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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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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产业特点、基础设施、用水排水、经济环境绩效等方面对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的发展进

行了分析，基于此识别出园区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园区深化绿色发展的建议。工业园区是长江流域承载制造业集

聚的重要产业空间，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主阵地，对沿江各省工业贡献大多超过 50%，经济增长主力军和经济稳定压舱石

作用显著，因此必须坚持工业园区作为制造强国战略主阵地不动摇。长江沿江工业集聚、园区密布，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

排放量大。园区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部分地区的园区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意识尚待提高，创新发展能力亟待强

化；沿江工业园区布局及产业结构仍需深入优化，部分园区管理粗放，园区间绿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明显；园区碳排放高，

能源基础设施“大少小多”特征锁定碳排放；园区尚未有效控制用水总量及有毒有害污染物削减，水量水质水安全等问题尚

未根本性解决。为此，建议从三个方面着力推进沿江园区创新绿色转型，打造长江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一是加强顶层设计，

上下游一体推进工业园区绿色发展，建立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报告制度；二是综合运用节约、提效、开源等措施深化园区绿色

低碳转型，实施能源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化、低碳化改造，构建能源基础设施和环境基础设施间能源 – 水产业共生体系，建设

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园区；三是精准科学治污，从全过程推进园区水污染防治、水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水管理，促进化工

围江迈向人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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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cover the paradigm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y integr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tial configuration, pillar industries, energy-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water use, and 
economic-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e identify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ndustrial parks in the region and then propose 
policy implications targeting eco-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ks. The ke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ndustrial parks have bee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facilitat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conomic-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by contributing 

收稿日期：2021-11-23；修回日期：2021-12-06
通讯作者：*陈吕军，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与产业生态学；E-mail：chenlj@tsinghua.edu.cn
资助项目：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2019-ZD-08）
本刊网址：www.engineering.org.cn/ch/journal/sscae

DOI 10.15302/J-SSCAE-2022.01.017



156

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战略研究

more than 50% of the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s of the provinc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industrial parks for robus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However,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there are large number 
heavy-industries and industrial parks, posing intensive pressure on resources and energy, as well as a huge pollutants emission. We 
classify four major points on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parks. First, some parks still need to enhance the initi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econd, the parks should pose great importance on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and declining the gap between leading parks and low-
efficient ones substantially. Third, many parks have high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have employed a coal-dependent energy 
infrastructure featured by small capacity and low efficiency. Fourth, industrial parks have yet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total amount 
of freshwater consumption and reduce toxic and harmful pollutants reduction, pursuing clean and safe water. Given the challenges, 
we propo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innovation and eco-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from three aspects to achieve a 
marked height. The first aspect is to strengthen the grand plan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by integrating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gions. The local authorities have the demand to release green development report annually. The second aspect is 
to deepen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parks through conserving resources, increasing eco-efficiency, and exploring 
renewable resources comprehensively. Furthermore, it is crucial to advanc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life cycle. Fostering industrial symbiosis between infrastructure is also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Third, it is urgent to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s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water systems, 
by controlling pollution for the whole process using precise and scientific strategies, employing sustainable water stewardship, and 
protecting water eco-system.
Key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dustrial parks; green development; reduce pollution and carbon; full life cycle

一、前言

中国工业园区建设始于改革开放 [1]，经过

四十多年的发展，全国已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工业园

区，其中国家级和省级园区有 2543 家 [2]，形成了

丰富多样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3]；园区贡献

了全国 50% 以上的工业产出 [4]，对支撑制造强国

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产业集聚，发

展开放型经济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

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 [5]。“十八大”以来，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作为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

调发展的五大重大国家战略之一，区域协同性、

高质量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全面提

高 [6]。长江经济带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

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引领长江上、中、下

游地区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 [7]。
在沿江发展工业是全球较为普遍的战略布局

