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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业共生是现代工业企业面对环境问题的组织新模式，是指企业之间开展的以经济和环境双赢为目标
的资源互补性活动。
作为工业共生的直接实践形式，生态工业园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现实问
题。
本书围绕工业共生空间分布形态的进化、模式的进化和技术动因三个专题，阐释了工业共生进化在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三个角度的内涵，对解决生态工业园的环境扩散效应差、经济效益低、
技术创新力薄弱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在对企业大量实地调研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用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融合了产业生态学、生态学、自组织理论、网络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博
弈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了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主要开展
了以下四项研究：第一，提出并实证了工业共生在空间分布上的路径选择。
目前学术界对工业共生的研究多聚焦在生态工业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生态工业园本身存
在环境扩散效应差等现实问题，如果盲目推崇生态工业园可能导致区域环境改善的片面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业共生进化及其技术动因研>>

内容概要

　　《工业共生进化及其技术动因研究》围绕工业共生空间分布形态的进化、模式的进化和技术动因
三个专题，阐释了工业共生进化在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三个角度的内涵，对解决生态工业
园的环境扩散效应差、经济效益低、技术创新力薄弱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共生是现代工业企业面对环境问题的组织新模式，是指企业之间开展的以经济和环境双赢为目标
的资源互补性活动。
作为工业共生的直接实践形式，生态工业园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现实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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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莉，女，1977年8月生，辽宁铁岭人，管理学博士。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2005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同年7月进入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作。
2006年6月至2008年7月在东北大学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
目前主要从事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政策与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基金等多项课题，已主持完成和参与完成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项目等多项课题
。
近几年来，在（《中国软科学》、《科研管理》、《预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等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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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引言据唐《岭表录异》记载，寄居蟹和丽海葵经常共同生活，前者受后者的毒刺伞的
保护，而后者从前者的移动和进食中获得食物来源。
可见，生物界的共生现象很早就为人所知。
然而，工业系统开始借鉴生物界共生现象还是近十年的事情。
布恩和巴斯（1997）指出，工业共生与生物界的共生存在两点本质的区别：一是工业共生关系因系统
边界而异，二是工业共生进化的非自发性。
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企业问的交互作用做深入的研究。
1.1　选题依据1.1.1　问题的提出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工业系统已
经很难继续维持传统的“线性”生产模式，即无偿的从生态系统中调入原材料，并将大量多余副产品
以废物形式排放到生态系统中。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将经济活动转变为“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一再生
产品”的循环过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资源使用和废物排放。
1989年弗莱秋（Frosch）和伽罗珀罗（Gallopoulos）提出“产业生态学”和“产业生态系统”，由此，
产业生态学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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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的总结。
书中论述了工业共生进化的内涵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相互关系，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产业共
生进化及其绿色技术动因研究》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产业共生中绿色技术跃迁的路径、时机及影
响因素研究》的阶段成果。
我对生态工业领域论题的研究兴趣始于2002年，当时国内生态工业园实践方兴未艾，本书的研究思路
随着生态工业发展而不断完善。
在本书选题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博士生导师苏敬勤教授的悉心指导，老师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
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予我的不仅是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更是一把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
感谢大连理工大学的武春友教授、汪克夷教授、董大海教授、王延章教授、戴大双教授、胡祥培教授
、朱庆华教授等老师的建议和指导，特别感谢武老师等几位老师在我实地调研过程中给予的大力帮助
。
同时感谢并肩战斗过的同窗，多少思想火花就在无数个不经意间碰撞而出，难忘那段美好的求学生涯
。
在东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得到了合作导师胡筱敏教授和郭亚军教授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同时感谢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热情乐观、积极进取、和谐融洽的学术氛
围是我不断探索科研高峰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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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业共生进化及其技术动因研究》在对企业大量实地调研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用了实证研究和
规范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融合了产业生态学、生态学、自组织理论、网络
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了回归分析、因子分析、
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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