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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 年)》，明确将崇明本岛建设为生态岛，并且成为改善上海城市整体

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任务之一。2005 年，市政府批准《崇明三岛总体规划(2005-2020 年)》，将崇明本岛定位为综合生态岛，同

时，进一步明确要在崇明、长兴、横沙三岛联动发展中，推进崇明本岛的生态建设。2010 年又发布了《崇明生态岛建设纲要（2010

—2020 年)》，至今已经完成了连续两轮的三年行动计划。2016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崇明撤县设区”工

作大会，崇明撤县设区，适时调整行政区划，是上海顺应大势大局变化，促进城市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到了 2016 年 12

月，又正式发布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讲，崇明生态岛建设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

历程。

对崇明生态岛建设，历任的中央领导充分肯定，高度重视，并且做出了重要指示。2007 年 4 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在崇明调研时指出，崇明建设生态岛是上海按照中央要求实施的又一个重大发展战略，要用科学思维、战略眼光，充分

认识崇明三岛建设的重要意义。崇明拥有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土地资源、岸线条件四大优势，是上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空间，是上海进一步联动长三角、服务长三角的前沿。要切实加快推进崇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一步开拓与长三角地区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新路子，推动长三角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

深层次发展，为加快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更大贡献。我们要把崇明建设成为环境和谐优美、资源节约利用、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生态岛区，实现崇明跨越式发展，从而促进上海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十多年来，上海举全市之力予以积极推进，而崇明的广大干部群众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生态立岛理念不仅更加深入人心，而且推动生态岛建设“一张

蓝图绘到底”。经过连续两轮的三年行动计划之后，崇明生态岛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初步形成了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的基本框架和轮廓。目前，第三轮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制定完成，各项目标任务都已明确。2017 年 2 月 28 日，上海

又在崇明召开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推进工作大会，进一步表明了要坚定不移地走生态、绿色、环保的新路。

今天来看，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早在 2014 年，崇明生态岛建设已经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高

度评价，并且作为向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岛屿地区推广的典型案例。但是，对于崇明世界级生态岛来说，不仅未来建设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而且还应该在国家层面上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必要的支持。从这个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支持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绿色发展试验区

对全国来讲，崇明位于长江入海口，地处长江生态廊道与沿海大通道交汇的重要节点，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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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岛，占上海陆域面积近五分之一，是上海重要的生态屏障，对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具有重

要的意义，尤其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也对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2030 议程具

有“中国生态文明的世界展示窗口”的现实意义。因此，如果把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好了，完全可以成为我国推动绿色发展

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对上海来讲，推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可以与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定位和功能相匹配，也可以与上海自贸区试验、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两大国家战略形成“三箭齐发”之势，并且成为上海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和重要载体。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要求上海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如果我们把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好了，也可以并且成为“绿色发展领头羊”。

总而言之，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是一种“世界眼光”，考验的是“中国智慧”和“中国创造”，树立的是“国际标杆”和

“全国样板”。从这个高度出发，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应该充分体现出国家战略、上海使命、崇明愿景的高度统一。在这个大

前提下，很有必要建议由国家综合部门来牵头予以总体研究，统筹考虑。

第二，支持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嵌入先行先试的重大功能

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进程中，应该推动全面绿色发展的先行先试，并且赋予绿色发展的一些重大功能。通过绿色发展

的先行先试和重大功能的释放，可以推动构建起符合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绿色产业体系，而绿色产业体系的形成，又将对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

在循环经济方面，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推进绿色发展的新政策、新标准、新产业、新业态、新项目、新服务、新产品等，可

以放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进程中进行试验，目的是构建起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绿色产业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做

法和经验，为推动我国的绿色发展进行先行先试。

在制度创新方面，建议把上海自贸区试验中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延伸到崇明，或者，把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一部分直接纳

入到自贸区试验，作为上海自贸区试验的绿色发展功能区。借此，可以扩大绿色服务贸易开放，如外资独立办学、办医，以及

设立免税商品、开征环境税、发行绿色债券试点等，形成绿色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

第三，支持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构建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应该是配置世界级的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也就是说，世界级的生态岛，应该设置有世界级

的重大内涵和重要平台，从而发挥出世界级生态岛应有的国际合作交流功能，如此，不仅可以为上海加快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而添砖加瓦，而且可以成为全球绿色发展重要的合作交流平台。

具体来说，一是建议在国家层面上推动设置全球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并且把崇明作为永久的选址，这个由中国倡导的全球

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可以与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浙江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遥相呼应，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的一张重要“名

片”。二是建议在国家层面上推动设立联合国绿色发展学院，并且把这个全球性学院的选址放在崇明，主要用于交流培训“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人才。通过各个国家相关人才的交流培训，实际上也可以向全世界传递中国坚持走

绿色发展的重要信息。尤其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设立这个学院，还可以向全世界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很现代，

我们同样也很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