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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生态产业链管理理论与应用》包括区域生态产业链的相关理论进展等内容。
《区域生态产业链管理理论与应用》运用工业生态学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链理论、博弈论等对
区域生态产业链管理理论及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
首先对该领域现有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从而构建《区域生态产业链管理理论与应用》的理论
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区域生态产业链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从而为整体研究提供坚实的实证支
持。
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区域生态产业链管理理论与应用》分别从区域生态产业链的生成
机理、结构模式、资源循环与管理三个维度开展专题研究，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生
态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问题开展了相应的对策研究。
最后，在对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区域生态产业链管理理论与应用》以老工业基地、温州产业集群、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市典型产业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以期为我国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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