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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鸳鸯———在分类上属雁形目,鸭科。 英文名为 Mandarin Duck(即“中国官鸭冶)。 鸳指雄鸟,鸯指雌鸟,故鸳鸯属合成
词。 常常栖息于山地河谷、溪流、湖泊、水田等处,雌雄偶居,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也食昆虫等小动物。 繁殖期 4—9
月间,雌雄配对后迁至营巢区。 巢往往置于树洞中,用干草和绒羽铺垫,每窝产卵 7—12 枚。 江西省婺源鸳鸯湖是
亚洲最大的野生鸳鸯越冬栖息地。 鸳鸯是一种美丽的禽鸟,中国传统文化又赋予它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在许多
文学艺术作品中经常用以表达爱情。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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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共生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对策

石摇 磊*,刘果果,郭思平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北京摇 100084)

摘要: 产业共生和生态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产业生态化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厘清产业共生发展模式内涵的基础

上,借鉴商业模式的划分准则辨识了世界范围内 6 种产业共生模式:丹麦卡伦堡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日本模式、韩国模式

和中国模式。 从关键参与者、核心能力以及资金流 3 个维度对这些模式进行了辨识,重点比较了我国产业共生与其他模式的差

别。 研究表明,我国产业共生实践数量众多,在关键参与主体、核心能力培育和资金流等方面存在丰富的多样化,虽然形成了一

定的中国特色,但并没有形成固定的“中国模式冶。 可以说,我国的产业共生实践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下一步可持续的发展必须

要建立合理的管制架构、形成稳定的资金支持机制和培育核心竞争能力。 初级提出了我国产业共生和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政

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共生;生态工业园区;商业模式;可持续转型;循环经济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in China
SHI Lei*, LIU Guoguo, GUO Siping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Eco鄄industry, School of Environ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and eco-industrial parks (EIPs) has nowaday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ools in realizing sustainability while industrial system evolves. The paper firstly clarified the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and business model, and then identified the key actors, core competencies and capital flows of each case as the
three indicators for comparing industrial symbiosis models worldwide. We distinguished the Kalundborg, USA, UK, Japan,
Korea and China忆s models, by the level of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from the models that are self鄄organizing to those that
are planned cooperate with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key actors involved, like Japan and Korea, the EIP practices in
China are also drive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the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is
also acting as an agency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is makes China忆 model more towards the ‘ planned爷 end of the
spectrum. Another distinction of China忆s model is that a stable, continuous capital flow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industrial symbiosis, especially the EIPs. As a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eco鄄industry忆 s prototype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symbiosis, in realit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barely have any capacity in providing
funds. There is not a stable source of finance for EIP in China, unlike the Korean EIP special funds, the landfill tax in the
UK or the recycling and recovery fee in Japan, which offer stable funding. Considering the huge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the vigorous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hina has the highest amount of EIP practices. Nevertheless,
the development of EIPs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trial stage. For example, compared with the UK model, China hasn忆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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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the nationwid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compared with Korea model, China should enforce better the
supporting and monitoring capabilities. In conclusion, China should make a clearer plan on development targets and layout.
The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IPs requires the building of an appropriate regulatory framework, as well as stable
funding schemes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us, several policies recommended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1)
the planning of EIP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decision鄄making for all industrial park construction, which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otal discharge volume control, environmental entry
standard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ome other policies should be highlighted; 2)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should be emphasized,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unified management approach, as well as
unifying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 guidelines, and the provision of sustainable sources of funding; 3) The
building of the core capacities and transparency of EIPs should be highlighted by carrying out key activities. The auditing of
EIPs should be administrated, with the setting up of a measurable, comparable and verifiable evaluation criteria system. 4)
Last but not the least, a stable, sustainable financial supporting scheme should be formulated. For instance,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 pollution discharge fees can be used to provide funding. In the meantime, similar to the Korean case, a
competitive funding distribution system can be established to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money based 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Industrial symbiosis; eco鄄industrial park; Business model; sustainable transition; circular economy

2011 年 6 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八届产业共生研讨会讨论了产业共生的几个基本问题,其中包括商

业模式,即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哪些产业共生的发展模式。 通常意义上,商业模式是由客户价值、企业资源

