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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产业链概念与应用是从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上为创造一种新型的工业系统所做的探

索 该项试验已进行了 年多 效果很好 具有

可行性 

1  生态产业链的概念

111  生态产业链的定义

生态产业链一般是指 依据生态学的原理 

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为宗旨 为提高资

源基本生产率≈和根据社会需要为主体 对 

种以上产业的链接所进行的设计或改造并开

创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系统的系统创新活动 

112  生态产业链概念的 个要素

增大自然资源存量  使自然资源存量

增大 是生态产业链设计与开发活动的宗旨 即

所设计与开发的生态产业链的最高目标是在求

得经济发展的同时 推动生态系统的恢复和良

性循环 使生态圈产生出更丰富的自然资源 不

断提高和扩大自然生产力的水平与能力 

提高资源生产率  生态产业链系统是

为提高生产率而设计的 但这一生产率要用/资

源基本生产率0的概念来评价 即从资源的原始

投入对生态圈的作用算起 到产品退出使用 !回

到生态圈为止 全面和全过程地测度其生产率 

由于在生产转换过程中 人力资源的劳动生产

率问题已得到广泛的注意 因此 它更侧重于通

过产业链的链接与转换过程的设计 !开发和实

施 使生态资源在原始投入和最终消费方面提

高效率 进而从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 全面持久

地提高生产率 

社会性长期需要  生态产业链应该具

备社会性 即它建立的是依社会长期需要为主

体的商业秩序与环境 它在生产 !交换 !流通和

消费过程中所建立的秩序既要使商家及产业链

上各方获取利润 而且要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持

着长期的友善与协调 

系统创新活动  生态产业链是一项系

统创新工程 它要以技术创新为基础 以生态经

济为约束 通过探讨各产业之间0链0的链接结

构 !运行模式 !管理控制和制度创新等 找到产

业链上生态经济形成的产业化机理和运行规

律 并以此调整链上诸产业的/序0与/流0 建立

其/产业链层面0的生态经济系统 再以该系统

为牵动 在相关产业内部 调整其/流0与/序0 

形成/产业层面0的生态经济系统 最终 生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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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应该是这两个层面上系统的交集 它要通

过链的设计 !开发与实施 将技术创新 !管理创

新和制度创新有机地融为一体 开创一种新型

的产业系统 

2  生态产业链理论在麻产品中的应用

211  麻产品的产业链接方式

麻产品是一个古老的产业链 它将轻 !纺 !

农  个产业以产品深加工的衔接方式链接起

来 如图 所示 赋予该产业链新的价值和开发

的原因 一是它的生态性 二是轻 !纺高新技术

所带来的高附加值 

高 

低 

麻全杆与其它副产品

麻纤维
轻
纺
业
附
加
值

收麻 剥麻 麻杆种麻

图 1  麻产品产业链流图

ƒ   ∏∏   ∏

212  麻产品生态产业链的特征分析

具有扩大自然资源存量的特征  通过

对辽宁朝阳天马集团在 的水库闲置地 !

山地 !坡地 !沙包地和辽宁台安造纸厂在

盐碱地种植的红麻 !工业大麻的实地考

察发现 麻类植物具有耐瘠薄 !抗旱 !抗涝生长

中的麻在水中泡一周 只要顶部有 露出水

面 水退后 麻仍能存活 成熟的麻可达  ∗

高 !耐盐碱 !根系发达可达地下  深 !

