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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编制指南》 

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编制指南》编制任务由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和甘肃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4 年下达并归口。 

编制单位：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兰州大学；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厚成。 

2、概况 

工业园区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行政

手段划出一块区域，聚集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进行科学整合，提高

工业化的集约强度，突出产业特色，优化功能布局，使之成为适应市场竞争和产

业升级的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工业园区的用途相当多元，除了工厂、厂

办等一般工业设施之外，亦可提供高科技产业使用，甚至有研究机构与学术机构

进驻。工业园区如经过妥善的开发，通常会发展成为一个产业聚落。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以物质、能量的梯次使用和

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污染零排放。它把清

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是一种“零废物”的

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世界工业文明带来环境危机，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生态安全

和经济安全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提出的一种追求可持续发展和健康发展的经济

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领域是工业系统，现在工业生产的单向线性经济

方式必须逐步转变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 3R 原则，即减量化原则，

再利用原则以及资源化原则。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则是在园区层面上通过原料、废弃物的互相交换建立循环

经济产业链，实现园区内企业群体之间的循环，从而达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产

品生产再使用和废弃物再使用的效果。从该概念可以看出，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包

括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园区循环经济是依靠企业群体来实现的；第二，企业

样体之间依靠循环经济产业链来联系；第三，园区循环经济遵循资源循环利用原

则。我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重视对工矿企业废物的综合利用，从末端治理思

想出发，通过回收利用达到节约资源，治理污染的目的。进入 90 年代，我国开

始提出源头治理的思想，从 1993 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会议

https://baike.so.com/doc/4567315-477831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72567-6285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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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的清洁生产得到发展，我国在 2002 年 6 月正式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清洁生产，加快循

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生态学规律，通过优化物

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流动，减少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使生产过程中的废

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系统和自

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处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工业集中的地区，积极

发展循环经济型产业园区，使上游企业的废物变为下游企业的原料，不断延伸生

产链条，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资源有效利用，实现废物产量最小化，甚至实现零

排放，是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园与传统工业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营建了园区内企业的

互相协同和共生关系，创造了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的模式，实现了园区

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关键技术种类的长期发展进化，是园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决定性因素，而在园区内推行清洁生产、搭建静脉产业链、实现绿色管理是实现

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为此园区在循环经济的规划和建设中，应依据生态

设计的理念，按照产品的生命周期，从产品设计开始，改进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

并引进园区内废物使用和交换技术、信息技术、管理技术等新技术，以满足区域

循环经济建设的要求，建立起资源消耗最小化，极少产生废物和污染物的高效处

理循环利用的生态产业系统。 

3、编制目的 

编制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在调研、收集资料过程中从产业结构层次、资

源能源的约束情况、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基础设施投入、融资偿债能力、科技创

新能力等方面重点分析影响园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

调整、园区综合竞争力提高、资源约束改善、资源产出率提高、环境质量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优化等方面分析循环经济建设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园区的影响

和意义。甘肃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编制规程作为各个工业园区实施循环经济

的主要依据，指导相关各单位企业进行循环经济相关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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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制过程 

编写组在接受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和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工业园区

循环经济规划编制指南》地方标准项目后，根据《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

《甘肃省“十三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内容，在调查学习国内外循环经

济工业园区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及行业准入条件等要求，

开始构建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编制指南框架。 

2014 年 7 月至 8 月，由兰州大学标准编制小组组织召开了《工业园区循环

经济规划编制指南》的开题会议，会议就该标准制定的原则、标准框架、主要内

容和具体工作承担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明确。会后编制组积极开展调查，搜集资

料，确立了工作框架。 

2014 年 8 月至 10 月，编写组深入工业园了解工作现状，并严格参考国家、

地方相关要求，确定了标准的基本内容。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5 月，通过对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汇总整理，

分析归纳，初步形成了《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编制指南》的方案，并向环保厅

及行业专家征求了意见，编写组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修改和完善。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编制组再次对标准内容进行整理修改，尤其对

组织保障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计评价考

核体系、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制、品牌系统建设、产业链接的风险承担和保障体

系、公众参与、宣传教育与交流以及能够园区循环经济发展保障措施等相关内容

进行了归纳总结、简化和调整，并对格式进行修改。 

2017 年 7 月送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进行初审。标准化处对报送的标准提

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返回编制组进行修改。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5 月，根据标准化处所提意见，编制组再次对标准的