与能力、盈利方式所构成的商业逻辑与运作体系[1],是针对企业而言的。 对于产业共生及其空间主体的生态

工业园区而言,商业模式实际上是指产业可持续发展所依托的包括价值主张、资源与过程以及资金流转等在

内的运转体系。 本文借鉴商业模式划分准则,从关键参与者、核心能力以及资金流 3 个维度辨识了世界范围

内 6 种产业共生模式, 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产业共生发展的政策建议。
1摇 产业共生发展模式内涵及问题提出

1. 1摇 产业共生

产业共生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 1947 年的经济地理文献,用以描述不同企业相互之间存在的“有机关

系冶,尤其是一家企业的废物作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2]。 1989 年,丹麦卡伦堡产业共生体系因一帮高中生的

参观得以戏剧性地发现,Ehrenfeld 等人于 1995 年前后系统梳理了该产业共生体系的演进过程及其效应,指出

产业共生体系对于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要大于各企业单独运作之和,也就是“1+1>2冶的共生效应[3]。 2000
年,耶鲁大学的 Chertow 教授对产业共生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评述,认为产业共生是将原本独立的企业经由物

质、能量、水或其他副产物的物理交换而产生共赢效应的过程或者现象[4]。 鉴于产业共生的双赢效应,人们

希望将产业共生从以往的自发行为转向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其中一种最为重要的实践形式就是生态工业

园区[5]。
从概念形成脉络可以看出,产业共生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实很早就根植于产业发展的实践中,其之所以

在现阶段受到重视源于人们对产业发展伴生环境问题意识的凸显。 综合国内外研究,本文将产业共生界定

为:产业系统内部及产业系统与自然系统或社会系统之间所发生的物理交换过程或现象,这种交换能够给参

与主体和整个系统带来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效果。 根据该定义,产业共生文献所大量探讨的副产物或废物交换

是实现产业共生的重要手段,但那些能够带来环境与经济双赢效果的产品鄄原材料交换也属于产业共生的

范畴。
1. 2摇 产业共生发展模式的内涵及分类

在经济社会领域范畴,发展模式一般是指在一定地区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6],
也就是对特定时空经济发展特点的概括。 产业共生及其空间载体生态工业园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同样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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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 www. ecologica. cn

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产业共生和生态工业园区概念形成的早期,Chertow 基于 1997—1999 年间对 18 个

生态工业园区试点的调查,区分了 5 种类型的物质交换[4]。 2001 年,Lowe 在《亚洲生态工业园区开发指南》
中基于建设主体和开发方法区分出了不同的建设模式[5],Fleig 对此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总结[7]。 在管理实践

中,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基于分类指导原则将生态工业园区分为综合类、行业类和静脉产业类 3 种类型。 上述

分类从系统构成视角强调了开发主体及建设方法的差异性,对于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和产业共生发展具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
在实证研究方面,Chertow 给出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两类模式,即自发演进模式和计划规划模式[8]。 前

者的代表是丹麦的卡伦堡产业共生体系,后者的代表是中国生态工业园区,如广西贵港和鲁北化工等。 这种

划分对于产业共生和生态工业园区发展虽然具有指导意义,但因划分维度过于单一且分类过少而难以给出更

多的信息量。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共生实践已经达到数以千计的量级,有必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和

深层次的思考。
1. 3摇 问题的提出

综上所述,已有分类并没有考察产业共生系统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外部环境因素,尤其是区域乃至国家尺

度上的制度性因素,难以真正反映出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和产业共生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换句话说,这些分类

系统给出的并不是发展模式意义上的产业共生分类。
那么针对世界范围众多的产业共生实践,应该给出怎样的模式划分? 是否一种模式就一定优于另一种模

式? 再者,从中国角度,国际上成功的产业共生模式,是否可以照搬? 是否存在着独特的模式,也就是说是否

存在产业共生的中国模式? 更进一步,我国产业共生如何才能良性运转和持续发展?
2摇 产业共生发展模式划分准则及典型模式

2. 1摇 划分准则

本文借鉴商业模式来界定产业共生的发展模式。 所谓商业模式,是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

念性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 它描述了公司所能为客户提供的价值以及公司的内部结构、
合作伙伴网络和关系资本等用以实现(创造、推销和交付)这一价值并产生可持续盈利收入的要素。 一般地,
见诸商业模式探讨的要素有以下 9 类[1]:1)价值主张;2)消费者目标群体;3)市场划分;4)分销渠道;5)客户