防止水土流失 !抗病虫害麻几乎无须喷洒农

药 !种植成本低约 元 !田间管理简

单只须播种时施一次底肥和一次间苗 !产量

高年 时逢辽宁特大旱灾 台安西平乡在

当地最贫瘠的 / 白眼沙0地种植的红麻产量为

1 产量最高的达牛乡路家村为 1

 而种植玉米几乎颗粒无收 年 朝阳

天马集团首次在土质较好的近  的水库

闲置地种植的红麻和工业大麻 经历了风灾 !雹

灾 !水灾和旱灾 预计每 可达  !不存在

绝收现象麻无论高矮粗细都可以在工业中使

用 这些特点决定了可以在中国北方广大的贫

瘠土地如辽宁省 万 的河滩地以及辽宁

西部的朝阳地区的 万 的干旱贫瘠地以

及大量的水库闲置地上栽种麻类作物 使荒芜

的土地得以利用 变裸露为绿色 防止沙化 有

文献记载 工业麻类作物可以吸收土地中的重

金属物质≈ 

显然 麻产品产业链在资源上盘活了贫瘠

土地资源 恢复扩大了自然资源的存量 推动

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和良性循环 满足生态产业

链要素的要求 

具有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特征  从以上

特点不难看出 红麻等麻类作物属于生态性作

物 因此 麻产品构成的产业链在原始资源投入

方面 盘活了贫瘠和闲置土地资源 提高了土地

使用效率 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平衡 很好地提高

了资源基本生产率 

从图 可知 该产业链不仅在原始资源的

投入上 而且由于技术创新 使其链接转换过程

中 对生态圈资源的节约 !平衡和扩大都是有益

的 产业链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在提高着资源生

产率 由于采用了生物酶脱胶新工艺来泡麻脱

胶 不但可以大大提高脱胶速度从而使得农民

可以当年卖麻 !受益 减少用水 而且变过去污

染环境的泡麻污水为无公害的有机肥回田 麻

韧皮纤维约占麻产量的  改性后的红麻麻

纤维与毛混纺 可织成受国际市场欢迎的高附

加值的/天然绿色面料0 而纯麻地毯 !麻面鞋 !

麻鞋垫等产品能够防虫 !除臭 !去异味 使麻纺

产品成为功能性纺织产品 麻杆约占麻产量的

 经加工可作为建筑装饰材料≈在河北省

和辽宁省朝阳市已经有用麻杆制作门板等建筑

装饰材料的工厂 这种材料比重轻 强度高 是

很好的木材替代品 麻麻皮及麻杆又是很好

的造纸原料 可替代木材和稻草生产得率为

  ∗  的优质纸板或得率为   的优质

纸麻浆造纸过程污水的处理要比草浆容易的

多 

由于麻产品纤维属于循环性资源 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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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用 在退出使用后 不会给生态圈造成破

坏 因此 从最终消费方面看 也具备提高资源

生产率的性质 

综上 麻产品产业链满足生态产业链要素

的要求 

具有社会性长期需要的特征  在土地

瘠薄的辽西地区 种麻的收入是种植粮食作物

的 倍 在利益驱动下 千家万户的农民争相与

企业签订生产合同 企业把种子 !化肥等种麻物

资提供给农民 收麻时再予扣除 形成了产业链

上的龙头企业 以定单方式牵动下的农业产业

化经营模式 这既保证了企业的原料供应 又解

决了农民自身闯市场的盲目性以及农业增产不

增收和千家万户农民脱贫致富的社会问题 为

区域特色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农业产业

化经营提供了可行 

天然绿色麻织物和以麻杆代木的产品 

是现代返璞归真消费理念的体现 是人民所乐

于接受的 而且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文

明的不断提高 这种与生态亲和的消费观会成

为一种时尚 形成长期的社会性需求 

广阔的市场 !较低的成本和长期的/绿色利

润0回报 使企业的动力源泉不竭 他们肯于在

麻的种植技术 !麻产品的技术开发 !麻产品的市

场开发和麻生态产业链的经营管理上投资 使

其不断完善 成为产业链上的龙头 牵动产业链

沿着生态经济的要求发展 

显然 在这条产业链上 提供原料的农民 !

