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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航贸指数
3大类指数组成很有讲究

早在两年前，上海航运交易所在
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一带一路”推
进工作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研发了

“一带一路”货运贸易指数和“海上丝
绸之路”运价指数并进行试运行。

经过了充分的企业走访、调查研
究、分析比对、建立数据模型等，在原
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指数的
内涵和外延，上海航运交易所于今
年7月11日正式对外发布“一带一
路”航贸指数。其科学性、权威性得
到业界广泛认可，提升了上海航运
国际中心影响力，成为评估“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建设成果的重要参考
依据，为衡量“一带一路”国家（地
区）贸易畅通、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成
效提供了量化标准。

细看一下，上海“一带一路”航贸
指数的构成指数由“一带一路”贸易
额指数、“一带一路”货运量指数、“海
上丝绸之路”运价指数等3大类指数
组成的，为何是3大类指数组成？这
里面其实很有讲究。

上海航运交易所信息部经理刘
越介绍说，“一带一路”航贸指数作为
一个系列，其指标全面，在范围上不
仅包括“一路”还包括“一带”，在反映
指标上，不仅包括贸易额指数、还包
括货运量指数和运价指数，航线全
面，“一带”货运量指数覆盖整个亚欧
大陆桥的铁路运输系统，“一路”货运
量指数则展示了从远东向南至澳洲，
向西经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至北非，
至西北欧的海上丝绸之路大通道。

“一带一路”航贸指数涉及的运输方
式也不仅限于海运，更依据“一带一
路”战略实施的实际需要，涵盖了铁
路运输方式，未来还将拓展到航空和
公路等运输方式。

大数据优势在“一带一路”航贸
指数的数据采集中得以充分利用，
并生成了各类数量指数。其中出
口集装箱运量指数从近 100 万条/
月的船公司舱单数据中生成。“海
上丝绸之路”运价指数的数据采自
于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国际集
装箱指数、国际干散货和国际原油
指数，样本数据来自于各细分运输
市场的国内外著名船东、货主、经
纪商约 130 家，具有相当的国际认
可度。涉及的货种不仅限于集装
箱，还包括煤炭、铁矿石、原油等大
宗物资，全面反映各类货种贸易与
运输的发展水平。

可以说，“一带一路”航贸指数不
仅反映贸易发展情况，还直接反映贸
易额、货运量、运输价格三者之间的

变化和相互关系，不仅充分发挥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和“一带一路”桥头堡
的区域优势，更能从国家层面全面反
映“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效果。

刘越称，上海航运交易所将着力
推动指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
济和贸易领域的应用与推广，鼓励各
国贸易商、航运商在签订贸易、运输
合同时，使用“一带一路”航贸指数进
行指数挂钩，并促使指数成为其管理
市场波动风险的套期保值工具。

人民币计价
“上海金”影响力不断提升

“每月一访”来到的另一个点是
上海黄金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
准，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我国唯一
的、专门从事黄金交易的国家级市
场，于2002年10月正式运行。今年
正好是其成立15年，自2007年起，
上海黄金交易所已连续 10 年成为
全球最大的场内黄金现货交易所，
2016年全平台交易总额17.44万亿
元，全年利税超 10 亿元，均再创历
史新高。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
称，上海黄金交易所于2014年 9月
18日正式启动了“黄金国际板”，国
际投资者可使用离岸人民币自由参
与上金所所有产品的交易。而“一带
一路”沿线66个国家，黄金消费需求
旺盛，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成立以
来，即积极吸引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
资者参与交易，截至目前，上海黄金
交易所已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会员13家，其交易活
跃度不断提升。

长期以来，国际黄金市场定价权
和话语权掌握在以伦敦和纽约为代
表的发达国家市场手中，以中国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市场只能作为价格的接受者参与国
际市场。2016年4月19日，在做了
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后，上海黄金交易
所成功启动“上海金”人民币集中定
价交易业务，进一步完善了中国黄金
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为大量的黄金
租赁、抵押等资金融通业务及黄金衍
生产品提供了价格基础，并为亚洲时
段国际黄金市场提供了价格风向
标。一年多来，“上海金”业务运行情
况良好，交易、清算、交割和风险控制
等各个环节平稳运行，市场参与度不
断提高，对国内外黄金市场的影响力
正在逐步显现。

目前上海黄金交易所分别同迪
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匈牙利布达佩
斯证券交易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授
权对方挂牌以“上海金”计价的期货
合约，实现了“上海金”在国际金融市
场上的首发。

上海黄金交易所表示，以人民币
计价黄金价格的影响力和认可度不
断提升，上海黄金交易所将优化“上
海金”集中定价业务的交易制度和交
易流程，审慎扩大定价参与主体，吸
引“一带一路”沿线实体企业和金融
机构使用上海金基准价格，不断提升

“上海金”品牌在沿线市场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

上海发布“一带一路”航贸指数

为贸易发展情况提供量化标准

已形成点线面相结合
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体系

在规范引领下，城市更新也在逐
步转变理念和方法，从有机更新的规
划、政策、管理和行动模式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上海特
色的“城市有机更新”之路。

