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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在
昨天举行的“浦江创新论坛——

2022科 技 创 新 智 库 国 际 研 讨

会”上，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

所与华东理工大学碳中和未来

技 术 学 院 联 合 研 究 完 成 的

《2022碳中和前沿》 对外发布。

报告认为，城市是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的实践主体，建设碳中

和城市是实现全球碳中和的必由

之路。

报告从战略前沿、技术前

沿、应用前沿和上海进展四个

方面对碳中和的动向趋势进行

了分析研判，提出了当前世界

推进碳中和的四大类政策、低

碳城市建设应当采取的五大战

略、碳中和领域的“3+1”技术

体系，并对海上风电等热点技

术趋势和低碳应用领域的示范

案例作了介绍。

当前，碳中和政策主要集中

为四大类，分别是加大可再生能

源投资、建设碳市场、征收碳关

税和提供财税补贴。 报 告 提

出，低碳城市建设应采取五大

战略：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和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二是聚焦高碳排放领域，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三是重视科

技创新，强化技术支撑；四是采

用碳补偿机制，布局负碳项目；

五是优化管理模式，倡导绿色生

产与低碳生活。

科技创新是低碳城市建设的

重要支撑。报告将碳中和领域的

核心关键技术归纳为“3+1”技

术体系，即源头控制的“零碳技

术”，包括风能、太阳能、核

能、氢能和其他清洁能源；过程

控制的低碳技术，如低碳电力、

低碳建筑、低碳交通等；末端控

制的负碳技术，如碳捕集、碳封

存、碳利用、森林碳汇、绿地碳

汇、水碳汇等，另外还需加上数

字智能、基础支撑、管理与服务

等配套支撑技术。

报告指出，我国碳排放主要

来源于电力、建筑、工业生产、

交通运输、农业等领域。因此，

电力领域的绿色转型、零碳建筑的推广、工业领域的生

产方式变革与原材料替代、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和新能

源、农业领域加快新技术替代是实现碳中和的基础和重

要趋势。

近年来，上海积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的技术创新需

求，关注重点领域，布局前沿技术项目，积累了一批创

新成果。比如，成功研制亚洲首台最大11兆瓦直驱海

上风电机组，装载上海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燃料电池重

卡首次登上工信部目录，摸索出一套农田氨减排技术及

氨排放检测方法等。与此同时，上海在碳中和领域科技

创新体系化建设方面形成了一批强有力的支撑平台，在

能源、建筑、交通、工业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培育了一

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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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上午11时08分，上海首颗科普教

