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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简介

中国正在设计和实施一系列的能源和温室气体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组合实施激励措施、法规和信息

化。在“十二五”期间，政策措施数量激增，其中包括两个著名的政策行动：全国万家重点耗能企业节能

低碳行动和七个碳排放交易试点。虽然这些试点项目非常重要，并有可能对行业产生广泛的影响，但它们

并未代表全部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涉及全国和地方约1600个工业园区。

本文对生态工业园区和低碳认证的新趋势进行了研究。目前正在实施的三个国家级试点项目，涵盖了

中国大约15%的工业园区。这些认证计划通常是自愿性的，但鉴于参与工业园区的数量，产业界显然看到

了参与园区这些项目所带来的显著优势。企业参与认证的动机不同、合规如何分配有限的管理资源和金融

资源也各不相同，证明与政府工作重点一致，为能源和碳排放项目提供资金，向市场承诺改善环境。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认证项目带来了能力建设的机会。在工业园区和企业从经济增长为主转型为注重

环境平衡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通过参与这些新项目，企业能够在提高资源能源效

率的同时增加经济效益，从而更好地、系统地考量管理能源和碳排放的机会。

本报告阐明了中国在发展低碳工业园区方面所所做的努力，首先介绍了中国三大类工业园区项目及其

各自的管理情况、工作程序和相关指标体系，然后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项目之间的共性、对低碳转型的潜在

影响、工业园区参与的动力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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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背景

在中国，工业消耗的能源约占全国能耗的70%、碳排放量占全国的72%（卢洪友、Lynn Price，2012
年；国家统计局，2013年)。因此，中国如果要实现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碳排放强度目标（2020年碳排放

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和最近的“十二五”规划目标（2015年比2011年降低17%），工业是非常关键

的。但是，碳排放并不是中国工业面临的唯一约束因素，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将迫使资源效率必须加以提

升，包括提高再利用率和再循环率。这一战略方向体现在广泛的循环经济行动之中，“十二五”规划也以

此为重点，持续以工业为工作重点。

为了解决碳排放、自然资源短缺和污染等相关问题，国家开展了三个工业园区试点项目：由环保部领

导的生态工业园区示范项目；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领导的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项目；由国家发改委和工

信部领导的低碳工业园区项目。虽然这些项目尽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减少工业对环境的影响，提

高工业竞争力。按照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的分类方法，这些项目中的园区都属于“生态工业园区”

类。生态工业园区的定义是：一个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区，通过协同管理环境和再利用，以获得更大的环

境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协作，园区获得的总收益大于每个公司单独效益之和。这种协作通常被称为工业

共生，其中包括材料和副产品的物理交换，共享水、能源和废弃物等基础设施的管理。

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瑞典的卡伦堡工业园区通常被认为是最早的生态工业园

区，其运营模式在1970年代早期就受到好评。在欧洲，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往往是由行业自行发起的。在

英国，国家工业共生项目（NISP） 等行业协会或专门机构多年来一直很活跃。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

等其他国家，一直是由地方政府和部委共同来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进程，例如在美国是环境保护署推动。

与国际经验相比，中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例如：强有力的自上向下的方式，采用统一的标准和程序，史

无前例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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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国的工业园区项目和命名

在中国，主要有三个工业园区项目关注低碳和生态：

1. 生态工业园区示范项目，

2.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项目，

3. 低碳工业园区项目。

这些项目都是为了激励和帮助工业园区提升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项目不是强制性的，但由于通

过这些项目可以获得官方命名或颁发证书，还可以获得财政补贴，因此工业园区都积极参与。以下分析研

究了这三个项目的管理情况、命名过程和相关要求。

3.1  生态工业园区示范项目

3.1.1  项目简介与管理情况

环保部于1990年代末发起了生态工业园区示范项目，并于近年来得以迅速发展（参见图1）。生态工

业园区的目的是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采用工业共生、清洁生产、绿色供应链管理和污染物集中处理等原则

来提高园区的整体生态效益。虽然法律制度允许建立全新的生态工业园区，但目前的政策聚焦于现有工业

园区的改造和命名（史、田和陈，2012 b）。

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分为三类：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有一个主导行业）、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包

