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法、算力、数据优势

卷起人工智能
“强风场”

在地理位置上 ，临

港作为浦江东岸最靠海

的一块土地， 每天迎候

着第一缕海上来风；在产

业区位上， 坐拥多种优势

的临港，也已经站上了人工

智能的风口。

关于“风口”，一是从结果而论，

它可以帮人摆脱束缚，“借势” 起飞；

更重要的是，“风口”更会“造势”，通

过资源的汇聚和有效配置， 先聚力、

再发力。 而临港完全有条件营造出

“AI 强风场”。

算法、算力、数据，在人工智能的

这三大要素上， 临港拥有先天之利。

工业是大数据的富矿， 每条流水线、

每台设备，甚至每个零件，都在源源

不断地产出数据。 以往，受制于各种

因素，富矿未被充分挖掘；随着物联

网、工业互联网等的普及，越来越多

工业设备将第一次“开口说话”，其工

作状态将被讲述、被记录、被分析。进

而 ，随着 5G、AI 的普及 ，人与机器 、

机器与机器之间可以互联、对话。 数

据训练算法，算法优化运营，作为上

海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临港代表着上

海实体经济的未来，这种优势可能很

快就会全面转化为算法优势、数据优

势，人工智能与临港先进制造业集群

完全可以互相成就。

再比如，集成电路作为关键核心

器件，是人工智能的算力之本；反过

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在打破芯片传

统格局， 使新玩家有机会弯道超车。

集成电路是临港重点发展的产业之

一， 目前已有数十家重点企业入驻，

未来还有一系列一大手笔布局，这势

必会不断放大“芯”“智”两大产业的

协同效应。

除了有形优势， 临港要为人工

智能 “造势 ”“驭风 ”，制度突破方面

的作为尤为值得期待。 根据国务院

印发的新片区 《总体方案 》，临港将

以投资自由 、贸易自由 、资金自由 、

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

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建立

相应的监管制度。 “五大自由”不仅

对监管者提出新要求， 更将孕育出

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从

而为人工智能提供独一无二的新应

用场景。 我们看到，无人集卡车队已

驶上东海大桥， 这是临港探索新一

代高效率运输模式的代表； 而在通

关方面，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研判系

统， 已开始尝试将有限的监管资源

投入最需要监管的环节……无论如

何，这都只是起步，随着制度创新的

推进， 临港有机会成为人工智能产

业界最希望切入的创新赛道。

此外，在打造人工智能“风口”的

过程中，笔者对临港还有一份特殊期

待。 根据新片区《总体方案》，临港作

为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区，除

了“五大自由”，还要瞄准“信息便捷

联通”进行制度探索。《新片区管理办

法》中，围绕试点开展跨境数据流动

也有不少着墨。数字经济全球化是经

济全球化的重要维度，临港有理由代

表国家，在跨境数据的监管和产业实

践方面作出贡献。 可以想象，如果临

港在这方面取得突破，进而成为全球

数据“枢纽港”，这将为国家乃至世界

的发展发挥何等重要的引领作用，将

为人工智能注入极为强大的推动力。

作为革命性技术， 人工智能具

备赋能百业的能力； 作为创新高地，

临港新片区也将成为我国深度融入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春风如贵

客， 一到便繁华。 两个 “风口” 的

叠加， 会形成怎样的能量？ 让我们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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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滴水湖酝酿爆发“文化力”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明确 2020 年重大项目建设