与选择。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水运便捷，水资源

丰富，相对内陆环境容量较大，享有工业发展得

天独厚的条件。长江经济带工业系统贡献了我国

诸多产业的 “半壁江山”，沿江已形成多个有全球

影响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工业园区是长江经济带

承载制造业集聚的重要产业空间，是实施制造强

国战略的主阵地。长江经济带多年高速发展，导

致长江长期无序发展和过度开发，沿江工业集聚、

园区密布，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量大，累

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压力和风险持

续加大，已超出其自身承载能力。工业园区密集

且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偏重、园区管理粗放等

问题较为严重。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保护和

改善水环境，重点是严格治理工业污染。长江经

济带工业园区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产生

了水、土、气等多种生态环境问题 [8~10]。工业

园区生产活动集聚，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量大，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大 [11]。随着长江

沿线企业逐步撤出和大量企业进入园区，园区发

展面临的资源、能源及环境等诸多挑战进一步加

大 [12]。因此，准确揭示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的

发展特点，把握好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对

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具有重要

决策支撑意义。本研究立足工业园区发展的共性

特点，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园区的经

济发展、空间布局、产业特点、能源基础设施和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园区用水排水情况

等现状，定量揭示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的发展特

点，识别园区绿色发展存在的主要挑战，提出长

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战略，为决策参考提

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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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路线与方法数据

图 1 是本研究的技术路线示意图。以长江经济

带 9 省 2 市（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安徽、

江西、江苏、浙江、重庆、上海）国家级和省级工

业园区为对象，通过构建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
的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数据库，从园区空间分布、

主导行业、基础设施、用水排水、环境绩效等多方

面摸清园区家底，并识别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重点关注空间布局、产业结构、温室气体排放及水

量、水质、水安全等重点领域，进而从上下游一体

强化顶层设计、全生命周期建设绿色园区、科学精

准治污破解化工围江等角度，运用多准则决策方法，

探究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路径，形成决策

参考。

支撑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

鉴；园区相关数据来自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清洁生产

与工业生态研究中心搭建的园区数据库。园区数据

库包括园区基本信息、空间坐标、主导产业、经济

发展、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能源基础设施基本

信息（细化至分机组的容量规模、技术类型、能源

效率、投运时间、冷却方式等）、以集中式污水处

理厂为核心的环境基础设施的基本信息（容量规模、

工艺流程、负荷率、污染物去除率、投运时间、空

间位置等）、园区土地面积开发利用情况以及园区

开展的绿色低碳循环创建等。能源基础设施主要指

在园区物理空间内布局的热电联产、热力厂、发电

厂、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或发电）、危险废物

焚烧、生物质能热电联产等类型。同时，还开展了

大量的园区现场调研，与园区管理者、企业管理者、

基础设施运营商等进行访谈获得数据资料。

基于此，分析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分

布情况、园区能源基础设施机组容量结构、工业废

水及污染物排放量、取水水源结构、各省（市）绿

色低碳循环示范试点园区数量、能源产出率和水资

源产出率、绿色发展指数等，对长江经济带工业园

区绿色发展水平形成整体判断，进而支撑主要挑战

和对策措施研究。

三、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

（一）园区空间分布和主导产业特征

根据 2018 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13]，
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省级开发区等各类园区共有

1045 家，占全国国家级和省级园区总数的 44%（见

表 1）。
1. 上游到下游，工业园区分布数量整体增多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的数量分布，

从上游（四川、重庆、云南、贵州，311 家）到中游

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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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库构
建

多准
则决
策

内容：园区数量、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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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

水量、水质、水安全

科学精准治污
破解化工围江

全生命周期
绿色园区

上下游一体
顶层设计

空间布局

温室气体排放

对象：长江经济带9省2市
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

识别
主要
挑战

探究
绿色
发展
路径

图 1  技术路线示意图

表 1 长江经济带各类工业园区占比

工业园区类别
全国数量

/个
长江经济
带数量/个 占比/%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19 108 49.3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56 69 44.2
省级工业园区/开发区 1991 868 43.6
合计 2366 1045 44.2
注：未统计《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所列其他类型的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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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湖南、江西，322 家）再到下游（安徽、江苏、

