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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下午，2012 年度上海论坛之“未来十年东亚生态文明建设的因应

之道”分论坛的第三场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1901 室举行。 

本场讨论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前半场由香港浸会大学的李思名教授主持。诸

位发言者将主题聚焦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或进行个案的深度解读，或侧重理论的

宏观思考。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董正华教授。董教授

的发言关注的是海南经济开发中反映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思考现代

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海南要谋求发展，势必打破固有的生态

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鲜明的体现在海南的开发进程中。虽然开发

之初即有全方位保护环境的认识、决心和成绩，但海南的无序开发仍然造成了生

态环境的破坏，对此，董教授指出要通过立法行为来明确规约环境问题的各方之

权责，尤其是必须要将当地民众的发展权、环境权、知情权、参与权放在首位，

毕竟发展的首要目的在于使当地民众获益。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温锐教授则以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肯定了江西迈出的由传统农业文明与传统工业文明向

生态文明社会双重跨越的探索步伐，然而这一探索面临的问题，仍有待更为有效

的制度改革以进一步确保以人类幸福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的

陈国权先生结合上海农业环境问题的实务，指出虽然上海农业环境污染许多指标

的最高峰值已过，但许多污染的内在指标却可能加深。他提出的具体对策是以节

粮为突破口，促进农业节能减排，以整体优化上海农业生态环境。复旦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系的郑正教授从流域污染控制的角度反思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针对中国水污染治理中高投入、低效果的困境，郑教授发言认为，目前环境

治理理念正从传统的“末端治理”和“源头控制”向“环境善治”转变。作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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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家，在体制建议与技术突破之外，发言特别提出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

生态文明智慧，以及从人们的内心精神层面拓展治理新途径。复旦大学中外现代

化进程研究中心的何爱国研究员的报告中，对环境问题提出了更为宏观的理论思

考，将生态现代化放到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重新审视的高度，认为中国新的发展道

路选择是：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理念，迅速转变发展方式与现代化路

径，重建以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中心的资源与生态保护系统，尽力减少生态足迹，

立即行动起来，自觉走生态文明之路。 

下半场由南开大学的周启星教授主持。讨论主题与上半场有相当的延续，不

同之处是转换了学科视野与观察角度。这一半场首先由来自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

的车在福先生发言，他以 2005 年中国反日示威后中日关系实例为中心，指出中

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双方的战略互惠关系，呈现了“危”和“机”并存的态

势。接下来，来自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的赵银亮先生接续对生态文明的讨论，

提出开创东亚生态文明之路需要思考其哲学基础，而在形成和维护未来东亚生态

文明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将责任注入地区精英和大众的灵魂，使人们重建对自然

的信仰，重构精神生活，这是摆在东亚地区面前的严峻课题。复旦大学法学院朱

淑娣教授的发言集中于环境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从立法角度来说，其基本问题

是要符合良法的一般标准及基本原则。以此为标尺，针对当前我国政府环境信息

公开立法现状，考虑现阶段国情的限制，朱教授提出通过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统一

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部门规章以构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议。清华大学温

宗国副教授的发言，认为“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

而建设循环型社会则是中国应对复杂严峻挑战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国家开展的多

个循环型经济试点措施的介绍及分析，发言提出了包括以建立多环节污染治理及

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等在内的未来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