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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情况 

吴召忠
1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这些年，崇明摒弃了粗放式发展模式,抵住了因交通条件的改善而带来

的盲目冲动发展等各种诱惑，始终坚持生态立岛不动摇、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积极探索生态发展新模式，生态立岛理念

深入人心，生态岛的基础和轮廓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内外影响力不断上升。目前，崇明在全市拥有三个之

最:水体质量全市最佳，地表水环境质量稳定在 II至 III类；空气质量全市最优,2016年空气环境质量为优良的天数在 280天以

上；绿化规模全市最大，森林覆盖率全市最高（24%），拥有国际重要湿地、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多个世界级和

国家级荣誉称号。崇明是上海重要的生态屏障，是上海最为珍贵、不可替代、面向未来的生态战略空间。崇明为上海市提供了

约 40%的生态资源和 50%的生态服务功能。韩正书记这样形容：“上海的水，上海的绿，上海的风向，上海的自然脉搏，靠崇明

三岛支撑。”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报告》，认为崇明生态建设的核心价值反映了绿色经济理念，

对探索区域生态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作为经典案例列入联合国绿色经济教材。也正是由于生态岛建设,崇明经济社

会焕发了新的活力。2016 年，全区实现增加值 311.7 亿元，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1 亿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21003元。 

2016年是我们生态岛建设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年。一是经国务院批准,崇明撤县设区，我们告别了县级历史，翻开了新的发

展篇章。二是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立足全局，专门制定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

间崇明生态岛建设的指导思想、功能定位、主要目标和指标，明确了生态功能空间布局、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发展等重

点任务，提出了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措施。尤为重要的是，为推进规划快速有效落地，市委、市政府强调要举全市之力推进。

也正是由于生态岛建设，近年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目前，我们正根据市委、市政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分解落实方案，专门出台了新一轮三年行动计

划，重点聚焦的项目 33 个，涉及生态建设和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农业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超过 500 亿元,落实了 9 大专

项，既聚焦补短板，也聚焦提品质。目前重点推进的工作有： 

第一，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涉及水、土、气、林等多个方面，当前的重点是水和林两个方面。 

在水的方面,这是环境建设的核心,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实现“出水水质优于进水水质”。重点有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我们计划今明两年完成 19.2万户农户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到 2018年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大幅提高污水处理水平。二是到 2020 年全面完成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三是坚持水岸联动、生态治理,加

快河道综合整治。 

在林的方面,规划到 2020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30%。除了数量要求，我们还强调林业质量，着力塑造点、线、面相结合的

海上森林和花岛。重点有两方面工作:一是生态廊道建设，目前基本形成“一镇一特”“一镇一公园”格局，与文化、旅游相结

合的成效初步显现。二是东平森林公园扩建，目标是打造国内一流、世界有影响力的森林花卉园区，目前我们正在优化完善方

案。与此同时,我们还计划与市花卉协会合作申办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1作者系中共崇明区委常委、崇明区副区长 



 

 2 

第二,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是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交通方面，主要打造“内畅外优”的交通体系，近期将建设“一线四道路”，

即轨交崇明线和崇明生态大道、环岛生态景观道、建设公路和北沿公路改建工程。目前轨交崇明线方案已报国家发改委，在建

设中我们将考虑“通勤”和“景观体验”相结合的复合功能，着力体现“大桥之旅森林之旅饼和”水中之旅”。环岛生态景观

道是将 230 多公里的环岛江堤建设成集车道、自行车道、步道、休闲驿站、景观廊道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环岛生态风光链，我们

希望崇明每条道路将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道道生态风景。公共服务设施方面,重点是在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社会保障

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推进基本管理单元建设,实现管理服务力量下沉，启动一批中小学、幼儿园、

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社区体育运动设施建设，加快长兴岛二级综合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等项目建设，

积极开展教育合作办学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城乡社区方面，我们将以“自然生态美、宜居环境美、绿色生产美、乡风

文明美、生活幸福美”为重点，充分整合各方资源，加强美丽乡村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第三，提升生态产业发展水平 

