划

在2023年底累计建设超7.2万个室

外5G基站，同时累计打造1000项

5G应用。工业企业与基础电信企

业积极合作，利用5G、千兆光网、工

业PON等技术改造企业内网，建设

双千兆行业虚拟专网100余个；芯

片、模组、通用网关等产品设备的研

发和产业化进程不断推进，5G模组

供给稳步提升、成本持续下降，价格

相比于5G商用初期下降80%左右，

为5G规模化应用奠定基础。

目前，上海在飞机制造、船舶建

造、汽车制造三大领域打造了3个

具有国内影响力的新基建重大示范

标杆项目，每个项目围绕信息基础

新设施投资超过1亿元。“十四五”

期间，上海将引导企业开展5G工厂

建设，并在双千兆应用百花齐放的

基础上，根据信息基础新设施供给

水平与使用能力，包括工厂双千兆

内网建设、算力应用等融合基础设

施应用情况，推进建设一批信息新

设施应用试点示范工厂，为打造信

息基础新设施领域标杆性智能工厂

奠定基础。

公共平台上架解决方案
数字孪生工厂、AI安全生产行

为分析、碳排放核算……这些数字

化产品已陆续在上海市智能制造数

字基础新设施公共服务平台上架。

平台还提供“解决方案”板块，企业

可以到相应板块里去寻找跟自己类

似的场景应用，找到相应的解决方

案。

这个平台相当于智能工厂淘

宝店，成熟的信息基础设施新产品

或集成商、典型示范场景，以及靠

谱的运营商、服务商等都可以在上

面找到。未来，平台将面向上海

9400多家细分门类众多、需求差异

较大、个性化突出的规上工业企

业，培育一批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提供一批标准化数字化

转型产品。

汤文侃介绍，上海将着力推动

园区新设施“提质增量”，“分级分

类”加快重点行业转型升级，“量身

定制”数字化转型方案，“一业一策”

“一厂一案”推进改造升级；促进智

能场景“触手可及”，加快辅助装配、

远程控制、云化实时检测等应用在

工厂内实施，打造一批性能优秀的

典型应用案例和效果良好的行业综

合解决方案；继续完善信息基础新

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内容，同时加强

人才培养，出台引导政策，扩大智能

制造保障支撑力度。

本报记者 叶薇

“一业一策”“一厂一案”定制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案

上海推进信息新设施应用试点

       的大热，    4、文

心一言等相继问世，人工智能正

越来越深地嵌入大众生活。智能

对话、三维重建、  换脸等技术，

让科幻变成现实，展现了产业变

革的蓝图。然而，因  技术被拿

来作恶的事件时有发生，种种隐

忧随之浮出水面。

近日，一位女子在地铁上拍的

日常照片就被  “一键脱衣”，利用

深度合成技术而成的“裸照”网络散

播，给照片女主角带来了不良的影

响。她因此正在搜集证据准备维

权。而一些“  换脸”的   使用明

星的图片制作换脸视频进行推广，

其趣味性背后也暗藏了不少法律风

险和侵权纠纷。有媒体报道，  明

星换脸、特效定制服务等已成为一

条灰色产业链，不少不法分子将  

换脸等技术用于色情影视的制作和

传播，女明星甚至素人女性都成为

“  黄谣”受害的重灾区。

其实，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并没有

善恶之分。但当有心之人、恶意之徒

将它当成“一键脱衣”“  换脸”的作

恶工具，那么，如何让技术向善，成为

全行业、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

题。当下，人工智能产业仍处于初级

阶段，在技术不断创新，各场景新应

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要引导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符合人类社会的价值观。

