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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报告显
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持续推进，人民

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保持较高吸引

力。截至2021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

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金

融资产金额合计为10.83万亿元，同比

增长20.5%。

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2年人民

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国际化各项

指标总体向好，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稳

步提升，投融资货币功能进一步深化，储

备货币功能不断上升，计价货币功能逐

步增强。

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使用延续稳

步增长态势。2022年上半年，人民币跨

境收付金额为20.32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在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

占比上升至49.1%。

报告指出，人民银行持续完善跨境

贸易、投融资人民币结算等基础性制度，

激发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

的积极性，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2022年上半年，经常项目与直接投

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合计为6万亿

元，同比增长23%；货物贸易中跨境人民

币结算占比提高至16.6%，较去年同期

提高1.9个百分点；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

金额为4317亿元，同比增长20.7%。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同比增长15.7%

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保持较高吸引力

上海外贸进出口规模再创历史

新高！来自市商务委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8月，上海市外贸进出口额达

4149.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8%，

在长三角三省一市增速居首。其中，

出口1742.7亿元，增长26.2%；进口

2407亿元，增长9.2%。继7月进出口

总额首超4000亿元之后，上海外贸

再度刷新单月纪录。

外贸连续两个月保持两位数增

长，也让上海外贸走出V形反弹——

进出口总额已由上半年同比微降转为

前8个月同比增长4.8%。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之一，外贸在稳经济、促发展中

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哪些

行业是上海外贸连刷单月纪录的推

手？哪些因素铸就了上海外贸复苏的

强劲韧劲？答案就蕴含在企业反馈、

政策供给之中。

多个行业发力，推动
外贸“加速度”增长

7月，上海外贸月度进出口额达

4042.2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3.0%；8

月，进出口额上探至4149.7亿元，

同比增长15.8%……连续两个月的

“长阳线”，拉出了外贸复苏的“加

速度”。

“加速度”从何而来？在业内专

家看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快于

整体，部分优势产品实现倍增，成为

拉动进出口额创新高的重要推手，

“从数据来看，包括锂离子蓄电池、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都接近或实现

翻番，为稳外贸贡献了重要力量。”

来自车企的反馈同样体现了这种

喜人的增势。上汽集团的数据显示，

8月，海外销量高达10.1万辆，同比

猛增65.7%，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历史

上首个“海外市场单月销量突破10

万辆”的企业。1月至8月，上汽累

计海外销量近 58万辆，同比增长

56.7%。

海外销售节节高，上海口岸一

片繁忙。9月13日晚，“全球纯电超

能跨界车”MGMULAN在全球同步

上市。同一时间，上海海通码头，

一 辆 辆 MG全 球 车 缓 缓 驶 上 滚 装

船，踏上远赴欧洲的旅程。同样，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今年1月到8月

达成399939辆交付成绩，其中出口

总数近16万辆。

从进口来看，包括乘用车、钟

表、首饰、钻石等高端消费品进口增

速领跑。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重点产

业所需原料零部件进口尤为旺盛，其

中，计算机通信产业生产所需的集成

电路、半导体制造设备、自动数据处

理设备零附件进口分别增长23.2%、

42.2%、73.7%，新能源等产业发展

所急需的镍铁、碳酸锂进口增长更是

达到216.3%和37.1倍。

而一些重工行业的进口与出口同步加速。以船舶工业为

例，随着中国船舶集团总部迁入上海，旗下在沪船企造船量再

创新高。据海关统计，1月至8月，上海累计出口各类船舶407

艘，同比增长40%。浦东海关还开辟“邮轮项目”专用通道，

对大批量进口设备“随到随检”，并实施企业专用码头门到门

现场查检，实现船用物资通关“零等待”。

专家表示，民营企业对地区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提升、企

业对“一带一路”开拓力度不断增强……这些都是近两个月上

海外贸进出口额连创新高的重要推手。

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多举措激发外贸潜力

外贸复苏的韧劲，与上海的营商环境也有强关联，多举措出

台进一步激发了外贸增长潜力。

“上海海关对新政的敏感度特别高、回应速度特别快，帮

助我们打开了新商机。”进口商上海牛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陌苏口中的政策，是指今年1月中国和肯尼亚签署的肯

尼亚鲜食鳄梨（牛油果）输华议定书。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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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将为教育带来多少新的

