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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产基地 , 更不是一个加工装配工厂。

3.2 启示

VEGA 科技园给我们的启示是 : 第一 ,

建立节约型社会 , 关键在行动。在我国经常

发 生 的 是 ———讲 得 好 , 但 做 不 到 : 一 方 面 大

肆征用土地 , 另一方面还要总结“节约土地”

的典型经验。第二 , 建设科技园重在为发展

技术创新服务 , 而不是纯粹地建工厂。搞技

术创新 , 需要产业链 , 需要工厂 , 但不能本末

倒 置 。 我 国 一 些 科 技 园 建 设 基 本 上 是 “圈

地—开 发—卖 地 —圈 地 ⋯⋯ ”的 模 式 , 是 以

“科技”的名义欺 、压 、蒙 、骗 农 民 的 土 地 , 然

后高价倒卖出去。这样的科技园我们国家是

不需要的。第三 , 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

科技园的建设和管理问题。在 VEGA 科技园

管理机构中仅有 13 人 , 这也是 “节约型社

会”的一种体现。在我国 , 只要是政府“主办”

的科技园 , 本身就像一级“政府”。第四 , 配套

设施非常重要。VEGA 科技园为什么可以高

价出租?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它有配套完善

的实验室系统和生活服务系统 , 给研发机构

带来了便利。

3.3 建议

要 从 加 工 组 装 工 厂 向 技 术 创 新 基 地 转

换 , 需解决 3 个问题:

( 1)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认定门槛。现

有的标准和认定流程过于“政绩化”。为了突

出政绩 , 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成为高新技

术产业 , 这在业内已经不是秘密。

( 2) 严 格 控 制 科 技 园 的 土 地 占 用 规 模 。

要解决这个问题 , 一是国家必须严格控制规

划 。 二 是 土 地 使 用 权 的 征 用 必 须 完 成 市 场

化。

( 3) 改革科技园的管理体制。

( 责任编辑: 胡俊健)

图 10 经生物降解处理后的泥土成为绿化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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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种理论的生态工业园区模式

0 前言

劳 爱 乐 ( Lowe Ernest) 认 为 ,“生 态 工 业

园 是 建 立 在 一 块 固 定 地 域 上 的 由 制 造 企 业

和服务企业形成的企业社区。在该社区内 ,

各 成 员 单 位 通 过 共 同 管 理 环 境 事 宜 和 经 济

事宜来获取更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整个企业社区将能获得比单个企业

通 过 个 体 行 为 的 最 优 化 所 能 获 得 的 效 益 之

和更大的效益。”[1]

生态工业园区思想源于生态学。生态学

理论非常关注生物关键种和优势种。关键种

在生态群落中占有独一无二的作用 , 关键种

决定着生态群落的结构 , 对其它物种具有不

成比例的影响。关键种的重要性要求将关键

种管理作为整个系统管理的中心 , 要围绕关

键种形成生物保护的各种策略 ; 优势种是指

生 态 群 落 中 对 其 它 物 种 发 生 强 大 控 制 作 用

的 物 种 。 优 势 种 的 优 势 体 现 在 其 个 体 的 数

量 、占 据 空 间 、对 能 量 流 和 物 质 循 环 的 贡 献

等多个方面 [2]。

生态工业园区与生物群落具有相似性。

将生物群落与生态工业园区进行类比 , 生态

工业园区的企业相应地可分为关键企业、优

势企业和伴生企业 3 类。关键企业是生态工

业园区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的企业。缺少

了 关 键 企 业 , 整 个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将 不 复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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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势企业是指在生态工业园区中对其它