关系;6)价值配置;7)核心能力;8)合作伙伴网络;9)成本结构和收益模型。
对产业共生而言,其实施主体并非单个企业,而是企业群体或者具有空间概念的工业园区,因此并不需要

考虑消费者目标群体、市场划分、分销渠道和客户关系等要素。 对于价值要素,产业共生和生态工业园区强调

的是企业间或园区层面上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因此在发展模式划分中也无需考虑价值主张和价值配置。 因

此,产业共生模式划分重点要考虑的要素包括:1)关键参与者及合作网络;2)核心能力和特征活动;3)资金流

模式,包括成本结构和收益模型。
关键参与者及合作网络指的是产业共生发展过程的参与主体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关系。 参与主体包括生

产性企业、服务性企业、投融资机构、各级政府和社区公众等。 这些主体在产业共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

尽相同。 一般而言,不同的主导主体会导致不同的发展模式。 核心能力和特征活动指的是导致产业共生出现

及壮大的措施和能力。 这些措施包括废物交换、基础设施共享和资源能源的梯级利用等。 核心能力是指导致

不同模式出现且难以替代的关键要素及其运作方式,例如地理临近性、主体间信任氛围以及良好的合作基础

等。 资金流模式是指在产业共生成员间随着共生产业链活动而发生的资金往来。
依据这三个准则,本文将国际范围内的产业共生实践划分为 5 种模式:丹麦卡伦堡模式、美国模式、英国

模式、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 这些产业共生发展模式以及中国情况的比较如表 1 所示。
2. 2摇 国际上典型的产业共生模式

丹麦卡伦堡模式摇 卡伦堡产业共生体系是工业生态学领域关于产业共生的经典案例,也是自发演进模式

的代表。 历经 30 多年的演进,卡伦堡地区形成了一个包含炼油、火电和酶制剂等十多家企业和三十余条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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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产业共生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

Table 1摇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development models

模式
Models

关键参与者与合作网络
Key partners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

关键活动和核心能力
Key activities and core capability

资金流
Capital flow

丹麦卡伦堡模式
Kalundborg model

早期是企业自发合作,后
期是产业共生协会推动;
合作网络成员包括:企
业、卡伦堡市政府、居民
和产业共生协会;其中,
关键参与者是产业共生
协会

卡伦堡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产业共生具有强
烈的企业自发特点,共生系统的形成是在商业基础上逐
步形成的,企业之间的废物交换服从于市场规律,运用
了许多种方式:有直接销售,以货易货,甚至友好的协作
交换;在产业共生协会成立后,多个企业开始参与协商,
基础设施共享形式的产业共生得以出现;促成产业共生
体系的条件包括:企业地理临近、相互信任以及存在良

好的合作基础[9]

产业共生协会由园区各方出
资资助;同时,协会致力于开
发新的合作项目,对外提供咨
询服务,获取运作经费

美国模式
USA model

美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试点园区的企业、居民、
公共或私人开发者;关键
参与者是公共或私人开
发者

促进园区内外的废物交换,实施绿色建筑、能源效率、基
础设施共享等项目[10]

资金来源多样化,包括联邦政
府、州政府、城市或企业

英国模式
UK model

关键参与者是 NISP,起
推动者作用;合作网络包
括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
International Synergies
Limited、企业

企业会员招募采用会员制,参与企业免费申请加入该项
目;企业通过填写企业信息调查表将自己企业的基本情
况反映给产业共生的项目组;项目组利用专业产业共生
软件整理、分析区域产业共生信息调查所获得的各种信
息;针对典型性企业进行调研走访,进一步摸清企业的
供需情况;组织速赢会,对于潜在对接机会,项目组将联
系企业代表,组织速赢会;如企业之间达成对接意向,项
目组将帮助双方组织会议、互访等工作,并及时的协调
双方的沟通;如对接成功实施,项目组将为双方制作对
接案例报告;在经过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项目组将对外
公开并宣传案例报告;对于暂无对接机会的资源,项目
组会进行整理、输入数据库,并且为其对接提供咨询

服务[11]

NISP 由 International Synergies
Limited 资助,资金来源于英国
政府,企业免费自愿参与

日本模式
Japan model

日本产经省、日本环境
省、 Eco鄄town 所 在 地 政
府、企业、社区等;关键参
与者是 Eco鄄town 所在地
政府

1)基于区域“零排放冶概念建立起环境友好的,经济与
社会和谐发展的区域社区;2)企业的节能和资源循环利

用,与园区的资源循环利用、集中式废物处理相结合[12]