结构和内容进行了调整、修改和补充，对术语和定义等进行了完善，补充了循环

经济产业链设计等内容，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 

5、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甘肃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编制的原则、工作程序、工作内

容、工作深度以及报告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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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甘肃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甘肃省各市县、重点企

业等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可参照使用。 

6、指导总则 

  （一）坚持创新驱动。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核

心位置，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以创新带动产业结构的全面

升级和跨越发展，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大循环经济

新技术推广应用力度，不断催生新动力、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以

创新推动主导产业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推动传统线性经济向循环经

济转型，延长产品寿命，创新商业模式，促进循环供应、资源回收和共享平台(服

务)经济发展。 

  （二）坚持协同共享。以示范区建设已经形成的基地、园区、产业链、企业

和项目“五大载体”为基础，系统推动各个行业的纵向延伸、横向耦合发展，发

挥各个行业、区域之间的协同效应，实现各个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和协作。 

  （三）坚持高效循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资源由低值利用向高值利用

转变，提高再生利用产品附加值，避免资源低水平利用和“只循环不经济”。将

发展循环经济作为预防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手段和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式。强

化监管，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确保再生产品质量安全，实现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四）坚持特色发展。总结推广全省循环经济发展典型模式，各市州根据主

体功能定位、区域经济特点、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等状况，依托特色优势产业，

科学确定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重点，合理规划布局，突出区域和行业特色，不断

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切实发挥循环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以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率先突破，推动区域循环经济发展，优化提升区域

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另外，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编制规程要符合科学性原则、先进性原则、系

统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编写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规程要概念清楚，以事实为依据，

要因地制宜并突出当地特色。根据主体功能定位、区域经济特点、资源禀赋和环

境承载力等状况，科学确定循环经济发展重点，合理规划布局，发挥区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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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地方特色，切实发挥循环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 

先进性原则：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规程作为园区循环化改造的基础，需采

用创新技术与完善的机制，这就要求园区采用现代化生物技术、生态技术、节能

技术、节水技术、再循环技术和信息技术，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生产过程管理和环

境管理标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增强发展循环经济的内生动力。 

系统性原则：工业园区虽然包含许多企业，但它是一片集中的区域，在园区

循环经济规划时就需要统筹合理，在此基础上选择重点突出企业，起到引领示范

作用。以重点企业的循环经济建设为节点，培育一批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推动循

环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产出率，促使资源由低值利用向高值利用转变，

提高再生利用产品附加值。全面推广循环经济的典型企业，促进循环经济形成较

大规模。 

7.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7.1国外相关标准研究 

国外循环经济发展时间较长，也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管理

体系。 

(一) 以美国为代表的循环消费模式 

    由于循环消费观念的普及和循环消费社会机制的形式，循环消费已成为美国

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1976 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固定垃圾处理方案》，

并要求各州制定相应的法规和计划，加强对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此外美国 1976

年颁布了《资源保护回收法》（RCRA），该法是美国固体废物管理的基层性法

律，它创建了美国固体废物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也为循环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资源保护回收法》（RCRA）为基础，美国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法规及政

策来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发展。 

(二) 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回收系统(DSD)模式 

德国是世界上发展循环经济最早、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包装废弃物

收集和处理的双元回收系统模式是循环经济运行的典型模式。下表是德国循环经

济相关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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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废弃物处置法》 

1974 《控制大气排放法》 

1976 《控制水污染排放法》 

1983 《控制燃烧污染法》 

1984 《废弃物管理法》 

1986 成立德国联邦环境保护部和各州环保局 

1991 《避免和回收包装品条例》《包装品条例》 

1994 制定《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 

1996 实施《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 

1998 《包装法令》《生物废弃物条例》 

1999 《垃圾法》《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 

2000 《可再生能源促进法》 

2001 《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法令》《废弃电池条例》 

2002 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森林繁殖材料法》《废弃木材处置条例》 

2004 《可再生能源修订法》 

2005 《电子电器法》 

2005 《包装条例》第三修正案 

2005 《电子电器法之费用条例》 

2005 《垃圾堆放评估条例》 

2005 《巴塞尔协定》之附件第二修正案 

2005 《垃圾运送法修正案》及《解散与清理垃圾回收支援基金会法》 

2006 《包装条例》第四修正案 

2006 《废车条例第一修正案》 

2006 《电子及电子器材法》 

2006 《欧盟垃圾处理条例》 

2006 《简化垃圾监控法》 

(三) 以日本为代表的立法推进模式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循环经济法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也是国际上较早建立