加工转换的企业和最终消费者都是为自己的利

益而相互链接在一起 但由于麻/与生俱来0的

生态特征和高新技术的介入红麻改性 !生物酶

脱胶 !以麻代木等技术 给古老的麻产业链带

来了高额附加值 进而形成了社会性的长期需

要 即不仅链上各方都获取利润与价值这是产

业链形成的利益机制 而且 链上各个界面与

自然生态系统也保持着长期的友善关系 因此 

该产业链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满足生态

产业链要素的要求 

综上可以认定 麻产品产业链是一个典型

的生态产业链系统 在 世纪具有广泛的开发

价值 

3  生态产业链的开发与设计

生态产业链是一项系统创新与实施工程 

它要通过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实

施与融合 来开创一种未来的产业系统 

311  技术创新

在生态产业链的理念指导下进行技术创

新 是开发和建立生态产业链系统的基础 也是

把单一技术组成/生态性技术系统0 从而提高

技术的生态效益附加值的途径 这些技术包括 

核心性技术 !传统性技术 !链接性技术和扩展链

接性技术等 仍以上案例加以说明 

核心性技术的牵动  古老的红麻 !黄洋

麻虽然具有许多生态种植优势 但是由于它的

粗糙而且 纬度越高 麻纤维越粗糙 在纺织

品中 麻纤维早早地让位于棉花纤维和化学纤

维 因此 麻产品生态产业链的开发 首先来自

于对麻纤维改性技术研究的创新成果≈ 该技

术使得麻纤维织物柔而不飘 既保留了天然绿

色又与现代人的舒适感和审美观贴近 这种对

麻纤维实施/粗粮细作0的技术创新 为麻纺织

品带来高额附加值 是牵动麻纺产品生态产业

链的核心技术 因此 生态产业链的建立 首先

来自能够满足生态产业链要素要求的核心技术

的出现与牵动 

传统性技术的升华  麻杆代木生产建

筑材料的工艺是该产业链中的又一关键 从技

术角度看 这是一个成熟的技术与工艺 创新含

量不高 但该技术在产业链接中的生态贡献率

却是十分重要的 没有它 麻纺织品的大量副产

品麻杆将成为企业的负担和公害 麻产品生

态产业链将无法构建 而且 随着麻纺产品的扩

大 该技术的贡献值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因

此 许多传统技术在生态产业链中会得到升华 

赋予新的生态产业创新价值 

链接性技术的支持  麻生长周期为

天以上 大面积收割晾干后已进入深秋 在

北方低温条件下 原始的泡麻脱胶剥麻法已不

能实施 须至下一年天热时进行 如果当年麻不

能作为当年的原料进入产业链 从而麻农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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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收入 这对辛苦一年的麻农来说 是无法接受

的 因此 用生物酶技术 在低温条件下 对麻进

行减少污染的加速脱胶剥麻工艺 既是解决泡

麻水污染环境 保证产业链生态性的技术创新

问题 更是麻农能否当年受益 从而决定麻农是

否支持并加入麻产品生态产业链的重要链接性

技术 因此 生态产业链的运行需要派生出许多

新的链接性技术的支持 

扩展链接性技术的开发  麻纤维造纸

工艺的技术创新≈ 为麻产品生态产业链提供

了新的链接方式 一个年产 万 的纸板厂 

每年能吃掉 万的红麻按  得率计算 

大约需近万  的种植面积 可带动 1万户

农民脱贫致富按每户农民 亩地计算 下同 

而相应规模的纸厂则每年可吃掉 万的红

麻 按  得率计算大约需近 1万  的

种植面积 可带动 1万户农民脱贫致富 该技

术创新对产业链的规模效益及社会牵动是惊人

的 因此 一个生态产业链可以通过扩展链接性

技术 把生态产业链在广度上进行扩展 

312  管理创新

与生态产业链这一新型的产业系统相伴随

的是不同于现有组织的新型组织形式 ) ) ) /生

态产业链同盟0 因此 需要研究与之对应的管

理问题 

管理创新的内容  从管理角度看 生态

产业链管理的核心是战略同盟与协调 应主要

解决五个问题 一是链的 / 价值观0产业链定

位问题 二是链的/序0系统结构问题 三是

链的/流0系统协调问题 四是链的管理主体

谁来管问题 五是链的管理方法怎么管问

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站在生态产业链的战略

高度上进行管理创新研究 

生态产业链系统价值观的开发  开发

一个生态产业链系统 首先是要开发一个全新

的/生态产业链系统价值观0即必须以生态产业

链的 个要素 作为产业链的决策依据和发展

战略定位 选择产品 !选择技术路线和选择合作

伙伴 并用这一价值观指导和约束链上各方参

加者的理念和行为 建立同盟 共同获取长期的

/绿色利润0 特别是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0 对

这一价值观所能创造的永恒的高附加值的知

觉 !激情 !追逐和谋划的程度 将决定该系统的

源动力的大小和持久性 

建立有序的生态产业链系统结构  生

态产业链是由多个不同产业的独立经营者 为

实现上述价值和获取绿色利润而结盟的/集团0

如麻产品生态产业链的参与者有轻纺企业 !农

民 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 !金融机构 !政府部门

等 这样的大系统的输出功能 主要是由其系

统结构决定的 链上成员间有序性结构决定着

系统的输出效能 而理想的有序的系统结构应

该是适应生态经济要求的不断发育的自组织过

程 即 首先 要用生态产业链的价值理念 唤起

某个企业通常是产业链的下游企业 如麻产品

产业链中的纺织 !造纸或建材企业对绿色利润

的知觉 !热情与追求 并把肯于向生态产业链建

设投资的企业称作龙头企业 然后 龙头企业根

据生态产业链的战略目标 联盟高校或科研机

构 不断获取生态产业链所需的技术 !管理的支

持和储备如红麻改性技术 !生物酶脱胶技术 !

