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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价值网络视角分析四川页岩气产业发展，旨在为四川页岩气产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聚焦于四川页岩气产业，从其产业生态系统特征出发，按照“勘探开发–加工运输–消费利用”产

业生态链条对页岩气产业生态系统进行解构分析，探讨其生态系统的构建。研究发现：四川页岩气勘探

开发的合资合作化、加工运输的专业化和消费利用的增长化是产业生态系统的表现形式；四川页岩气产

业生态体系建设面临着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企业投资积极性不足，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异质

性，集体一致性行动难达成等约束。本文建议可通过以下措施为页岩气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一

是搭建合理的网络治理结构，促进页岩气产业生态价值体系循环共生；二是弘扬生态文化，进一步优化

页岩气产业生态化发展环境；三是建立健全页岩气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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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le gas industry in Sic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value 
network aim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hale 
gas industry in Sichua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hale gas industry in Sichuan, starts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industrial ecosystem, deconstructs and analyses the ecosystem of the shale 
gas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ecosystem chain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
ment-processing and transportation-consumption and use",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eco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joint venture cooperation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
ment, the specialization of processing and transportation, and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 and uti-
lization are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industrial eco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ale gas in-
dustrial ecosystem in Sichuan is faced with the constraints of irrational benefit distribution me-
chanism,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motiv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aching the collective consistent 
action, etc.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shale gas 
ecosystem.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ale gas industry system: firstly, to build a reasonable net-
work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ecological value system of the shale gas industry to 
circulate and coexist; secondly, to carry forward th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further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hale gas industry; and thirdl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hale ga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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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四川地处西部和长江上游，是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增长地和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四川

省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较好，GDP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 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 万亿元，

增长 6%、在前十经济大省中并列第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3.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2%1。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新型城镇

化的加速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对清洁、高效、低碳能源的安全供给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以整个中国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总体背景，以能源清洁化、高效化、低碳化为基本发展趋势，四

川所具有的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四川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重视清洁

能源利用和节能减排工作，必须将四川页岩气的高效勘探开发纳入到国家战略体系中进行系统而全面的

统筹规划和整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江沿岸的两次考察调研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为四川页岩气高效勘探开发提供了基本遵循。近年来，四川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省形成生态优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于《2024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参见四川日报，2024 年 1 月 29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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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形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行动自觉，在推动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中

体现四川担当、做出四川贡献、交出四川答卷。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川页岩气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

中国石油获悉，2023 年，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页岩气产量达到 128.7 亿立方米，标志着该公司建成

千万吨级页岩气产区，可供 3400 余万户家庭一年用气，川南地区成为国内最大的页岩气生产基地 2。然

而在四川页岩气产业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主体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企业投资积极性不够、开发与保护

不协调等问题，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迫在眉睫。产业生态体系是产业与生态协调的新模式，强调主

体利益的协调一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开发与保护兼顾的机制设计，是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的重要保障。理论上，产业生态体系的学科基础是产业生态学，是基于资源短缺和环境约束，人类生产

活动与其依存的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实现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1]。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

建设是其生态化的过程，是从资源有限性、稀缺性出发，基于价值网络理论而构建的、科学的、有效的

生态体系，旨在规范页岩气资源高效勘探开发、页岩气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各参与主体行为的一系列规章、

机制的过程。通过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构建起一个基于价值网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不仅将

有利于四川页岩气产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四川其它资源性产业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将有利于四川的生态文明建设。 

2. 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化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研究 

四川页岩气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对环境、资源条件认识基础上的战略选择结果，是在系统制度

安排作用下，多主体参与而实现的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协调发展的结果，涉及到价值资源整合、价值

创造和价值分配等主要环节。四川页岩气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上建立在对“价值链”认识基础上

的。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和基本模型。“价值链”系统地揭

示了企业价值创造各个环节和过程，明确了整个价值链上各主体的作用和功能，为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