特别是在加强历史文化风貌保
护方面，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保护好
延续好这座城市文脉和记忆。要以
城市更新的全新理念推进旧区改造
工作，进一步处理好留、改、拆之间的
关系，以保护保留为原则，拆除为例
外”。从“拆、改、留”到“留、改、拆”，
进一步强化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历史
积淀意识，探索新形势下的风貌保护
路径和多样化的空间重塑激活机制。

对于历史文化风貌，首先是扩大
保护范围。截至目前已有1058处优
秀历史建筑、401条风貌保护道路、
44片风貌保护区、250处风貌保护街
坊，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历史文化
风貌保护体系。加强配套政策立
法。出台《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
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
见》，重点针对保护对象、资金筹措和
管理体系等提出新要求。开展《上海
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条例》立法准备
工作。

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
大幅增加租赁住房用地

土地和空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
资源，土地利用方式影响着城市发展
模式和城市治理理念。上海自2013
年起提出“五量调控”土地新政，通过
上海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促进城市发
展方式、社会治理方式、政府工作方
式转变。

通过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划示
“新三线”，将上海2020年规划建设
用地总规模3200平方公里作为全市
建设用地终极目标，锁定了上海未来
城市空间发展和土地利用的基本格
局。同时大力推进减量化工作。年
新增用地从“十二五”初期的每年40
平方公里，逐步降至2016年的16平
方公里。预计到“十三五”末，全市将
累计完成减量50平方公里，截至今
年8月底，累计已完成项目立项47.9
平方公里，项目验收 19.6 平方公
里。减量化复垦的土地将优先用于
生态建设。

坚持存量用地盘活与闲置土地
处理并举，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制定本
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实施办法，建立
多方利益平衡的存量转型开发机
制。两年多来，全市已有96个项目、
约629公顷土地纳入盘活转型计划，
并取得阶段性进展。

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制
度。实行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优
化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加大房地
产市场调控力度，实行土地复合出
让，强化用地交易资金来源监管，严
控投机。按照“商品住房用地稳中有
升、保障性住房用地确保供应、租赁
住房用地大幅增加”的原则，在确保
土地可持续供应的基础上，充分考虑
市场需求，有序加大住宅土地供应，
保障中小套型供应比例，调整优化商
业办公规模布局，在就业密集、产城
融合重点区域以及轨道交通站点周
边区域推出租赁住房用地，构建租售
并举的住房体系。

精细化地理信息应用于
近百个城市管理

在“大、云、平、移”的互联网背景
下，规划国土资源管理主动适应信息
时代的发展要求，发挥平台作用，助
力提升上海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

以空间基础数据信息平台建设
为契机，以不动产登记系统、城市发
展战略数据库、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库
等为基础，构建规划国土信息交互的
动态管控平台，同步整合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相关数据，为实现城市动态治
理和智慧治理打好基础。

发挥测绘、地质工作服务作用。
从确保城市安全的高度出发，开展全
市地理国情普查、基础性地质调查、
地面沉降监测等工作。建立地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已在建设交
通、公安消防、应急保卫、气象灾害预
警等近100个管理系统中实现了深
度应用，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数
据支撑。

构建“三个1000km以上”
区域轨道交通网络

徐毅松表示，下一步，市规划国
土资源局将继续做好城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管理工作，努力为上海迈向卓
越的全球城市提供助力和保障。

建设更具活力的繁荣创新之
城。以强化科技创新、金融商务、文
化创意、高端制造等“全球城市”核
心功能为主线，以规划土地供给侧
改革为抓手，支持科创中心建设；强
化航空、航运、陆运、信息枢纽等支
撑功能，构建由市域线、市区线、局
域线构成的“三个 1000km 以上”区
域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具有较强辐
射和服务能力的国际综合枢纽和门
户；强化与创新经济和创新发展相
适应的、吸引全球创新创业人才的
服务设施和服务环境等基础功能，
完善便捷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激发城
市持续活力。

上海正在构建创新、人文、生态之城

走上海特色“城市有机更新”之路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为全面、及时反映“一带
一路”建设成果，特别是在贸易畅通
和基础设施连通等方面的发展成
效，我国首个“一带一路”航贸指数
今年在上海航运交易所正式对外发
布。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每
月一访”活动中，记者来到上海航运
交易所，一探“一带一路”航贸指数背
后的故事。

对于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本市已经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体系；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依据的地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目前已在建设交通、公安消防等近100个管理系统中实现了深
度应用。

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徐
毅松介绍了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构建创新、人文、生态之城有关情
况。据悉，2014年上海召开第六次规划土地工作会议，正式启动新一轮
城市总体规划“上海2040”的编制工作，目前已报国务院审批。在此基础
上，今年已全面有序铺开各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上海正在探索走出
一条具有上海特色的“城市有机更新”之路。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