含不同行业）和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注重资源再生利用）。目前大部分生态工业园区属于第二类。

这是一个自愿性的项目，没有规定工业园区必须要申请生态工业园区的验收和命名，生态工业园区的标准

不是强制性的。对于获得命名的园区，国家没有特定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

虽然这个项目是由环保部发起的，但还有两个部门也已参与：领导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科技部

（MoST）、领导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商务部（MofCOM）。目前这三个部门共同组成了领导小组，以便于

管理。

国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发展50个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示范。目前，已经批准了94
个园区的发展规划，成为国家生态工业园区的试点。如图1所示，虽然之前进展缓慢，但2010年以后，命

名速度已大幅加快，这与“十二五”计划强调的向循环经济转型相呼应。在“有条件地同意批准的”的

园区中，31个园区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成就，并获得国家级示范生态工业园区命名（环保部，2014a、 
2014b、20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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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程序

工业园区申请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并成为试点，需要以下三个主要步骤（环保部、商务部和科技部，

2007年；L.张、袁、毕、张和刘，2010年）：

1. 首先工业园区要向领导小组提交申请书；然后由领导小组核查其绩效是否满足条件（参见下一节）。

2. 工业园区须制定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并编写技术报告。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中，应描述当

地的有利条件（社会、经济和环境）、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计划、污染物控制计

划、重点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和保障方案。该计划包括管理制度、配套政策和环境管理工具。技术报告要

详解叙述计划和各项措施。

3. 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然后根据专家意见进行审批。

园区的建设规划获得批准后，环保部每三年组织一次绩效评估。根据其规划进展情况、绩效和满足要

求的能力，评为优秀、良好、合格、符合要求或不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园区不予批准。建设规划有了

显著进展，且实现了绩效指标，园区才可以获得国家级示范生态工业园区的称号。目前，建设规划批准

后，平均需要三至四年才能获得国家级示范生态工业园区称号。目前有十五个园区建设规划已经在六年前

被批准，但尚未获得国家级示范生态工业园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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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指标和要求

与这三种类型的生态工业园区相对应的标准一共有三项：

1. 《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HJ/T273-2006），

2. 《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HJ274-2009），以及

3.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HJ/T275-2006）。

这些标准用于指导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其中包括4类、共24项指标，即：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和回

收、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除了这些标准，政府主管部门还提供了具体的指南，包括数据收集和指标计

算。这些标准中有许多指标是相似，尤其是综合类与行业类。尽管综合类园区标准中明确定义了阈值，

但行业类的标准较笼统地参照了国际先进的绩效水平。表1列出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的指标及相应数

值。2012年，环保部修订了最后一个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该标准删除了要求年度工业增加值（IAV）的

增长高于15%的标准（环保部，2012年）。

获得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的称号，还需要满足以下要求：园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应该高于省市

级园区的平均水平，按照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建立地方环境机构。除了这些规

定，园区必须符合所有国家和地方环保法规，在过去三年内无污染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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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的指标（HJ 274-2009）于2012年修订。
类别 指标 单位 价值

经济发展
1.1 人均工业增加值（IAV） 104元/人  ≥ 15

材料减量和回收

1.2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 % ≥ 15

2.1 单位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 亿/平方公里  ≥ 9
2.2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标煤） 吨/万元 ≤ 0.5
2.3 能耗能耗弹性系数 -- < 0.6
2.4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立方米/万元 ≤ 9
2.5 新鲜水耗弹性系数 -- < 0.55
2.6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产生量 吨/万元 ≤ 8
2.7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 吨/万元 ≤ 0.1
2.8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 75

2.9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85

污染控制

3.1 单位工业增加值COD排放量 千克/万元 ≤ 1
3.2 COD排放弹性系数 -- < 0.3
3.3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 千克/万元 ≤ 1
3.4 二氧化硫排放弹性系数 -- < 0.2
3.5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率 % 100
3.6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 85
3.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100
3.8 废物收集和集中处理处置能力 -- 具备

行政和管理

4.0 环境管理制度与能力 -- 完善
4.1 生态工业信息平台的完善度 % 100
4.2 园区编写环境报告书情况 期/年 1
4.3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率 % 100
4.4 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 % ≥ 90
4.5 公众对生态工业的认知率 % ≥ 90