浙江、上海，412 家）呈现明显增加。省级开发区的

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其中四川省东部、

湖南省和上海市开发区密度更高。

园区对沿江各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巨大，工

业贡献大多超过所在省 / 市的一半，园区不但是经

济增长的主力军，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如

贵州省的工业园区，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和工业产值

在全省的贡献均超过 70%；江苏省工业园区贡献了

50% 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了 60% 以上的固

定资产投资、80% 以上的进出口总额。

2. 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呈趋同态势

对长江经济带 1045 家工业园区的主导产业按

频次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工

业园区排名前三的产业依次为电子设备制造业、装

备制造业和新材料新能源产业（见图 2a），其中，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排名前三的产业依次为装备

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见图 2b），
国家高新区排名前三的产业依次为装备制造业、电

子设备制造业和新材料新能源产业（见图 2c），省

级工业园区排名前三的产业依次为电子设备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和食品饮料制造业（见图 2d）。综

合分析得出，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呈现两

个特点：装备制造业和电子设备制造业是长江经济

带工业园区发展的两大主导产业，呈现明显的趋同

态势；省级工业园区的各类产业分布则比较分散。

（二）工业园区能源基础设施现状及绩效

基础设施共享是工业园区发展的重要特征，同

时基础设施服役周期长，其资源环境影响具有长期

锁定特点，因此基础设施是推进园区绿色发展重要

的着力点之一。本研究分别对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和

省级园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进行定量分析。

1. 工业园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长江经济带 1045 家园区中，共有 386 家园区

在其物理边界内建设有热电厂、发电厂、供热厂等

集中式能源基础设施，共包括 1820 个在役机组，

总装机容量 209 GW，占 9 省 2 市同年发电装机总

容量的 37%。从园区能源基础设施的一次能源结

构看，燃煤机组和天然气机组占绝对主导，装机容

量分别占 84.2% 和 11.3%。从图 3 可见，长江经济

带工业园区的在役能源基础设施机组的容量结构呈

“大容量机组少，小容量机组多”的特点（即“大

少小多”），将园区的小容量机组进行规模升级可带

图 2 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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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长江经济带–省级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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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

2. 工业园区能源基础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的能源

环境绩效

通过进一步量化分析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在役

能源基础设施的能源效率和环境绩效，将设施绩效

和全国平均水平及先进水平分别进行对标比较，以

识别园区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和提升潜力。总

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能源基础设施在区域

环境影响中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园区能源基础设施

总体的能源效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环境绩效则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能源效率来看，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清洁生产与

工业生态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全国 1820 个园

区在役能源基础设施机组的平均供电效率为 39.0%，

与同年全国供电效率平均水平（38.5%）基本持平。

从环境影响来看，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能源基础设

施 201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硫排放、氮氧

化物排放分别为 8.6×108 t、8×105 t 和 1.13×106 t，
分别占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总排放量的 26%、12%
和 17%。从环境绩效来看，长江经济带园区能源基

础设施总容量的 99.5% 为火力发电，其环境绩效整

体优于全国火电的平均水平。

（三）工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及取用水情况

1. 工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水十条”要求，2017 年年底前，工业集聚区

应按规定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

监控装置。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建设平均完成率为 96.8%，在线监控装置建设平均

完成率为 96%。目前园区工业废水处理方式分为园

区自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和依托园区外的城镇污水

厂处理两种方式，分别占总数的 40% 和 60%。长

江经济带 108 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物理边界内

共建有 209 座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绝大多数集中式

污水处理厂同时处理园区内的工业废水和园区外的

生活污水，每年实际处理污水 2.97×109 t，工业废

水占比仅为 29%。

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业废水排放去向差异较大（见图 4）。上游和中

游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为 1.1×108 t/a 和 1.0× 
108 t/a，下游地区为 9.8×108 t/a。通常，水污染物

排放量与废水排放量成正相关关系。园区的化学需

氧量（COD）排放量基本满足这种相关关系，而氨

氮的排放量则不完全与废水排放量成正比。下游地

区的园区对氨氮的去除率较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由于下游部分地区较为严重的水环境污染倒逼园区

及企业加强生产废水的处理，以及水污染去除技术

的升级所致 [14]。
2. 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取用水特征

长江经济带 108 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总取水量为 5.75×109 m3，占当年全国总供水量