计划， 推进项目 130 余个， 总投资超过 4000 亿元，

年度投资约 500 亿元； 通过发挥重大项目的引领带

动作用， 加快塑造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

记者注意到 ， 这份重大项目计划编制聚焦

119.5 平方公里先行启动区， 突出重点区域土地出

让和功能开发。 推动 101 社区、 103 社区、 105 社

区地块出让及项目开工， 而沿滴水湖一环带内也将

增加不少文化艺术项目。

港城广场：

图书馆、 小剧场先行导入

标志性的塔楼以及夜间媒体化灯光设计———

港城广场项目是滴水湖沿岸最早亮灯的建筑之一。

酷炫的外表之下， 港城广场还有一些更有内涵的

空间形态 ， 围绕功能业态复合 、 都市园林融合 、

街坊庭院围合、 绿色低碳组合 、 地下空间整合五

大项目特色。

功能业态复合， 即未来这里将是临港主城区集

聚研发办公、 商业、 住宅、 娱乐、 文化、 酒店、 会

展的复合型社区； 都市园林融合， 即建筑、 绿化、

雕塑、 小品， 集合成公共庭院空间 ， 空中花园环

境； 街坊庭院围合， 即 20 个大小不一的庭院将串

联成开放的庭院模式； 绿色低碳组合， 涵盖能源中

心、 绿建三星、 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 地下空间整

合， 即充分利用城市地下资源， 环向地块地下空间

整体联通。

港城广场除了建设办公、 商业外， 还很注重图

书馆 、 文化馆等配套功能引入 。 整个项目分为 4

期 ， 其中国际人才公寓针对中法艺术学院住宿需

求， 商业文化中心中则有临港地区最早启动建设的

图书馆、 小剧场、 高端影院 、 健身中心 、 餐饮娱

乐、 亲子教育、 文化艺术等等。

国际文化创意园区
即将拔地而起

不久的将来， 一座国际文化创意园区将在临港

新片区拔地而起。 港城集团成功竞得临港南汇新城

WNW-A1-9-1 地块， 这是自贸区新片区成立以来

首批挂牌出让的经营性用地。

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新片区一环带， 东至云鹃

路， 南至瑞木路， 西至环湖西二路， 北至楠木路。

临港希望这一地块既要有上海外滩的品质和格局，

也要有徐汇滨江的艺术范， 还要有北外滩的强劲的

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支撑。

作为临港新片区国际文化创意园一期工程， 该

项目将与整个园区共同策划、 联动开发。 一期工程

主要围绕研发设计、 科技金融、 文化产业等板块，

打造高品质的智能化商务办公和独具特色的商业环

境。 业态分布主要有约 1.7 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

约 5000 平方米的商务酒店以及约 6500 平方米的配

套商业等。

滴水湖北岛
将成为文化艺术岛

北岛是滴水湖三大岛屿之一， 占地约 28.8 万

平方米，是其中最大的岛屿，规划将建成以临港艺术

中心为主体建筑的“文化艺术之岛 ”。它不仅在地理

位置上处于核心区域，从空间关系上是几何中心，从

功能定位上也是城市文化艺术中心和景观中心。

目前， 北岛上的临港艺术中心已经启动， 将设

置 1500 座的大剧院， 400 座的多功能厅。 落成运

营后 ， 将重点引进世界级优秀艺术团体 、 国际 A

类剧目演出。 此外， 北岛还将规划建设文化艺术展

示、 艺术品拍卖交易中心， 逐步成为吸引各类文化

精英和文化团体在临港新片区的聚集地。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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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3、 105……这一串数字是临港
新片区主城区围绕滴水湖的规划地块 。 近
期的临港新片区城市空间资源推介会上 ，

这三个区域分别以住宅商业 、 科技和金融
为主要方向揭开面纱 。 临港主城区未来发
展空间布局也随之首次公布———这总面积
达 34.98 平方公里的区域为临港新片区的城
市生活 、 商旅文体 、 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
业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也揭开了一个谜底：

临港新片区的 “陆家嘴 ” “南京路 ” “外
滩” 在哪儿？

101 区块
旅游年流量预期可达千万人次级别

101 区块处在临港主城区的西北部， 如果把滴

水湖看成是手表的盘面， 这里在 9-11 点之间的延

伸区域： 101 区块西至沪城环路， 北至白荆路， 东

至铃兰路-杞青路-环湖西三路， 南至花柏路， 面

积 355 公顷。

交通是这里的独特优势： 101 区块内有 16 号

线滴水湖地铁站和临港大道地铁站 ， 是从浦东机

场到临港主城区的门户。 未来多个公共交通将在

这里交融———临港的中运量交通 、 市域铁路 ， 甚

至可能还会有高铁站。

101 区块目前已经成为临港主城区的旅游发展

集聚区：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远期旅游年流量是

600 万人， 在建的迄今为止全球最大室内滑雪项目

上海 “冰雪之星” 远期旅游人口是 320 万 ， 再加

上上海天文馆等一些重大设施的配套 ， 这里的年

游客量预期可以达到千万人次级别。

目前 ， 这一区域推出了国际文化创意园区 、

港城广场、 滴水湖地铁站地下空间以及陆家嘴广

场的项目招商， 体量相当于法国拉德芳斯的核心

区 。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商业和文体旅游处介绍 ，

未来这里将以休闲度假、 生活产业中心作为发展

方向 ， 打造具有临港特色的生活商业旅游社区 ，

成为整个主城区的商业、 文化、 旅游和生活配套

中心。

103 区块
集聚世界顶尖科学家资源的科学总部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已经在滴水湖畔举办两

