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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共生网络也称为工业共生网络，是工业生态学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
面对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问题，人类的工业活动应当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使工业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
生态系统的物资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大系统中，一个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成为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材料
，使整个工业体系转变成各种资源（能源、水和原材料）循环流动的闭环系统，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
提下保护生态环境。
　　本书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区域产业共生网络进行
了系统研究。
区域范围的产业共生网络所涉及的研究领域较为宽泛，本书主要选择目前广受关注的生态工业园为研
究对象开展研究。
首先进行了历时近五年的文献检索与查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析；同时，结合笔者近几年来
主持的相关研究课题对国内典型的生态工业园试点单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
其次进行了工业共生网络的国际比较研究，为整个研究提供坚实的实证支持；同时，比较研究中揭示
出的问题也成为下一步专题研究的切入点。
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分别从产业共生网络生成机理、产业共生网络运作模式和产业共生
网络资源循环与管理三个维度开展专题研究，并注意各专题间的衔接和关联。
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循环经济学理论、工业生态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网络组织等
有关方法进行规范研究，同时，在将产业群理论和结构耗散理论引入到产业共生网络的分析方面进行
了尝试。
最后，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产业共生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问题展开了相应的对策
研究，提出了维护产业共生网络安全的治理对策。
　　首先，本书对产业共生网络相关理论基础进行综述和分析。
为了从典型产业共生网络中获取一般规律，为本书研究寻找切入点，选择丹麦、美国、加拿大、日本
和中国等国家业已形成或正在建设的生态工业园为典型案例，从其发展的政策实施方式、产业共生网
络的形成路径、影响因素、组织模式和网络类型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期为我国生态工业园产业共生网
络的建设提供借鉴。
从成本推动、效益拉动、环境取向和内生动力角度系统研究了产业共生网络的生成机理。
揭示了产业共生网络生成的成本传导规律；论证了企业参与产业共生网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获取集
群效益。
其次，本书就产业共生网络的运作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构建生态产业链结构模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了其中
的资源流动；提出了生态产业链活性因子的概念，并运用这一概念对生态产业链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基于副产品交换的特点，提出四种产业共生网络运作模式：依托型共生网络、平等型共生网络、嵌
套型共生网络及虚拟型共生网络。
通过对产业共生网络中资源流动的分析，揭示了副产品交换规律。
再次，就产业共生网络的潜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研究。
提出投机行为的存在是产业共生网络需要治理的重要诱因；通过构建投机行为博弈模型，揭示投机行
为产生的根源；结合产业共生网络运作模式，提出四种治理范式，并对其应用范围、适用条件进行了
研究。
最后，为了增强产业共生网络的凝聚力，维护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循环经济>>

作者简介

王兆华，1974年10月生，山东泰安人。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3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5～2005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从
事博士后研究，并于2005年中国博士后成立20周年之际，获得“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称号。
目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循环经济>>

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论　1.1　问题与背景　1.2　研究价值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第2章　产业共生网络的
理论基础　2.1　循环经济及其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2.1.1　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　　2.1.2　工业
生态学的研究进展　　2.1.3　清洁生产理论的研究进展　　2.1.4　生态工业园研究综述　2.2　工业共
生理论的研究进展　　2.2.1　生物学范畴的共生理论　　2.2.2　工业生态学与共生理论的融合　
　2.2.3　工业共生研究的新进展　2.3　网络组织的研究进展　　2.3.1　科层组织、市场组织向网络组
织的演进　　2.3.2　网络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展　　2.3.3　国内工业共生网络研究的进展　2.4　本章小
结第3章　区域产业共生网络发展的国际比较　3.1　典型区域产业共生案例分析——生态工业园　
　3.1.1　丹麦卡伦堡(Kalundborg)生态工业园的发展　　3.1.2　美国生态工业园的发展　　3.1.3　加拿
大生态工业园的发展　　3.1.4　日本生态工业园的发展　　3.1.5　中国生态工业园的发展　3.2　生态
工业园发展的政策比较　　3.2.1　促进生态工业发展的环境立法　　3.2.2　生态工业园发展中的政府
角色定位　　　3.2.3　促进生态工业园发展的环境政策比较　3.3　生态工业园发展的创新环境及机制
比较　　3.3.1　生态工业园发展中的智力来源　　3.3.2　生态工业园发展中的文化交流与融通机制　
　3.3.3　生态工业园发展中的创新环境差异　　3.4　生态工业园工业共生网络发展比较　　3.4.1　生
态工业园工业共生网络形成路径比较　　3.4.2　工业共生网络中企业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　　3.4.3　
工业共生网络中的企业组织模式　　3.4.4　生态工业园工业共生网络类型　3.5　本章小结第4章　区
域产业共生网络生成机理第5章　区域产业共生网络运作管理第6章　区域产业共生网络治理对策结论
与展望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循环经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