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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的
路径研究

◇冉净斐 曹 静 刘清峰

一、产业生态化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1.产业生态化的基本内涵

产业生态化是从产业组织管理的角度出发，进

行生产流程的生态化改造，引入环境友好型新技术，

借助各种资源的回收再使用，一方面使产出大幅增

加，另一方面使生态环境能够保持较好的效益。产

业生态化实质是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实现产业

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共生与质地的共同提升。

2.产业生态化的目标

从产业生态化的内涵可以看出，产业生态化的

目标是：通过产业生态化的实施，实现产业生产和生

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即产业自身质量能够得到提升，

生态环境在产业提升的同时也能得到更好的改善，

最终达到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3.产业生态化的要求

要想达到产业生态化的两个目标，在产业生态

化过程中，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一是实现清洁生产。所谓清洁生产，就是在生

产过程中运用全面预防的手段，降低或者消除生产

及产品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同时又能够满足生

产需要，使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综合最大化的一种生

产模式。

二是构建产业生态集聚区。通过构建产业生态

园，使众多有相互关联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有效

地实现产业之间的互联互通，使产业之间形成一个

类似自然的生态圈，从而可以更快地促使产业生态

化转型。

三是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在加拿大、美国、日本

等国的产业生态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这些国家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给企业或者产业园

区以补贴，提高了企业产业生态化的积极性，推动了

产业生态化的发展。

二、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的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

1.南水北调水源地在产业生态化方面的具体

做法

第一，重视生态环境对产业发展的基础作用，发

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林业。在保障水源地水质安全的

前提下，水源地首先发展了生态农业和生态林业，为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提供了基础。水源地对生态农业

非常重视，提出了规模、景观、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进

“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满足农民愿望。持续

促进土地流转，建立水源地生态农业产业带。大力

推广柑橘和湖桑、金银花等传统农副产业，促使产业

生产基地逐渐变成景区，对生态产品进行深加工处

理和仓储式保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进

一步加强了全国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的建设。对高

标准粮田进行持续投入，促使优质农产品上市销

售。对“三品一标”产品及其基地进行科学认证，进

一步提高水源地生态产品的美誉度和品牌化水平。

许多地区建立了生态产业的发展机构，组建了相关

的生态产业协会，实施技术培训，提高生态农业的发

展能力。做大生态林业，培育示范林业基地，对环丹

江口水库的生态走廊、景观线路和环路生态带进行

重点培养，对石漠化加强治理，推进人工造林，使消

落区的生态隔离带更加完善，合理进行生态持续修

复，对经济林、景观林进行成片建设，保障森林资源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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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初步建立了适应水源地特色的产业结构

体系。水源地进一步加速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

伐，大力推进产业模式转变，努力建立结构合理、科

技领先、生态环保、清洁高效的产业发展体系。

第三，重视生态旅游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水源

地高度重视生态旅游业对于水源地产业发展中的特

殊作用。大力倡导旅游品牌化的发展理念。提出了

凝聚旅游发展资源、整合主要景区的旅游业发展思

路，高质量编制了建设方案。乡村旅游得到合理发

展。重视宣传对生态旅游的推动作用，积极发挥央

视和对口协作单位的帮扶优势，开展了众多推广推

介活动。

2.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方面存在的

问题

第一，大量重要的生产要素被水淹没，削弱了水

源地产业发展的基础。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

条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将破坏当地大量的

基础设施，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农业和

工业生产赖以生存的支撑点已经被破坏。农业产业

的生产运输成本增加，软环境信息被阻塞，风险系数

增大，利润空间缩小，生产成本增加。重建需要更多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无疑增加了当地的生产

成本。

耕地林地和果用地面积的绝对数量减少，直接

影响了农业生产的产量，降低了农民收入。水库淹

没区原有的大量的企业必须停产或被迫搬迁。这毫

无疑问会对水源地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人才流失也会对水源地产业发展造成威胁。核

心水源地丹江口库区的多次移民，导致大量人才外

流，降低了水源地产业发展的人才保障度。

第二，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惯性对产业生态化

产生了较大的阻尼。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利于水

源地的产业生态化。水源地很多土地比较贫瘠，农

民大量使用化肥来提高粮食的产量，水产养殖业严

重污染，是核心水源地总氮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水源地的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普遍水平不高，处

理能力较低，处理过程不能完全满足国家环保技术

的政策要求。

快速发展的服务业给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带来了

新的污染。

第三，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生态集聚区。目前，

水源地大多数地区的产业集聚区还处于一个逐渐形

成阶段，由于水源地大多交通不便，地处偏僻，很难

吸引有实力的规模化企业入驻园区。原有的地方企

业实力不足，相互关联性不高，即使进入产业园区也

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生态循环，所以延缓了水源地

产业生态化的步伐。

第四，政府的支持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水源

地政府大多级别不高，缺乏制定地方产业生态化方

面法律法规的权力，不仅如此，由于水源地大多是脱

贫之前的深度贫困地区，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重点区域，因此，财政底子薄弱，难以拿出较多的

