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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views at practice and theory levels, this paper is aimed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
tions of eco-industrial parks (EIP) both in and out China. Firstly, two problems are concluded from reviewing 
the current initiatives of EIP. Secondly, based on tracking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dustrial ecology, 
som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at theoretical level are introduced, which includes economic, systemic, and so-
ciological aspects. Third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new trends of applying EIP concept into practice, 
such as in planning and managing local industrial sectors with specific regional backgrounds. Finally, three 
characters of current research on EIP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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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从行动和理论两个层面，总结国内外目前生态工业园的实践现状和研究前沿。首先

介绍了生态工业园的国内、外实践现状，并分析了其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其次，进一步

结合国际产业生态学的研究动态，对生态工业园的一些新的理论研究方向，作了一系列的介绍(包括经

济学、系统理论、社会学科等研究方向),并就生态工业园在实践中的几个热点方面做了归纳，其中包

括概念在不同行业、区域中应用，以及在规划、政策等中的应用。最后，本文总结了几个当前生态工

业园研究与应用三个的特点。 

 

关键词：产业生态学；生态工业园；工业共生 

 

1. 引言 

生态工业园是通过模拟自然系统建立产业系统中

“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实现物质

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达到经济与环境“双赢”

目标的一种工业可持续发展工具。生态工业园研究的 

主要对象是企业群落，还涉及该区域内的农业、服务

业、居民及基础设施等相关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所考

虑的是如何将企业与周围环境一体化，使整个区域的

信息、物质、能量、基础设施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到目前为止，生态工业园又很多定义。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有下面几个：Lowe 等人提出的定义是[1]：“生

态工业园是一种由制造业和服务业组成的企业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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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间通过对能源、水和材料等环境资源管理的合

作来提高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这种合作，企业

群落寻求一种比各企业效益之和更大的集体效益”。

1996 年 10 月，在美国总统可持续发展理事会(PCSD)

关于生态工业园的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两种定义[2]，

这两种定义分别着眼于生态工业园的社会角度和技术

角度。定义一为：“生态工业园是由相互协作的多个

企业组成的企业群落，它们通过有效地分享信息、物

料、水、能源、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等资源，达到企

业群落以及区域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定义二为：“生态工业园是一种通过规划系统内的物

质、能量的交换，达到能源和原材料使用最小、废物

产生量最小的工业系统。并且系统具备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关系、生态关系和社会关系。” 

2. 国内外实践现状 

2.1. 国外实践情况 

目前世界上有近 30 个生态工业园的项目，多数都

是在美国，并得到总统可持续发展理事会(President’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CSD)的支持。

在加拿大，虽然生态工业园的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

但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取得了许多成果。欧洲的丹

麦、奥地利、瑞典、爱尔兰、荷兰、法国、英国、意

大利，亚洲的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印

度等国家正在积极开展生态工业园的项目[3,4]。总体上

看，生态工业园区实践在欧洲、北美和亚太形成了三

个主要集群的分布特征[5](详见图 1)。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of EIP globally 
图 1. 生态工业园实践在全球的主要分布 

2.2. 国内实践情况 

截止到 2010 年 10 月，国家环保总局已组织专家论

证通过了 42 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规划，其

中 8 个园区已经正式命名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6](各年建设数目情况如图 2)。42 个园区中，按照类型

划分：行业类园区 10 个，占总数的 24%，覆盖了制

糖、电解铝、盐化工、矿山开采、磷煤化工(如图 3 所

示)、海洋化工、钢铁、煤化工、石油和精细化工等行

业；综合类园区 31 个，占总数的 74%，其中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9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个(其中广州开发区含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保税区 1 个、环保产业园 1

个、省级工业园区 8 个；静脉产业类园区 1 个，占总

数的 2%。 

2.3. 实践中的两个主要问题 

国际上，无论对于美国 1994 年以来的试点，对于

新西兰 10 年来的实践，还是对于亚太地区，都是毁誉

参半，否定的论调稍占上风。否定方大多质疑生态工

业园区建设手段的市场化冲突[5]。国内的生态工业园

实践还刚刚起步，其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总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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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number of EIP authorized by SEPA recently 
图 2. 环保总局各年度通过论证的试点示范单位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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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ree types and their rate of EIP 
图 3.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类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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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实践都或多或少地会面临以下

