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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奋力书写绿色发展新画卷

五年来，在人口、经济、能源消耗持续增长的同时，
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上海坚决贯彻党

中央、 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把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的突出战略位置， 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 更有力措施， 加快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 ， 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 在 人

口、 经济、 能源消耗持续增长的同时，
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 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环境获得感”
近年显著增强

各种权威监测指标表明， 上海目前

环境质量的改善态势可能是近年间最好

的， 市民百姓的 “环境获得感” 也是近

年中最强的。
今 年 1 月 到 8 月 ， 本 市 PM2.5 日

均浓度为 40 微克/立方米， 较去年同期

的 47 微克/立方米下降 14.9%， 较基准

年 2013 年同期的 59 微克/立方米下降

32.2%。 水环境方面，前八个月，全市主

要 河 流 断 面 的 水 环 境 目 标 达 标 率 为

73.0%，较去年同期上升 18.6 个百分点；
主要河流断面水环境功能区达 标 率 为

54.8%，较去年同期上升 16.6 个百分点；
其中劣Ⅴ类断面占 24.7%， 较去年同期

下降 15.8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已经是上海历

年来环境质量改善非常明显的一年，因

此， 今年这一系列环境指标的同比大幅

走优更为难得。 统计显示， 去年， 上海

PM2.5 浓度为 45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

降 15.1%， 较 2013 年下降超过 27%，整
整 提 前 一 年 实 现 清 洁 空 气 行 动 计 划

（2013 年至 2017 年）提出的阶段性治理

目标。实际上，去年上海四项主要大气污

染 物———PM2.5、PM10、二 氧 化 硫 、二 氧

化氮，其浓度均为有监测以来的最低值。
另外， 去年主要河流断面的水环境目标

达标率较 2015 年上升 26.6 个百分点 ；
劣Ⅴ类断面较 2015 年下降 22.4 个百分

点，也都是很大幅度的改善，目前劣Ⅴ类

断面总量已经比两年前减少了近六成。
如果说控制污染是“减法”，那么上

海的生态加法也成效显著。 作为上海积

极落实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共抓大保

护”要求的重要标杆和抓手，上海决定举全

市之力，推进崇明生态岛建设，努力将这一

生态战略空间建设成为具有国内外引领示

范效应的世界级生态岛。
着眼于全市， 上海生态空间的丰度和

品质持续处于上升通道。 五年来，上海每年

新建绿地面积都在 1000 公顷以上， 全市森

林覆盖率由此前不足 13%增加到去年的

15.6%。 在各社区周围， 着眼于打通生态的

“最后一公里”，让老百姓出门见绿。 上海的

公园也越来越多，目前已有 217 座，今年年

底有望达到 240 座，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7.82 平方米，比五年前增加了 10%。在市郊，
郊野公园这一新鲜事物快速铺开，首批七座

郊野公园规划总面积达 130 平方公里，正在

实施的一期面积约有 50 平方公里， 远期规

划中，还将有 14 座郊野公园待建。

绿色发展
环境改善核心驱动

上海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本质上源

于坚持绿色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 从而驱动生态文明与经济社

会同步发展， 甚至有所领先。
在本市 “十三五” 规划中， 上海为未

来发展设定了人口、 建设用地、 生态环境

和安全四条底线。 这四条底线互有交叉，
勾勒出上海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

标轮廓。
按照 “规划建设用地只减不增、 生态

用地只增不减” 的要求， 上海严控建设用

地总量。 在集中建设区外， 上海大力推进

低效建设用地的减量化， 而减出来的土地

大部分变成了生态用地， 从而直接催生出

大面积的郊野公园。 同时， 上海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 努力淘汰落后产能以及不符合

上海产业规划目标的工业项目。 五年来，
全市共完成结构调整项目逾 5000 项， 腾

出土地近 15 万亩 ， 涉及产值数千亿元 ，
减少能耗合计超过 300 万吨标准 煤 。 如

今 ， 焦炭 、 铁合金 、 平板玻璃 、 皮革鞣

制、 水泥生产等行业已彻底退出上海； 外

环线内， 传统纺织印染、 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也已完成调整。
能源使用方式的变化， 对环境质量也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最明显的变化出

现在能源消耗的两大领域： 交通运输以及

工业 。 受政策引导和治理压力的双重作

用， 五年来， 上海累计完成 5000 多台分

散燃煤或重油锅炉、 窑炉的关停或者清洁

能源替代， 共减少分散燃煤 300 万吨。 在

老旧汽车加速退出市场的同时， 新能源汽

车快速发展， 累计推广总量已经突破 10
万辆， 使得上海一举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

拥有量最大的城市。
总体上 ， 这五年来 ， 全市 煤 炭 消 费

总量连续出现负增长 ， 燃煤消耗已经从

2011 年 的 6100 多 万 吨 下 降 到 去 年 的

4600 多 万 吨 ， 降 幅 近 25%。 此 消 彼 长 ，
上海的清洁能源利用率越来越高 ， 天然

气消耗占比快速增加 ， 零排放的风电和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更是较 “十一五 ” 时