可能？智慧教育将开启怎样的未来？中国

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不久

前在“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教育论坛”上

的一席发言，引发学界深刻共鸣与进一步的

讨论：人工智能在教育上应用的难度是其他

行业不能比拟的。因为，与工业、金融、医疗

等领域相比，“AI+教育”最根本的不同点在

于，前者是部分替代人的工作，而后者则是

侧重于人机的深度融合。

智慧教育也由此被不少学界人士认为

是“AI皇冠上的明珠”。对此，中国科学院

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王怀民的一则观点

很具代表性。他认为，只有将技术真正融入

教学场景，才能充分发挥人机协同的优势。

目前，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正

在对现有的教育思想理念、教育体系和教

育模式产生革命性影响。简言之，智慧教

育应用场景的创新，将有力拓展传统的

“学校”和“学习”行为的边界，并催生教

育新形态。

为学生知识状态“建模”，
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至关重要

通过为学生“画像”，量化每个人的学习

状态，因材施教成为可能，现在，全国多所学

校在引入智慧教育方面都有不同程度尝试。

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郭毅可分享的一

个案例，引发了不少教育界人士的兴趣。从

2016年开始，他的团队在湖南进行过一个

跟踪实验：将42个孩子作为一个自主学习

班，运用团队开发的智适应学习系统进行个

性化辅导，从小学一直跟踪到高中，最后发

现42个孩子中有35个考上985和211大学。

“基于知识图谱和智能推荐的技术，有

可能更好地实现规模化个性教育场景。”郭

毅可介绍，该系统的基础就是一个多维的知

识图谱，通过数据采集学生资料，在应用层

面发挥作用，使得人工智能技术真正为教育

服务。他还介绍，在上海宝山区，现在也有

90家学校，包括14所高中、18所小学以及多

所初中的近一千名老师在应用这个系统，有

两万名学生受益。

上海交通大学俞勇教授也认为，运用人

工智能技术，为学生的知识状态“建模”，对

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至关重要。比如，可搭

建智能化教学平台，通过精准建模，为学生

提供个性化学习推荐，提高学习成效。

智慧教育场景应用，现实
与理想之间尚有不小距离

“人工智能+教育”的迭代也不时给教

育界带来惊喜。记者从华东师范大学获悉，

如今人工智能已学会了一门“硬核”语言，即

现存唯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东巴文。

东巴文由居住在滇、川、藏交界地以丽

江为中心的纳西族先民发明，被喻为人类社

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日前，东巴

文智能识别诵读系统正式发布，展示了基于

人工智能的东巴典籍识别与语音输出。该

系统由华东师范大学与丽江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等单位联合研发。记者了解到，这套系

统以东巴文字理论研究为支撑，基于东巴提

供的大量图像和语音数据，综合采用图像处

理、深度学习等多种人工智能技术，初步实

现了东巴典籍的智能识别与诵读。

当然，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提速，教育

界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钱旭红看来，

要培养真正的英才，“AI+教育”必须要能服务

于每个人独特的个性、独特的思维方式乃至

独特的生理结构。“要服务于每一个不同个性

的人，目前的技术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智能教育

研究院院长袁振国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当前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不少，但离人们的期望还

有距离，个中关键在于，不少技术运用到现

有的场景中，收效不大。

王怀民也持类似看法。比如慕课在数

字化和网络化阶段的教育中，就是一个被设

计和构造出来的场景，作为一种全新的通过

网络学习的应用场景和手段，慕课和传统课

堂教学完全不同。在慕课学习中，短视频的

设计不仅仅是对流媒体技术的使用，也包含

对人类注意力的基本认知和受教育过程的

理解——显然，后者在当前的网络教育场景

下，还无法很好得到体现。也正因此，打造

理想中的规模化、个性化终身学习平台，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侧重于人机深度融合，“AI+教育”将催生教育新形态

智慧教育为何被喻为“AI皇冠上的明珠”

■ 从逸园跑狗场到文化广场，从临时证券
交易场所到精文花市，再到国内首个以音乐剧
演出为主的现代化剧场——在这方历史悠久
的地块，它的每一次亮相与转型，始终伴随上
海发展的脉搏。日前，全新的历史墙在上海文
化广场二楼环廊揭幕，交织出这座城市70年
的发展变迁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上午与美国

康宁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文德举行视

频连线。

李强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

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主席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持续强

化“四大功能”、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和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康宁公司在全球材料领域久负盛名，主要业

务事关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产业，与上海着

力发展的重点产业、正在布局的新赛道高度

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聚焦产业相互

赋能、国际创新协同、总部能级提升等方面深

化合作。欢迎你们把更多技术研发、生产基

地放在上海，围绕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设

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更多创新突破，进一

步增强上海总部的投资、管理、经营等复合型

功能。上海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为中外企

业在沪发展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魏文德表示，这次将康宁显示集团全球

总部落户上海，正是出于我们对中国市场的

高度重视、对上海城市的充分看好。将进一

步强化与上海的密切合作，持续加大在上海

的投资，持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充分释放上

海总部能量，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

上海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为中外企业在沪发展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李强与美国康宁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文德视频连线