两个问题[7]。 

2.3.1. 缺乏成熟的生态工业园设计方法 

从系统角度，一个成熟的自然生态系统需要具有

弹性、多样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同样，建立生态工业

园的目的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建

立产业的生态系统。因此，在设计生态工业园时，首

先就应该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上设计它的多样性、弹

性和稳定性，以建立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生态系统。

而且，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每个

生态工业园的设计都具有不同的基础条件和区域目

标，因此，还没有一套可以要满足以上要求、为多数

人所使用的成熟的设计方法。 

2.3.2. 如何在现有的管理中整合生态工业园 

生态工业园是全方面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应

该为更多的管理者和规划者所理解和掌握。生态工业

园的建设所涉及的不止是工业方面，还包括农业、服

务业、信息业等多种行业，这涉及自然资源管理、法

规建设等许多社会问题，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如何将

生态工业园建设融入现有的区域规划和管理系统中，

与现有的城市发展、产业规划、环境管理系统准确、

有效地衔接，是今后生态工业园发展的关键问题。 

3. 国内、外主要研究进展 

两年一度的国际产业生态学大会是本领域规模最

大、最具权威的盛会，它由国际产业生态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dustrial Ecology)组织，集中

反映了这一领域最新的前沿动向和热点。本文通过分

析 2007 的 6 月份第四届国际产业生态学大会(加拿大)

上的相关内容，借此视角反映生态工业园的国内外较

新的研究进展。 

本届大会关于生态工业相关的报告共有 46 个，其

中口头报告有 33 个，墙报有 13 个。其中应用最多的

就是“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 Park)”和“工业共生

(Industrial Symbiosis)”两个概念，分别为 21 个和 14

个，其他相关报告 11 个。大会关于生态工业的 46 个

报告分别分布在 12 个主题之中，涉及过程系统工程、

评价模型、能源、复杂系统等多个主题。其中直接以

生态工业命名的有两个主题组，分别为“Eco-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sia”和“Industrial symbiosis: Eco- 

industrial parks and networks”。生态工业的研究者主

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挪威、瑞士、韩国、

日本、中国等地。 

这次大会的关于生态工业的报告可以分为两个层

面进行总结，一个是生态工业的实践研究，一个是生

态工业的理论探索。 

3.1. 理论层面的主要研究方向 

3.1.1. 生态工业的经济学基础 

生态工业的主要和核心参与者是企业本身，而企

业最关心的是其一项决策和行为的经济成本和收益，

所以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引入生态工业是非常必要

的。例如，美国 Yale 大学的 Marian Chertow 教授[8]

探讨了从许多理论方向深入研究工业共生特征的可能

性，其中，重点阐述了引入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聚集经济 (agglomeration econo-

mies)、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等视角观察工

业共生现象；施涵[9]等则专门尝试将交易成本理论引

入企业在共生行为构建时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并进而

讨论组织形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3.1.2. 生态工业的系统理论研究 

将系统理论引入产业生态学是本次大会一大热点

方向，生态工业的研究分支上也不例外。系统理论在

工业共生的目前应用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网络复杂

性的研究，就大会现状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大多数研究只是概念介绍阶段，开始实质型

研究的还很少。其中，石磊等[10]建立了一套网络复杂

性的评价指标和构建方法，评价了卡伦堡和中国巩义

的生态工业，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初步结论；另一个

是系统动力学的研究。例如，Bertha Sopha[11]等介绍了

将系统动力学引入刻画工业共生系统进化的重要性，

并尝试模拟其过程，提出了初步的研究框架。 

3.1.3. 生态工业的模型化研究 

生态工业的模型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个是过程模拟模型的研究，一个是评价模型的研究。

前者是重点，包括整体过程的模拟和具体工艺细节的

模拟。例如，前面提到的 Bertha Sopha[11]模拟生态工

业的发展动力过程，采用基本的代理模型，模拟生态

Copyright © 2011 Hanspub                                                                                A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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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各个阶段、多个方面和多个角色的相互作用；又

