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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明三岛上，绿色已经不仅仅是指森林、湿地和阡陌田园，渔

光互补、智慧交通和居民光储充系统的应用，让绿色电力成为生

态体系中的必备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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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初夏早晨的薄雾，驶过上海长江大桥，我们向北

进入崇明岛。与喧嚣的上海市区相比，崇明岛好像是另一

个世界，清澈、安静、绿意盎然。

在地理课本上，崇明岛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

积岛、我国第三大岛，而今天，崇明更为人知晓的称呼

是“世界级生态岛”。1998年，上海市正式提出建设崇

明“生态岛”的设想，并将其写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2005年，位于崇明岛本岛南部的长兴、横沙两岛划

归崇明县，自此，崇明成为崇明三岛的简称。也是在这一

陌田园，渔光互补、智慧交通和居民光储充系统的应用，

让绿色电力成为当地绿色生态体系中的必备元素。

       崇明岛：绿色电力融入农业生产
对于一个城市或地区而言，总会有一两种承载历史、

见证变迁的产业。在崇明岛，水产就是这样的产业。

“崇人生长海滨，尽得水族之性，故善渔”，这段来

自明代万历年间《崇明县志》的记载证明，早在明代，崇

明的渔业就已经相当发达。也有历史记载显示，崇明渔业

的历史可上溯到隋朝年间。千年以来，岛屿面积在变，但

年批准的《崇明三岛总体规划（2005-2020）》中，上海

提出把崇明建成“环境和谐优美、资源集约利用、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生态岛区”。

近几年，落实“双碳”目标成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

重要任务，根据《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建设实

施方案（2022年版）》的规划，三座岛探索建立符合发展

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其中，崇明本岛为碳

中和岛，长兴岛为低碳岛，横沙岛为零碳岛。

在崇明三岛上，绿色已经不仅仅是指森林、湿地和阡

通江达海的地理条件不变，入海口区域河水海水交汇，营

养物质丰富，不仅造就了当地渔业，也给养殖业创造了天

然条件。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崇明岛上曾开展过两

次大规模的围垦。围垦以后，当地人利用滩涂资源开挖鱼

塘，实行淡水养殖。优良且富含营养物质的水质，让崇明

的河蟹、小龙虾等水产品远近闻名。

然而，传统鱼塘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常会受到自然

环境的影响。2017年后，崇明开始探索都市现代绿色农业

路径，将先进技术应用到水产养殖中，形成了一批科技含

量高的项目。在2022年举办的第五届进博会中，中外记者

团曾在线采访了其中一个现代农业项目——陈家镇裕安养

殖场。在这里，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管理系统，可以帮助养

殖者精准优化水产的质量；在“水上发电，水下养殖”新

模式下，147个标准化鱼塘都被光伏板覆盖，不仅为鱼虾蟹

创造了更好的温度环境，也产生了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

也是从裕安渔光互补项目开始，崇明岛上的光伏建设

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借用丰富的渔塘资源和年均超过2600

个小时的日照条件，渔光互补和田光互补项目得以陆续建

成。今年5月23日，总装机容量为128兆瓦的港西光伏项目

投运，至此，崇明本岛10千伏及以上风、光、生物质等新

能源装机容量达到了55.6万千瓦，另加380/220伏的低压分

布式光伏装机容量5.9万千瓦，本岛电网新能源总体装机容

量达到了61.5万千瓦，已超过了崇明岛电网的历史最高负

荷——2022年夏季的58万千瓦。

根据规划，崇明本岛将继续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

2024年年底将达到114万千瓦左右，这也是全岛实现“碳中

和”的目标值。但是，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不断走高，岛

上电网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在崇明本岛，春秋季负荷

很低，短时间内也没有用电量较大项目落地，新能源就地

消纳问题成为了挑战。为此，国网上海崇明供电公司从政

企协调、电网补强、用户协作等三方面入手，进行分区容

量平衡，通过技术调控等多种手段，解决崇明新能源存在

发供电平衡问题。除了做好消纳，崇明供电公司还联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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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滩湿地公园位于崇明岛的东部，地势低平、河流交错（左图）。崇
明当地利用滩涂资源开挖鱼塘，实行淡水养殖，并在近年引入“水上
发电，水下养殖”新模式。图为总装机容量为128兆瓦的港西光伏项目
（右图，供图：国网上海崇明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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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是典型的重工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这无疑

给长兴岛打造“低碳岛”的目标增加了难度。为了降低碳

排放，长兴岛热电公司、江南造船等企业启动实施了《碳

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采取了能源替代、能效提升和引

入绿色技术等措施。3月，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万吨

级燃煤燃机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CCUS）项目启动，这也

是利用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探索。二氧化碳是船厂常

用的焊接保护气体，江南造船厂区每天需要使用近百吨。

过去，这些二氧化碳气体从岛外通过水路运输。CCUS项目

建成后，产自发电厂的二氧化碳通过管道直接被送至造船

厂，不仅保障了下游企业的连续生产，每年还能减少岛外

输入二氧化碳9万吨、船运排放二氧化碳约1.04万吨。

除了工业企业自行“对冲”，绿色交通也是长兴岛降

低碳排放的举措。自2015年起，崇明区制定了新能源公交

车辆的更新方案，分步实施、逐步扩大新能源公交车的覆

盖面，长兴岛在2017年年底前实现了全域新能源公交车运

行。

为配合新能源车投放使用，国网上海电力下属的实业

公司积极参与长兴岛上全部两座公交枢纽充电站的建设，

并负责两站共36台充电设施的日常运维，服务电动公交车

共50余辆。

除了满足公共交通所需，实业公司同时还承担着G40

沪陕高速长兴岛服务区内双向各一座电动汽车充电站的日

常运维工作。2022年，服务区共提供充电服务2.77万次、

总充电量37.65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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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究碳指标和碳交易等政策和模式，探索碳减排贡献率

