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
略要求下，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之间如何
统筹好长江经济带开发、利用和保护等工
作，是迫切需要以创新的一体化思维来解
决的重大问题。”上海社科院生态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冯琦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长江经济带既是经济共同体，更是
休戚相关的生态共同体。”周冯琦说，这就
要求系统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格局，
上游地区以预防保护为主，中游地区以保
护修复为主，下游地区以治理修复为主，
东中西部、上中下游、干流支流实行空间
管控，分区施策。此外，应通过跨区域的
制度性合作机制，将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
资源相互连通，形成一个由不同廊道、不
同板块、不同层次、不同功能耦合而成的
生态体系网络；将区域环境政策、制

度、规范以及环保技术创新等纳入治理进
程，形成网络化生态共同体建设平台，以
及包含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化治理主
体参与的合作网络。

周冯琦特别提出，当前上海可结合
“四大品牌”建设，积极打造绿色发展领域
“上海服务”品牌，进而发展成为长江经济
带生态共同体建设中区域协同的协调者、
要素协同的扩散源和目标协同的引领者。

周冯琦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第一，绿色示范引领，形成长江经济
带绿色生态廊道的重要节点。包括加强
具有全球生态保护意义的沿海沿江滩涂
湿地（如长江口九段沙、崇明东滩）等的生态
系 统 保 护 ，

履行生态建设全球责任。加强自然生态
系统保护，持续推进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厚植上海生态优势；严格生态管控，确保
生态用地只增不减，逐步提升城市生态容
量，加强长江口河口海岸生态保护，推进
滨海及骨干河道岸线整治修复；围绕世界
级生态岛定位，将崇明生态岛建成长江经
济带绿色生态廊道上的一颗明珠。

第二，创新合作服务，带动长江经济
带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包括加强科技服
务对接与科技资源共享，将上海打造成长
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的龙头与成果转化对
接服务平台。提升上海在环保科技、环境
管理、环境监测等领域的人才培训与辐射
能力；支持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化转型，

鼓励上海开展对长江经济带企业产业
绿色化技术与管理支

持，深入推

进长江经济带构建更加绿色的产业体系；
鼓励上海涉农企业到上游地区投资发展
生态农业，鼓励上海与上游省市开展园区
合作，将产业布局、园区管理、生态扶贫与
环境整治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制度协同服务，引领长江经济
带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包括由国家
牵头设置、上海积极响应建立的长江流域
排污权交易机制；合作设立长江经济带水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
PPP 等多种社会力量参与长江经济带水
环境治理；倡导建立长江经济带区域协作
机制，切实发挥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
城市的辐射作用，逐步形成全流域产业分
工合作、环境协同治理、科技创新合作、要
素流动与资源整合等，积极将长三角城市
群在规划协调、要素流动、区域治理等方
面的经验模式向长江经济带推广。

勇当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排头兵
——上海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以创新一体化思维建设长江生态共同体
——访上海社科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冯琦

本报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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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
河，沿河也形成了一条中国
近代工业走廊，见证着上海
的发展，其中，上海市民最
熟悉的莫过于流经上海普陀
区境内的“十八湾”。

在十几年的退休生活
中，我曾经在“苏州河博物
馆·梦清馆”上班，是这里
的讲解员，也是名誉馆长。
当讲解员期间，我每天早上
9 点从地铁“西藏南路”站
上车，坐上13站，1个小时
后到达。从地铁站走到办公
室会经过苏州河上的昌平路
桥，停下来看一看每天的水
质，成为多年来的习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
海的一天是从苏州河开始
的。每天早上河上船行如
梭，河畔烟囱林立。第一家
啤酒厂、第一家纺织厂……
苏州河两岸写满了民族工业
的辉煌。上海北苏州路400
号，90 岁的高龄建筑“河滨
大楼”矗立在苏州河畔，700
多户上海人家在这座大楼里
与苏州河日夜为伴，见证着
整条河流的变迁。

上世纪 60 年代，苏州
河两岸的居民把生活垃圾往
河里乱扔，苏州河成了自然
垃圾桶。难闻的气味让家家户户不敢开窗户，河水的
颜色是黑的。

我曾经在上海市环保局工作，对苏州河 20 年综
合整治的过程很清楚。从1998年到2010年，苏州河
三期工程耗资140亿元，始终是围绕将污染排到管道
里面去、再通过管道排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建设。管道
遍布上海各个区县，180公里长，相当于苏州河3倍
的长度。这些管道连同几十个翻水泵站一起，为苏州
河治污站好了第一班岗。

目前，普陀区发布建设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
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特色承载区3年行动
计划，将通过计划实施，形成若干有影响力的功能平
台、产业高地、商业地标、文化名片。在文化品牌方
面，普陀区提出了“苏河十八湾”魅力提升工程，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水准的“苏河十八湾”文
化景观带。

此外，普陀区还正在以“苏河十八湾”文化品牌
建设为引领，深度挖掘利用苏州河沿岸的人文和历史
资源。在每桥每湾建设故事墙，利用现代信息和展示
技术，让市民可以阅读、互动、传播，提升“苏州
河”的人文价值。还将以苏州河文化艺术节、苏州河
书房及苏州河文化课堂为核心，打响具有普陀地域特
色的苏州河文化活动品牌，并将加强苏州河主题文艺
创作，力争创作出更多反映当地文化底蕴、历史风
貌、精神文明新风尚的精品力作。

（本报记者 李治国整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核心是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如今，上海正把生态
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大力加强生态修
复和环境综合治理，努力保证一江碧水在

“最后一公里”的清澈；同时，作为长江经济
带的“龙头”，上海正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
建设，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
验，争取率先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交通
设施和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
展，为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新贡献。