日本政府对 Eco鄄town 提供的
资助一般占总需求资金的 1 /
3,对于一些特别具有创新价
值的 Eco鄄town 可以给予 50%
的资金支持;上述资金用于
Eco鄄town 的硬件、软件建设;其
余 的 资 金 源 于 地 方 政 府 和
企业

韩国模式
Korea model

韩国知识经济部、KICOX
(韩国工业园区股份有限
公司)、生态工业园区中
心、企业;关键参与者是
生态工业园区中心,起推
动和桥梁作用

1)建立资源循环利用网络,包括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网
建设;资源循环网络技术发展项目和资源循环推动项
目;2)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基础建设,包括项目发展可行
性研究、规划和研究、过程诊断、工业区污染防控和生态

环境建设支持项目[13]

EIP 示范项目的资金来源于韩
国知识经济部的 EIP 专项资
金,资金下拨到 KICOX,并由
KICOX 负责管理、分配;EIP 项
目需要先经评估委员会审核、
甄选后方可进入融资环节;在
EIP 项目的商业化和网络扩张
阶段,项目资金来源于 ESCO、
WASCO 和绿色增长基金等;
同时企业需要向知识经济部
上缴技术使用费,这部分费用
约 占 部 委 行 政 资 金 的
20%—40%

中国模式
China model

国家环保部门、国家商务
部门、国家科技部门、国
家经济综合部门、地方政
府、园区管理委员会、企
业和公众等;其中,关键
参与者是园区管理委员
会或龙头企业

国家职能部门出台生态工业园区管理办法、技术标准和
规划指南,负责示范项目的创建批准和命名;工业园区
制定规划,成立生态工业园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推动
废物最小俱乐部建设或废物交换网站的建立;建立生态
基础设施并推动共享;促进企业进行废物交换等

国家职能部门会给予一定的
示范项目资金支持,或通过资
源综合利用等优惠政策给予
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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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产业共生体。 该共生体完全通过企业之间自发进行废物交换而形成,共生合作的动机是在经济上获利,
主要靠市场力量来驱动。 除此之外,企业之间良好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也是促成该共生体的重要因素。 在该共

生体系被发掘后,为了更好地推动产业共生的发展,1996 年成立了工业共生协会。 该协会由卡伦堡地区开发

部门主办,园区各方出资资助。 该协会是工业共生合作信息中心,同时致力于开发新的合作项目,并对外提供

咨询服务[14]。
美国模式摇 美国在 1990 年前后开始了关于工业生态学的学术讨论,其中 1989 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上

的文章“制造业的策略冶被认为是工业生态学的奠基之作。 其后,美国可持续发展总统委员会(PCSD)于 1994
年宣布开展生态工业园区的试点,美国环保局也拟拿出 30 万美元资助生态工业园区的设计与开发。 1995
年,马里兰州 Fairfield、弗吉尼亚州 Cape Charles、得克萨斯州 Brownsville 和田纳西州 Chattanooga 开始了生态

工业园区的试点工作[4]。 Gibbs 于 2005 年前后对美国 16 个试点生态工业园区进行了评估,认为除了 2—3 个

算是有所进展外,其余基本可以归为失败案例行列,并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生态工业园区作为一种生态创新

生境,在美国缺乏大的制度环境进行配合[10]。 实际上,美国模式的失败另外一个原因也许在于试点园区所负

载的经济规模不够大,主体多样化不足,发展也欠缺活力。
英国模式摇 英国国家产业共生项目(NISP)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尺度上的产业共生项目。 NISP 在英国

有 12 个区域性小组,并建立了全国性的联系网。 2005 年,该项目获得了英国政府 600 万英镑的专项拨款。
这个项目的主要执行者是 International Synergies Limited,免费为企业提供废物交换与再利用项目,其运作经费