欢迎把更多技术研发生产基地放在上海

■ 康宁公司在全球材料领域久负盛名，主要业务事关重要的先导
性、基础性产业，与上海着力发展的重点产业、正在布局的新赛道高
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聚焦产业相互赋能、国际创新协
同、总部能级提升等方面深化合作

■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周渊

与城市共成长
文化地标“向新而生”

上海文化广场推出70周年
特别呈现演出和艺术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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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器画面中，张海潮与黎东升两位同窗好

友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一次机缘——那是《纵横

芯海》杀青前的最后一场戏，按剧中故事，那也

是主人公远大理想的启航前夜。

昨天傍晚，国内首部聚焦集成电路产业的电

视剧《纵横芯海》在上海松江杀青。剧中的主线

围绕集成电路产业在国内尤其是上海浦东从0到

1的创业史、奋进史展开。故事里，在国家相

关政策的推动下，张海潮等顶尖人才响应号召

踏浪而归。在国内，他们从无到有开始摸索，

不断完善自研技术，推动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在片场，导演李骏告诉记者：“我们想要塑

造一群怀揣报国梦的科研人、创业者，他们有着

不灭的爱国热忱、不冷却的理想主义、不停歇的

创新精神。”

现实中，因为有了这样一群始终秉持科学家

精神、甘坐板凳十年冷的探路人，因为有了一代

接着一代奋斗的实干家，中国芯片走出了一条从

模仿到创新、从跟随到并跑再到努力超越的自主

创新突围之路。以上海为例，上海集成电路产业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交出漂亮的成绩

单：不断提升先进工艺产能、核心芯片能级、关

键设备和基础材料配套支撑能力，14纳米先进工

艺规模实现量产，5纳米刻蚀机、国产CPU芯片

等实现突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2500亿

元，约占全国的25%。张江科学城已成为国内集

成电路技术水平最高、产业链最完整的区域。

电视剧是现实的艺术回响。在编剧虞璐琳看

来，《纵横芯海》在上海立项出品，就是想要致敬

在科创强国路上自强不息的“芯片人”、那些孜孜

以求扛起民族工业使命担当的人。

近百位从业者、领军人的真实
事例，凝练出“死磕”半导体的他们

《纵横芯海》背后站着一支中国影视界的创作

中坚力量：上海尚世影业与完美世界影视、柏年禾

沐影业、华栖清石联合出品，柏年禾沐影业制作，李

骏执导，虞璐琳编剧，黄晓明、王鸥、张超、施诗领衔

主演。影视界之外，来自相关行业的背书同样熠熠

生辉。电视剧得到了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全程

协拍；总制片人武平，总顾问陈大同、张素心无一不

是业界重磅级人物。

事实上，《纵横芯海》从前期调研到2016年进

入剧本打磨、2018年立项、2022年开机，先后得到

了中国半导体行业近百位从业者、领军人的支持。

“可谁能想到，最初我去业界采访时，所有受访对象

都劝我不要写。”虞璐琳坦言，业界大佬们的不看

好，源自产业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感，也源于“都是实

验室研究的枯燥镜头，拍不好看”。但从业者们口

中“不好看”的“清冷感”，在编剧眼中恰恰是这个故

事值得一书的魅力，“半导体是个需要巨额投入的

产业，也是个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产业。芯片在近

几年成为热点，但时间拨回21世纪初，尤其当互联

网、金融、房地产市场在那些年风生水起时，‘死磕’

半导体产业，对上海这座城市、对从业者，都是需要

在喧嚣中保持定力、抵抗压力的”。
▼ 下转第四版

上海出品电视剧《纵横芯海》昨杀青，在国内首度聚焦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历程

致敬中国“芯片人”从0到1的奋进史

■本报记者 王彦

■现实中，因为有了这样一群始终秉持科学家精神、甘坐板凳十年冷的探路人，
因为有了一代接着一代奋斗的实干家，中国芯片走出了一条从模仿到创新、从跟随
到并跑再到努力超越的自主创新突围之路。自2016年一路走来，《纵横芯海》的表
述内核从未转移——致敬那些不因失败而放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国芯片人

深入电视创作的“无人区”，就
像当年他们从0到1探路那样

转版导读

电视剧《纵横芯海》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