重点是探索最严格生态管控下的生态产业发展路径。一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我们将坚持“高科技、优质化、高附加值”

方向，重点抓好“一个核心”和“两项基础”。一个核心就是绿色食品认证，计划到 2020 年崇明的绿色食品认证比例达到 90%

以上。目前我们已与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市农委签订了三方共推崇明绿色食品发展协议。两项基础工作就是农村综合改革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综合改革主要包括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和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二

是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我们将加快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东海瀛洲国家 AAAAA 级景区建设，打造上海主要生态休闲地

和国家长江口生态旅游基地。积极发展自行车、路跑、足球、水上运动等户外健身休闲运动，打造国内外知名的“运动休闲岛”。

另外,我们还将积极发展文化、健康等产业，着力打造“文化创意岛“”养生健康岛”等。三是着力发展海洋经济。我们将坚持

最高的绿色发展标准，拓展和延伸海洋装备产业链,推动海洋装备基地向“智造”转型。 

第四，积极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目前我们正在重点推进的有：一是生活垃圾分类。在横沙岛试点基础上，加快向全区推开,计划到 2018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二是绿色交通出行。规划到 2020年全区绿色交通出行比重达到 80%以上，率先在全市建成区级交通行业低碳节能示范区。为此,

我们启动实施了新能源公交发展计划,计划到 2020 年新能源公交在三岛全覆盖。同时，我们还积极推广新能源公务车，今后所

有更换的公务车原则上必须是新能源汽车。三是循环经济发展。积极发展和应用天然气、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加强秸秆等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第五,加强规划管控 

这次《规划》明确了 17项主要指标体系，其中 9项是约束性指标,8项是预期性指标，相比 2010年的《纲要》，要求更高。

不仅新增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常住人口规模等 6 个指标，还调整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绿色农产品认证

率等 9 个指标。我们还积极开展建筑风貌管控。总的原则是体现中国元素、江南韵味、海岛特色。全域严格控制高层建筑，注

重建设空间的梯度和层次，促进建筑高度、密度、形态、色彩等形成和谐多元的整体风貌。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规划专家委员

会。 

第六，健全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 

目前，相关保障体系都在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关于加强法制保障，将形成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1+X”法制保障体

系,“1”是市人大出台《关于促进和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定》，这是一部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最重要的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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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x”是市政府或市相关部门根据授权，配套制定的一系列规章、规范性文件，涵盖生态发展规划、环境保护、绿色交通、

生态农业等多个领域，目前我区也相继出台了“大树保护管理办法'&崇明禁猎区管理规定”等政策文件。另外，我们加大了区

域协调力度，针对崇明岛上还有江苏两个乡镇的实际，为整区域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上海市已与江苏省建立了多层级的协

调协作机制。目前，“东平-海永-启隆城镇圈协同规划”正在紧锣密鼓的制订中。 

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一些问题： 

一是对世界级标准的认识和把控能力还显不足。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要求应该是全球视野、国际水平、中国智慧、崇明特

色，但世界级的衡量标准尚未明确，对世界级的认识还存在偏差。而我们自身还存在视野不够宽广、眼界不够开阔、能力有待

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此外，对于国际国内先进的生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了解不深，认识不全。 

二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不能按照原有的城镇化思路搞大开发和大建设，但目前一些现有的配套政策、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

仍然延续了城市化地区的开发思路。我们希望打造更多具有生态特征或者符合生态岛实际的基础设施和功能性项目需要进一步

解放思想、创新理念，适度增加项目规划方案审批的弹性空间，现有按人口和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置的模式也需要

有所突破。 

三是随着生态岛建设的不断推进，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类等项目的大量投入导致后期生态环境的运营维护费用也逐年增加。

比如林地，现在每年仅土地流转和养护费用就达到 2 亿元以上，到 2020年我们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30%,至少需新增林地 10万亩

以上，后续的管理压力和养护资金压力也不断增大。又比如，到 2018 年前我们要完成近 20 万户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仅

运营养护费用就高达 5600万元。这些生态项目的运营维护，对区级财政带来巨大压力，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探索和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