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可分成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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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层面是一部基本法，即《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综合性

的两部法律：《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

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 5 部专项法：《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

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绿色

采购法》。以上法规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利用作了具体规定，尤

其是《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从法制上确定了其 21 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原则。在法律体系的推动下，日本

致力于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三大资源再生系统子系统，即废物回收系统、废物

拆解、利用系统和无害化处理系统，通过这三大子系统实现了循环经济的“3R”

原则。 

7.2国内相关标准研究 

相较国外，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但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不断摸

索，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循环经济发展管理法律规范体系。 

首先，通过建立相关国家性法律，奠定循环经济体系的法律基础。 

1989 年 12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修订通过） 

2002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0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清洁生产促

进法》； 

2006 年 1 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008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0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循环经济促

进法》。 

其次，建立完善各部门相关法规，如 2011 年发布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

行管理办法》和《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以及 2014 年发布的《煤矸石综合

利用管理办法》。 

再次，建立和完善不同行业领域和各种产品的法律规范。如，《家用电器回

收利用法》、《建筑材料循环利用法》、《汽车回收循环法》、《包装容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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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循环利用法》、《食品回收法》。 

8、标准编制依据和参考资料 

8.1标准的主要编制依据 

[1]  GB/T 31088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管理通则  

[2]  GB/T 33567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规范 

[3]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  

[4]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 号）。 

[5]  《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

21 号）。  

[6]  《关于印发〈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申报、命名和管理规定（试行）〉等

文件的通知》（环发〔2003〕208 号）。  

[7]  《关于印发〈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环发〔2005〕114 号）。 

[8]  《循环发展引领行动》（发改环资〔2017〕751 号） 

[9]  《关于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7〕1778

号） 

[10]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实施意见（甘政发〔2008〕70 号） 

[11]  关于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意见（发改环资〔2012〕765 号） 

[12]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十三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的通知（甘政办发〔2016〕128 号） 

[13]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5 年） 

8.2标准的主要编制参考资料 

[1]  刘传国. 生态规划指标体系及循环经济体系构建研究——以临沂生态市规

划为例[D]. 中国海洋大学,2004. 

[2]  刘琼. 循环经济与江西省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研究[D]. 南昌大学,2007. 

[3]  刘鑫, 吴文瀚, 蔡圃,等. 甘肃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 开发研

究, 2012(6):20-23. 

[4]  王亚明, 陈怀录, 秦晓娟. 循环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园区规划实践[J]. 甘肃科

技, 2011, 27(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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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标准的组成部分及主要内容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编制规程为各个工业园区实施循环经济提供主要依

据，以此能够更好地将甘肃省建设成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本标准规定了工业

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原则，工作内容和深度以及报告书的编写要求。标准

由以下部分组成： 

（1）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甘肃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编制的

原则、工作程序、工作内容、工作深度以及报告编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甘肃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甘肃省各市县、重点

企业等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可参照使用。 

（2）规划编制原则与编制程序：本标准对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需遵循的

原则、编制过程提出了要求。本标准要求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在遵循国家和

地方有关政策、法规以及衔接其它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编制，其内容和深度应符

合 10 点要求：明确工业园区的基本情况；分析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问

题，明确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论证发展循环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明确总体思路、原则和目标；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任务；确定产业的空间

布局；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支撑项目；分析实施循环经济项目的效果；提

出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保障措施；给出与工业园区有关的重要批文、政策文件

等。 

（3）规划编制主要内容：编写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规划，需了解规划区域的

基本概况，包括工业园区所属行政区域概况、工业园区发展现状；明确园区发

展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重要意义；找到园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有利条件和

制约因素；确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任务；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布局；选

择重点支撑项目作为规划的重点内容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提出保障措施。 

标准实施效果应该从经济，环境以及社会三方面进行分析，对园区循环经

济项目的各项成本及收益进行初步全面系统的核算，评估园区循环经济发展的

成效。为保障园区循环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需提出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包

括组织保障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计评

价考核体系、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制、品牌系统建设、产业链接的风险承担和

保障体系、公众参与、宣传教育与交流以及能够保障园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其他



 

 

10 

 

措施。 

10、标准的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兰州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厚成；电话：15101313998；电子邮箱：wanghch@l

zu.edu.cn 

兰州大学 

2018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