来源于当地政府的垃圾填埋税。 目前,参与 NISP 的企业多达 4000 多家[11]。

图 1摇 日本 Eco鄄town 建设的管理架构与资金流

摇 Fig. 1摇 The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and capital flows of Eco鄄

towns in Japan

日本模式摇 日本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系统

探索循环型社会建设工作。 于 1997 年起,开始了 Eco鄄
town 项目的推进工作,关注环境技术研发,特别关注节

能、循环资源开发和集中式废物管理。 目前,日本在全

国范围内共建设了 28 个 Eco鄄town[12]。 中央政府主要

负责对项目进行核准,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

(日本的县政府或大型城市的市政府)是 Eco鄄town 项目

的运行、管理主体,并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Eco鄄town
项目可以大致分为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部分。 硬件

建设方面由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完成。 软件建设资金

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同时需要公众参与软件建设,如
图 1 所示。 除了 Eco鄄town 建设之外,日本在工业园区

建设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在川崎促进钢铁与

建材、化工等产业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形成产业消纳城

市废物为特色的共生体,并称之为城市共生。
韩国模式摇 2003 年 10 月,韩国政府基于法律《促

进环境友好工业结构法案》(APEFIS) 4. 2 条,出台了国家级生态工业园示范项目计划,旨在通过发展资源循

环网络建立起生态工业园区,在工业园区内减少环境污染,并使能源效率最大化。 韩国生态工业园区示范项

目分为 3 个阶段:第 1 阶段(2005—2009 年),选定了浦项、丽水、蔚山、尾浦、温山、半月、始华和清州作为示范

园区,投入 1700 万美元,在示范园区内各自建立起产业共生体系,发起和推动一些产业共生项目。 同时,在韩

国知识经济部支持下设立了韩国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KICOX),取代原来的国家清洁生产中心来执行生

态工业园区示范项目的引导、支持和监查职能。 第 2 阶段(2010—2014 年),继续扶持 8 个示范区,将产业共

生经验进行推广,并希望能够有产业共生的商业化行为。 此阶段的投资力度最大,共投入 6800 万美元,资金

并不是在 8 个 EIP 示范项目中进行均分,而是根据其促成的产业共生业绩进行评级分配,由此引入了竞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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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另外,项目经费并用于不直接支持参与共生的企业,而是用于支持区域 EIP 中心(办公室),其组织架构

和管理流程如图 2 所示。 第 3 阶段(2015—2019 年),共投入 680 万美元,旨在发掘 2—3 个成功的生态工业

园区模式,并以期建立全国性的产业共生体系。

图 2摇 韩国生态工业园区示范项目的管理架构与融资流程

Fig. 2摇 The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and capital flows of EIP in South Korea

3摇 我国产业共生发展情况

我国产业共生实践形式包括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城市矿山和“两型冶试点园区建设

等。 其中,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发展最早,其管理架构和机制更为系统。 截止至 2011 年 9 月,环保部门共批准

了 54 家单位进行国家级生态工业建设示范园区的创建工作,其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等 13
家已被正式命名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冶。 长达 10a 的系统实践,我国生态工业园区基本形成了“有标准

可依、依标准建设、据标准考核冶的管理架构,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逐步过渡到通过建立长效机制来促进工

业园区有序生态化改造的阶段。
为便于分类管理,我国将生态工业园区划分成综合类、行业类和静脉产业类 3 种形式,鼓励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生态化改造申报综合类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支持开发区内具备条件

的工业园区申报行业类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示范园区[15]。 这 3 类在执行主体、特征活

动以及资金流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国内 3 类生态工业园区类型比较

Table 2摇 Three types of eco鄄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类别
Types

园区类型
Industrial park types

合作网络
Collaboration network

核心能力和关键活动
Core capability and
key activities

典型代表
Typical cases

综合类
Industrial integrated type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和高
新区等

园区管委会主导,企业参
与,科研咨询机构提供
支撑

举办产业共生论坛,成立
废物最小化俱乐部,建设
废物交换网站,促进基础
设施共享等。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
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等

行业类
Industrial specific type

大型企业集团或资源集
中地

一般由龙头企业或地方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

针对行业特征废物开展
废物交换的研发、实施与
运营

广西贵港制糖示范园区、山
东鲁北化工示范园区等

静脉产业类
Vein industrial type 废物资源集散地

由企业牵头,地方政府
支持

获取环保部门颁发的相
关营业资质,争取国内外
废物来源,建立规范化的
废物处理处置体系

青岛新天地静脉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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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差异,所有这些生态工业园区实践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表现出了强烈的中国特色[16]。 例如,我
国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大多是政府主导的组织方式,即绝大多数园区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都带有政府色彩,尤其

