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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建议：科技支撑引领生态发展，协同推动“海上花园”建设 

  上海院士中心主办的“落实《崇明三岛总体规划》及推进崇明生态岛建设科技支撑”院士专家研讨会近日召开。翁史
烈、陈吉余、项海帆、沈允钢４位院士以及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上大、中国社会学会等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
业单位的专家学者60余人与会。会议由上海院士中心主任翁史烈院士主持。会上，院士专家们围绕崇明生态岛建设的规划
布局、能源开发与利用、生态保护等领域，对涉及经济、文化等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诸多意见和建议： 
  1、功能分区应注重现状和未来的连贯性 
  按照“统一规划、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要求，崇明划分为七个功能区。陈吉余、沈允钢等院士专家建
议，根据岛上湿地多、海岸长等特征，崇中森林区不应盲目追求树冠覆盖率，而忽视地表覆盖率；针对上沙水田多，下沙
旱地多的特征，生态农业也应合理布局；崇北生态农业区应综合考虑有机农业的比重以及生态农业和自然保护的协调统
一，在生态农业方面争取重大突破，初步建立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与示范。项海帆院士认为应结合自身特色，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合理规划、集成创新，比如：工业方面应围绕长兴海洋装备岛深入发展，带动人才的培养；农业方面需因地制
宜，逐步推广。 
  2、优化能源结构，推广建筑节能技术 
  针对目前崇明能源结构不合理、效率低等现状，上海交通大学罗永浩教授等专家认为，建立一套可再生能源自维持系
统才是长远的理想目标，过渡阶段应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在开发与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应加大对功能性建筑材料的开
发力度，比如苔藓技术与现有房屋的结合。 
  3、重视水污染控制，改善水环境质量 
  水源保护作为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一环，同样引起与会专家的的重视。同济大学李建华教授等专家纷纷表示，崇明依水
而生，由于缺少丘陵，导致水流速度减缓，加重了水污染的程度，应从当前前卫村小水系治理着手，进一步影响和完善整
个岛内大水系，同时从宏观角度出发，科学规划岛内给排水工程建设，保障水环境的健康发展，避免不可逆转的生态破
坏。 
  4、保护与发展的和谐统一 
  随着长江隧桥等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建立，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思维流也在岛上聚集。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
等专家认为崇明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两者应互相促进，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应从社会学角度着手，注
重本岛民风及文化遗存的保护，通过社会政策及软科学的支撑，解决利益协调问题。开展“环境容量”研究，控制人口规
模，避免人口增长对生态保护、环境建设和污染负荷的压力，同时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减少产业调整对居民的影响。 
  5、加强崇明、世博联动发展 
  崇明生态岛建设关键技术的突破和示范工程的推进，将有力支撑崇明岛成为上海市的“海上花园”，成为2010年世博
会的一个良好展示窗口和热点。翁史烈院士等专家建议崇明建设应以世博为契机，为世博提供示范经验，两者联动发展；
同时要做好世博会“城市试验区”总体策划与生态崇明的结合工作，确保“城市更发展，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6、重视人文建设 
  崇明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文化建设和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世博局季路德部长等专家建议加大岛内教育的投资
比重，培养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人才队伍。崇明的建设离不开文化支撑，体系化、概念化的文化风格将有力促进生态岛的
平衡发展。 
  通过讨论，院士专家们认为，崇明生态岛建设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围绕破解保护与发展的双重压力，扎实推进科技支
撑的落实，通过建立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格局，构建生态平衡与环境安全保障体系，促成全市各部门集聚合力，共同
推动崇明生态岛建设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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