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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前提，是我国现阶段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的背景下

内在要求，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的现实体现。江阴市作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试点城市，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发展，在生态产品供给、产业链条延伸、产业转型

升级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在产业结构优化、核心技术、循环经济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当前

实践存在问题，从体制机制、产业经营、绿色金融方面对未来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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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y are interconnected and prerequisite for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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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They are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my country’s current stage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y are also a realistic manifest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valuable assets”. As a pilot city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Jiangyin City vigorously 
promotes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suppl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extension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indus-
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owever, in terms of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re technologies, Jiangyin City, circular economy and other aspect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view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practic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work are made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ndustrial operations, and green finance. 

 
Keywords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Ecology, Jiangyin, Effectiveness, Suggestion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生态产业化是指按照产业化规律推动生态建设，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经营的方式提供生态

产品和服务，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促进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产业生态化是指按照“绿色、循环、低碳”产业发展要求，利用先进生态技术，培育发展资源利用率

高、能耗低排放少、生态效益好的新兴产业，采用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绿色化

发展。前者是一种资源转换方式，后者是产业发展模式，两者是相互联系、互为前提的过程。尽管两

者含义不同，但有相同的诉求，即实现生态与经济融合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产业化与产业

生态化就是要推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统一，以经济发展带动生态保护，以生态开发推动经济发

展[1] [2] [3] [4]。 
江阴市北靠长江，南临太湖，地处长三角地区的几何中心，交通便利，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同时，

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取得了显著成效，是被自然资源部列为自然资源领

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国试点的地区之一。江阴市近年来围绕建成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

体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产业体系的目标，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构建生态友好型产

业体系，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 

2. 实践探索 

2.1. 强化绿色农产品建设与管理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了一批具有强

市场竞争力和高知名度的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如华西大米、顾山水蜜桃、璜土葡萄、

月城翠冠梨、申港鲥鱼等。大力发展特色生态产品品种，加强本土种质资源保护和原产地保护。同时推

动发展绿色种养循环产业，完善农林牧渔生态产品种养标准，规范相关认定认证工作，加大推介力度，

引导市场消费。不断增强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深

挖农业生态供给功能和价值，全面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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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深化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华西村、山泉村、红豆村、凤凰山美丽乡村等为重点，加强休闲农园(农庄)、农家乐、乡村民宿、

休闲渔业基地和农耕实践基地、康养基地建设，开发乡宿、乡游、乡食、乡购、乡娱等综合体验项目，

丰富省内近郊游、乡村游、自驾游等产品体系，培育发展特色化、多样化、差异化乡村休闲旅游产品。

并依托江阴霞客湾湿地、滨江公园体系等，优化全域生态旅游环境。利用华西现有生态稻作、科技渔业

以及精品园艺示范园等产业优势发展相关农作体验、花期观光、田园采摘、农趣享受等多元化农业休闲

旅游，使生态产品的价值得以显现，助力乡村农文旅振兴。 

2.3. 扎实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推动冶金、石化、建材等重点高耗能行业企业和纺织、制纸、皮革等行业企业实施绿色低碳改造。

以能源、冶金、焦化、建材、有色、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为重点，全面落实强制性清洁生

产审核要求，推动生产过程清洁化，支持发展减排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优化完善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鼓励企业加强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加快传统产

业智能化升级。“十三五”以来，江阴市单位 GDP 能耗持续下降，2021 年单位 GDP 能耗降至 0.368 吨

标煤/万元，累计下降超过 25%。 

2.4. 建设布局新兴低碳产业集群 

依托霞客湾科学城、绮山湖科创谷、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长三角(江阴)数字创新港等区

域，培育壮大绿色低碳新兴产业，实施产业集群生态优化工程，加快构建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

高端化为核心内涵的“345”现代化产业梯次链群。加快发展新能源、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构建以新兴产业为主导、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低碳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全市新兴产业产值占比从 2015
年的 38.08%提高到 2021 年的 45.5%。 

2.5. 积极打造互联网生态消费体系 

构建绿色商贸体系，围绕智能制造和“互联网+”需求，完善“互联网 + 教育”“互联网 + 旅
游”“互联网 + 医疗”“互联网 + 交通”等生态消费体系，推动大数据、软件、信息服务业等产业加

快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消费，支持建立绿色商场、节能超市等绿色流通主体，增加绿色家电、节能电器

等产品供给，提升绿色、节能商品市场占有率。推进高效智慧物流，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畅通集

通道、枢纽、网络、平台于一体的物流运行体系，着力解决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问题，探索实践“互

联网 + 田间市场 + 电商企业 + 城市终端配送”的新模式，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废旧物资逆向物流体系，

促进废旧物品、包装等回收再利用。 

3. 主要成效 

3.1. 提升了生态品牌效应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生态产品认证和质量管理体系。推动生态产品国际检验检测机构落地和认证互认。

打造品牌集群，引进和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效应的骨干企业，培育一批“土字号”、“乡字

号”产品品牌。按照“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销售”的发展模式，将传承老品牌与培育新品

牌相结合，鼓励各地立足产业优势，深入挖掘资源潜力，着力打造一批富有特色、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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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通过博览会、交易会、展销会等平台，大力提升了江阴农业品牌形象的广誉度和知名度，提升了品

牌效应，有效保障了生态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 

3.2. 延伸了生态产业链条 

围绕江阴市农业主导产业，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优化提升产业供

应链水平，实现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鼓励与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组建产业联盟，建

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促进农旅融合，深入实施“乡村旅游

提升”工程，发展休闲农业、精致农业、养生农业等新型农业。促进工旅融合，发挥江阴工业优势，以

海澜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区为引领，开发金一文化、袜子博物馆等一批可供游客观赏、参与、购买、休

