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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6 月 11 日至 17日是全国第28个
节能宣传周，在“节能降耗，保卫蓝
天”的主题之下，455 项节能减排宣
传教育主题活动将在上海举行。遍
地开花的活动背后是一座城市深植
基因的节能本能，2017 年上海单位
生产总值（GDP）能耗为 0.405 吨标
准 煤 ，比 上 年 下 降 5.17% ，面 对
2018，上海又给自己立下单位生产
总值（GDP）综合能耗下降 3.6%的
全年目标。

上海在追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
的同时，让“绿色”成为“上海制造”的
一股新动能，迈出了一个个立足当
下、惠及未来的节能足迹。

绿色制造步步深入
“质量提升，标准先行”，“上海制

造”的高质量发展，“绿色”是一项必
备的标准。上海研究出台了国内第
一 部《绿 色 产 业 园 区 评 价 导 则》
（DB31/T 946-2015）地方标准，起草
了《工业园区能效综合监测管理技术
规范》，开展了“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
系”“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等研究，用高标准引领制造业的绿色
发展。

一批行业绿色制造示范标杆也

在这里树立，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
等 4 家工厂入选工信部绿色示范工
厂，上海化工区入选绿色示范园区，
上海市能效中心等3家单位入选工业
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上海移动
宁桥数据中心等5家数据中心入选国
家绿色数据中心。

面向未来，上海写下《上海市
2018 年—2020 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以制造业绿色改造升
级为重点，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力争到2020年，
创建 100 个绿色示范工厂和 20 个绿
色示范园区，开发100项绿色示范产
品，建设10条绿色示范供应链……上
海绿色制造的步子愈走愈深。

合同能源管理依势创新
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

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
以降低用户目前的运行成本，提高
能源的利用效率。如今这种合同能
源管理模式在上海得到快速发展，
截至 2017 年底，上海节能服务企业
达到 480 余家，实现节能量43.3万吨
标准煤。

经过几年发展，合同能源管理在
上海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由单一

性改造向区域化、模块化趋势发展。
此前节能服务公司通常只为一家单
体企业进行能源改造，现在区域化综
合性的节能服务愈发受到市场欢
迎。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为杨浦区提供了节能降碳
总顾问服务，协助杨浦区完成了各类
低碳示范的创建，并提出了分布式光
伏建设、项目能耗的全过程管理、重
点用能单位能耗管理等技术和管理
解决方案。

能源费用托管型初现优势。用
能单位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能源托
管费用，节能公司通过提高能源效率
降低能源费用，并约定拥有全部或部
分节省的能源费用。能源费用托管
作为合同能源管理的类型之一开始
在实践中显现优势，上海市浦东医院
与上海开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起
实施了沪上首例能源费用托管型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在医院领导看来，
采用这种方式节能服务公司会想方
设法提高节能效果，节省能源费用开
支，又减轻了医院的投资压力，是一
举多得的好事。

能源互联网建设未来可期
2018年初，上海能源互联网创新

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成员来自于传统
能源、现代能源服务、互联网、通讯等
行业。未来，面对能源互联网建设的
不易之路，联盟为上海定下了阶段性
的重点工作。

建立学习型、开放型的组织领
导机构，打造一流的能源互联网专
业服务团队；聚焦分布式供能、充电
桩、储能、微网等新兴领域，并大力
推动上述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发展；
逐步打通能源数据壁垒，实现多领
域能源数据集成融合和安全共享；
推进能源与信息、材料、生物等领域
新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本市协调发
展、集成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基本框
架；尝试培育基于互联网的能源消
费交易市场；积极参与本市能源互
联网标准体系和质量认证体系建
设，引导能源互联网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

上海节能协会秘书长徐君表示，
联盟将以物联化和智能化为基础，以

“互联网+”为手段，提高可再生能源
比重，促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提升能源综合效率，推动能源市场开
放和产业升级，为上海构建安全、清
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作
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海事法院于日前发布《关
于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
法上海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和

《关于推进“智慧海事法院（上海）
实践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意见》明确提出上海基地的
“一个主功能、两个辅功能”的定
位，即以建设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中
心为核心功能，以建设国际海事司
法高端智库和国际海事司法交流
平台为辅助功能。作为主功能的
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中心，是建设国
际海事司法中心的主要和核心目
标。上海海事法院依托在航运主
体国际化、纠纷数量规模化和纠纷
类型多样化等方面的优势，深入实
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着力提升海
事司法国际公信力，以公正、透明、
可预期的裁判引领规则创制，以与
国际接轨、有较大吸引力、便利化
的海事诉讼机制，吸引更多中外航
运市场主体选择上海海事法院解
决诉讼纠纷。

作为辅助功能之一的国际海
事司法高端智库，旨在围绕国际社
会普遍关注的海事司法理论与实
践重大热点问题，集聚国际海事法
律人才和资源，提供优质的海事司
法服务保障和专业智库支持。

作为另一辅助功能的国际海
事司法交流平台，旨在利用上海的
国际化优势，搭建互联互通的海事
司法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构建多层
次、多领域的对内对外交流网络，
更好地与国际海事法律领域接轨，
扩大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去年 6 月，上海海事法院被最
高人民法院确立为“智慧海事法院
（上海）实践基地”。作为中国首家
智慧法院实践基地，上海海事法院
积极适应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
能时代信息化发展新趋势，制定出
台了《关于推进“智慧海事法院（上
海）实践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着力解决
影响和制约海事审判发展的重点
和难点问题，全面服务保障以执法
办案为第一要务的法院各项工作。

