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是上海社联所属社团，创立于1986年10

月，全国人大代表、原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教授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

理事会会长，陈予群教授为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原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十届上海

市政协副主席王荣华教授为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学会自创立以来，在生态城市建

设、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政策等领域提供决策咨询、信息交流与培训等服务，产生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学会的主要工作：

              组织开展生态经济科学研究与应用；

              组织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考察；

              承接研究课题，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服务；

              组织推介与评价学术成果，组织编写学术论著，编发信息资料等。

              传播、普及生态经济科学知识，组织开展相关专业培训。 

    学会每季为会员提供内部交流资料“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动态”(以下简称“动

态”)，“动态”全面跟踪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国内外前沿热点问题、解读相

关领域政策、展示环境保护、再生能源等领域最新技术信息、介绍推广会员单位先进

技术以及成功的实践经验。学会不定期举办专业性论坛，为会员提供信息推广、政策

解读、经验共享的高层次发展平台。

    学会欢迎全市生态经济和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以及有志于此的研究者、实践者

的积极参与。



《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1）》已于2011年1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

版。
报告认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筹办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机制和经验积累，世博

会所展示的绿色技术、所展现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所传播的消费理念、所倡导

的绿色自愿减排行动等都将会对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

响。上海世博会是上海可持续发展的新起点，成为全球倾力打造的低碳发展的

典范。“低碳世博”对我国推进低碳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世博会将引领城市未

来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世博后”上海的可持续发展需

重点关注市民对空气质量标准提升的强烈诉求、城市饮

用水安全和郊区水环境污染问题、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

以及处置能力与垃圾快速增长的矛盾、能源以及碳排放

强度硬约束的挑战、电子信息产业中的PFCs排放量以及

节能环保产业的技术创新和集群发展等领域。
除总报告外，本书从四个专题视角加以研究。
第一个专题是世博会环境效应专题。报告从上海世

博会的特征、世博会的组织运作机制出发，探讨世博会

的环境效应以及“世博后”如何延续放大世博会的环境

效应。上海世博会从价值规范、技术知识普及、制度创

新激励、产业结构变迁诸多方面推动环境效应的延续和

扩展，因而是不折不扣的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战略工

具。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世博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

“低碳世博”的理念，在筹备、举办过程中会聚了世界各地低碳发展的智慧和

实践，成为全球倾力打造的低碳发展的典范。
第二个专题是低碳发展专题。报告分别从电子信息行业特征、温室气体排放

减量、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的实践案例和发展前景、碳金融工具如何推动温室气

体减排等视角探讨上海的低碳发展路径问题。提出上海低碳发展战略，在宏观

层面，应强化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在微观层面，应侧重重点领域，积极促进

能源、工业、建筑、交通领域的低碳发展，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建设，

广泛倡导城市低碳生活和绿色消费理念。
第三个专题是能源领域相关专题。报告分别从通用能源系统节能减排、上海

新能源产业创新集群发展以及上海新源汽车发展实践的视角研究如何通过通用

能源系统的节能减排推进节能降耗，如何通过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推动

能源结构的优化，如何通过城市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促进城市节能减碳工程

的系统推进。
 第四个专题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专题。该专题主要从城市饮用水安全与水环

境保保护以及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利用视角探讨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两个

重要领域。分析了上海饮用水安全与水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建议提高饮用水安

全标准、加强水源地保护、加强省界水环境保护的目标考核以及提高公众参与

度等城市治水措施。垃圾填埋场周围的生态环境维护是困扰各大城市的一大难

题，上海尝试通过建立静脉产业园区，开发风力发电、填埋气发电、太阳能发

电，在静脉区构建“立体式、多模式”能源再利用体系，将垃圾填埋场封场后

的土地再利用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有机结合在一起，探索出垃圾填埋场可持续利

用的一种新模式。

1月11日，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召开2010年年会暨“十二五”上海环境发展规

划报告会。会议由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洪民荣主持，学会会

长、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荣华和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分别作

了题为发挥世博低碳效应、促进低碳发展以及“十二五”上海环境发展规划的报

告。

王荣华在发言中指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世博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低

碳世博”的理念，在筹备、举办过程中汇聚了世界各地低碳发展的智慧和实践，

成为全球倾力打造的低碳发展典范。“低碳世博”对我国推进低碳发展具有重要

启示。“低碳世博”的示范效应主要体现在：世博园规划、建设、运营中全面落

实低碳措施；集中展示全球最新低碳成果；创新体制机制搭建世博自愿减排平

台。从国际国内形势看，低碳发展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助推器。

我国低碳发展工作应根据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确定低碳发展的战略定位；加快产

业、能源结构和布局的调整优化；加快构建高效、清洁的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全

面提高建筑能效水平；加强技术攻关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储备，推进低碳产业发

展；积极探索低碳发展实践区新模式；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努力构建低

碳绿色的消费模式。

张全认为，“十一五”上海环境发展总体处于还污染历史欠帐阶段，而“十二

五”上海环境发展所面临的形势有很大不同，应加快进入“优化发展”新阶段。

“十二五”上海环境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引

领，坚持以环境保护优化发展，围绕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局，以污染

减排和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以削减总量、提高质量、防范风险、优化发展

为着力点，调动全社会力量，持续加强全过程污染预防与控制，加快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促进绿色增长和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环

保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到2015年，初步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框

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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