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沪发改规范〔2023〕17号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促进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发展专项支持政策〉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促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发展专项支持政策》已经市政府审

议通过， 现印发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促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发展专项支持政策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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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促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发展专项支持政策

为落实《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年）》，

坚持生态立岛不动摇， 助力崇明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新路， 展示中国式现代化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的建设范例，

特制定本政策。

一、 高质量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滚动实施生态岛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 对于生态岛上的市属政府投资项目， 按照现有市区

分工政策执行。 对于纳入生态岛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 区属提升

生态品质类、 重大基础设施及民生保障类政府投资项目， 由市级

财政按照市审定投资的90o/o给予定额补贴。

二、 厚植生态资源本底优势。 加快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

系， 支持建立本底清晰、 可追溯、 可跟踪的生态资源库。 骨干河

道整治项目享受市级补助政策最高标准， 纳入生态岛三年行动计

划的中小河道整治项目参照执行。 保障供水安全， 支持崇明做好

东风西沙水库二期项目建设。 支持崇明统筹用好市级生态补偿资

金， 优化支出结构， 做好公益林抚育和湿地生态修复等生态建设

和保护工作。 参照生态岛三年行动计划财政支持政策？ 推进实施

崇明北沿等重点区域互花米草治理。 推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申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世界自然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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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支持崇明创建国际湿地城市。

三、 开展
“

双碳
”

战略先行先试。 支持崇明创建国家林业碳

汇试点市（县），加快建立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探索林业碳汇

巩固提升经营模式和关键技术。 支持崇明按照本市海上风电规划

配合开展深远海风电示范试点， 开展氢储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

电网调峰等场景应用示范前期研究。

四、持续壮大
“

绿色新农业
”

。强化市、 区专项协调推进机制，

推动农业全产业链重大项目优先布局生态岛。 推进绿色有机农产

品相关标准研制和推广应用。 依托中华绒整蟹、 沙乌头猪、 长江

三角洲白山羊、 上海水牛等特色种质资源， 以及优质大米、 特色

蔬菜等农产品， 建立健全崇明农产品相关地理标志和品牌管理平

台。 支持崇明农业种业创新区建设， 推进在崇明建立长江流域特

色种质资源库，力口大崇明特色种质资源保护与研究，加快产业化

进程。 崇明乡村振兴类农业项目享受市级补助政策最高标准。 开

展粮食生产
“

无人农场
”

应用场景试点示范， 鼓励相关主体对农

田设施和农机装备进行智能化升级。

五、加快发展
“

活力新康养
”

。 推动康养产业重大项目落地生

态岛， 完善康复护理产品体系， 发展多层次健康管理服务。 推动

本市各级工会将崇明作为工会和疗休养活动目的地。 持续优化养

老服务供给， 完善老年助餐服务补贴政策， 支持老旧养老福利机

构升级改造。 加快完善医联体建设， 进一步提升崇明医疗服务水

平；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和数字医院建设， 重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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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纳入三年行动计划。

六、 积极推进 “生态新经济” 。 重点策划一、 二、 三产业融

合的重大生态文旅项目， 市、 区合力做好招大引强工作。 做大

“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
”

等国际赛事影响，

培育推广
“
崇明花朝节

” “
上海崇明休闲休育大会

”
， 支持崇明

自主的优秀品牌赛事活动纳入市级项目。 支持本市中小学赴崇

开展市内劳动教育研学实践和春秋游活动。 引入优秀的市属国

企，采用合资合作或委托管理方式，提升生态岛重点园区规划、

招商及运营能力。

七、 推进生态科研资源集聚。 支持崇明开展生态领域科技创

新研究， 支持建立创新链、 产业链、 人才链、 资金链四链协同的

碳中和联盟。 高水平办好每一届生态岛国际论坛， 支持优秀的国

际组织落地崇明。 加快筹建长江口生态研究院， 支持研究型大学

建设崇明校区。

八、发展外畅内优交通网络。 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布局建设新

能源公共充电桩、 充电示范站、 换电站。 坚持特色化与差异化发

展，提升农村公路标准。 打造宜人的慢行环境， 建设生态岛特色

的自行车通道和慢行步行道网络。

九、 推进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 结合市属国企存量土地资源

盘活工作，单列光明集团、 上实集团等市属国企减量化用地指标，

独立考核并分解下达年度减量化立项和验收任务， 通过减量化形

成的土地指标优先用于生态岛重大项目建设。 探索开展行政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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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搬迁试点， 置换后的土地指标优先用于生态岛重大项目建设。

十、 强化人才
“

引用留
”

。 鼓励本市优质教育集团在崇明开办

分校（附属学校）或合作共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办好崇

明每一所学校。 对崇明教育、 卫生、 农业等社会公益事业单位录

用的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申请落户时加 3分。 对在

生态岛生态农业、 文体旅游、 康养医疗等重点产业用人单位工作

并承诺落户后继续在生态岛工作2年以上的人才，经崇明推荐后，

“居转户
”

年限由7年缩短为5年。 对上海市居住证持有人在生

态岛重点发展区域工作并居住的，予以专项加分，即每满1年积2

分， 满5年后开始计入总分，最高分值为20分。 对生态岛急需紧

缺的技能岗位核心业务骨干， 探索经由行业代表性企业自主评定

和推荐， 纳入技能人才引进范围。

本政策自2023年12月1日正式施行， 有效期至2028年11

月30日。 期间我市出台的同类政策优于本政策相关规定的，按照

“政策从优
”

原则普遍适用。

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农业农村委、 市规划资源局、 市

科委、 市教委、 市文化旅游局、 市水务局、 市绿化市容局、 市

抄送： 卫生健康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民政局、 市体育局、 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 崇明区政府， 上实集团、 光明集团、 地产集
团。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1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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