《意见》明确智慧海事法院建
设的主要任务是打造“1+2+X”的信
息化建设模板。建设“一个中心”，
即构建安全、稳定、先进、可控的大
数据交换处理中心，实现数据的采
集、交换、处理、展示、发布等一体化
集成。建设“两个平台”，即建设智
能化办案平台，提高审判执行质效，
提升诉讼服务能力；建设智能化办
公平台，提高司法行政能力，提升司
法保障水平。建设若干个智能辅助
系统，实现智慧海事法院“人工智
能+”工作模式的转型升级。

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
和智慧海事法院建设

■上海市杨浦
区日辉五金用品商店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国地税沪字
310110197706123241，特声明作废。

■上海市杨浦区勤丰小百货商
店遗失上海市国税通用定额发票
（存 根 联）50 份/本 ，发 票 代 码
131001227953， 发 票 号 码
02530501-02530550；发 票 代 码
131001227851， 发 票 号 码
01778251-01778300；发 票 代 码
131001227753， 发 票 号 码
02485151-02485250，发 票 代 码
131001227652， 发 票 号 码
00810601-00810650，特声明作废。

■交款人张建国遗失上海市行
政事业性收费通用收据两份，日
期：2018 年 3 月 12 日，收据编号：
1600268866，金额：壹仟玖佰贰拾元
整；日期：2018年5月15日，收据编
号：1600272285，金额：贰仟陆佰捌
拾元整，声明作废。

■上海市杨浦区玫丽鲜花店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310110600473342， 证 照 编 号
100003201410280005，特声明作废。

随着市民健康意识的提升，越
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来到运动场健
身。市民能否就近找到健身场地？
对健身场地设施的开放是否满意？

健身步道已达639条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本市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 2013 年底的
1.72平方米增加到1.83平方米。这
0.11平方米的增量，来之不易。

市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彬
介绍，近年来，新建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被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确保了
每年实事项目按时完工。市民健身
步道项目在政府实事项目市民满意
度测评中名列前茅。截至2017年底，
本市累计建成社区健身苑点 13103
个、市民球场473处、市民健身步道
639条、社区市民健身中心38个、市民
游泳池35个、市民健身房167个、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1064个，体育健身设施
基本实现城乡社区全覆盖。

在增加体育场地面积的过程
中，各区深入挖潜、做出特色。闵行

区率先在全区街镇都建立社区市民
健身中心；崇明等区自行车绿道建
设富有成效；宝山、嘉定等区把握工
业转型契机，利用厂房、仓库建设体
育设施积累了经验；静安等区积极
试点“共享球场”管理模式，通过设
施改造实现标准化、智能化的线上
远程管理；杨浦区在市民健身房管
理中引进“乐刻健身”模式，在降低
运营成本的同时，既方便了市民，又
提高了服务质量。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仍有缺口
目前，上海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数比例从2014 年的38.4%上升
到42.2%，各类人群参与体育健身的
热情越来越高。面对市民日益增长
的体育健身需要，上海全民健身依
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场
地设施供给依然不足。

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虽然逐
年增长，但低于北京、天津、广东、江
苏等省市，中心城区健身场地设施
供需矛盾尤其突出，人均不足1平方

米。而且室外场地设施占比较高，
社区市民健身中心等综合性室内健
身场所数量较少，存在场地设施结
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另
外，一些体育设施陈旧老化，一些居
民区体育设施损坏后未能得到及时
维修，个别公共体育场修缮维护经
费投入不足。设施运营的信息化手段
滞后，使得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今年3月至5月，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首次开展 《上海市市民体育
健身条例》执法检查和审议工作，对
全民健身进行系统“体检”，倾听有
关市民体育健身的问题。市民反馈
意见较多的还包括健身设施开放不
够。一些公共体育场馆未完全做到
全年向市民开放和每周累计开放时
间不少于56个小时，一些公共体育
场馆全民健身日未免费向市民开
放。部分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积极
性不高，开放情况不均衡。这些问
题成为制约上海全民健身发展的瓶
颈，下一步也将成为政府部门要补
的短板。

永在进行时的上海节能脚步

官网广告提及“预期年化利
率”被行政部门罚款 18 万元，上
海一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处罚
决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日前审结了该起上诉案件，二审认
为处罚决定职权依据充分，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
合法，判决驳回经营者撤销一审判
决、撤销处罚决定的上诉请求。

上海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要向借贷双方提供金
融服务信息、撮合借贷双方签订
借款协议的互联网金融中介公
司。为宣传其名下的金融服务产
品，该公司自 2016 年 6 月起，通过
其官方网站对外发布某“投资计
划”产品信息及广告时，使用“预
期年化利率”的广告用语，自 2017
年 1 月起，在官方网站首页使用

“预期年化利率最高 12％”的广告
用语。

2017 年 5 月，上海市某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经调查认为，该金融信
息公司发布上述广告的行为违反
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决定，责令该公司停止发布违法广
告并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罚款
18万元。

该金融信息公司收到处罚决
定后，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行政复议，后在复议审理期间撤
回复议申请。随后，该公司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处罚决
定。一审法院驳回了其诉讼请
求。金融信息公司不服，上诉至上
海市一中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撤销处罚决定。

上海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金
融信息公司在公司官方网站介绍
所经营的金融产品和所提供的信
息服务，属于广告行为。“预期年化
利率”“预期年化利率最高 12％”
用语，并无科学、合理的测算依据
和测算方式，易误导投资者产生
该金融产品保本、无风险或者保
收益的误解，使投资者不能全面
了解其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存在的
风险，而仅预期可能获得的收益，
构成违法，监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
罚并无不当。

上海市一中院遂作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广告语含“预期年化
利率”被罚18万元

市民对健身步道满意度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