麻杆代木技术 !麻浆造纸技术 !麻产品生态产业

链管理技术等 最后 整个系统发育成以龙头

企业为中心 用定单方式一头牵动同盟者 一头

连接市场 使得生态产业链上的各同盟方既独

立经营 又为获取生态产业链效益而携手成为

有序整体 

形成生态产业链系统协调机制  建立

并维护上述有序的系统结构的关键是生态产业

链系统协调机制的形成 该机制的核心 一是龙

头企业应站在生态产业链的战略高度 按比例 

以定单方式与产业链上的同盟者合理地分配绿

色利润其合理性 第一体现在使每个同盟者都

可获得较之原产业链更高的附加值 第二 是使

龙头企业有充分的能力和后劲 不断开发和完

善生态产业链系统 二是产业链上的同盟者

特别是龙头企业应实行生态产业链的品牌战

略 通过/绿色标签0来不断开发绿色市场 创造

绿色需求 形成绿色竞争优势 在有广阔市场保

证的条件下 由外向内地利用定单方式协调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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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环节的流量与流速 使链内畅通并防止外

部冲击 保证生态产业链的长治久安 

管理主体和管什么  由于生态产业链

的投资主体是龙头企业 因此 管理的主体也应

是龙头企业 由于生态产业链上的同盟者都是

独立的法人经营者 因此 生态产业链管理的实

质是一种同盟者之间的战略协同≈ 而管理的

方法应该运用/亚市场机制0的手段 从作业层

向战略层转移 由于生态产业链是一个人与自

然协调发展的人工系统 因此 管理目标是产业

链生态性的系统创新 

313  制度创新

由于生态产业链是开创一种新型的产业系

统的活动 因此 仅靠企业的微观行为是难以完

成的 生态产业链的广泛开发和应用 还有赖于

国家经济制度创新的支持 

生态产业链的制度创新问题  从上述

分析和实例中不难看出 生态产业链的建立可

以增加自然资源存量 实现在经济发展中促进

生态圈的恢复与平衡 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

产业化经营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于

国于民都有利 而且 从技术角度看 还可以开

发和设计出许多其它的生态产业链系统 

但是 生态产业链的建立与实施 不仅取决

于整个产业链及每个环节的生态性特征 而且

更取决于所有参与者在生态产业链上所获得的

利润大于未参与之前 显然 前者更多地具有自

然属性或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设计

与开发来实现 后者则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制度

对资源生产率贡献值的认可与否 

在现有的重视人力生产率而轻视或不计

资源生产率的经济制度前提下如现行的统计 !

会计等评价 !核算制度 只能有少数的生态产

业链如麻产品生态产业链等 产生的利润大

于为建立生态产业链所付出的成本 而多数则

是无利可图 因此 目前生态产业链系统的设计

与开发的成本往往高于预期的利润 成功率较

低 欲使生态产业链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则需

要制定出使生态产业链系统有利可图的相关政

策制度 诱惑那些没有打算增进公共生态利益

的人们在主观上追逐私利的同时 客观上有益

于生态环境和社会 研究和制定这种使生态产

业链系统符合执行者的心理和行为自然取向的

政策制度 就是生态产业链的制度创新问题 

制度创新的时机问题  那么目前是否

以具备了生态产业链系统开发的制度创新条件

呢 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 !市场规模的扩大及

生态环境的压力促使人们对现有的成本和收益

的看法的改变如高新技术 !绿色需求和资源基

本生产率的观点等因素 使按生态产业链的理

念进行产业化链接出现了潜在的获利机会 尽

管对大多数生态产业链来说 获取潜在利润的

机会的出现与获取该利润的制度创新的实现还

有一段/时延0 但仍有少数产业链如麻产品生

态产业链 证实了这一潜在的利润已经大于为

克服原有的制度障碍而付出的成本 这预示着

该项制度创新的时机已近成熟 

生态产业链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  

由于生态产业链所创造的生态利益不仅属于产

业链成员 而且更是归于社会全体成员和国家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应该从经济制度上鼓

励生态产业链的开发与设计活动 使参与生态

产业链的人较之他人获取更多的利润 这是与

新世纪经济相适应的国家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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