期 末 增 长 了 3 倍 和 15 倍 之 多 ， 预 计 到

2020 年，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还将至少

再增加 150%。
另外， 通过大力推动节能改造， 控制

工业排放， 上海对环境施加的负荷越来越

小。 统计显示， 去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

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12 年下降了 14.1%，
今年前八个月又较去年同期减少 11.2%，
划出了一条陡然下降的曲线。 工业领域，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等主要大气污染物，
氨氮、 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水污染物的排放

量相比 2012 年， 分别下降了 72%、 65%、
35%、 45%， 减排成效显而易见。

磨砺精神
形成合力敢啃“硬骨头”

结合上海 “十三五” 规划中明确的四

条底线， 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补齐影响

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短板， 上海各级政府

形成合力， 党员干部勇于担当， 基层群众

广泛参与， 啃下了好几根触动方方面面利

益的 “硬骨头”。 几年来， 不仅城市面貌

焕然一新， 也显著提振了社会治理能力与

基层干部队伍的精神风貌。
首先要提的是去年年初的中心城区禁

燃烟花爆竹行动。 在广大市民的支持配合

下， 公安等各部门实施有效管控， 上海外

环线内基本实现 “零燃放”。 去年春节于

是成为申城历年来最安静、 最安全、 同时

也是最清洁的农历新年， 除夕夜以及初五

凌晨，原本已成“惯例”的 PM2.5 高峰被显

著抑制。
对城市面貌改变更大、 涉及利益与阻

力更多的 ， 是全市范围开展的 “五违四

必”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以及与之相关的

中小河道综合整治。 自 2015 年 7 月以来，
通过三轮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全市面上拆

除违法建筑面积高达 1.5 亿平方米， 而且

力度与成效一年比一年提高。 迄今， 全市

集中成片违法建筑已基本拆除完毕。
“五违四必” 整治中， 有大量土地集

中分布在河道沿岸， 这也直接为中小河道

治理打下了扎实基础。 目前， 全市排摸出

的列入整治清单的 1864 条段共 1756 公里

城乡中小河道， 已全部形成 “一河一策”
整治方案， 年内要实现基本消除黑臭的整

治目标。 同时， 全市市、 区、 街镇三级河

长制已全面建立， 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下

一步， 中小河道整治将逐渐从消除黑臭向

形成长效机制方面持续推进。

推动全社会形成更绿色更环保新风尚
包存宽（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王丽萍（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 ”总体布局 ，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十
八届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
治轨道，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
发展理念 ，可以看到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
规律，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一系列重大
理论与实践创新。

上海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放
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战略位置，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有力措施，加
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转型发
展，在人口、经济、能源消耗持续增长的
同时，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有别于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同
时超越“工程主义、技术至上”的传统模
式，中国选择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相协调的绿色发展道路。 它以生态
文明价值理念为指导 ， 以建设美丽中
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治
本有道、治标有效。 当然，生态文明建设
在国内外并没有现成经验。 依托“四个
中心 ”和科创中心建设 ，上海率先开始
了环境保护新道路的探索。 实践证明，
这种探索正推动着绿色发展道路越走
越宽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山水
林 田 湖 草 是 一 个 生 命 共 同 体 ” “良 好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 ，是 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 ”， 这 些 科 学 论 断 体
现 出 中 国 环 保 理 论 的 大 局 观 、 长 远
观 、整体观 。 上海目前的实践 ，也是在

率先践行环保新理念 ，并将 在 今 后 进
一步转化 为 指 导 绿 色 发 展 、增强超越
西方传统环保道路和探索环保新道路
的坚定自信 。

没有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和绿色发
展理念就是空中楼阁。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密集出台一系列文件，顶层设计、谋
篇布局、 整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仅去
年， 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生态文明建设
的相关文件就超过20件。在上海，包括修
订出台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环保
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方
案，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等制度，
都体现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信心
与决心。

我国环保文化根植于五千年历史以
及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吸纳学习， 进而转

化为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强大动力。 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 也是当今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遵循。

建设美丽中国，人人都是受益者，人人
都是践行者。

上海大力推行环境社会治理， 加大政
府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探索村居、社
区环境自治；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凡此种种，
都将推动全社会形成更绿色、 更环保的新
风尚。

“十三五”时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深化绿色发展的重要阶段。 上海正率先以
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 在破解保护与发展
难题、 全面建成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小康
社会、 实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现代化征
程中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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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更”推动环境改善绿色发展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

策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战略位置，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有力措施，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在人口、经济、能源消耗持续增长的同时，
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 上海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本质上源于坚持绿色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从而驱动生态文明与经
济社会同步发展，甚至有所领先

专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