3.2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3.2.1  项目简介与管理情况

除了生态工业园示范项目，环保部于2001年开展了循环经济园区（CEPZ)）试点示范项目。2005年，

由国家发改委负责牵头循环经济试点项目，并联合了以下部委：环境保护部、科技部、工业与信息化部、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该项目在三个层面进行：企业、工业园区和区域层面。这里重点讨论在工

业园区层面的工作，其目标是通过循环经济模式来发展工业园区。2008年，金融危机延缓了该项目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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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获得批准的两批园区（国家发改委，2005年、2007年）

图2反映了自项目启动以来批准的园区数量。2005年和2007年为循环经济试点园区数量，其余为工业

园区循环化改造数量。同时参与了两个项目的园区共有六个，分别是：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福建福建德化陶瓷产业园区、武汉市青山工业区、湖北宜昌经济开发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

国家发改委最近开始对2005年和2007年的前两批试点进行验收（国家发改委，2013年）。首先由工业

园区进行自我评估，并向主管部门提交报告（省级政府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等7部委）。然后

由国家发改委更部委进行复核。除了验收，还将总结此次验收中发现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凝炼一批可

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模式。

与生态工业园区项目不同，在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项目中，园区直接获得国家财政拨款。在其发展规

划中，工业园区确定重点项目清单及相关投资。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决定对哪些项目予以补贴以及补贴的

金额。仅在2012年，财政拨款总计为7.45亿元人民币，拨给了22个工业园区，平均每个园区为1.82亿元人

民币，大约相当于投资的8.5%（参见附录中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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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参见图2）。随着国家“十二五”计划的开始，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发起了名为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CTIP）的新的示范项目（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2012年）。虽然名称不同，但人们认为这属于循环经济试

点园区的延续。事实上，它们的程序和指标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负责部门只有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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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程序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最新发布的通知，规定程序如下：（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2014年）

1. 提交工作计划。工业园区根据相关指南提交工作计划（国家发改委，2012年）。该工作计划包括

计划实施的措施、项目、投资、预期量化目标。

2. 首先由地方主管部门和专家评审。负责循环经济和财政的省级部门共同组织专家评审。然后把评

审结果附在工作计划后面，一并提交给国家主管部门。

3. 国家评估和批准。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组织专家进行评估，根据评价意见，决定园区修改报告、

批准或被否决。

4. 签署协议。如果工作计划得以批准，国家和地区主管部门之间要签署协议，明确目标、任务、重

点项目、措施和激励政策。之后该工业园区被命名为循环化改造试点工业园区。

5. 适当的国家资金。审核园区的计划投资后，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决定实际补贴的金额，先支付所

批准补贴中的一半；余款的支付取决于指标完成情况。

6. 改造计划的实施。工业园区负责落实工作计划，并将年度进展报告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将监督、监管和协助财政补贴项目的落实。

7. 审查和评估。在实施期间，地方和国家主管部门检查工业园区工作计划的进度。园区满足至少

90%的指标后，就可得到剩余一半的财政补贴。如果在前三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园区需要退还已经收到

的财政补贴。

3.2.3  指标和要求

表2列出了最新考核指标。自从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园区示范项目

表2-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参考指标（*上一版报告中中有各指标的详细说明）

（国家发改委，2012年）
维度 序号 指标 单位

资源产出指标

1.1 主要矿产资源产出率

1.2 土地产出率 元/平方公里

1.3 能源产出率 元/吨标准煤
1.4 水资源产出率 元/ 立方米

资源消耗指标

2.1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吨标准煤/元
2.2 关键工业部门的单位生产能耗 吨标准煤/元
2.3 单位产值用水量 立方米/元
2.4 关键工业部门单位生产的用水量 立方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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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序号 指标 单位

综合资源利用率
3.1 工业固废利用率 %
3.2 工业废水资源化率 %
3.3* 处置的自然资源 吨

废物产生指标

4.1 处置的工业固废 吨
4.2* 处理的工业固废 吨
4.3 工业废水排放量 吨
4.4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4.5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4.6* 氨排放量 吨
4.7* 氨化合物 吨
4.8*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吨/元

