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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
党的十七大报告还首次写入了“生态文明”，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好节能减排
工作正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党中央、国务院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重要约束性指标。
上海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规划了推进实现“四个率先”及建设“四个中心”的城市蓝图。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促进转变经济结构和推进节能减排两大工作领域负有重要使命，完
成相关目标任务更是责无旁贷。
我们也应看到，上海作为一座特大型城市，人口众多，资源能源相对匮乏，如何消减这些不利因素对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推进节能减排成为上海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近年来，市人大积极履行职责，在为节能减排提供法制保障、推动切实实施
、动员全民投入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尝试，收获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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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规划了实现“四个率先”及建设“四个中心”的城市蓝图。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变和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了
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本书从节能降耗、发展生态经济．推进环境教育、建设绿色城市、打造绿色世博等各方面勾勒了上
海市生态城市建设路线图．更针对关乎上海发展的重大议题进行了综合探讨．旨在为上海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城市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本书既有国内外比较研究，又有深入社会调研的基础数据，既有研究机构的严谨思索，也有一线企
事业单位，学校的调研报告，从多维度、深层次展现了上海市的生态城市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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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在新农村建设中实施“生态补偿”政策　　生态补偿，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包括人与
自然的和谐、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和谐。
尤其是河流和重要水道的不同区域间，生态补偿涉及收益与付出的平衡。
如黄浦江上游，为了保证饮用水源的安全，只能放弃经济效益较高的畜牧业和轻工业，如果没有对当
地居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态性收入补偿，不仅无法体现公正，而且生态保护将是不可持续的。
日前，上海闵行区已经率先启动了“生态补偿机制”，以专项资金拨付的形式，对那些将土地用于基
本农田保护、用于建设涵养林与片林而利益受到影响的自然村和农民给予补助，取得了良好效果。
闵行的“生态补偿机制”值得今后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以便让为生态保护付出较大代价的群体共享发
展成果。
　　2.加大对于城市湿地的建设性投入　　在上海未来建设生态城市的进程中，在水质治理领域除了
加紧提高污水处理能力以外，城市湿地的建设也是不可轻视的，这其中包括新兴水库的建设和原有湿
地生态的修复。
如在新兴水库的建设方面，位于上海长兴岛的青草沙水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蓄淡避咸的河口江心水库
，总面积近70平方公里，总库容为5.24亿立方米。
青草沙水库2009年3月全线合龙，2010年规划日供水规模为719万立方米。
我们认为，除了将其视为上海未来的主要水源地外，还要注重其湿地功能的开发。
此外，在以往农村脱贫过程中的小规模渔业经营也到了要转变思路的时候了。
如为了进一步保护黄浦江水源，就可以考虑在青浦、松江等地以政府回购的形式收回鱼塘，予以湿地
功能的生态修复，并以旅游开发来保障当地居民的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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