提供了决策支撑[2]。贯穿产业价值链的既有生产企业、供应商、流通商、设备商、联盟伙伴，也有竞争

对手、用户社交媒体、网络社群，其本质是一个不同利益主体构成的关系和权力网络。价值链理论认为，

企业活动可以分为 5 种基本价值活动(内勤、生产经营、外勤、市场营销和服务)和 4 种辅助价值活动(企
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这些价值活动构成了企业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价值链

则共同组成了行业的价值系统[3]。总体上，价值链理论有效地理清了企业内部、外部产业价值链和商业

价值链，有效地拓展了企业价值来源的思维空间。按照“价值链”理论，为了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企

业不应仅把眼光近距离地放在上游供应商的价值、成本和下游流通环节的价格与收益上，而应该聚焦于

整个价值链的成本、效率和价值创造，进而不断提高整个价值链的获利能力，由此可见，从价值链角度，

产业链的价值最大化不仅是企业内在能力，外部竞争力才是企业价值能力提升的关键。从价值链理论可

知，在价值链的理论体系中，企业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巨型的社会网络化组织系统中的

一员内嵌于整个价值体系中，成员相互之间形成一个一个的价值网络，通过价值网络之间的有序运行实

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就企业价值网络而言，企业价值网络是一个基于用户价值和产业网络的高效合作，

在所形成的网络中，网络成员之间资源共享、价值利益共享，是一个群体性产业网络模式。Simmie (1999)
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价值网络是由多条相互作用的价值链整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价值链是价值网络

的基础，制度安排是价值网络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4]。Allee (2008)认为，价值网络实质上是一个分工体

系，是一个价值交换系统，网络价值的创造与传递过程就是一个或多个企业、顾客、供应商、战略伙伴

之间复杂的动态交易过程[5]。由此可见，价值网络与价值链之间具有内在关系，但价值网络已经超越了

价值链的线性思维，具有系统思维特征，其将重心从企业利益转向了网络整体效益的最大化，从价值分

 

 

2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建成千万吨级页岩气产区–北极星能源网(bj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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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转向价值创造[6]。如果以价值创造为价值网络的基本目标，那么在价值网络条件下，如何有效激发客

户需求、保持组织动态演化、有效整合信息技术则是企业价值网络的核心运营理念，价值网络的理念和

机制主要体现在资源信息共享、价值共创上，其最终目标是在价值创造的基础上实现价值网络主体之间

的共赢。 
目前，国内外学者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一是在企业层面上，

大多学者基于价值网络理论分析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如关涛等(2010)采用博弈论理论方

法，基于价值网络对企业的协同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7]；郑玉雯等(2023)以纺织业为样本，采用案例研

究方法，其研究发现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在价值星系成员的协同合作下创造具有竞争优势的系统集成产

品，是我国纺织业破解双重锁定困境的关键[8]；魏龙等(2022)发现价值网络稳定性可以通过抑制贸易伙

伴的贸易保护动机，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提升企业的绩效[9]；吴晓波等(2014)以现代服务业为例，构

建基于价值网络视角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将商业模式分为了长尾式商业模式、多边平台式商业模式、

免费式商业模式、非绑定式商业模式、二次创新式商业模式和系统化商业模式六类典型模式[10]；刘凯宁

(2017)等提出了一种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企业商业模式选择方法[11]。在产业层面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

结构优化方面的研究，如刘明宇等(2012)提出发展中国家要突破瀑布效应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必须通过产

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组建立自主发展型的价值网络，推进分工深化，才能摆脱价值链被俘获的处境，

掌握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权[12]；易开刚等(2017)基于价值网络理论对旅游空间的开发模式进行了分析，

提出存量空间提升模式、增量空间挖潜模式以及智慧旅游发展模式等三类旅游空间开发模式[13]。赵文涛

(2022)等基于“进口侧–国内产业–出口侧”机制分析框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嵌入水平对产业结构

合理优化的辐射带动作用[14]。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创造源泉、价值创造方式和价值创造空间都

发生了重要变化：知识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复合生产要素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无形

价值链与有形价值链相结合的价值链条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虚拟运营与实体经营相结合的价

