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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连理工大学学术研究丛书·资源效率与区域发展：生态效率评价方法及应用》以工业园生态
化建设为研究背景，以生态效率为主线，探讨工业园生态效率的内涵，提出了工业园生态效率的定量
化测度模型，建立了基于生态效率测度的工业园区生态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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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物质平衡法　　对在一个界定的边界内的物质流和能量流进行评价称为物质流分析（MFA）。
物质流分析关注某一区域内以原材料和产品的形式表示的物质输入、以废弃物和排放物的形式表示的
产出以及存量的各种变化。
物质流分析重点是家庭及商业部分消耗的商品和服务，包括直接使用和消耗的物质。
有时它也关注“隐藏”物质流，包括开采或使用产生的矿石和废弃物、原材料开采、运输和生产使用
的能源以及因能源使用排放的温室气体。
这类数据通常根据“消耗部”来获取。
　　（1）直接物质消耗（DMC）：在区域经济中直接使用和消耗的物质总量，但是不包括出口。
　　（2）总物质消耗（TMC）：与区域淌耗相关的物质使用能量，包括直接物质消耗以及由其产生
的间接物质消耗，但不包括出口和与其相关的间接流。
　　（3）二氧化碳排放（CO2）：最常见和最易累积的源流，最为人们所关注。
　　（4）生态足迹（EF）：通常以“单位面积”作为度量单位，一单位面积等于一可生产公顷，可
以通过二氧化碳排放量，加上对土地利用的其他影响来进行计算。
　　4.应用于英国的物质流模型　　英国废弃物公司Biffaplc利用英国土地填埋税信用计划资助的机会
，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物质平衡”研究项目。
该项目主要集中在一些精选的产业部门、一定范围的物质和产品以及选定的区域或次级区域。
“物质平衡”研究常用两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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