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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场、盐池，白花花的一望无际。

那时的这里，是想象得出的景象。尽

管穿过它们就是蓝色的海，尽管退回

去几十公里就是黄色的河。

这里是北海新区，曾经的荒凉之

所，如今是一个如同人生春天般美好的

循环经济样本。这是北海新区内众多

循环产业中的一个：先在池内注入海水

养殖虾、鱼、贝，海水经太阳晒蒸后浓度

增大，不宜再用于养殖，而后捕捞出海

产品后继续蒸晒使盐晶沉淀，浮在上面

是苦卤，再将两者分离，苦卤经自己研

发的技术提炼产生溴素，用于阻燃剂及

医药、农药生产领域，还产生氯酸钾、硫

酸镁、氯化镁等多种化学原料。

北海经济开发区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中迅速崛起。

回溯生态园区发展16年
2001 年 8 月，国内第一个国家级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广西贵港国家

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由原国家环

保局授牌建设。之后，辽宁、江苏、山

东、天津、新疆、内蒙古、浙江、广东等

省、市、自治区分别开展了生态工业园

区建设的试点。

2011年，环保部在《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曾提出，

要在“十二五”期间，着力建设 50 家特

色鲜明、成效显著的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这是生态园区最具政策性的

一次行动。

截至 2016 年 8 月，被批复的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共有47家。

此间，环保意识越来越深入社会

各个层面，产业园区也需要生态发展。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介绍，作为继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之

后中国第三代产业园区，生态工业园

着力于园区内生态链和生态网的建

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从工

业源头上将污染物排放量减至最低，

实现区域清洁生产。

与传统的“设计—生产—使用—

废弃”生产方式不同，生态工业园区遵

循的是“回收—再利用—设计—生产”

的循环经济模式。它仿照自然生态系

统物质循环方式，使不同企业之间形

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

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成为下游生产的原料，达到相互间资

源的最优化配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以上问题。

五年来，中国循环经济从理论到

实践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重

点行业和领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环

境效益。北海新区也是这样，区内重

要企业山东魏桥集团的循环经济几乎

成为这个中国 500 强企业的一张转型

“名片”。

石化工业园区内的白鹭
这里故事的主角是中国石化的下

属单位镇海炼化和它的生产园区。

多年来，镇海炼化“碧水蓝天”环

保专项行动，坚持“能源与环境和谐共

生”的绿色追求，构建以“高利用型内

部产业链”、“废弃物零排放”为基本构

架的内部循环经济模式，走出了一条

“代价小、效益好、低排放、可持续”的

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园区生态化改造

的典型。

值得一提的是，白鹭已经在镇海

炼化厂内生活了九年。白鹭被称作

“大自然的检验师”，对生态环境要求

较高。鹭鸟选择繁殖地有三个必要条

件：茂密的植物、稳定的水源和充足的

食物。可见镇海炼化“水多么碧”“天

多么蓝天。”

生态化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生

态型典型。宝钢园区就是生态产业园

典型案例之一，宝武钢铁能源环保部

环保技术室副主任李红红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讲到，宝钢在生产过程中把

冶炼钢铁排放的低温余热，也就是所

说的废热进行回收并转化为热水资

源，再通过移动供应热水的方式，对周

边规划范围内的社区供应热水，逐步

取代社区周边的燃煤锅炉。

任何结果都是观念的实现终端。

一位园区负责人表示，从国家级

批准的生态工业园区域分布情况可以

看出，一半以上的生态工业园区建在

了华东地区，这里也是产业发展密集

区。园区生态发展与产业实现绿色转

型密不可分，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经

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必须通过

不断的技术创新，降低单位产出的能

源和资源的消耗，推进资源的循环利

用，以最小的环境代价来实现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我国正处于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但在废物
资源化方面的应用还远不足。应充分挖掘大数据的一
些先进技术，实现管理的智能化，进而推动废弃物资源
化水平的提升。这一点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设方面
显得尤为突出。

以往园区的管理模式都是自上而下，企业和企业之
间以及企业与园区之间都存在很强的信息壁垒，例如技
术层面，企业不知道有哪些适合自己的清洁生产工艺，
从而很难推动技术升级改造；又如，某家企业对园区其
他企业的副产品、废物信息掌握不充分，很难进行废物
交易；园区对产业链延伸的关键节点把握不清，很难进
行循环化改造工作。

当前，应转变思路，构建自下而上的服务型管理模
式，让企业在自我管理和与园区的互动中获得实实在在
的利益，增强企业参与园区管理的热情。

平台应用大数据技术，通过产业模型诊断、产业共
生热点识别算法、废物交易信息智能搜索与在线竞价等
一系列功能决策模块，智能化地识别企业技术升级、产
业链延伸、副产品和废弃物梯级利用等关键节点，对园
区循环产业链构建、产业共生和循环型基础设施优化等
进行智能化的辅助决策。

2017年2月13日，环保部发布的《关于发布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复查评估结果的通知》

中，提到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搭建再生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固体废物回收向精细化转变。

2017年1月，环保部印发了《关于发布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名单的通知》，环境保护

部会同商务部、科技部对未如期完成创建任务的园区，组织开展了全面清理工作。其中批

准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园区有48个，批准开展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的园区有

45个，国家发展生态工业示范园的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强。

2016年8月11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要初

步形成绿色循环低碳产业体系，实现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

其中提到，要推进园区循环化发展。对新设园区和拟升级园区要制定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规

划或者在总体规划中设置循环经济篇章，按产业链、价值链“两链”集聚项目、招商选资、优

化布局；对存量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企业、产业间的循环链接。

生态园区催动产业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刘季辰

专家点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

以信息技术
推动废物资源化

生态园区的发展首先将逐步扩大虚拟园区的建设，
虚拟园区存在着企业交换对象多元化，节约新建园区成
本等优势，避免企业搬迁困难的问题。其次，生态园区
建设项目将向多元化转变。通过传统产业与新兴技术
的结合，将会衍生出更多的新兴项目，促进园区产业链
多元化发展。生态园区的建设注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
与社区的协调发展。

生态园区的作用不可忽视，但现阶段仍有五大因素
制约着生态园区发展，一是对创建生态园区意义认识不
够，在短期利益驱动下，企业缺乏节约资源、利用再生资
源的意识；二是建设成本高，无论是在老工业园区上进行
改造升级还是新建生态园区，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的投入；三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及考核机制，虽然国
家出台政策大力推进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但是缺乏相应
的强制性手段与激励机制；四是生态园区系统稳定性不
足，生态园区能够形成物质流通闭路循环，但一旦生态工
业链上某个节点出现波动，就会导致整个工业链的断裂
与循环系统停滞；五是生态工业技术储备不足。废物供
应量和经济可行的分离再生技术是建设生态工业园的前
提条件，但在现阶段相关技术的应用尚有困难。

对于未来生态园区
的发展，应当加大对园
区政策扶持力度；健全
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及
攻克生态园区建设的技
术难题，增强生态园区
闭路循环产业链的健壮
性，从而提升生态园区
的稳定性。

重庆中经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龙飞：

五大因素
制约生态园区发展

除了传统园区进行生态化改造之外，全新规划的生态型园区建设也日益加速，园区的生态化

建设已经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一些园区也在探索新的路径。

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