值网络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空间[15]。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价值链理论的认识，有利于在资源

和环境等外在多重约束下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从而有效提高产业或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价值网

络构建中，内部价值网络主要由价值链、资源和能力等价值模块构成，外部价值网络由顾客感知和伙伴

关系等价值模块构成[16]。事实上，页岩气产业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着资源基础、环境条件的多重约束，

涉及到资源勘探、评价、投资开发、配套设施建设、终端市场建设等多个环节，且每个环节都涉及到不

同的利益主体，这些不同的主体本身就构成了页岩气产业的价值链和价值网络，其价值网络的构建本身

就是一个组织生态系统的建设过程。 

3. 页岩气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体系构建研究 

产业体系指的是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的产业组织结构，反映了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和产业链

条，具有显著的长期性、动态性和内生性[17]。产业生态体系则是在产业体系的基础上的延伸，强调了产

业生态之间影响和相互依存形成了产业群落。产业生态体系是由产业群落与外部环境组成的有机整体，

其基本的管理哲学是系统化思想，强调的产业的整体化协调和体系化的协同。理论上，一个健全、完善

的产业生态体系不仅需要具备企业、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基本生产要素，需要有众多的产业个体、

产业种群和产业群落，而且还必须保持上、中、下游产业链条的完整性，要有一定的企业密集度，要保

持产业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和适应性等[18]。从产业生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可知：产业生态具有结构性和

适应性的典型特征，生产要素构成了微观层面上的个体企业，众多的个体企业之间的相互分工与协作构

成了产业，从而具有了中观层面上的产业链，整个产业链在不同的环节与外部环境进行要素交换，保持

产业链与整个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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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生态体系的结构性和适应性特征出发，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就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利益主体性。无论是从四川页岩气产业发展阶段、时代背景还是战略目标与路径选择来看，四川页

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具有动态性，其构建过程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必须注重各个利益主体的相互

协作和参与，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增强整体利益网络主体的凝聚力，发挥各主体的互助性和利

他性，促进网络成员的信息共享和长期合作，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环境适应性。四川页岩气产

业发展既面临着宏观层面的一般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生态环境，也面临着中

观层面的产业结构、相应产业、基础设施等具体的行业环境，必须满足宏观环境要求，受制于行业环境

约束，必须与环境保持一致。基于价值网络理论，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是贯彻落

实《国家“十三五”能源规划》、《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等政策精神，推动四川页岩气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是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三是资源基础性。作为

世界上最早开发天然气的地区，四川盆地是中国现代天然气工业的摇篮，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形成完整、

成熟天然气产业链的地区，长期引领全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19]。在资源一定、技术可行的前提条件下，

天然气使用规模、管道建设、管输及终端销售价格、特许经营权等与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问题

直接关系到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运行效率。由此可见，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必须将其自身所

具有的内在属性纳入到其建设过程中。 
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基于价值网络理论，从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的独特性、复杂性、整体

性、可持续性出发，构建出基于价值网络的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的基本框架，旨在为四川省页岩气

产业各个利益主体创建一个循环共生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而达到共创、共享、共赢的

效果，实现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发展(图 1)。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20] [21]，我们将保障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实现循环共生的因素，区分为内部 

 

 
Figure 1. Sichuan shale gas industry ecosystem 
图 1. 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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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因素和外部保护因素。总体上，内部保护因素主要包含页岩气产业生产保护、储运保护、终端市场

保护、人才保护，内部保护因素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的输入系统、高效转换系统和输出系统的运行，直接

关系到系统的内部运行效率。外部保护因素主要包含天然气产业制度、政策、社会文化保护，强调的是

制度、政策和社会文化的有利性，直接关系到企业从外部市场其获取资源、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交易成本，

直接关系到整个产业的盈利水平。两者之间的协调一致是整个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 

4. 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构建的发展策略 

四川盆地海相页岩气资源丰富，经过 10 余年的勘探开发，四川盆地及其周缘地区已经建成了 3 个国

家级页岩气示范区[22]。四川页岩气产业正处于一个发展关键时期，取得了技术、产量、规模化方面一系

列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因缺乏系统性产业发展理念，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进步不明显，内外部不和