（6.04×1011 m3）的 0.95%。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

园区的单位水资源的经济产出率较高。园区取水水

源类型丰富，但结构不均（见图 5）。园区取水结构

中，地表淡水仍为最主要的用水来源，占取水总量

的 67.5%；区外自来水供应为园区第二大水源。

图 4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
废水及污染物排放量

下游 中游 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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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长江经济带各省绿色低碳循环示范试点园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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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评价

1. 园区开展绿色发展示范试点创建情况

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园区的绿色、低碳、循环、生

态化发展。生态环境部、科学技术部、商务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等部委

相继发布多项政策，推动园区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

的工业园区中，较多园区积极开展了绿色发展相关创

建工作，并列入国家相关部委的示范名录。图 6 是长

江经济带各省市示范试点园区的数量分布示意图。可

见，下游四省（市）获得各部委认证的绿色发展类示

范园区，在总体数量上明显占据优势。

2. 基于典型指标的园区绿色发展绩效评价

运用能源产出率、水资源产出率、单位经济产

出污染物排放量等典型指标，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为例，对长江经济带主要园区的绿色发展绩效

进行分析。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能源

产出率范围在 0.40×104 ~ 8.2×105 元 /tce 之间（见

图 7a），能源产出率在 5×104 元 /tce 及以上的经济

技术开发区占 47%；能源产出率在 1.5×105 元 /tce
及以上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占 16%，其中上游

4 家、中游 7 家、下游 6 家。水资源产出率指标分

布见图 7b，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资源产出率范

围在 0.01×104~3.75×104 元 /m3，各经济技术开发

区之间差异较大 [15]。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GDP）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范围在 0.01 ~ 
2.98 kg/ 万元，低于 0.1 kg/ 万元的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占比 51%；高于 0.2 kg/ 万元的经济技术开发

区占比 25%。中下游园区污染排放集中，与 2015 年

相比，近年来单位 GDP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增加的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占 12%，主要集中在中下游

地区；单位 GDP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 60% 以上

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占 53%。多数园区在近五年污染

物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但减排挑战依然艰巨，且

园区间差异较大 [15]。
3. 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指数评价结果

运用前期建立的方法 [16]，对长江经济带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绿色发展指数进行分析，并与

其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评价结果进行比较

（见图 8）。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

发展指数在 6~86 分，其中平均分（50）以上的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游占 13%，中游占 22%，下

非常规水资源
4%

自来水
27%

地下淡水
1%

地表淡水
68%

图 5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取水水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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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及各省（市）园区能源产出率和水资源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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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占 65%，下游园区绿色发展指数优于中上游。从

绿色发展水平分析，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整体略高

于全国园区的平均水平，但上、中、下游园区差异

大，上中游省份的园区在国家推行的园区绿色低碳

循环示范创建工作中明显落后于下游园区。以发展

水平高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上游园区有

87%、中游园区有 78%、下游园区有 35% 尚未达到

绿色发展平均水平，实现长江经济带园区绿色发展

整体性跨越，仍面临较大挑战。

四、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面临的主

要挑战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压力和风险持续加大，已

超出其自身承载能力。基于对工业园区在长江经济

带各省（市）发展的经济贡献、区位分布、产业布局、

能源基础设施、环境基础设施及取排水情况等现状

的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面临的

突出挑战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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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亟待提升园区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意识，增

强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引领动力

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在资源环境、经济基础、

交通环境等方面发展条件差异较大，造成长江经济

带园区发展和管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地区间发展

差距明显。“十八大”以来，国家尤其重视园区绿

色转型和创新发展。大量国家层面重要文件中，均

提出了许多与园区生态化、绿色发展相关的内容。

但上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之间、国家级园区与省级

园区之间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意识层面存在较大差

异，多数园区对生态环境建设的理念仍停留在“合

规”层面，未能在主观层面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生

态化发展理念。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在工业园区绿色发展中的地

位尚不突出，园区转型动力机制仍不足。在产业发

展方面，“大数据 +”、智能制造、“互联网 +”已成

为大多数园区转型发展的目标与方向，但多停留在

初级阶段，围绕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生态，增

强园区技术底蕴和创新资源，实现现有制造业和研

发相结合，逐渐增加制造业的科技含量水平，实现

创新成果快速转移转化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仍是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二）亟待优化沿江园区布局及产业结构，加快园

