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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产业生态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传统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相互交叉和综合-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
目前，我国正倡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而循环经济的基础就是产业生态学，产业生态
学要研究社会生产活动中自然资源从源、流到汇的全代谢过程，要研究产业的组织管理体制，即如何
通过产品的制造者、消费者和废料处理者的协作，使产业转向健康的（即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
　　我们之所以选择肯·格林和萨莉·兰德尔斯编写的这本《产业生态学与创新研究》进行翻译，是
因为该书从基础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方法等方面解析了产业生态学内涵；通过对产业生态学及创新
研究两门学科的特色分析，探讨了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促进；介绍了一系列资源生产力评估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作为产业生态学研究的辅助工具；结合英国、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实例，进行了产业
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分析。
该书旨在为产业生态学与创新研究架起一座桥梁，呼吁相关领域的专家与学者在两个学科之间开展合
作。
该书可以为我国产业生态学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也可为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
产业管理等领域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技术人员提供一定的帮助。
　　本书由鞠美庭（南开大学）、楚春礼（南开大学）和张琳（上海意格环境设计有限公司）主持翻
译并统稿，南开大学的于敬磊、刘伟、赵琼、关泽、任泓、任君焘、5宁、郭彩霞、王琦、吴晓波等
参与了翻译和校稿工作。
　　本书得以翻译出版要特别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由于时间及水平有限，翻译可能存在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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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从基础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方法等方面解析了产业生态学的内涵，通过对产业生态学及创新研
究两门学科的特色分析，探讨了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促进；介绍了一系列资源生产力评估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作为产业生态学研究的辅助工具；结合英国、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实例，进行了产业生
态学理论和方法分析。
     该书可以为我国产业生态学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也可为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
、产业管理等领域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技术人员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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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1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全球大量制造业市场正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像中国、印度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现阶段是影响发展中国家选择产业发展道路的关键时
期。
虽然对这些国家来说这是增加就业、增加商业交易、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机遇，但是这也给当地资源
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水、能源、土地等），因为，相对于这些国家的众多人口来说，可利用的资源实
在太匮乏了。
　　建立在资源有效利用基础上的发展方式通过高效、合理地利用资源，能够促进产业发展，同时减
少对当地和全球的影响。
而粗放的产业发展规划则会将有限的资源消耗殆尽，威胁占全球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
　　5．2发展中国家的现状　　充分认识到贫穷国家在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差异，这是非常
重要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许多特殊方面，发展中国家资源流动的模式及由此造成的环境威胁与西方工
业化国家有很大不同。
　　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流经大型制造企业的物质流只占总物质流的很小一部分。
表5．1显示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经济部门的水资源使用情况的比较，很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例如，在印度，如果要采取保存水资源或防止水质恶化等行动措施，那么这一行动必须要在效果上超
过大型的、正式的制造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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