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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的战略思考 

蔡来兴 

上海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崇明岛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旅游总局把崇明岛列为全国第二批 20 个旅游

示范区之一。这些为更高标准、更开阔视野、更高水平和质量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开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绘制了蓝图，指

明了发展方向。下面结合市政府制定的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谈几点战略思考。 

一、要从引领世界生态示范区建设的战略高度认识、思考崇明生态岛建设的大目标 

什么是世界级生态岛？是指岛的面积、人口、经济总量等传统发展思路下的数量目标，还是单指环境质量目标,其基本内涵

是什么？我认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按照生态发展的全新理念，引领和统筹崇明岛未来的开发建设和各

项事业的发展，最终成为在全球具有引领作用的生态示范区。为此,应具有“六个新”： 

第一，要提出生态发展的新理念 

如何引领世界生态发展潮流，有两本书非常重要。一本是《自然资本论》，第一次提出参与人类经济活动除了货币资本、土

地资本和生产资本等三种传统要素资本外，还有大自然干净的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本。过去我们是以牺牲自然资本来达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来谋取眼前的繁荣，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本是《生态足迹理论》，

指出人类不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决定了每一个人所需要土地的承载量。作者把每个人所需土地承载量称为生态足迹。承载量

越大，生态足迹数值越高，发展的可持续性越低。2005 年我们在研究崇明东滩开发时，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 2.2,±海是 4.9,

伦敦快到 6 了。按照这些理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开发建设，不能再以牺牲自然资本为代价，必须选择生态足迹比较低的生产

生活方式,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不断提出一系列全新的生态发展理念。 

第二，要确定生态发展的新目标 

过去，我们总是以 GDP作为地区发展的总目标,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不能再以 GDP论英雄，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发展，

必须建立在综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必须以保持生态足迹平稳作为总目标。当年我们把东滩示范区的生态足迹目标定在

当时世界平均 2.2 的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难度非常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未来，崇明岛生态足迹水平怎么定，确定目标

后，这个红线不能踩，不能超越。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经济社会生态发展计划，研究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确保目标的实现。 

第三，要制定生态发展的新指标 

在与国内外机构战略合作中，成果最丰硕的是 2005年与英国奥纳雅(Arup)公司共同研究制定东滩生态城的开发建设规划。

当时，我们出资 3000万元,对方出资 2000万元,经过近 2年的共同研究，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开发战略和生态足迹目标,确保目标

实现的技术保障体系和运营管理方法和手段，特别是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个大的维度,21 个专项领域,制定了 144 项指

标。到目前为止，这一整套指标体系仍然是世界领先的。有了这样一套指标体系,才能确认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领域是不

是生态,达到了什么水平，而且可检查、可监督、可考核。 

第四,要开发生态发展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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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发展需要一批全新的技术来支撑，包括了地理信息系统、生态足迹技术、交通评估技术、能源控制技术、水资源管理

技术、原材料控制技术、垃圾控制技术、生物多样化保护技术等等。这是一个技术体系，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技术开发出来，生

态是修复不了，保护不了，可持续发展也实现不了。 

第五，要构建协调发展的新生态 

崇明岛未来发展必须追求四个生态的协调发展:经济生态，实现均衡、活力和持续经济繁荣;社会生态，不同阶层、不同收

入的人和谐共处;资源生态,实现复合、循环、高效的资源利用；环境生态，双低“生态足迹”，实现环境可持续。而且四个生

态还要相互协调发展，这才具有世界级生态岛的示范作用。 

第六,要培养生态发展的新人才 

建设世界级生态岛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拥有全新思维、知识、技术、战略等的各类人才。实践出真知,各类新型人才，

也只有在建设世界级生态岛过程中,不断培养出来，并逐步成长为这些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 

二、要按照世界新产业革命发展的大趋势制定崇明生态岛开发建设的新战略 

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怎么建设?怎么开发？怎么发展？我们必须制定全新的战略。这个战略,我想用三个“+”：一个是“生

态+”、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智能+” ，三个“+”融合发展，才有可能走出未来发展的新战略。 

“生态+”,我认为是保证生态发展的基本前提。所谓“生态+”就是像我上面讲的完全要用生态的理念、技术、手段、方法、

工具来改变我们的现有的经济生态、社会生态、资源生态和环境生态，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我认为是用互联网的基因、思维、方法、手段、工具来对传统的产业、传统的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互联网

的改造，这是崇明岛从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实现弯道超车的捷径。“互联网+”的核心是六个互联互

通:信息互联互通，商品互联互通,产业互联互通，城乡互联互通，跨国互联互通和万物互联互通。在这六个互联互通里，崇明

要从实际出发，选好突破口，集中力量攻坚，实现后来居上。 

“智能+”,就是在万物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实现万物智能化。2015 年我写过《颠覆性创新时代的国家战略》一文，提出人

类社会继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之后，正进入信息革命的新时代。信息革命分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