区绿色发展整体性跨越

当前，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已形成临江布局的

格局，但园区产业结构失衡，形成化工产业、装备

制造等产业高度集聚，上、中、下游园区主导产业

差异不明显，分工协作尚待强化，同质化现象比较

严重。其中，“化工围江”尤为突出，成为长江经济

带产业布局失衡的典型代表。上游地区以化工作为

主导产业的园区偏多。长江沿线 29 个中心城市分

布不同规模和门类的工业园区共 490 个，其中以化

工为主导的园区有 103 个，沿江省份化工产量占到

全国的 46%，临江 1000 m 范围内企业数从 2000 年

的 149 家增加到 2017 年的 715 家 [17]。近年来，石

油和化工产业项目出现自下游向长江中上游转移的

态势。沿江工业园区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的工业发展，

但空间布局的敏感性、脆弱性，让长江长期背负着

过重的包袱，也给长江带来了重大的生态环境安全

隐患。

从绿色发展水平分析，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整

 图 8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指数
注：图中红色线代表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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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略高于全国园区的平均水平，但上、中、下游园

区差异大，上、中游省份的园区在国家推行的园区

绿色低碳循环示范创建工作中明显落后于下游园区。

以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分析结果

看，实现长江经济带园区绿色发展整体性跨越，仍

面临较大挑战。

（三）亟待破解园区能源基础设施“大少小多”碳

排放锁定，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基础设施共享是工业园区的重要特征，也是园

区绿色发展的关键支撑，其中能源基础设施是园区

最重要的一类基础设施。研究显示，2014 年全国

1600 余家工业园区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当年全国总

排放量的 18%，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

量则占全国园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37%，园区应勇

担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的排头兵。

在园区能源基础设施方面，长江经济带国家

级和省级园区中共有 1820 个在役热电联产、热力、

发电机组，总装机达 209 GW，占 9 省 2 市发电装

机总容量的 37% 左右。从燃料结构分析，这些在

役机组 84% 左右为燃煤机组，容量结构呈现出“大

容量机组少，小容量机组多”的特点，即 300 MW
及以上的大容量机组占园区在役总装机容量的 79%
和总数量的 19%，而 30 MW 及以下的小容量机组

则分别占 7% 和 65%。总体而言，大容量机组的综

合能源效率高于小容量机组，园区能源基础设施的

直接碳排放占园区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比例

平均在 75% 左右，在区域大尺度优化能源结构的

同时，推动基础设施低碳化对园区温室气体减排意

义重大。园区大量的小容量机组的升级及非化石能

源的开发应用，将会带来显著的节能、节水、减碳

等协同效应，需要流域开展一体化统筹。

（四）亟待控制园区用水总量及有毒有害污染物，

解决好水量、水质、水安全问题

在环境基础设施方面，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和省

级工业园区基本补齐了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和在线

监控装置建设的短板，但这仅是园区水污染防治的

“规定动作”和基本要求。在现行标准及实际管理中，

园区工业废水偏重 COD、氨氮等常规指标，对有

毒有害、持久性有机物等特征污染物和新兴污染物，

以及生态安全等指标缺少通盘考虑 [18,19]，普遍存

在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混合处理的现象，由此可能

引发潜在的环境风险和隐患。未来还将面临着排放

提标、再生水回用等诸多压力。

靠水吃水，沿江园区和企业普遍认为区域水量

丰沛，尚未控制从江河取水总量，水资源费用低，用

水成本在生产成本中占比小，未起到经济杠杆调节作

用。对全过程水管理的认识还不到位，缺少从生命周

期的角度认识园区及企业用水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

本，尚未建立从取水到排水的全流程管理体系。

五、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展路径与建议

工业园区对沿江各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巨

大，工业贡献大多超过所在省（市）的一半，园区

不但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也是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必须坚持制造强国战略不动摇，坚持工业园区主阵

