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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八一建军节
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吉
宁昨天上午来到驻沪部队
某部走访慰问部队官兵，
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
人民，向驻沪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
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
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
祝贺，感谢驻沪部队为上
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
出的积极贡献。
市委副书记朱忠明，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
源参加。
陈吉宁实地听取部队

基本情况、历史沿革、使命
任务等情况介绍，了解军
地双拥共建进展成效，向
部队强化使命担当、勇于
创新突破、筑牢安全防线
表示敬意。陈吉宁说，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加强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充分认清担负的历
史重任，切实增强使命感
和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夯实部队基础，强
化科技赋能，建强一线战
斗堡垒，为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
献。上海将一如既往支持
部队改革建设，为部队履
行使命任务、发展新质战
斗力创造良好条件。
随后，陈吉宁来到官

兵生活区域，走进宿舍、阅
览室，同一线官兵代表亲
切交流，关切询问学习生
活、任务执行、值班值守及
后勤保障等情况，致以节
日的诚挚问候。得知大家
来自“五湖四海”，立志投
身强军事业，陈吉宁说，人
民子弟兵是保卫祖国的钢
铁长城、守护家园的忠诚
卫士，正是因为有你们的
坚定捍卫、无私奉献，人民
群众得以幸福安康生活。
要始终听党指挥，强化使
命担当，在部队“大熔炉”
中锻造能力本领，立起好
样子、干出好事业，坚决完
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

务。我们要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持续巩固军政
军民团结，完善军地协同机制，畅通需求对接渠道，
全心全意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共同续写爱我人民
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本报讯 2025上海人工智能战略咨询
专家会议昨天举行，与会嘉宾聚焦基础研
究、产业生态、规则治理等核心议题展开深
入研讨，积极建言献策。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出席并作总结讲话。市委常委、副市
长陈杰出席。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沈
向洋主持。
会上，高文、陈杰、鄂维南、王坚、党文

栓、印奇、李学龙、周伯文、姜育刚、张凌寒、
韦韬等专家围绕“基础研究与前沿突破——
数学之问、科学之问”“产业竞争与生态协
同——模型之问、未来算力”“规则共识与
可持续发展——向善治理、合作共生”三个
话题，分享前瞻思考和前沿观点。潘云鹤、

姚期智、薛澜等参与互动交流，为上海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建言献策。龚正在总结讲话
中，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专家委员会
的各位委员、专家、特邀专家表示衷心感
谢，表示将认真研究吸纳大家的真知灼见，
更好地转化为推动上海人工智能高质量发
展的工作实践。

龚正说，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工智
能技术和产业创新高地，是上海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为国担当、勇为尖兵
的重大使命。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
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赋能应用，
深化治理实践探索，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上

海高地”。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抓攻关、
求突破，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强化战略
敏捷，超前谋划布局一批前沿性、颠覆性技
术，抢占发展先机。要聚焦赋能产业升级，
强基础、拓应用，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布局建
设和集约利用，推动语料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和开放共享，推动垂类领域应用持续拓展，
增强人工智能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催化作
用。要聚焦生态体系建设，汇要素、优服
务，强化创新载体建设，强化科技金融服
务，强化人才培养集聚，为人工智能创新提
供肥沃土壤。要聚焦完善治理机制，建制
度、探新路，加强制度供给，加深国际合作，推
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发展。

本报讯 全市“提升商事调解服务质
效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昨天召
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出席
会议并讲话。
朱忠明指出，商事调解作为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抓手，既是化解商事纠纷的“减
压阀”，也是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器”，更
是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软实力”。各部
门各单位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彻落
实中央和市委要求，持续提升商事调解服
务质效，努力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国内商
事调解优选地。要围绕服务建设“五个中
心”、强化“四大功能”，着力在金融、科创、

航运、知识产权、投资、数据转让等领域，培
育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知名度
的商事调解组织。要聚焦经营主体需求，
优化商圈、产业园区等区域商事调解服务
供给，创新商事调解与仲裁、公证、综治中
心联动服务新模式，支持研发推广“AI+商
事调解”法律科技产品，提升服务响应度、
精准度、便捷度。要抓住“人才”这一根本，

建立健全职业能力培训体系、能力水平评
价体系，强化引才留才工作机制，高标准建
设商事调解特别是涉外商事调解人才库。
要迭代优化政策措施，加强基础建设，规范
行业发展，强化制度支撑和司法保障，推动
上海商事调解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高级法院、市司法局作工作部署。

53家“上海特邀商事调解组织”获颁证书。

上海土地市场再掀热潮。7月24日至
25日，第六批次8宗地块集中出让，最终以
总成交额289.57亿元收官，其中7宗溢价
成交，虹口北外滩地块刷新上海楼面价纪
录，徐汇衡复地块更是以20.03万元/平方
米的成交楼板价登顶全国单价地王。
首日出让的5宗地块分布于静安、闵