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的产业生态化转型发展；即使实

施乡村振兴，大多数资金主要投向了农村，而产业发

展资金相对不足。所以，水源地政府在支持产业生

态化转型方面的力量还非常不足，这使得水源地企

业的产业生态化转型更加艰难。

三、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的路径

选择

1.重组生产要素，为产业生态化转型提供有效

资源保障

一是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合理进行产业的空

间布局。必须加强土地的合理使用，适当分配出一

些土地用于当地的产业发展。可在县城的周围布局

一些重要的大型无污染工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在一些重要集镇布局一些高附加值的食品加工企业

和中小型制造企业。

二是合理发挥现有人才优势，积极引进高端人

才。水源地必须更加合理地利用好当地的人才资

源，促进产业生态化转型。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利

用水源地山青水美的优势，借助国家的乡村振兴战

略，积极吸引外来人员来水源地建功立业，投入到产

业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转型的事业中去。为此，可采

用柔性引进、技术入股等方式引进高端人才。

三是积极引进区域外的先进绿色制造企业。为

改善水源地产业结构，促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

可以引进区域外的先进绿色制造企业。具体方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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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外先进绿色制造企业直接迁入、先进绿色制造

企业帮扶本地企业、先进绿色制造企业设立分支机

构等。

2.改造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逐步形成适应产

业生态化的发展模式

一是取消水源地的养殖业，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养殖业的特点，造成了它对水质污染的必然

性。因此，水源地必须全面取消养殖业。对养殖业

分离出来的劳动力资源，可以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的

方式进行转移。

二是对污染较大的企业进行关停，大力发展清

洁型企业。由于水源地地处秦巴山区，很多地方矿

藏丰富，这也就成为采矿业的重要集聚地。这些采

矿企业在采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生态资源，

而且对水质也产生较大的副作用。所以，必须关停

这些企业，使这些企业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厂房设

备等资源转型，为无污染的高新企业或者精密零件

加工业服务，促进企业的清洁化。

三是对因为发展生态旅游而造成的新的污染，

采用改造旧设备或使用绿色运输产品的方法。水源

地区域为了发展生态旅游，购买了大量的轮船，但这

些轮船的燃料大多是柴油，这又会造成对水质新的

污染。因为柴油在燃烧过程中，由于燃烧不充分，会

对水质和大气造成新的污染。发展生态旅游，本身

是产业生态化的主要内容，但若缺乏对运输工具的

合理选用，也会造成二次污染。因此，必须选用清洁

型电动船只，避免新的污染出现。

3.建立完善产业生态园区，促进产业生态化集

聚发展

一是打造核心企业，围绕核心企业建立产业生

态化集聚区。

二是按照产业关联关系，把相关企业集聚在一

起，建立统一的清洁中心。

4.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资金和政策上

促进产业生态化发展

一是争取国家环保资金，支持水源地企业的产

业生态化转型。可以利用南水北调国家对供水区的

资金支出，专门划拨成立产业生态化转型基金，用于

支持区域内企业的产业生态化转型。对于企业采用

环保设备、进行环保生产的，给予适当的财政资金支

持，促使企业更快地走向产业生态化。

二是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使水源地企业的产

业生态化转型顺利进行。水源地政府可以利用供水

区这一地理优势，向国家申请专门的产业发展政策

和产业生态化政策，用于支持企业的生态化转型。

三是加强政府监管，使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

任。水源地政府应当规定和颁布生态环境监督管理

的政策措施，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充分支持，构建

和优化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期监督体制和机

制。建立良好的企业环境保护评价和监督体系，发

挥社会、媒体等各个层面的监督积极性。增加企业

违反生态环境法律的成本，敦促企业自愿控制污染，

减少环境污染面源。

5.建立水资源补偿机制，促进水源地产业生态

化可持续发展

构建生态水资源补偿机制，对水源地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水源地生态水资源补偿机制必须科学合理，法

制透明。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科学界定补偿

的方式、范围和内容，来引导水源地正确实施生态环

境保护。国家应当制定南水北调中线引水工程的生

态、水资源保护和相应的补偿法规，科学确定合理的

补偿区域和补偿标准，采取正确的补偿方法步骤，加

强对补偿资金的科学管理，建立责任明确的监督机

制，使补偿资金全面用于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促

进水源地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发展。受水区政府和企

业可以在水源地投资建设小流域生态清洁项目，以

实施间接性补偿，或者充分利用城市优势，帮助输水

区争取更多的产业生态化的发展项目和国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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