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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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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的第二场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1901 室举行。本场讨论

的主题为“东亚绿色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前半场讨论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林华生教授主持，首位发言者是香港浸会大学

李思名教授，他指出，在 21 世纪头十年中国的住房开发与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

性的转变，并结合 2010 年广州的数据，探讨了中国主要大城市住房不平等的根

本原因与转变方式，进而估测了在维持社会和谐和可承受限度的城市化前提下住

房不平等的增长范围。上海财经大学的盛邦和教授的演讲主旨乃关乎“人口-土

地”生态链及中国历史的运行。他指出，当人类从土地文明进入市场文明，古代

的调节手段便已失效，唯一出路是从旧有的“人口-土地”链接转换为“人口-

市场”链接，才能继续维持生态平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郑奋明研究员则全面分

析了珠三角大都会区发展的现状、特点和问题，认为珠三角区应突破多重限制，

与港澳合作，力争用 10-20年时间将自身打造为具有最强实力的世界级大都会圈，

并据此详细探讨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策略。承接郑奋明研究员的话题，来自广东

商学院的陈德宁副教授将视角转向珠三角区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分析了珠三角低

碳湾区建设的内在机理，为粤港澳三地共建低碳湾区提出了四点建议。最后，黄

枝连教授结合自己在昨天发表的关于人类三个发展阶段的理论点评了四位学者

的观点，认为四篇报告尽管角度各异，但均可归在人类文明由第一阶段走向第二

阶段的共同问题中，而即将到来的第三阶段还有待探索。 

茶歇之后，讨论会在《理论与现代化》常务副主编宋奇主持下继续进行。首

先发言的是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周启星教授，他认为生态文明的建

设，应与花卉植物的生态修复相结合，并由此就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重点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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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建议。随后，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孟凡东副教授为大家介绍评述了彭慕兰教

授的中国生态文明观，从生态制约与中西“大分流”、“发展至上主义”与中国生

态文明、生态平衡与中国发展模式等三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分析，认为中国应该

规避“发展至上主义”，在“发展第一，治理第二”的模式中，走出“温和发展”

模式，维护发展与自然界的统一。上午最后一位报告者是复旦大学的杨宏雨教授，

他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部分，我们应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快速工业

化与可持续发展存在一定矛盾,速度与可持续之间的矛盾需要妥协和克服；可持

续发展问题并非只有中国关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最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陈家宽教授点评了下半场的发言。他认为在生

态环保方面，当前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地球所独有且不可修复的生命维持系统，较

之大气、水资源、土地等可补救的危机，大量的物种灭绝所带来的危害显得更加

急迫和重要。针对杨宏雨教授的部分观点，陈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进步，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关于郑奋明教授的报

告，陈教授认为，珠三角发展目标制定中，亟需注意者乃在于应对其自身有更加

鲜明的定位，从而避免与其他区域的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