其他
5.1* 工业园区的关联程度 %
5.2*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 %
5.3* 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

*introduced in the last version

Source: NRDC (2012)

这些指标没有具体数值限制或参考，而是由园区在工作计划中提交自己的目标值，然后以此作为国家

和省级主管部门考核验收的依据。因此，不同区域之间的数值会相差很大（参见附录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案例）。

最近，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正在编制《工业企业和园区循环经济标准体系编制通则》（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2014年），2014年6月之前完成征求意见稿，预计于2014年年底正式出台。

3.3  低碳工业园区试点项目

3.3.1  项目简介与管理情况

低碳工业园区试点项目于2013年9月正式启动，这是工信部与发改委联合发起的项目（工信部，2013
年），其目的是加快中国的低碳产业发展，并通过支持创新、升级技术和强化碳管理来增加工业竞争力。

试点项目将于2014年至2016年在55个选定的园区分两轮进行：首先由省级工信部门和发改部门推荐园区，

然后由国家主管部门审查和批准（工信部和发改委，2013年）。政府计划到2015年试点低碳园区的数量达

到80个；预计今年将实施第二批。之后，把试点经验推广到工信部监管的所有行业，促进低碳行动，提升

低碳效益。

美国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ISC）认为，“与循环经济园区或生态工业园区等其他类型的工业园区相

比，低碳园区最大的特点是根据其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管理，包括排放强度和排放总量”（可持续发展

社区协会，2012年）。因此，该试点项目没有突出工业共生和循环经济，但是，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资源再

生利用可以同时进行，并不冲突。例如基础设施共享（提高电力或蒸汽生产的效率），把回收的废蒸汽提

供给需要低压力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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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程序

根据文件要求，试点园区于2014年9月15日之前向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提交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内

容包括：园区概况、经济发展和产业基础情况、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状况、园区试点创建的工作基础、园区

试点创建面临的形势、总体目标、具体目标、拟实施的重点工程、经济效益分析、环境效益分析、社会效

益分析、保障措施等。当然，这些目标必须比已经实现或正在规划的目标要高，例如“十二五”规划提出

的碳排放强度目标等。

当地工信和发改部门负责监管工业园区实施方案的落实，并对工业园区上报给给国家级主管部门的报

告进行初审。

3.3.3  指标和要求

工信部宣在2013年发布的文件中宣布，即将发布关于低碳园区目标和指标的标准。但至今前为止，官

方尚未发布。目前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第一版，该版本将首先与工业园区进行沟通，预计将于明

年公开发布。在《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中，工信部建议要确定与总体目标相关的、可测

量的指标。可量化的指标包括：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碳排放量、主要产品的能耗、已完成清洁生产审计的企

业比例、绿色认证建筑的比例。

2013年，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ISC）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ACCA21）完成了关于中国工业

园区低碳转型的研究项目（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2012年）。该项目旨在帮助工业园区建立所需的能力，

以减少碳排放。在此之前，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发布了一个关于低碳园区评估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4类
23个指标：规划布局、能源利用和温室气体管理、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工业园区管理和保障机制（可持

续发展社区协会，2012 b）。在后面对比分析中包含了这套指标体系（参见第13页）。后来，中科院、重

庆社科院和剑桥大学发布了《西部地区低碳转型研究:以重庆为例》研究报告（重庆日报，2013年；王，

2013年）。这份报告也包括低碳工业园区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由4类21个指标组成：经济、能源、碳排

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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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对比分析

4.1  园区参与程度
如图3所示，工业园区生态转型正在加速，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工业园区加入这些生态效益型项目。然

而，2014年数量激增的原因部分是源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项目的推出。

图3 –每年命名的园区数量（不分项目类型，仅考虑当年命名的园区）

4.2  指标的比较
用于评估工业园区的环境与经济绩效的各种指标可以分为5大类：土地和人口、物质消耗、能源和碳

排放、污染控制、行政与管理。表3引用了官方发布的指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发布的指标体系，以

及具体的指标。生态工业园区指标体系似乎是最完整的，包括各种类型的指标。循环经济园区指标在逻辑

上集中于废物和水的再利用和再循环、能源消耗，但缺乏污染控制和管理规范。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的评