育卫星“闵行少年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

载CZ-4B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进入太空后，卫星

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正常展开，姿态稳

定，遥测遥控及各项功能正常，发射圆满成功。

在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来自闵行区数

所中小学的学生们在控制室亲眼见证了卫星

发射全过程。这颗承载着孩子们航天梦的卫

星，凝聚了闵行区青少年和航天专家的集体

智慧，由闵行区教育局、上海航天空间技术有

限公司及相关企业基于科普教育和科学试验

联合研制。卫星的发射，意味着本市青少年有

机会在航天专业科研人员带领下，与太空“对

话”，用专业设备给温室气体“拍照”，开展面

向未来的天地一体化应用场景创新尝试。

在征集太空天籁之声、太空创意画、卫星

名称、卫星LOGO和载荷方案等活动中，孩子们

将他们对太空的想象或诉诸笔端、或倾注思

考。比如“探地”部分包括了来自星河湾学校吕文

渊同学的《基于微纳卫星系统的温室气体监测》

和闵行中学戴昕妍同学的《通过卫星观察大气层

二氧化碳的变化分析温室效应的程度》的研究，

也决定了卫星载荷设计的方向。搭载了温室气体

监测载荷的卫星，可实现对全球重点目标的碳

源、碳汇实时定量监测。“这个过程就像卫星在外

太空给温室气体‘拍照’。”上海航天空间技术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吕旺解释。

从提需求、定方案、详细设计、专家评审、组

装测试，到成功发射、在轨测试、投入使用，每一

步都要严肃认真对待。曾参与设计风云系列气象

卫星的吕旺，带领孩子们全程参与“造星”。据悉，

“闵行少年星”在轨运行后，闵行区青少年学生将通

过其从太空传输下来的数据，系统性开展测控模

拟、测控演练、卫星应用等一系列航天科普活动。此

外，“闵行少年星”计划将继续推进，扩大成果影响

力；多方联动协作，打造“航天闵行”科普教育格

局；紧密结合德育“第一课堂”，让航天梦想成为

青少年学生进步、成长和发展的动力。

学生全程参与，上海首颗科普教育卫星升空

走进化妆品专柜，消费者可以坐在一台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皮肤检测仪器前，当场

“定制”一份个性化的护肤品——如此前沿

的消费场景很快就将在浦东新区率先落地。

8月1日起，又一部浦东新区法规——

《浦东新区化妆品产业创新发展若干规定》

正式实施，其中明确鼓励化妆品企业探索小

批量、多品种、高灵活的生产模式，精准研发

适合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化妆品。这一新

规将加速推动化妆品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个

性化化妆品的争相“首发”将为引领区化妆

品产业发展和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再添新的活力。

多个个性化化妆品项目蓄势待发

“个性化消费”在全球化妆品市场成了

日渐兴起的新模式、新业态，也受到中国消费

者的热捧，市场潜力巨大。在业内人士看来，

《若干规定》的实施将加速个性化化妆品走进

消费者的生活。

去年进博会上赚足眼球的“口红打印机”

圣罗兰智能调色仪，目前已进入位于陆家嘴

的国金中心化妆品柜台，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的目光。欧莱雅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也已着手

参与试点结合智慧购物场景，针对消费者个

性化需求精准研发产品，不久就将进入化妆

品消费零售终端。

“我们两款在门店中调配的个性化产

品——修丽可的高端个性化皮肤学配方仪

以及一款个性化香水已经蓄势待发，目前正

在和相关部门积极沟通筹备中。”欧莱雅研发

和创新中心数字智能美妆部副总监叶成达告

诉记者，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与指导下，尽

快将创新产品引入国内市场，让上海成为这

两款全球明星产品的中国首发地。

在市药监局的支持和指导下，浦东新区市

场监管局已提前介入服务，从选址到布局，从

设备到产品，严把产品安全关，积极助力企业

个性化生产项目尽早落地，同时也配合市药监

局制定相应的生产许可条件和监管要求。

打造“时尚消费品高端产业集群”

记者注意到，《若干规定》明确本市化妆

品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在取得化妆品生产许

可证后，可以在浦东新区设立的经营场所，根

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现场对其备案的普通

化妆品提供分装、包装等服务。

路威酩轩集团下的娇兰香水已可以根据

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开展包装服务。在娇兰品

牌公关总监周晶看来，《若干规定》的实施，推

动浦东新区充分发挥口岸功能，鼓励相关企

业依法开展进口化妆品的包装和贴标服务，

进一步畅通化妆品进口渠道，坚定企业在中国

投资的信心。娇兰正着手筹备在店铺内提供

个性化分装服务，届时消费者从试香到选瓶和

外包装，能够全过程按照自己的喜好定制。

最近，上海提出要加快打造以化妆品为

重要组成的“时尚消费品高端产业集群”。叶

成达期待，以浦东新区法规落地为契机，与上

海开展更多先行先试的创新合作。

保税区化妆品专业展厅将开放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一直站在时尚最

前沿，是全国化妆品产业发展最为活跃的地

区之一。而浦东新区在化妆品产业研发创

新、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进口

普通化妆品备案量约占全市的50%、全国的

25%；化妆品境内责任人占全市的33%，聚集了

化妆品研发、原料制造、生产经营企业以及丰

富的医疗和科研资源。

《若干规定》支持鼓励浦东新区率先谋划，

抢占化妆品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加强培育国内

品牌示范引领作用。

据悉，浦东新区在支持免税店设立国产化

妆品销售专区的同时，还借助本市化妆品行业

协会力量，整合优势资源，在外高桥保税区“国

别（地区）中心集中展示基地”推出化妆品专业

展厅——“美妆馆”。该馆除国际知名化妆品

集团进驻外，还将为国产品牌设置展示及销售

专区，与国际大牌为邻，多角度培育打响“上海

制造”“上海购物”等品牌。该集中展示平台预

计8月底对外开放。

《浦东新区化妆品产业创新发展若干规定》8月1日起施行

定制化妆品“首发”为国际消费中心再添活力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科创板拟上市企
业上海（浦东）知识产权服务站昨天启动，标志

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

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

意见》的又一重要任务落实落地，将为科创板

拟上市企业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全生命周期

的一站式知识产权服务。

启动仪式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

查协作江苏中心、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证

券交易所、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等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推进科创板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