届； 而临港人希望， 通过两年的建设 ， 在 103 区

块落地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永久举办地。

103 区域从滴水湖畔一直延伸到主城区的西

南方向， 主要由三块功能区域组成 ： 滴水湖沿岸

的科创总部集群区、 中部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

和沿海的临港科技城。 未来， 搭乘飞机抵沪或许

将看到 “伦敦泰晤士水岸 ” ———滴水湖地标塔楼

以及头排建筑组成了有韵律感的环湖景色 ； 而沿

海区域的规划则参照 “波士顿后湾 ” ———在城市

与自然之间形成良好过渡。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是 103 区块不得不提的

存在： 这一规划范围 2.5 平方公里 ， 10 公顷核心

区域里安置顶尖科学家论坛会址场馆 ， 还有科学

家实验室等配套设施 ， 兼具办公 、 商业 、 酒店 、

公寓、 研发、 住宅、 社区、 公共服务等等功能。

科学社区将以诺贝尔奖 、 拉斯克奖 、 沃尔夫

奖获得者等世界顶尖科学家为核心 ， 致力于把具

有广阔产业化前景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的科技原创

资源， 注入到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主体承载区

的临港地区， 并与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对接。

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炯表示 ， 科学社区的最大目标是参与并

推动全球顶尖科技事业的发展 ， 而临港科技城

希望成为临港新片区四大产业的技术创新策源

地 ， 这两个目标高度融合 ， 都将支撑新片区产

业发展 。 他表示 ， 临港将加快 “控规 ” 落地工

作 ， 明年上半年启动实际建设 ， 届时相关展示

馆 、 科学家公寓等将开工 ， “希望科学家和团

队能喜欢住在临港科技城或科学社区内 ， 而这

需要我们做好产城融合 。”

目前， 4000 平方米的科学社区样板间正在筹

划建设中， 样板间将探索性地融合科学事务中心

与顶尖科学孵化中心的部分功能 ， 根据科学家 、

高校、 企业对科学社区的需求 ， 设立科学社区展

播厅， 展示未来规划及设想， 进一步提高项目落

地实施的可操作性。 科学社区样板间的部分功能

将设在临港科技城首发项目 “创新晶体” 之中。

105 区块
聚焦金融创新， 集聚 “亚太总部”

105 区域总面积约 19.67 平方公里， 在滴水湖

的正北面， 以 “全域统筹、 区域联动、 生态宜居、

高端集聚” 作为建设要求， 以机场联络线站点为

核心， 重点发挥新片区跨境金融的优势 ， 发展面

向国际的跨境贸易、 数字经济等现代服务业 ， 提

升全球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 沿滴水湖北岛北侧

中轴线两侧形成的塔楼群是未来的 “陆家嘴”； 最

靠近滴水湖的一环带， 将作为总部湾区 ， 吸引贸

易 、 医疗 、 航运 、 保险等综合性亚太总部集聚 ，

好比 “外滩”。

未来金融领域的开拓和创新是临港新片区实

现飞跃式发展的关键点之一， 临港新片区金融贸

易处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主城区 105 地块的招商

洽谈以及项目的推进工作， 期盼新片区在城市空

间形态上尽早凸显出金融集聚区的风貌 ， 尽力打

造临港现代服务业开放区的标志性建筑群 ， 成为

功能完善、 开拓创新、 集聚人才的重要区域。

目前， 多家金融机构已经签约入驻 105 区域。

招商服务中心总经理白洋告诉记者 ， 计划在 105

区域建设的金融总部湾区 “绝非将陆家嘴的金融

机构平移至此”， 而是将侧重于跨境离岸业务与风

险可控的金融创新 。 黄浦江畔已有一个陆家嘴 ，

滴水湖畔的 “陆家嘴” 要与其形成错位 。 “我们

沿岸设计了一批符合金融机构定位的 、 整体风格

统一的高端办公楼。” 白洋说， 由于金融机构对办

公楼各有细致且特殊的要求， 他们与入住方进行

提前沟通， 进而将客户需求落实在建设中。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