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我国生态工业园区呈现典型的产业增长动态特征,产业链招商、产业

共生招商或补链招商是我国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重要手段;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的工业园区中水

和能量基础设施往往是集中建设模式,而废物处理与循环则是高度分散模式,等等。
鉴于庞大的工业基础和蓬勃的发展态势,毫无疑问我国正在开展着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产业共生实

践,单是由国家部门批准建设的生态工业园区或循环经济试点项目就多达上百个,在省市层面则更多。 然而,
与英国比较,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产业共生网络,也缺乏造就这一全局网络的推动者;与韩国比较,我
国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目标不够清晰、支持和监控网络不够系统;与日本 Eco鄄town 项目比较,我国缺乏全国

层面的整体布局。 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对我国的产业共生实践开展了阶段性和局部的评估,但总体评估还没

有开展,也存在相当难度。
在关键参与者方面,与日本和韩国类似,我国生态工业园区实践的驱动也来源于中央政府,由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部门引领并驱动。 作为政府派出机构性质的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则是具体的驱动主体,通过成立领

导小组和专项办公室的形式加以推进和落实。 园区内的企业是产业共生的实施主体,公众也通过对问卷调查

和环境评估等方式参与建设进程。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规划则往往邀请科研机构或专业咨询机构进行编制,
由此构成了高层政府引领鄄管委会驱动鄄企业实施鄄科研单位和公众参与的合作网络体系。 然而,这个合作网络

中并不存在类似于卡伦堡产业共生协会或韩国 EIP 中心的组织机构,导致产业共生的持续推进失去了主体。
园区办公室往往流于形式因而难以实施其职能;规划编制单位由于缺乏持续资金支持也往往是“一锤子买

卖冶,后果就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冶。 主体的缺失也导致了产业共生核心能力的缺失。
从资金流角度,我国对于产业共生尤其是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资金支持基本停留在零敲碎打的模式上,

尚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可持续的资金流模式。 作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力推者,环保部门基本上没有资金支

持的行为和能力,既没有类似于韩国的园区专项资金支持,也没有类似于英国填埋税或日本循环再造费的稳

定资金支持;国家综合经济部门对于循环经济试点单位给予一定程度的项目资金支持,也存在对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或节能项目按照绩效考量的稳定支持政策,但没有针对工业园区整体的持续的资金支持机制;科技部

门和商务部门也是如此,缺乏整体机制。
总而言之,我国产业共生实践数量众多,在关键参与主体、核心能力培育和资金流等方面存在丰富的多样

化,虽然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但并没有因此而形成固定的“中国模式冶。 可以说,我国的产业共生实践还

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冶阶段,下一步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建立合理的管制架构、形成稳定的资金支持机制和

培育核心竞争能力。
4摇 我国产业共生发展的对策建议

产业生态化转型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诉求。 产业生态化的推进依赖于对现行生产鄄流通鄄消费鄄废弃

全过程的整合和升级,而绝非零敲碎打做法的机械组合。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建立产业共生的制度框架。 EIP 需要进一步政策创新,新的“政策先行区冶,成为贯彻落实环保领域

的“三个转变冶的主力军;从约束性政策为主逐渐过渡到经济激励性政策为主。 重点落实三项制度:总量控

制、环保准入、信息公开;工业园区需要将 EIP 规划和制定纳入工业园区建设决策主流,让 EIP 创建成为提升

园区综合竞争优势的有力手段。
(2)积极发挥关键参与者的作用,形成参与主体“共生冶网络。 坚持环保部门引领,环保部出台统一的管

理办法、制定技术标准、规范编制指南、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坚持管委会主导作用,切实发展生态工业园

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职能和作用;有条件的园区尽快设立生态工业园区支撑中心,进行管理和技术等方面

的持续推进和支撑;充分发挥核心节点企业的作用,通过产业链传导机制建立企业合作网络。
(3)培育核心能力,开展关键活动。 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审核,建立可测量、可比较和可验证的评价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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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交流平台,例如废物交换俱乐部;培育生态创新平台,建立生态低碳创新联盟等。
四、形成稳定的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机制。 建立稳定的资金支持,例如从排污费中拿出一定比例进行支持;

同时,建立类似于韩国的竞争性资金分配机制,基于绩效对资金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工业园区可持续的资金循

环,促使园区建立发展基金,让获得好处的企业回馈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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