闲等多元化工业旅游产品。推动生态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催生新业态、延伸产业链，形成新的

增长点和增长极，促进生态产业的良性循环和深入融合发展。 

3.3. 做大了节能环保产业 

开展生态环保关键领域科技攻关，加快工业节能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突破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超低

排放改造、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和近零排放、生活污水低成本高标准处理、尾矿废渣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

瓶颈，发展应用于重污染、高能耗、高水耗行业的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重点支持污染减排、节能节水、

资源循环利用等行业骨干企业先行发展，实施绿色工厂星级管理评定，促进实现企业运行全流程绿色制造，

构建“绿色、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生产方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节能环保龙头企业。

目前江阴每年组织实施各类节能与循环经济项目约 20 个，年均实现节能量 10 万吨标准煤以上。 

3.4. 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 

绿色发展背景下，江阴落实新发展理念，淘汰落后产能，深入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方面，发展

生态型农业、乡村休闲旅游业、特色文化创意产业等，全市着力打造“江阴好”系列农产品，农业产业

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服务业方面，打造“1 个服务业高地”“2 条服务业发展带”“3 个特色服务业功能

集聚区”，形成了工业、科技、金融、商贸及城市服务的现代服务业集群，获评国家服务外包产业化基

地。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构建以海基新能源、联动天翼、远景动力为代表的绿色科技产业链条，在高新

区形成“1 + 3 + 1”新型产业集群。江阴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以新兴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基础、

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逐渐成熟，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 

4. 问题与建议 

4.1. 存在问题 

4.1.1. 传统产业占比偏重，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江阴作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传统制造业发展相对完善，配套设施齐全，持续主导全市的经济

走向。但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效果尚未十分突出，其基数大、空间布局集聚性不高、涉及较多

重点企业的特点，严重的影响了江阴市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存在着落后产能拆除后的高新替代产业不足

和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的问题，以科技为内涵的深加工、精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导地位尚

未确立，由原料工业为重心向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尚未巩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为代表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支撑不够。 

4.1.2. 关键核心技术欠缺，新兴产业带动不足 
江阴市工业企业“大而不强”，多数企业仍停留在外延式扩张阶段，虽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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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但涉及到关键技术仍依赖于外部条件，核心科技自然供给率较低。虽然江阴已培育出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其发展现状仍然是规模偏小、市场不稳、种类多而不精，特色不特、优势不优；金融、物流和

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现代农业发展空间受限、园区主导产业极化和示范效应不强，现代

科学技术在农业的实践应用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以科技和人才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动力不足、经营主体

竞争力不足、产业层次不高、财政支撑保障力度不够，农业生产走上区域化、专业化、生态化的道路任

重道远。 

4.1.3. 产业绿色转型迫切，循环经济有待提高 
传统制造业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重金属、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排放对土壤、地下水等环境的影响问题更加凸显。2017 年江阴市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10300.94 万吨，

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3.39 万吨，高于张家港市的 6218 万吨、3.43 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673.37
万吨。保持较大经济总量稳定持续增长，需要着力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金属制品、黑色金属冶

炼、食品制造等行业能耗高并且占用大量土地，绿色低碳力度以及土地集约利用需要进一步扩大增强，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还未完

全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发展。 
此外，目前绿色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还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在绿色金融支出结构中，主要集中于

绿色交通、节能环保等治污减排项目中，而对于绿色林业、绿色农业等绿色资源开发项目支持不够。同

时，现有的绿色金融产品单一，仍以短期的绿色信贷为主要金融工具，而用于满足中长期资金需求的绿

色股权、绿色基金和绿色保险却发展滞后，无法满足绿色产业升级的多样化需求[5]。 

4.2. 工作建议 

4.2.1. 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对于企业清洁生产、减排升级改造项目予以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和培训费用列入经营

成本，助力企业绿色发展。有效落实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有关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完

善产业生态化考核评价标准，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指标纳入，使之成为推动产业生态化的

指挥棒和硬约束，不断完善和强化制度的实施刚性，构建长效监管机制。此外，还应加快体制、法制建

设，完善生态补偿、人才培养、宣传教育、技术创新等工作机制。 

4.2.2. 进一步深化生态产业纵深发展 
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低碳发展，形成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放大历史文化效应，打造

具有江阴特色的滨江生态旅游线路，促进农业与旅游业、休闲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加强现代信息化技术

与农业生产结合，通过构建循环农业模式，形成集智慧农业与水环境保护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新模式。充

分释放应急备用水源地、环城森林绿带等优质生态对高端项目的吸附力，大力发展具有国际领先技术的

产业，重点关注新材料领域发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6]。 

4.2.3. 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水平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大对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体的支持力度，推动江阴市沿江保护修复

和绿色发展省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加大绿色金融支持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力度，重点聚焦高

耗能、高排放行业领域，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投入，积

极推动更多项目入选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库，积极支持绿色低碳园区建设。加大绿色企业上市挂牌培育

力度，支持法人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加强绿色信息共享与应用，建立涵盖工业、农业等重点领域

的碳账户，加强重点行业能耗、排放情况监测，鼓励企业征信公司、第三方评级机构探索绿色评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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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是我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为经济和环境的平衡与互动发展

指明了方向。当前，对于生态产业化来说，强调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但不能超出环境承载力的上

限，坚持绿色底线，守住生态红线。对于产业生态化而言，重点在于以科学技术为支撑，满足产业绿色、

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促进自然、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和谐共赢[7] [8] [9]。 
作为全国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县区之一，江阴市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发

展方面积累了有效经验，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江阴未来仍需以久久为功的精神扎实推动生态产业化和

产业生态化，挖掘生态内在潜力，谱写绿色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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