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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绿色合作的机制分析与案例研究》首先通过对企业绿色合作的理论基础——资源基础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工业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综合研究，探讨并推演出企业为了提高资源
利用率、降低经营成本、树立环保形象等经营目标，通过构建不同企业间工业生态链的形式，来建立
企业绿色合作关系和模式，以揭示企业开展绿色合作的动力机制。
并以工业代谢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分析与建模的方法对企业及其所构建的工业生态链进行理论分析
与描述，揭示了其中物质代谢及循环流动机理，并提出了简化的工业生态链的自循环物质流和梯级循
环物质流的基本模式及其数学表达模型。
　　随着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面对着企业生产相对有限的自然资源，人类发现工业生产所产生的环
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人类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一种围绕区域工业整体发展旨
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排放的新型企业合作模式被视为"企业绿色合作"。
企业绿色合作正逐渐成为循环经济理论所涉及的企业环境管理以及产业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的一个重要
研究课题，而目前国内外涉及企业构建产业生态链(网）而开展合作的机制研究尚不多见。
本研究从循环经济的中观层次出发，以工业生态园区内产业生态链的构建为切入点，探讨企业寻求工
业剩余物质循环再利用而开展企业间绿色合作的行为模式、动力机制以及绩效测度等问题。
　　其次，应用经济学方法对企业间的绿色经营行为进行了理论推导，通过对资源回收型企业的界定
，并对工业生态系统中以废弃物等形式存在的可再生利用的二次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进行了数学推演，
提出了具有时变回收率的二次资源回收增长变化模型。
在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下，以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绿色共生合作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将企业间绿色合作影响变量分为：基础合作变量(如关系经验、未来导向等）和特定合作变量（如高
层管理者的绿色合作意愿、企业间生态产业链的匹配程度等）。
　　再次，通过对沈阳铁西工业新区l0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对122份有效问卷应用SPSS统计软件
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包对上述影响　　变量与合作绩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了其结
构方程路径图。
研究结果表明，所设定的5个基础合作变量和7个特定合作变量与企业问绿色合作绩效所设定的5个变量
之间存在着较强相关性，验证了其理论研究假设。
　　最后，在对我国鲁北化工工业生态系统的案例分析中，对企业间绿色合作的生态效益和集聚效益
逐一论证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按生态生产力指标和按工业共生经济效益进行测算的计量经济模型，
并进行了实际数据测算。
此研究结果所提出的相关研究命题将作为未来理论研究的依据，并在理论及现实上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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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企业绿色合作的理论基础、动力机制与绩效测度本章首先通过对企业绿色合作的理论基础——
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Theory)、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社会交换理
论(SocialExchangeTheory)、工业生态学理论(IndustrialEcologyTheory)等相关理论研究工具进行综合分析
，再应用这些理论对企业绿色合作机制进行理论推演与定性分析。
围绕企业间资源的循环、再生和利用的循环经济发展中观层次，探讨并推演出企业为了实现提高资源
利用率、降低经营成本、树立环保形象以及减少企业风险等经营目标，通过构建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
生态链的形式，来建立企业绿色合作关系和模式。
在进行理论推演的同时，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企业及企业间的绿色经营行为进行了理论推导，并
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重要的是，本章将就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基础理论所提出的各项可能影响
企业绿色合作关系的因素，建构数个理论性命题以引导本研究的分析与推导；同时这些命题和假设又
是本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管理学理论的研究是需要设定一些理论假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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