价体系的指标体系也不包括这些污染物。

各类指标对数值的范围规定也不尽不同，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规定了指标限值（参见表1），这些数值

都是固定的，不考虑园区历史情况或产业结构。相比之下，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的命

名过程则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由每个工业园区提交不同的目标值，随后由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例如，日

照工业园区比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能源强度目标高出三倍以上(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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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指标体系间的比较（1/2）

类别 生态工业园区指标
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工业园区

循环化改造
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

土地和人口
单位面积工业增加值
人均工业增加值

土地的产出率
容积率
土地类型多样性
绿地率

材料、水、废物
减量和再循环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
水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
产生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
产生量
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
率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主要矿产资源的产出率
水的产出率
单位产值耗水量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城市污废水再生利用率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工业固废处理率
工业固废处置率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关联程度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消耗量

能源/温室气体
排放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
能耗
能耗弹性系数

能源的产出率
单位产品能耗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的比重
可再生能源所占能源消费的
比重

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电耗
绿色建筑认证比重
单位工业增加的能耗
单位产品能耗
工业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营运货车单位运输能耗下降率
绿色出行比例
绿色电力消费量占总电耗比重
工业余热回收利用率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排放强度下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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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指标体系间的比较（2/2）

类别 生态工业园区指标

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工业园区循环化

改造

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

污染控制

单位工业增加值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化学需氧量排放弹性系数
单位工业增加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二氧化硫排放弹性系数
危险废物处置率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垃圾收集和处置系统

二氧化硫排放量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氨排放量
氨化合物

行政与管理

建立信息平台的程度
建立生态工业信息平台的程度
发布环境报告
在重污染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计
公众对当地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
公众对生态工业发展的认识程度

园区完成温室气体盘查的企业比例
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设立低碳工业园区领导和工作机构
设立低碳发展专项资金

4.3  试点项目之间的交叉重复
这三个项目具有相似的目标：解决不断增长的资源稀缺性压力、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碳排放。这

种相像性非常明显，正如3.1节中的指标体系所示。根据我们的分析，项目间的重复性并不太重要。如图4
所示，中国在2014年有1568个省级和国家级工业园区（包，2013年），其中包括21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ETDZ）（商务部，2014年）和11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HTIDZ）（科技部，2014年）。

在这1568个园区中，大约有14%至少参加了其中一个试点项目；超过15%的园区参加了两个或三个以上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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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重叠：参与一个、两个或三个项目的园区

4.4  对低碳转型的贡献
在这三个项目中，只有低碳工业园区项目明确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设计。但是，生态工业园区项

目和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项目也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不同方式促进产业的低碳发展。

在对园区命名的要求和评估指标中，有几个指标对碳排放量具有潜在的影响：

1. 能耗强度，出现在两个官方发布的指标体系中，它与碳强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大多

数碳排放与能源相关。

2. 能源结构，它决定了电力中的碳含量，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指标中有可再生能

源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考虑。

3. 减量化、再生循环利用废物，减少了提取和加工自然资源的需求，降低了废物处理的需求。这样

就减少了相关的碳排放。

然而，这些影响并不包含工业园区内与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例如，不考虑产品使用、回收和处理处

置在内的全生命周期影响。生命周期分析、生态标签、生产者责任延伸等绩效类要求会强化制造业对产品

整个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的关注。总体而言，现有标准没有为低碳绩效提供深入综合的评价体系。根据政府

最近发布的要求，大公司必须报告其碳排放量，这可能会加快在园区绩效评估中采用碳排放指标（国家发

改委，2014年）。

加强制造型企业之间的合作共生是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证明，一个公司的低碳环保

实践对国家减排目标的贡献非常有限，例如企业技术创新（B.张和王，2014年）。而产业共生有助于填补

这一缺口。产业共生通常通过有效利用资源和能源来实现碳减排，例如副产品交换和基础设施共享、冷

热电联产、蒸汽生产和废物处理厂等（桥本、藤田、耿和长泽，2010年；L.刘、张、毕、魏和何2012年；

W.刘、田和陈，2014年；余、韩和崔，2014年）。2009年，环保部认识到生态工业园区对碳减排的重要

性，从而要求“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和评估应当遵循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以及产业共生的理