企业具有强大影响的企业 , 尽管不占数量优

势 , 但对园区能量流和物质流贡献占有绝对

优势。伴生企业是指生态工业园区中数量最

多 、对 园 区 整 体 影 响 不 是 很 大 、补 链 也 相 对

容易的企业。这样理解园区企业有助于指导

园 区 的 设 计 者 和 管 理 者 合 理 地 选 择 和 引 进

不同性质的“种企业”, 构筑一个能良性循环

的生态工业园区。

根据生态工业园区是否存在关键企业、

优势企业以及伴生企业 , 可以把生态工业园

分为关键型生态工业园区、优势型生态工业

园区和伴生型生态工业园区。

1 关键型生态工业园区

关 键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是 指 在 园 区 中 包

含有一个关键企业的生态工业园区。

关 键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 特 点 表 现 在 6

个方面 : ①生态工业园区中的关键企业只有

一个 , 物质循环链围绕关键企业安排。②从

生态工业园区整体物质流和能量流来看 , 关

键 企 业 贡 献 了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绝 大 多 数 物 质

循环量和能量流动量。③关键型生态工业园

区的循环链长且多 , 由单链或多条并联单链

构成。其原因在于生态工业园区中的关键企

业 属 于 这 样 一 类 企 业 : 副 产 品 种 类 和 数 量

多 , 其副产品可以反复循环利用。④生态工

业园区由企业集团组成 , 园区管理者即为企

业的领导者 , 管理形式上相对简单。⑤从生

态工业园区的运行来看 , 由于关键企业对于

其它企业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 , 确保关键企

业 的 正 常 有 序 运 行 并 保 持 最 优 状 态 成 为 园

区管理者的首要任务。⑥依据生态工业园区

的组织结构 , 生态工业园区都建立了相应的

正式完整的信息管理系统 , 管理者直接对循

环链的各个结点 , 进行信息管理、收集、处理

和发布信息 , 实现信息的快速、及时、准确地

流动 , 减少滞后和失真现象。

关 键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 典 型 代 表 是 日

本的太平洋水泥公司。该公司积极追求的目

标 是 不 使 用 直 接 资 源 和 直 接 燃 料 并 最 终 成

为零排放企业。公司建有两个生态水泥厂 ,

使 用 民 用 废 物 焚 化 产 生 后 的 飞 尘 和 污 泥 作

为初级原料。在东京的工厂每年可使用 430

万人产生的废物生产出 16×104t 水泥[3]。

关键企业成为生态工业园区的核心 , 对

其它伴生企业具有不可置否的领导作用。

从园区的管理上来看 , 各企业之间存在

着明确而清晰的产权联系 , 且园区的管理者

即 为 园 区 的 所 有 者 , 可 以 实 现 废 物 交 换 利

用 , 具有更高的专业化分工效率。使其能在

维 护 园 区 的 整 体 利 益 的 前 提 下 对 园 区 内 资

源进行合理有效地规划 , 防止个别企业的机

会 主 义 行 为 。 园 区 关 键 企 业 庞 大 的 经 济 规

模、稳定的生产经营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成

为园区长期稳定的基础。

2 优势型生态工业园区

优 势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是 指 在 园 区 中 存

在着一个或几个优势企业的生态工业园区。

优 势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 特 点 表 现 在 7

个方面 : ①生态工业园区的产业是围绕优势

企业来安排的。②从园区的循环链结构看 ,

园 区 成 员 企 业 之 间 形 成 了 严 密 而 复 杂 的 产

业关联 , 具有多条循环链并联而成甚至是整

体网状的循环链结构。③从优势企业的地位

看 , 优 势 企 业 成 为 园 区 的 支 柱 , 对 园 区 的 物

质流和能量流贡献超过了其它企业。④园区

中 的 优 势 企 业 之 间 由 于 利 益 的 需 要 结 成 了

一种类似于企业联盟的关系。企业依赖自身

经济利益协调相互之间关系 , 并充分地考虑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⑤从合作

方式看 , 优势企业依据长期形成的信用关系

进行协商和对话 , 所有合作都建立在双边友

好协商的基础上。⑥每一企业都为独立的法

人 , 能 独 立 地 评 估 其 自 身 的 业 务 , 不 存 在 对

全系统绩效的综合评估。⑦园区内政府的行

政作用力相对较弱。

优 势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 典 型 代 表 是 卡

伦堡生态工业园区。在卡伦堡 , 优势企业是

Asnases 电 站 , Statoil 精 炼 厂 和 Novo Nordisk

生物技术公司 , 其余的水泥厂、农场、石膏厂

等均为伴生企业。各成员企业之间存在着广

泛而普遍的产业关联关系。最初的共生关系

是 Gyproc 公 司 使 用 Statoil 公 司 的 丁 烷 气 。

随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企 业 参 与 到 共 生 体 中 来 并

越 来 越 清 晰 地 认 识 到 这 种 共 生 关 系 所 带 来

的巨大经济效益 , 成员企业围绕在优势企业

周围 , 在合作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了一系列的

双边合同 , 以此确立彼此之间的废物和能源

的循环利用关系 , 从而使生态工业园区表现

为一个简单的食物链特征 , 即生物体消耗其

它 生 物 体 的 废 物 和 能 源 , 彼 此 之 间 相 互 依

存。园区的优势企业成为园区的支柱 , 从物

质流和能量流看 , 每年交流的物质量与 Sta-

toil 公司精炼的北海原油吨数相符 , 大约为

320 万 t, 交换的物质量主要由 3 家优势企业

提供。在生态工业园区的运作方面 , 各成员

企业由市场力的推动而各行其是 , 存在着这

样 一 个 现 实 : 如 果 没 有 公 司 的 核 心 商 业 机

会 , 则 不 论 其 环 保 性 多 么 诱 人 , 都 不 会 被 付

诸于实施。成员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其自身的

经济利益 (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范围内 ) , 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处于次要的地位[1]。

在优势型生态工业园区内部 , 缺少关键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那 种 明 确 而 紧 密 的 产 权 联