服务站建设的行动方案》，推出支持创新主体

培育高价值专利组合、加强知识产权纠纷应

对和维权援助、提供多元化专利审查服务等

8项重要举措。

知识产权是企业科创属性的“硬”指标和

“软”实力。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市知识产

权局的指导和支持下，通过与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的资源联动，服

务站将根据创新主体申请，为企业提供专利挖

掘、研发成果剖析筛选、专利申请技术方案指

导，以及通过开展专利导航与分析评议等手段

引导创新主体在信息获取、合作对接、产品开

发等环节识别和规避知识产权风险。

而在企业遇到知识产权“攻击”时，服务

站可提供开展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专利

复审无效案件多模式审理以及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权评价报告预审等服务，支持企业完

善信息披露和问询答复，提升企业在上市阶

段的知识产权纠纷处理速度和质量。

下一步，服务站将启动科创板拟上市企业

高管知识产权培训计划，编写发布《科创板上市

知识产权白皮书》等，为科创板拟上市企业提供

全方位知识产权指导服务，全面提升拟上市企

业知识产权的创造质量、保护效果、运用效益。

副市长陈群出席启动仪式。

浦东启动科创板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站

有时，一条街的转角，能遇见四家

咖啡馆。

这就是上海，全世界咖啡馆最多

的城市。

2022上海咖啡文化周前天开幕。

昨天，世界知名精品咖啡品牌蓝瓶咖啡

的内地第二家门店在静安嘉里中心一

隅开张，上万块手工陶土砖嵌在空间各

处，中国传统“屋面瓦”的灵感从空间布

置延展到特色餐食。要知道，她落子的

南京西路街道，是全市咖啡馆密度最高

的街区。密度高意味着竞争多，但这不

能阻挡品牌入市的信心，不能阻挡对上

海这座超大城市的坚定选择。

今天的上海，已进入咖啡产业第

三波浪潮——带着全球化、全民化和

全产业链3个特征，咖啡店沁入城市肌

理，咖啡文化融入市民生活，咖啡产业

拉动消费经济。自去年以来，即便是经

历疫情考验，仍然有不少新店在上海

落地开花，规模连锁咖啡馆和独立精

品小店各显神采，咖啡香晕染着街头

巷尾、沁人心脾。日前，本报记者探寻

了多家各有特色的咖啡馆，咂摸那些

各具特色的咖啡饮品，也感受最“扎

劲”的城市烟火气。

晨起顺路“拷咖啡”，香
气满溢十五分钟生活圈

平平无奇的小马路上，连绵成片

的居民区里，甚至“口袋公园”最深处，

都有可能藏着只有附近街坊才知道的

咖啡馆，待有心人前来寻觅。

欧阳路上，欧邑小站咖啡馆是这

儿唯一的社区咖啡店。开业以来，美式

咖啡售价一直是15元，寓意满足周围

居民“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心灵所栖。

寸土寸金的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

位于永嘉路上的口袋咖啡拥有一大批

拥趸，崔娴英就是其中一员，她习惯早

晨遛狗时顺路来“拷咖啡”。点单完毕，咖

啡师转身从架子上取下崔娴英寄存的马

克杯，这是老顾客中意的方式，店开了多

久，就在这里喝了多久。

这些社区小店如何让人“百喝不

腻”？客人们说：味道要好，气场相合也很

重要。比如，欧邑小站服务的客群虽固

定，但会根据大家的喜好不断调整品类，

上个月就上新了名为“欧阳之光”的薄荷

特调咖啡，“做什么活动，就像推什么咖

啡一样，大家说了算。”主理人允儿说。

社区小店还承载着新型会客厅的功

能，茶饮、议事等多种公共服务容纳其中，

成为便捷生活的中心地带。口袋咖啡所在

的嘉澜庭广场，嵌在里弄间，附近居民来

喝咖啡时，熟练地架好露营椅，支在广场

上任何想坐的地方，边饮咖啡边谈天，与

过去在弄堂里乘凉的景象何其相似。

这些社区小店同样卧虎藏龙。也许，

一些惊艳的创意正在这里的某一张方形

木桌上诞生。杨浦区一个建造于上世纪50

年代的工人新村里，藏着一家名为punch 

line的咖啡馆，门面朴素，点餐区甚至有点

挤，好在咖啡豆都是自烘焙，可选择的类

型也多。punchline咖啡所在区域，工作人

群以设计创意类为主。店长叶丹介绍，

punchline常客之一就是一位“海漂”着的

意大利顶尖设计师，正是他用孟菲斯派的

明快色彩和怪诞用色设计，装点了整条街。

新需求不断冒泡，一杯
“百喝不腻”