念，从而减少园区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环保部，2009年）。

 
 
 

Non-participating, 1357
1 program, 178

2 programs, 26

3 programs, 7

Participating, 2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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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会对园区空气污染产生影响，尽管不一定都是正面影响。例如，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能需

要安装烟气脱硫装置，或燃料替代，用合成天然气（SNG）替代煤炭。这两项措施都会增加碳排放量。因

此，根据园区当地的环境，减少碳排放量和空气污染的目标可能无法相辅相成（马多克斯、温、罗和萧，

2013年）。如果要准确评估行政和技术决策的影响，必须采用全面综合的方法。

生态工业园区项目和循环化改造项目的其他要素间接地促进了碳强度低的产业发展，例如能源管理，

清洁生产审核，与此相关的技术发展，加强了交流沟通，提高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4.5  工业园区参与的动力和机会
工业园区参与这些项目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园区之间招商引资的竞争非常激烈，参加这些项目有利于

吸引国内外投资。对跨国公司和投资者而言，这些类型园区的命名带来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例如：降低污

染事件的风险、提高透明度、提高环境绩效。对于园区内的企业而言，共享基础设施和再生利用废物可能

会产生经济效益。然而，也确实有些案例表明，产业共生与经济激励政策没有直接关联（石等人，2012 
b）。正如国家规划所强调的，为了克服这些障碍，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对共享基础设施和

产业共生项目予以财政补贴。在有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有自上而下的压力，这些压力与其环境和与效率指

标有关，国务院会有各种全国排名，这些都会为园区参与这些项目起到推动作用。

生态效率类项目的发展在中国已有很长一段时期了。在开头十年里，主要是寻求国外的专业技术和能

力。与国外或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许多合作伙伴关系，如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可持续发展

社区协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外高校。此后，中国的研究机构、大学和工业园区已经逐步积累了本地

知识（石、田和陈，2012年）。其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和苏州市循环经

济推广中心已经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知名度较高，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尽管国家目前正在推动

指南和标准的起草，最近的一项研究结论表明，工业园区仍然缺乏具体的指导和明确的定义（C.张，2012
年）。许多企业的意识和积极性非常有限，这也是此类生态、低碳发展的障碍。最近一项针对51个国家级

工业园区的210名高级官员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园区的主要障碍来自缺乏能力建设和技术水平有限

（朱、耿、萨尔基斯和赖，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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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培训和指南

显然，工业园区仍然缺乏低碳发展和环境友好转型的技术能力。为了解决上述部分障碍，增加工业园

区领导低碳转型的能力，许多机构已经发布了一些指南，如表5所示。

表5 -工业园区现有的指南
标题 发布单位，年份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管理通则》（草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2012年）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2012年
《低碳园区发展指南》（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2012a） 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2012年
《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国家发改委，2012年） 国家发改委，2012年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编制指南》（环保部，2007b） 环保部，2007年

表6列出了生态工业园区或循环经济园区建设和管理能力培训。这些培训课程可以设计为三个不同层

次：地方政府、园区管理层和企业。

表6 -为地方政府、工业园区和企业提供的培训举例
组织者 受众 内容

环保部、商务部、科技部（环保部、商
务部、科技部，2012年） 园区管理层

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生态工业园区的管理流程
关于生态工业园区的法律分析

工业园区
（武进人民政府，2014 a、2014 b、2014 c） 企业

能源管理体系（ISO 14001）
环境影响评价
清洁生产审核

工业园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10年） 企业 节能与减排

工业园区（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
心，2014年） 企业

能源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和ISO 14001）
先进的节能管理
温室气体监测（ISO 14064）

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工业区，2010年）
地方政府

园区管理层
企业

生态工业园区的程序、要求、管理和验证方法
生态工业园区的目标、指标、框架、项目和保障
机制
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经济试点园区的案例研究

协会（中华环保联合会，2010年）
当地政府官员
园区管理层

企业

生态工业园区的理论、法规、方法、标准和命名
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经济试点园区的案例研究
清洁生产的法规、标准和审核

