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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三大发战略，即“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总书记指出，长江经济带就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崇明位于长江入海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

和中国第三大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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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新世纪以来，上海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崇明生态岛建设，生态立岛理念深

入人心，生态岛的基础和轮廓基本形成，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去年底，《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

上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探索世界级生态岛发展新模式。对此，需要深化认识影响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四大关系。

一、空间地域与行政区域的关系

世界级生态岛首先是一个空间地域概念，主要指 1267 平方公里的崇明本岛，落实到行政区划概念上既有崇明区政府直接管

辖的近 1000 平方公里，也有市属国企集团光明长江总公司 230 平方公里、上实东滩集团 100 平方公里，还有江苏省南通市所属

海永、启隆两镇 70 平方公里，两大国企集团和江苏省管辖面积约占崇明本岛的面积的四分之一。其次，崇明区政府作为世界级

生态岛的主要建设主体，第一主体责任承担者，在行政区划概念上又涵盖了长兴岛 88 平方公里和横沙岛 56 平方公里，以及少

许无人小岛。因此，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需要从行政区域和空间地域等方面统筹发展：一是加强区域统筹，包括统筹崇明

生态岛内的上海与江苏南通两个乡镇的建设和发展等；二是在市级层面加强崇明区与光明、上实等大型国企统筹发展，与光明

主要统筹农业产业发展，与上实统筹东滩生态城镇建设标杆；三是崇明本岛与长兴、横沙岛统筹发展，长兴岛作为崇明区地方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和岛内人口转移主要承接地，横沙岛要加大原生态保护力度，近期主要做好人口导出和生态修复。

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立足生态保护谋发展，这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发展方向。第一层意思是生态保护优于经济发展。从全国甚至全球发展经

验来看，在经济发展落后、物质匮乏的地区和年代，还不得不以小保护换取大发展。具体到崇明目前发展阶段，一方面，岛内

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岛外，70%的劳动力在岛外就业；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主要来源市级转移支付，约三分之二的财政支出来源

于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因此，以崇明目前发展阶段和上海经济发展大环境来讲，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选择上，一定要牢固

树立生态立岛理念，一切以生态岛建设为出发点，集中精力搞保护、搞修复、搞生态建设。对崇明只有生态的要求，没有 GDP

的要求，没有速度的要求。第二层意思是增加生态供给与生态修复并重。崇明生态岛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关停了一大批高污染、

高能耗的小作坊、小工厂，在生态修复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增加生态供给已成为生态岛建设的面上主

要矛盾，增加绿化面积和强化水循环成为改善生态供给的两大主要矛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推行生态生活方式成为生态修复

两大领域。第三层意义是通过人为因素优于自然修复。崇明岛作为长江河口冲积出来的岛屿，有其自然形成、修复的过程，也

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但同时，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生态之城刻不容缓，现有的生态技术和人类的认知水平也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通过现代技术增加生态要素、减少生态污染已成为可能和需要，这也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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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400 万人和 70 万人的关系

目前，上海常住人口 2400 万人，其中崇明 70 万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过程，也是如何平衡 2400 万人与 70 万人利益的

过程。首先，70 万人是生态保护的直接得益者。70万人是 2400 万常住人口的一部分，保障 2400 万人的生态利益，也是保障 70

万人的生态利益，并且是更直接获得生态利益的群体，这是大前提。其次，70 万人也是 2400 万人生态利益的直接创造者。《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崇明岛 252 平方公里作为市级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从水、

林、土、气四大领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及建筑限高、风貌管控等措施，无一不与崇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崇明

70万人日常生活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须臾不可分，他们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最直接推动者、最大的贡献者。最后，如何保障

70万人获得实实在在的生态保护实惠。崇明生态岛建设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既不同于中心城区的发展方式，也不可能走

其他郊区发展老路，需要特殊政策安排来保障崇明老百姓获得生态保护的实惠。一是要专门的财政支持政策。在原有的市、区

财政分担机制基础上，对一些重大生态保护、生态修复项目直接由市级财政承担，比如森林覆盖、水循环、土壤治理等生态项

目。二是实施专门的就业保障政策。将现代农业、旅游业等生态产业的发展，与解决当地老百姓就业相挂钩;财政支持的种树护

林、保绿等生态保护项目，与解决当地老百姓就业相挂钩；出台针对性措施，提高崇明劳动力就业技能，开展国有企业定向招

录等措施，组织向岛外输出就业；对在岛外就业的崇明劳动力，通过就业与就学、就医等资源调配，保障其在就业地实现稳定

生活和居住。三是实施专门的社会事业政策。在全市层面推进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资源向崇明倾斜，推进医疗机构集团化、教

育资源均衡化发展;建立与生态保护相衔接养老、医疗保障机制，让老百姓能够从保障水平的提高直接体现到生态保护实惠。

四、政府推动与基层参与的关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崇明未来发展最大的资源和潜力。因此，推进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既需要市、区、镇三级政府积极推动，也需要村居基层组织、老百姓参与。一方面，政府推动生态岛建设，除

在规划引领、组织协调、财政支持、人才引进等功能外，要更加注重三点：一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咬着生态立岛理念不放松。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襟，持之以恒、久

久为功，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二是必须守住底线，不犯颠覆性错误。除了守牢人口、土地、环境、安全“四条底线”之外，还

要加上生态红线，即在生态保护上建立负面清单，在经济发展上建立正面清单。三是适当留白，坚持有所不为。对于没想明白、

无法验证的区域和领域，坚持留白的理念。比如，坚持横沙留白、本岛制造业转移等。另一方面，基层积极参与生态岛建设，

要落到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老百姓的千家万户大参与。一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在崇明的任务就是引领生态

保护，具体工作因区域不同有所差异。二是千家万户大参与，主要体现在老百姓生活生产方式体现生态保护，包括乡风文明传

承、生态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美丽乡村建设等。三是要建立基层参与的激励约束机制，将财政补贴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

农村综合帮扶收益分配与基层组织、农户参与生态岛建设程度相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