陆家嘴商圈，一间5平方米的咖啡

小店全新开张。一般人觉得有些局促，但

对店主哥俩殷天保和殷天佑来说，却是

一种安全感，因为这是全国首个由盲人

咖啡师任店长的咖啡店，也是熊爪咖啡首

家“种子店”。经历无数次训练，哥哥殷天

保制作一杯冰美式最快只需“1分41秒”，

这速度已与多数连锁咖啡品牌店持平。

熊爪咖啡，曾因其公益爱心之举吸

引无数人关注。如今，它专门吸纳了视障

人士，不仅解决了就业，更开辟出一片创

业新天地。哥俩不仅能领取保底薪酬，每

人还拥有5%的小店股份。“希望能给全

国近千万视障人士一个新选择。”熊爪咖

啡联合创始人王湉说。

喝着咖啡，眼前是陆家嘴“四件套”，

脚下是浦江第一湾，“看得到风景的人民

咖啡馆”恰如其名。这个坐落在浦西第一

高楼白玉兰广场商务楼空中大堂L层的

咖啡馆，以通透的大落地窗展现浦江两

岸风景，成为网红打卡地。下午，年过六

旬的瞿阿姨和姐妹们在这里拍个不停。

“这里风景好，咖啡也好喝，价位合适，关

键是人民城市的人民咖啡馆，意境好！”

还有咖啡店，专为周边从业者而生。

紧挨着威海路上海报业大厦，有家开着

上悬窗的沿街咖啡小店，店长芦芦从书

中看到一句话——“每个人都是作者，能

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因而取名“writer”。

正如店名所述，来来往往购买咖啡的都

是报业大楼及附近的文字工作者。他们

采访回来、提笔前后都会买上一杯，为自

己的文章增添“精神头”；附近居民也会

光临，书写自己的“人生桥段”。

新需求不断在冒着气泡。这也是蓝

瓶咖啡内地时隔半年开出第二家店的原

因。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将激发蓝瓶推

出更快、更多的创新产品和业务，同时将

它们带到国际市场上。

大胆跨界，买手店与咖啡
店共享空间

“来一杯‘觉醒的年代’。”

与中共一大会址一街之隔，开了家

咖啡馆“一咖啡”。石库门拉花、暗藏玄机

的饮品名称，产品的设计中巧妙融合了

中共一大元素，令人耳目一新。“德先生

钟意的南橙拿铁”和“赛先生喜爱的北栗

拿铁”等迅速成为爆款。

不过，跨界并不能与“爆款”简单画

等号，“人气”更多源于内核。中共一大纪

念馆副馆长阮竣介绍，除人气爆款、季节

限定特饮等丰富产品矩阵，“一咖啡”同时

也提供文化展示空间。“希望以咖啡为媒，

进一步传播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

而老字号点心店乔家栅，在最透气

的徐汇滨江开出乔咖啡。竟出乎意料的

时髦、洋气。通透建筑外观，产品也是妥

妥的混搭风。经过一年试运营，乔咖啡品

牌已稳定，积极参与了今年的咖啡文化

周活动。相得益彰的“混搭”是乔咖啡的

核心竞争力。“滨江这带，咖啡馆多、竞争

激烈，如何让乔家栅这个老品牌突出重

围并不容易。”咖啡馆负责人毛怡宁说，

乔咖啡希望受众的年龄段覆盖老少。“糕

点+咖啡”的组合，不仅图个新意，也希

望把“老字号”糕点推进年轻人心里；对

老顾客来说，尝到糕点的同时，也品鉴了

咖啡，以此打通消费代际。

是咖啡店、是买手店、是画廊，也是

历史保护建筑。走进愚园路上的艾肯博

咖啡实验室，“实验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迪士尼的草莓熊、路易威登男装、潮牌集

合店P.O.BOX都与咖啡店共享空间，也

在咖啡香中推广自己。近期，李维斯“慢

闪店”主题活动如火如荼。路易威登还与

艾肯博联名出品了特色咖啡杯，在快闪

中衍生丰富的咖啡文创产品。

新需求不断冒泡，跨界不断上新，一杯“百喝不腻”——

咖啡沁入城市肌理，感受“扎劲”烟火气
■ 今天的上海，已进入咖啡产业第三波浪潮——带着全球化、全民

化和全产业链3个特征，咖啡店沁入城市肌理，咖啡文化融入市民生
活，咖啡产业拉动消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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