是相互依存,后个阶段是前一阶段的深化，但又是对前一阶段的颠覆。这场革命有三个新特点：即覆盖面更广，加速度更快，颠

覆性更强。崇明要建立世界级的生态岛，不能只停留在“互联网+”,一定要把智能化这个阶段提上来，走“互联网+”“智能+”

融合发展道路，打造智能生态岛，实现万物互联互通、万物智能化。 

三、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打造崇明生态岛的核心竞争力 

建设崇明生态岛，一般理解是多种些树、多增加些绿地、多搞些湿地。这些是必需的。但是，崇明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它

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我们建设生态岛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当然要为 70 万崇明的居民服务。但这远远不够，崇明要真正成

为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真正成为世界生态发展的示范区。 

我认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必须具有四个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地理位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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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个高山峻岭里,不是在新疆、青海这些边远地区，而是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边上，而且距离那么

近，交通又很方便。这种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世界范围内任何其他地方是很难相比的。 

二是生态环境优 

崇明是世界最大的河口岛，自成陆以来,基本上没有搞过破坏性开发。从 1998年 12月 22日市政府把崇明东滩 86平方公里

土地划拨授权上实集团经营后,按照市里的总体要求，过去这些年，上实集团顶住了各种诱惑和压力,没有大搞基建、大搞园区

开发、大搞房地产开发，除了发展现代农业外,集中力量做了三件事:一是先后邀请国内外近 50 家顶尖机构进行战略研究,积累

了 40 万页珍贵资料;二是分期修复和建设东滩国际湿地公园；三是精心做好东滩启动区规划。市政府把东滩这块干净的土地交

给了上实集团，上实集团为上海、为崇明守住了这一方净土。全岛其他地区也没有搞破坏性开发。从整个崇明岛来看，目前，

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本是上海最优的。在上海边上保留了 1400平方公里的一片净土，极为珍贵。、 

三是主体产业强 

崇明仅有地理位置好、生态环境优是不够的。前一条是天生的，后一条是后天还没有被破坏。下一步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主体产业怎么发展，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结合生态岛建设的大方向、大定位和新产业革命发展的大趋势，我

提议要重点发展四大新产业:第一，发展大生态产业。要修复和维护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靠一系

列的技术来保障。这些技术在世界上都是空白，都是新的技术。在崇明生态岛建设过程中，建议继续与英国奥纳雅公司合作,汇

聚世界智慧，集中各方力量，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不断研发、生产出各种世界上急需的新技术、新产品，一定会形成一个

非常强大的新产业。第二，发展大健康产业。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健康的关注前所未有。崇明世界级生态岛为大健康产业

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现在，全球 500 强中从事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多家公司都希望在崇明打造大健康的产业链和生态

圈，我们早做预案，早作选择,吸引这些真正具有实力的大企业进入,全力打造大健康产业，不仅可增强崇明生态岛的核心竞争

力，也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一举数得。第三，发展大科创产业。上海要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世界正在发生的以信息革命为原动力的新产业革命，随着信息的产生、传播、交流、交易方式等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已经出

现了逆城市化的潮流。在上海，人们工作最佳地方在哪里？崇明世界级的生态岛一定是最佳选择。可以预言，一些大的科研机

构、大的创新创业中心、大的国家实验室一定会迁往崇明三岛，一个大科创基地，一定会迅速地崛起。第四,发展大海洋产业。

长兴岛已经有一个我国海洋装配的制造大基地，未来发展的潜力非常大。长兴岛还有一个国家一级渔港，已建有冷库、码头和

设有海关卫生检疫等机构，条件十分好。长兴渔港还肩负上海菜蓝子工程的重任。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长兴国家一级渔港，打造

一个世界水产品交易中心，在全球范围里去配置优质水产资源，交易量有可能是千亿级或者更大。利用渔产业、渔文化这个优

势产业，以及长兴岛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还可以打造一个东方渔港特色小镇，让几万名从事海洋装备产业的员工

和国家一级渔港的创新创业者们能安居，又乐业。 

四是体制机制新 

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着力点在哪里？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第一必须引进高端的人才，第二必须把土地资源盘活，

第三必须聚汇各类资本。这些都是目前崇明最短的短板。要解决这些问题,崇明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敢于创新，全

力构建符合世界级生态岛开发建设的新体制、新机制。 

我认为，首先要用好崇明现有的政策。崇明现在是全国第二批旅游示范区，给了两个大政策:一是可以复制自由贸易区的政

策，我们复制什么？怎么复制？二是可以落地签证、免签证,这些政策怎么落地？其次,长兴岛还是张江高科技园区第十个分园

区，张江大政策怎么分享?第三，崇明还有独特的是海岛政策,许多税收政策对企业，特别对创新创业者、地区总部很有吸引力。

在这些大政策基础上，由于崇明是世界级的生态岛，是中国唯一的,围绕这个目标，结合我们已有的政策，加上自身一些特点，

进一步形成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新体制、新机制和特有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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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上述四个方面核心竞争力的崇明，通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一定能真正建成世界级的生态岛，成为上海未来发展新的

战略空间，引领着世界发展的新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