长期以来，长江经济带被誉为中国经
济的“金腰带”。从区位上看，上海位于长
江的最末端，既是长江受污染时的“受害
者”，也是长江生态改善的直接受益者。作
为长江经济带上最发达、配置资源能力最
强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更要成为长江生
态保护、流域绿色发展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龙头”作用还需凸显

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在新一轮
发展中，上海一直将绿色发展作为出发点。

记者在上海杨浦区看到，从怀德路到
丹东路550米岸线沿江地块，作为杨浦南
段滨江公共空间一期示范段，已经成为市
民休闲的好去处。杨浦滨江投资开发公
司规划发展部部长张洪新表示，杨浦区一
方面统一编制了沿岸公共空间和产业发
展规划，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思路和办法突
破瓶颈，加快土地岸线码头空间释放。

为了进一步推动绿色发展，上海日前
审议通过了《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17—2035）》，要把崇明打造
成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的标杆和典
范。按照《规划》，预计至2035年，崇明将
基本建成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的示范区、
国家生态文明发展的先行区。

“上海作为‘龙头’城市，应该推动经济
由沿海溯江而上梯度发展。”上海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张兆安表示，“上海可以通过服务
辐射长江经济带上的多个城市，比如可以
利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平台，发挥长江黄
金水道的作用，通过港口合作、水运合作，
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和经验”。

“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问题，同样也
是上海必须面对的严峻命题之一。目前，
上海全市的开发强度已经达到了46%，这
在国际上也是非常高的水平了！”上海市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严军
说，近年来上海划定了长江岸线的生态红
线，在环境治理和生态改善上做了很多工
作。未来，上海还要在有限的国土空间里
巧做生态“加减法”，成为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的表率。上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也表示，上海将在 5 个方面持续发力，与
兄弟省份共同探索长江经济带“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首先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合作，落实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建立地区

间、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形成生态环
境联防联治、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区域协
作机制；其次要推动区域产业创新合作，建
立重大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机制，联合开展
重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积极探索多种形
式的产业合作模式；第三是要推动黄金水
道建设，逐步实现航道统一规划、船舶统一
设计、建设统一标准、服务管理统一模式，
促进长江经济带运输资源有效配置和集约
利用；第四是要推动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
简政放权，清除壁垒，推动资源要素跨区域
流动和优化配置，建立区域间市场准入和
质量、资质互认制度；第五是要深入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以此为突破口增强对
长江流域和全国的辐射服务功能。

多方联动治江管水

在上海浦东，记者注意到，沿江的人
行步道已经全部建成贯通。“未来黄浦江
东岸沿线将以‘城市生活与滨江空间交织
互动’为核心理念，把浦东独有的连续性
高桩码头改成亲水平台，从滨江向内分别
铺设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 3种通道，交
织的慢行通道为人们带来多样的慢行体
验。”黄浦江东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贯通
办主任孙强说。

近年来，随着上海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等的推进，上海水环境实现持续改善。记
者从上海市环保局获悉，上海按照严于全
国的要求治理水污染，完成建成区截污纳
管攻坚战，苏州河、中心城骨干河道整治
和郊区“万河整治”全面实施，上海全市主
要河道基本消除黑臭，淀山湖及周边水系
水质明显改善，富营养化呈下降趋势。这
些水域环境改善，直接影响长江的水体水
质，避免长江在入海前遭遇新的污染。

不可否认，上海水资源利用和保护还
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上海存在水源地
安全保障能力的短板，城乡供水水质有待
进一步提升；受上游边界来水水质、本地
未纳管污染源和雨天入河污染物的影响，
城乡河道水环境质量与目标要求也有一
定差距等。

因此，在“十三五”期间，上海将进一
步提高水安全保障，优化水资源配置，改

善水环境面貌。一方面将建设和完善水
源地保护体系，加强水源地保护力度；另
一方面将加快推进污水治理和河湖水系
综合整治，改善河道水环境质量。

治水是个系统工程，既要治好河中之
水，也要管好河上之事。“经济发展不能给
长江留下污染。”上海市交通委副主任张
林表示，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依托长
江黄金水道发展航运业的同时，对推动减
少航运业的污染责无旁贷。

比如，宝山区的邮轮产业近年来发展
迅猛，但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压力。据估
算，一艘邮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相当于
2200辆汽车。“新兴产业绝不能制造新的污
染！为此，我们在码头建设了全世界最大的
邮轮岸基供电系统。”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友农说，今后，邮
轮靠泊后，绿色能源将彻底取代传统燃油，
真正实现零排放。按照计划，洋山港、外高
桥港等核心港区将在明年实现岸电系统全

覆盖，停靠船舶的排污将大幅下降。
上 海“ 十 三 五 ”规 划 纲 要 提 出 ，到

2020年，上海将明显改善水环境质量，基
本消除黑臭水体；有效改善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到 80%左右；增加绿色生态空间，
生态用地面积达到3500平方公里……这
些数字目标，都将成为未来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改善的组成部分。

为保证一江碧水顺利汇入大海，宝山
区还将着重提升水环境质量：加强水源地
保护，全面关停清拆水源保护区内的工业
污染源；加快推进河网水系综合治理，改
善区内河道水质，提升河道生态功能；至
2020年，地表水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实施骨干河道综合整治 10 公里，骨干河
道疏浚 55 公里，完成生态修复与景观河
道建设 25公里；全面消除重污染河道，主
要镇级以上河道水质明显改善，基本消除
劣Ⅴ类水体，主要镇级以上河道水环境功
能区达标率力争达60%。

图① 上海世博滨江全景。 李治国摄

图② 黄浦江畔上海地标建筑群浦东陆家嘴。

孙中钦摄

图③ 俯瞰黄浦江两岸，江水映照在蓝天下，生机

勃勃。 李治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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