行、奉贤、普陀、青浦，吸引了11家房企参
与角逐，其中央企4家、国企7家。热度分
化明显：闵行莘庄宅地竞争激烈，经过多轮
竞价达到中止价，最终由安徽高速以
36.887亿元竞得，溢价率达30%；青浦新城
多用途组团用地以底价21.948亿元被联发
收入囊中。中海地产成为首日最大赢家，
以118.88亿元拿下静安区东斯文里商住地
块和普陀真如多用途组团用地，两宗市中

心地块溢价率均控制在20%以内。
第二日出让的浦东、虹口、徐汇地块成

为本次土拍的“重头戏”。其中，虹口区北
外滩地块经过激烈竞拍，被绿城以64.719
亿元斩获，溢价率高达46.33%，成交楼面价
12.66万元/平方米，打破今年2月由金茂&
新加坡庆隆创下的上海土地市场纪录。

更令人瞩目的是徐汇衡复风貌区地
块。该地块面积仅4705.49平方米，容积率
1.3，因地处徐家汇核心商圈、毗邻衡复历
史风貌区而备受追捧。在28轮角逐后，祺
祥旺宇以12.25亿元竞得，成交楼板价飙升
至20.03万元/平方米，不仅刷新上海单价
纪录，更登顶全国单价地王，溢价率达
22.38%，其稀缺性与区位价值可见一斑。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本报讯（记者 叶薇）上海
市市场监管局应用“检查码”，实
现无码不检查、检查必亮码、查后
可评价；虹口区首创“预授信测
额+极速放款”企业融资服务举
措，对重点园区（楼宇）入驻企
业提供“秒贷”服务；静安区北
站街道用“营商护照”打造惠企
服务……昨天，首届中国（上海）
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发布
会在沪举行，60个典型案例出炉。

自2018年以来，上海连续八
年迭代更新实施八版优化营商
环境行动方案，全面推进各领域
各区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涌现
出一大批首创性、突破性、示范
性的生动实践，企业感受和社会
评价明显提升。今年4月，世界
银行发布中国企业调查数据，涉
及营商环境的59项测评点中，上
海有22项达到全球最优水平。

上半年上海GDP同比增长5.1%
创新动力不断增强 发展韧性和活力持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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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上海高地”
2025上海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会议举行 龚正出席

持续提升商事调解服务质效
朱忠明出席工作推进会并讲话

申城第六批次土拍热度爆表
“衡复”一地块登顶全国单价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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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
年上海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222.15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昨天，上海
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公布了
2025年上半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
解读称：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创新
动力不断增强，发展韧性和活力持续显现。
具体呈现以下特征：

经济增长稳中有进
上半年，上海GDP同比增长5.1%，增速

与一季度持平。作为外向型经济城市，在国
际经贸秩序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大的
背景下，全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展现出较强
韧性。
服务业优势行业支撑有力。上半年，全

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4.6%，金融业增加值增长8.8%，增

速分别高于全市GDP增速9.5个和3.7个百分
点，合计对全市GDP增长的贡献率超六成。
工业经济稳定运行。在宏观政策发力显

效和产业升级发展的双重促进下，上半年，全
市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

科技创新有力推进
截至6月底，全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9.37万件，同比增长12.2%。高能级外资主
体加快集聚，上半年，全市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外资研发中心分别新认定30家和19家。
工业新行业、新产品领先增长。上半年，

全市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9.1%，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增长16.0%，增速分
别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5个和
10.4个百分点。高技术、智能化产品产量快
速增长，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产品产量增速分
别达到1.3倍、49.0%。新型绿色产品供给迅

速扩大，储能用锂电池和碳纤维及其复合材
料产量大幅增长37.6倍和3.5倍。
信息服务业蓬勃发展。1至5月，受益于

高性能芯片市场需求增多、人工智能蓬勃发展
等有利因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27.1%，其中，与人工智能算力相关的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3倍。

政策效应逐渐显现
消费品零售企稳回升。上半年，全市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增速比一季度
提高2.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中能效等级为1级和2
级的商品零售额增长63.9%，文化办公用品类
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增长1.3倍。
产业投资持续扩大。随着“两新”政策加

力扩围，“两重”建设扎实推进，上半年，全市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9.8%，其中，电子信息产

品制造业投资增长43.0%；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增长17.9%，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投资增
长39.5%。

市场运行活力增强
流量指标持续改善。上半年，全市货物运

输周转量、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邮政业务
总量同比分别增长7.5%、6.1%、17.5%；国际旅
游入境人数超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7.6%。

民营经济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市规模
以上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8%，增
速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2个百分
点；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3.6%，增速
高于全市进出口总额21.2个百分点。1至5
月，全市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服务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10.3%，增速高于全市规模以上服务
业营业收入2.6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鲁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