如，张香平等[12]专门模拟了化学工业中生态工业系

统，具有较好的应用意义。 

3.1.4. 生态工业的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视角审视生态工业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

度，这源于生态工业的很多问题涉及管理方面。这方

面的研究例如，Yasushi Kondo[13]以日本的生态工业园

或生态镇为例，探讨了法律和政府政策在提高区域生

态效率方面的积极意义；Mathias Schluep[14]探讨了社

会因素在促进南非电子废物(CRTs)回收利用建立中积

极的作用。 

3.2. 实践层面的主要研究方向 

3.2.1. 概念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 

例如，Emmanuel Ackom[15]探索了工业共生在林

业系统中的应用潜力，研究了原木加工厂、木板厂、

纸浆厂和电厂之间的物质流动关系及其相关的技术细

节。再例如，Mats Eklund[16]通过一系列的关键技术，

把农业、食品废弃物转换成制造生物气的原料，作为

加油站能源使用的有益补充，初步应用在城市交通系

统中。 

3.2.2. 概念在特定区域背景中的应用 

首先，在国家间和国家的宏观层面的研究。例如，

Liu Juan[17]等比较了日本、韩国、中国生态工业园发

展的过程和结果，对相关的物质特点、工业特点和社

会环境进行了对比，以此能够看出在不同国家和区域

背景下建设生态工业的特征和条件，可以对将来的工

作有很多前瞻性的启发。此外，Marian Chertow 教授
[18]从学科视角比较了目前中国所开展的循环经济与

产业生态学的关系，并系统总结了中国在政府工作与

实践方面的应用。 

其次，城市中观层面的生态体系研究。例如

Guillaume Massard 和 Suren Erkman[19]以瑞士为案例，

提出了在城市层面建立能源共生系统的建议，将技术、

地理尺度和参与者等多种要素考虑在内。 

最后，在微观层面研究生态工业中社区、企业要

素的影响。例如，Tracy Casavant[20]分析了在绿色基础

设施对建立可持续社区的影响，我们[21]研究了中国企

业所属对企业自身工业共生行为的影响。 

3.2.3. 概念与传统经济活动的结合 

例如，Abhishek Agarwal[22]等人研究了如何从传

统的经济行为表现的角度评价企业间的共生活动，即

将共生行为看为企业普通经济行为的一种加以审视，

并采用了英国的两个地区的案例进行说明。再例如，

Sarah Sim[23]等人将共生行为溶入到企业之间的供应

链角度进行考察，采用生命周期评价、生态效率和价

值链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 watercress 的生产和销售

为对象，对比研究了英国、美国和葡萄牙几国的情况。 

3.2.4. 概念在规划和政策中应用 

生态工业通过规划途径探索在工业界应用在中国

和韩国最多。其中，陈伟强等[24]介绍了生态工业规划

在中国传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践应用，石磊等[10]借

鉴过程系统工程的思想，建立一套动态规划的方法体

系，用来循序渐进在工业园发展生态工业。 

另外，胡山鹰等[25]将生态工业的概念应用到传统

工业系统的生态转型中，并建立了一套决策支持系统。 

3.2.5. 现代技术在概念中的应用 

例如，Satoshi Ishii[26]等尝试将地理信息系统的工

具溶入到产业生态学的研究中，用于分析和建立生态

工业系统，尝试建立从“图层刻画(mapping)”到“空

间分析 (Spatial analysis)”到“网络分析 (Network 

analysis)”一系列过程的标准程式。 

4. 结论 

关于对于目前国际生态工业研究,，总结出几个特

点： 

1) 地区热度。总体来看，生态工业目前仍然保持

全球范围的实践热度和研究热度。另外，一些区域的

关注热度也在逐渐升温，关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

国家的研究正在吸引着这些地区乃至全世界研究者的

目光； 

2) 研究不断深入。生态工业的研究开始涉入一些

传统的理论领域，例如，经济学、系统理论、管理学

科等，这标志着生态工业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3) 与现实的贴近程度。有许多学者反映现实中如

何取得企业的支持和积极参与是目前生态工业的发展

的最大挑战之一，特别是在考虑行业背景、传统经济

行为融合、区域特点等不同因素的前提下，这些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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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态工业近期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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