的指标体系，助力电网更好地参与区域减碳工作。

       长兴岛：零碳技术“对冲”工业排放
在崇明三岛中，面积只有88平方千米的长兴岛是离上

海市区最近的岛屿，上世纪60年代，当地从日本引入蜜橘

品种并种植成功，经过多年扩大种植规模，长兴岛成为了

上海的“橘乡”，每年秋天在这里举办的柑橘节都会吸引

大批游客。

如今，长兴岛还多了一张“海洋装备岛”的名片。

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根据世博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原

来位于中心城区黄浦江畔的江南造船厂需要整体搬迁，可

用土地面积大、地理位置适合的长兴岛最终入选。2005

年，长兴造船基地正式开工建设，并在2008年正式投运。

现在，长兴基地已经成为我国海工装备产业基地之一，江

南造船、中远海运、振华重工、沪东中华四大企业在此落

户，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破冰船“雪龙2”号、首艘江

海联运型LNG船、世界首艘采用B型舱的99000立方超大型

乙烷运输船等大型船只都是在这里生产、下水。

崇明岛陈家镇电动公交充电站，一辆公交车正在充电。《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指出，将积极推动氢能等清洁能
源在交通运输领域应用（左图）。
长兴基地是我国海工装备产业基地之一（右上图）。在岛上的一家造
船厂，工作人员正在建造货轮（右下图）。为中和造船业产生的碳排
放，长兴岛引入了CCUS等技术，并大力推广绿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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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沙岛：打造“零碳”先行区
和崇明、长兴二岛相比，横沙岛最“年轻”，面积也

最小——如果不包括东滩100多平方千米的围垦面积，横沙

岛的面积只有51.74平方千米。岛上罕有工业企业，也几乎

没有高大建筑，全岛绿化覆盖率达到70%，其中森林覆盖

率超过45%。基于这样的特点，这里被赋予了“打造零碳

岛”的目标，2020年起，多个围绕产业和生活的“零碳”

试点已经开始。

2022年3月，在横沙岛的一处稻田中出现了一根2米高

的铁杆，杆上安装有几个传感器装置。这是横沙首个生态

通量观测设备，能够监测附近0.53平方千米左右的稻田中

的生态系统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汽等数据，并根据数

值测算出在该片区的生态系统中二氧化碳是被排放还是被

吸收固定。

水稻在种植过程中会产生温室气体甲烷。目前，横

沙岛的农业种类中，粮食种植占了14%，主要作物即为水

有太阳的时候，居民可以通过光伏面板自发自用，自

用有余的光伏电量将先被存入储能电池，待电池充满后再

行上网；没有太阳时，则由储能与电网双路供电，如遇极

端情况，储能设备还可成为稳定的备用电源。此外，居民

还可以使用价格更为便宜的谷段电为储能设备充电，全天

候用上绿色实惠电。在用户末端实现光储充微循环后，一

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光伏就地消纳的能力，让使用者在电费

峰谷差中获益，额外节省三分之一左右的电费支出；另一

方面可以帮助电网削峰填谷，提高供电可靠性，达到用户

和电网双赢的局面。

不仅是“监测仪”和“光储充”，世界首艘纯超级电

容动力渡轮——长横纯电轮渡船已经开行，水道鱼塘中的

渔光互补装置等设备随处可见……在今天的横沙岛，零碳

已经不仅是一个概念。

稻。为了降低水稻生产中的碳排放，横沙岛长江口碳中和

实验室不断优化水稻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技术，探索最低碳

化的种植路径。根据规划，横沙岛长江口碳中和实验室还

将在横沙岛内安装3个通量观测站，分别设置在果园、森林

和湿地中。借助这些实时观测设备，可以了解横沙岛的实

时二氧化碳变化情况，为进一步减碳寻找依据和方向。

在农业科技者尝试监测水稻碳排放的同时，一个围绕

绿色电力的试点也正在这里推进。从2016年开始，横沙岛

开始引入分布式光伏，不少居民和公共建筑都安装了光伏

板，居民用上了绿色电力。2022年12月，国网上海长兴供

电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一个台区的光伏发电量已经能

够支撑整个台区的全年用电量。随后，长兴供电公司选取

了该台区内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较大一户居民，在他家升级

建设了一套光储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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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沙岛的一处乡村景点。根据相关规划，横沙岛要以零碳为导向建设
现代农业园区，推广绿色低碳生活（左图）。
位于崇明岛的一座农业科技温室。近年，崇明岛结合岛上产业发展新
能源，渔光互补项目、绿色建筑陆续落地（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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