谐导致一系列的矛盾产生，极大的增加了页岩气产业整体社会成本，降低了页岩气产业的整体获利能力，

制约着页岩气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此，在形成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的基本前提条件下，必须制定

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 
一是搭建合理的网络治理结构，促进页岩气产业生态价值体系循环共生。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

效果决定于页岩气产业生态网络体系组成成员的权力配置和权利运行，必须做到分享资源、协同合作，

涉及到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的理念，是形成高效的网络化价值创造的基本治理框架的基础，需要在

明确的价值主张、网络成员之间的能力和合作意愿基础上，在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网络体系成员之间搭

建起合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合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和机制能够充分调动页岩气产业利益主体积极性，激励

页岩气产业利益主体主动协调、改善和巩固与周边相连接主体的关系，从而减少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摩擦

和冲突，极大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更进一步，四川页岩气产业链上的供应商、政府、民众等核心主体

致力于页岩气产业价值网络的管理，通过发挥协调、监督和激励的作用，从而使其他成员组织不会采取

损害页岩气产业网络利益的行为，构建和保持完整、和谐的价值体系，从而形成核心利益主体和其他利

益主体共同发展良好局面。 
二是弘扬生态文化，进一步优化页岩气产业生态化发展环境。树立页岩气产业生态观念，提高四川

人民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是建设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的关键。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结合四川省的能

源消耗比例现状，可以发现，目前四川能源消耗比例严重不合理，大气污染较为严重，存在不足。因此，

一方面，可以通过大力宣传页岩气对能源结构调整及大气污染治理的功效，强化四川人民的生态危机和

环保意识，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程度。通过建立政府、媒体、社区、学校、企业与公众相结合

的宣传机制，利用各种方式倡导绿色消费观，加深城乡居民对页岩气的了解，使其主动转变消费观念，

践行绿色消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四川省政府可以根据四川页岩气产业发展实际，制定

一些生态法规，激励企业和民众对页岩气等清洁能源的消费，对污染者实现付费制度和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推行生态标签制度，从而引导企业和民众进行低碳生产和生活，实现生态消费与生态生产的对接，

形成生态生产的内生动力。 
三是建立健全页岩气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为页岩气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四川页岩

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其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也需要切实组织领导，协调处理好系统内部各利益群体的行动，可以有效增强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

的力量。首先，四川省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当地配套的法规体系建设，在推动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的

同时，规范其建设内容和建设路径，提高页岩气产业生态建设的科学性与针对性，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

性发展。其次，开展严格规范的执法活动。在四川省页岩气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以身

作则，严格执行现行的法律法规。最后，四川省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成立相应的领导协调专项机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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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解决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建设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为体系循环共生提供保障。 

5. 结语 

页岩气作为清洁能源代表，其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对促进四川经济发展，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和可持续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的基本前提和内在要求。四川省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构建

是实现四川页岩气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四川清洁能源大省建设的工作重点，是增强四川

国家战略保障能力的重要支撑。本文从价值网络视角对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为四

川页岩气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支持。通过对价值网络理论的梳理与四川页岩气产业目

前的发展现状分析，我们初步构建起了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提出了搭建合理的网络治理结构，促

进页岩气产业生态价值体系循环共生；加快建设观念形态的页岩气产业生态建设，弘扬生态文化，培育

民众生态消费理念；建立健全页岩气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并加以贯彻落实，为页岩气产业体系

建设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的发展策略。四川页岩气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从价

值链、价值网络的理论视角，将页岩气产业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到整个组织生态系统中去思考其体系化

建设的问题，也需要对产业生态体系内的构成要素之间的整合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页岩气产业

生态体系的基本框架中提出了需要整合的内容，但对如何进行整合，整合过程中的机制没有进行进一步

的深入讨论，是后续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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