协会（广东清洁生产协会，无日期） 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

大学（人民大学，2013年）
当地政府

园区管理层
企业

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经济试点园区的方法、要
求、程序
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经济试点园区的规划方法和
案例研究
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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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结论

我们评估了三个国家级认证项目，它们由中国不同的部委发起，旨在推动提高产业能效，减少污染物

和温室气体排放。自2010年以来，随着工业园区参与数量的增加，这些项目一直呈现增长势头，到2014年
底，参与的园区数量约为211个。

针对这三个项目，我们对标准、指标进行了分析评估，并归纳总结了这些项目的相似性与不同之处。

较早的项目更关注生态工业园区的概念，并确定了一系列关于整个园区内企业绩效的指标，涉及水耗、物

耗和能耗、所产生的废物和排放。最近大力推进了对低碳园区的关注，反映出国家优先改善空气质量、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国家层面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虽然这些项目都是自愿性的，但企业清楚地看到了参与项目所带来的益处。这些益处可能是无形的，

证明自身符合政府优先考虑的重点，提高消费者对自己产品的认可度；也可能是有形的好处，例如，通过

参与园区的行动计划，可能会得到政府财政补贴，获得提高能源和环境绩效方面的专业技术。

另一个重要的益处是，这些项目为企业提供了一个自我评估的框架，要求企业从多个方面进行系统评

价。要求工业园区及其企业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也要将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样的要求正越来越

多，因此在园区和企业内部进行能力建设尤为重要。从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加平衡的发展

之路，需要学习新技能，建立起真正的能力。

通过这些命名和授牌过程，企业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因此中国推动实施三项互补但有时又

有重叠的生态工业与低碳发展是一件好事。这些能为企业提供框架，使其系统地评估自身的经营状况，有

助于企业确定经营的优先顺序，通过资源效率提高经济效益。之后，越来越强的能力将使企业更好地响应

国家将陆续出台的各种能源与碳排放政策，这些政策将影响到企业的业务发展。提前做好准备则有助于保

持竞争力，制定成本效益前瞻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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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相应的中国术语

Circular Economy Pilot Zone (CEPZ)   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Circular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Park (CTIP)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Eco-industrial Parks     生态工业园区

Low-carbon industrial park    低碳工业园区

Sector-integrated eco-industrial park   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

Sector-specific eco-industrial park    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

Venous (circular) eco-industrial park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

同属于三个试点项目的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海化学工业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表7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对循环化改造园区的补贴（来源：在线省级官方媒体，按需求提供）

园区 补贴(百万元人民币) 投资(百万元人民币) 份额

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50 ——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113.5 2091 5.4%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275 ——

安徽霍邱经济开发区 300 ——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00 4290 2.3%

曹妃甸工业园区 146.5 1384 10.6%

武汉青山工业园 139 ——

江西鹰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94 ——

浙江台州化工原料工业区 297 ——

海林经济技术开发区 146 1500 9.7%

湖北宜昌经济开发区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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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补贴(百万元人民币) 投资(百万元人民币) 份额

濮阳经济开发区 137 ——

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210 1451 14.5%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89 856 10.4%

金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254 ——

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158 ——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210 3335 6.3%

平均 181.5 8.5%

表8 -天津和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目标（日照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2012年；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2006年）

维度 指标 天津目标2010年（/ 
2005年）

日照目标2015年（/ 
2010年）

资源产出指标

主要矿产资源的产出率

土地的产出率[元/平方公里] 100亿

能源的产出率[元/吨标煤] 50000 (+25%)

单位水资源产出率[元/立方米] 1316 (+12%)

资源消耗指标

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吨标煤/元] 2.0 E-5 (-20%) 7.5 E-5 (-17%)

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

单位产值用水量[立方米/元] 7.6 E-4 (-10%) 未计（-30%）

重点行业单位产品用水量

综合资源利用率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90% (+12pt) 99%

工业废水再生利用率 88% (+4pt) 90%

废物产生指标

工业废物处置率 10% (-12pt)

工业废水处理率

二氧化硫排放量 未计（-10%）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未计（-10%） 70-100mg/l纸浆造纸业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未计（-10%） 70-100mg/l纸浆造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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