地不动摇。为此，要着力工业园区绿色转型，打造

长江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提出园区绿色发展战略

建议如下。

（一）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好下游地区工业园区绿

色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

全面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新发展理念和长

江大保护精神，全面深化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建议由生态环境部牵头，会同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科学技术部等部门，整

合已出台的各类园区优惠政策，梳理优化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示范项目体系，划分主导产业类型，分区

域、分等级对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提出差异化标准要

求，出台绿色发展指导意见，建立工业园区绿色发

展报告制度，定期发布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绿色发

展报告。

特别是上海、浙江、江苏等长江经济带下游地

区要率先垂范，积极打造长江经济带工业生态文明建

设新高地，重点在以下方面形成突破：①全流域协同

发展，构建以园区为载体的现代产业体系；②科技

引领，全面推进园区及企业产业数字化和生态化；

③深化能源水资源双控，开展碳生产率倍增行动，

显著提升资源能源产出率；④强化园区可持续水管

理，构建流域 – 园区 – 企业 – 装置多级水风险防控

体系；⑤实施能源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化、低碳化改

造，构建基础设施间能源 – 水产业共生体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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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利用率和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

（二）实施一体化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生命周期

绿色园区

实现园区工业系统、能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

全覆盖，全生命周期建设绿色园区。工作重点：①从

全生命周期角度推进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和资

源能源管理，“一园一策”与区域流域统筹相结合，

实时动态地摸清园区“物质能量代谢及其生态环境

影响家底”，从系统工程和全生命周期视角，强化

园区系统优化；②以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循环经济

关键技术突破带动全产业链绿色发展，以大企业、

大园区为核心，构建产品间、企业间、区域间协作

的动 – 静脉耦合产业链接和共生网络，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产业链；③综合运用节约、提效、开源

等措施，深化园区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土地资

源开发总量和资源消耗强度双控，推动园区持续提

高碳生产率，部分园区碳排放先达峰，起到引领作

用；④实施更严格更透明更及时的安全环境监管，

在常规污染物控制达到较高水平的同时，持续完善

排放标准，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特别是加强新

兴污染物引起的生态、环境和健康风险防控；⑤推

进园区和区域能 – 水统筹，建设清洁化、集中与分

散相结合的绿色能源体系及能源 – 环境基础设施共

生体系。

（三）精准科学治污，促进长江经济由“化工围江”

迈向人水和谐共生

（1）大力开展沿江化工园区和企业污染专项整

治。大幅压减沿长江干支流两侧 1 km 范围内、环

境敏感区域、城镇人口密集区、化工园区外、规模

以下等化工生产企业；鼓励探索和尝试具有地方特

色的解决方案，创新资源环境要素约束倒逼产业结

构调整及准入控制；针对压减的化工园区和企业，

采取关停、搬迁、转移、承接等措施，综合施策，

破解“化工围江”之困。抓住企业入园契机，实施

入园化工企业和合规接纳园区共同改造提升，提前

规避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实现上、中、

下游地区化工园区差异化、联动发展，促进化工园

区布局与长江生态环境资源相协调。

（2）鼓励建设智慧化工业园区，强化环境风险

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在上、中、下游开展重点化

工园区环境风险预警和防控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努

力打造绿色化、智慧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持续提

升园区管理运行的精细化和智慧化；构建全过程环

境和安全管理体系，提高化工园区本质安全。

（3）推动园区开展用水三级计量和水平衡测试，

强化工业园区可持续水管理。深入开展长江入河排

污口整治提升专项行动，严控排污口设置，一个园

区只设一个排污口，加强排污口在线监测。构建多

级水风险防范体系，确保极端事故状态下事故污水

不流入、不渗入长江。在排污口下游、干支流入湖

地区因地制宜地积极建设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

实现尾水自然净化，提标提优，减少或避免尾水直

接排入长江。

（4）完善园区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灾

难应急预案，制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实施方案，完

成沿江沿岸化工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加强日常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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