我国较早开始探索针对人工智能

的立法。    年9月，中国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

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强调应将伦

理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并针对

人工智能管理、研发、供应、使用等活

动提出了六项基本伦理要求和四方面

特定伦理规范。针对“  换脸术”等还

专门出台了相关的管理规定，比如今

年 月  日开始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

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就对深度合成

技术应用提出规范。

在我看来，科技向善本质是指

“人”的向善，所以在新技术发展和

成熟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伦理先行

的理念。“  作恶”事件频出，当务之

急是要建立人工智能伦理问责机

制；推动科技向善，需要政府、企业、

公众各方同行。研发人员要确保先

进科技手段始终处于负责可靠的人

类控制之下，预防算法被滥用，保护

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与此同时，

技术使用也需要监管，对利用技术

作恶的人要有惩戒。全社会需要达

成共识，科学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

类，千万不能让  成为伤人之“刀”。

如何让  向善 马 丹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本报讯（记者 叶薇）“打开最

近的电费账单，我们吓一跳。如果

产能提升10%，今年要多交21%的

电费。该如何节能降费？我们有

一个8万平方米的车间屋顶，是否

可以用来光伏发电；恒温车间的空

调是能耗大户，能否安装一些储能

设备？但是当决定要引进哪些技术

和设备时，我们犹豫了：该如何管

控这些技术和设备，需要配备多少

人力，有多少绿电能被有效使用，

投资效益如何……”在昨天举行的

2023“工赋上海”创新大会的一场

现场分享会上，上海汽轮机厂有限

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副部长庞兆智抛

出企业在节能方面遇到的痛点。

“企业既要减碳，又要高回报，

还要省心省事，这在过去是个‘不可

能三角’，但如今在数字化加持下，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来看这张90

多万元的月度电费账单，容量电费

就达17万元。如果我们通过调整

供能方式，比如说储能电池的支持

或是优化几个大能耗用能设备的使

用时间，这张账单每个月可以减少

8万元，降幅9%左右。”上海电气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智斌现场

“答题”：企业有多种用能方式，且动

态变动，在这么多实时变化的参数

中，如何寻找最经济的能源供给、存

储、使用方案，要靠“数字化魔

法”——“星云智汇”工业互联网平

台上的一款能碳双控产品，它可以

快速响应能源调度、削峰填谷，实时

记录供能和用能设备状态及不良趋

势，利用数字孪生和仿真技术模拟

多场景、不同工况条件下的实际用

能情况，对能源供给和使用信息作

出科学预测。

分享会上，一方出题，一方答

题，一方在转型中的实际痛点成了

另一方的突破点、创新点，一批场景

应用新鲜出炉。

政府部门积极搭建平台为企业

“搭脉问诊”，开出数字化良方；一批

企业负责人主动作为，争做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先锋，工业互联网领域

不断涌现的“隐形冠军”，成为带动

产业链中小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共

同起舞的“链主”。

上海致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推

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飞梭

智纺，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帮助企业上云

上平台，服务8000多家中小纺织

企业，链接全国至少60万台织机，

覆盖纱线、织布、染整等环节，可根

据订单变化实现产能协作。致景

科技也成为上海首批“工赋链主”

培育企业。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是

“选答题”，而是关乎上海未来高质

量发展的“必答题”“抢答题”“加

分题”。目前，全市已打造30个有

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链接

800万多台工业设备。其中，溢出

效应最强的10家链主，平均每家

能带动40至50家核心供应商转

型，并辐射上千家企业。在链主

带动下，中小企业的转型成本降

低，转型动力增强，也会促进整条

产业链不断涌现应用新场景。

一张电费账单 一道减排考题
“数字化魔法”为企业节能降费开出良方

近日，徐家汇路人行天

桥让路过的人们耳目一新。

焕新的天桥核心区，由一个

圆形和两个半圆形平台，构

成“人文之环”“生态之环”

“创新之环”三个“生命之

环”，通过步行通廊相连接。

这是“2022年黄浦区城

市微更新青年设计大赛”优

胜方案“落地”的结果，“生命

之环”别出心裁，全龄友好便

捷高效，环保材料安全耐用，

过往市民纷纷点赞。

杨建正 摄影报道

徐家汇路人行天桥全新亮相

新民随笔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随

着租赁高峰的来临，申城一批大

型保障性租赁社区加快入市步

伐。近日，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

“城投宽庭 ·光华社区”开业运营，

首批入住的社区租户代表拿到了

新家钥匙。

“城投宽庭 ·光华社区”是城

投宽庭品牌下，继江湾社区之后

第二个投入运营的保障性租赁住

房社区，共有1234套租赁房源，房

型建筑面积从25—66平方米不

等，租户可直接拎包入住，旨在为

上海新市民和青年客群提供多元

化的居住选择，为企业人才安居

提供品质居住保障。

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东

至淞沪路、南至殷行路、西至学德

路、北至扶苏路，位于新江湾城板

块。内部设有约900平方米的社

区商业和公共服务空间，规划咖

啡、轻餐饮等业态，配置有健身

房、洗衣房、共享厨房、共享客厅

等公共空间。

目前，城投宽庭已开业的保

障性租赁社区“江湾社区”及“光

华社区”共有2953套房源，两个项

目均已在随申办App“我要租房”

服务专栏中展示。符合条件的对

象可通过随申办App“我要租房”

服务专栏一站式办理在线看房选

房、申请预约、合同网签备案、提

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租金等业务。

申城又一大型保租房社区入市
共有房源1234套 房型建面25—66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