系 , 有 的 只 是 单 纯 的 废 物 和 副 产 品 交 换 关

系。这使得优势型生态工业园区有着不同于

其它生态工业园区的优势。同为优势企业 ,

企业在规模上大致相当 , 行业上存在着相互

关 联 , 对 人 力 资 源 的 要 求 比 较 一 致 , 在 管 理

上也具有较大的共性。于是 , 企业之间容易

形成一种企业联盟 , 通过一定程度的信息共

享 和 人 力 资 源 的 合 理 流 动 促 进 整 个 生 态 工

业园区发展。

在优势型生态工业园区中 , 优势企业通

过 一 系 列 废 物 交 换 的 双 边 合 同 确 立 了 一 种

刚性的技术关联 , 这对园区的稳定构成了威

胁 , 同时还会导致竞争上的惰性[4]。

从生态工业园区的运行来看 , 市场是推

动优势型生态工业园区正常运行的“看不见

的手”。政府在生态工业园区中的角色应作

恰当定位。从卡伦堡的经验看 , 政府不应参

与园区具体的共生关系或循环链条的设计。

政 府 的 任 务 在 于 为 生 态 工 业 园 的 发 展 确 立

明确的目标 , 并通过实施一定的经济和法律

手段为实现目标提供保障 , 如制定适当的财

政激励政策、制定相应的法律规章等。

3 伴生型生态工业园区

伴 生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是 指 没 有 关 键 企

业和优势企业 , 而由数量众多的伴生企业建

立 各 种 废 物 的 交 换 关 系 而 形 成 的 生 态 工 业

园区。

伴 生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 特 点 表 现 在 7

个 方 面 : ①成 员 企 业 的 规 模 大 致 相 当 , 没 有

能 对 园 区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的 关 键 企 业 或 优 势

企业。各成员企业所承担的物质流和能量流

大致相当。②从循环链结构看 , 成员企业建

立了普遍而广泛的废物交换关系 , 循环链多

且形成了整体的网状结构。③企业之间的关

系由一系列的双边协议和合同组成。同一企

业 可 以 同 时 与 多 个 企 业 就 某 一 废 物 或 副 产

品达成交换关系。④园区注重产业、原材料、

高新技术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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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 , 以此提高园区内产业

生态系统的抗冲击能力。⑤园区对信息的共

享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信息共享成为副产品

顺利进行交换的关键。⑥园区重视经济、法

律手段的应用。⑦建有完整的外围非生产性

服务部门体系。

伴 生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 典 型 代 表 是 波

恩赛德生态工业园区。该园区由 1 300 家来

自不同产业部门的伴生企业组成。大部分伴

生企业为雇员少于 20 人的小型企业 , 主要

从事与印刷、维修和废物回收相关的工作。

园 区 通 过 审 计 为 成 员 企 业 寻 求 高 效 的 资 源

使 用 技 术 , 减 少 包 装 废 物 ; 确 定 成 员 企 业 间

可能的物质和能量联系 , 创造废物的交换机

会 , 增进相互间的工业共生关系。伴生企业

在行业上有相似性 , 并且正是依据足够的相

似性来减少对循环链的稳定性威胁 , 通过需

求 双 方 之 间 的 协 商 讨 论 来 促 进 循 环 链 的 发

展。在伴生型生态工业园区中 , 由于行业的

多 样 性 和 冗 余 设 计 , 补 链 企 业 充 分 , 整 个 园

区具有良好的弹性结构。园区重视外围非生

产性服务部门的建设 , 建有完整高效的信息

服务机构 , 建立了有关各类副产品交换信息

的 计 算 机 模 型 和 数 据 库 , 实 时 提 供 相 关 信

息。成员企业可以及时准确地获得自己所需

的信息。政府不参与生态工业园区的实质性

的运作 , 只是对其运行作政策上的导向 , 借

助 于 经 济 和 法 律 手 段 来 指 导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运行[5]。

伴 生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 最 大 优 点 在 于

其良好的弹性结构 , 保证了运行的稳定性。

在 伴 生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 伴 生 企 业 数 量 巨

大 , 企业之间共生关系复杂 , 某种程度上讲 ,

该 类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 成 功 在 于 能 准 确 掌 握

园区的各种信息并及时做出决策。波恩赛德

生态工业园的实践表明 , 伴生企业往往很难

得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其它企业会出于防

止泄露本商业秘密等考虑而控制信息扩散 )

或 在 得 到 了 相 关 信 息 后 没 有 充 足 的 时 间 做

出相应反应。因而生态工业园区必须建立一

个高效完整的信息服务机构 , 对园区的物质

流 和 能 量 流 实 施 分 门 别 类 的 登 记 并 作 实 时

监控。此外 , 还要提供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 ,

使 各 个 企 业 能 够 十 分 便 利 地 获 得 自 己 所 需

要的信息[6]。

通过废物的交换关系 , 伴生企业获得了

巨大的成本领先优势 , 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的

竞争力 , 但在园区内部这意味着竞争的压力

增大。在园区管理机构或政府调控不力的情

况下 , 这包含着恶性竞争的可能。

4 3 种生态工业园区模式比较

关键型生态工业园区、优势型生态工业

园 区 和 伴 生 型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3 种 模 式 的 特

点比较见附表。

需要指出的是 , 随着生态工业园区的发

展 , 区 内 企 业 之 间 的 关 系 会 发 生 变 化 , 最 后

可能会导致整个生态工业园区模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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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of Eco-industr ial Park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pecies

Abstract:The eco-industrial parks (EIPs) which are the applications of thoughts of ecology in industries. Aac-

cording to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firms in EIPs, EIP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odels: keystone

EIPs, dominant EIPs and companion E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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