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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化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江苏紧扣“走在前列”目标，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重点集群培育，环境高质量区域集群

已经成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依托载体。何为环境高质量区域集群？即要求紧扣“区际产业

链”和“环境高质量”两个关键，构建跨行政区域的区际产业链，打造生态环境高质量区域，形成具有高

质量环境本底的区域产业集群。

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过程，而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则是区际产

业链发展状况的反映。区际产业链不仅是区域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区域产业集群的本质特

征。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行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经济联系，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

行业形成产业链，不同产业链交织形成产业集群。行业间经济联系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产生集聚经济利

益，这种正外部性经济是区域增长和发展的基础。当一批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行业彼此间形成产业集群时，

就为区域自我支持的增长过程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区域经济活动不断吸引区域外部生产要素的流入，新

的生产活动得以引入，产业链得以延伸和向高端攀升，区域生产活动的乘数效应显著提高。当产业链突破

行政区域的局限，将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布局到其他行政区域时，跨行政区域的区际产业链得以形成。伴随

着区际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乘数效应明显提高，区域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作用日益凸显，

从而形成由多个区域的多条区际产业链构成的超大型区域产业集群。

在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也要稳步推动区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区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美丽区域建设，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美丽区域建设的始终，建立健

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区域，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江苏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

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仍存在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

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集群产业结构偏重，空间布局不够合理，国土开发强度过大，污染防治形势严

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为此，打造江苏环境高质量区域集群，既要加快建立和完善

污染减排的环境规制，为产业集群环境高质量建设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更要遵循产业集群污染排放

的边际递减规律及其所发挥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降低产业集群的污染排放需求。

区域产业集群污染排放的边际递减规律是指随着区域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产业集群水平的提高，投

入品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加大，污染排放量呈现出单边递增特征。但随着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产业集群区

域对集聚正外部性的追逐和对环境负外部性的规避，污染的边际排放量具有递减现象，由此形成产业集群

污染排放边际递减规律。这一规律表明，伴随着产业集群水平的提高，污染排放物总量不仅没有增加，反

而减少，污染排放总量持续快速增加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产业集群犹如地区污染排放的“制动器”，对

地区污染排放这辆快速行驶的“车辆”起到“减速”作用。产业集群过程本身不仅没有继续加重地区的环

境污染，反而减缓了地区环境污染，避免了地区环境质量的恶化现象，由此引发产业集群的环境污染减缓

效应。基于产业集群污染排放边际递减规律及其引发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打造环境高质量区域集群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更加注重环境规制与产业集群发展有机结合，切实凸显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区域产业集群

污染排放的边际递减规律深受环境规制的影响，一方面，伴随着区域环境规制严厉程度的增强，在每个产

业集聚水平上，污染排放量都会降低，环境污染将得到有效抑制，由此导致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

另一方面，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依赖于环境规制严厉程度的高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

与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存在联动效应，更高的产业集聚水平通过更严厉的环境规制的联动作用将

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培育高质量区域产业集群过程中，始终遵循产业集群污染排放

边际递减规律，积极推动环境规制融入高质量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之中，实现“同频共振”。既要突出

环境规制对产业集群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又要突出环境规制对产业集群污染排放的抑制和

调控作用，不断提升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端化、绿色化水平。

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走好双轮驱动的路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是一项

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系统工程，既要整体统一规划、做好顶层设计，遵循产业集群的污染排放边际递减规

律，提升产业集群整体发展水平，进一步放大产业集群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又要加强分类指导、突出区

域特色和优势，探寻不同区域产业集群污染排放的门槛阈值，针对不同产业集群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加

快其跨越产业集群水平门槛值，产生更强大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

更加注重“面上推进”与“点上突破”有机结合，充分发挥点面共振的协同效应。在“面”上，关键

是遵循产业集群边际污染的一般规律，准确把握产业集群延缓环境污染的速度和程度，积极探索在产业集

群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新路径，把产业集群发展纳入环境保护的战略布局中，实施

绿色化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在“点”上，重点是探寻江苏重点打造的 13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边际污染排

放的特殊规律，针对处于市场成熟期、国内外市场需求稳定的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高端

纺织、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高端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等 7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尚处于快速发展期、

未来增长空间大的物联网、前沿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节能环保、核心信息技术、新型显示

等 6 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短板，通过集群创新体系构建、企业技术改造升级、行业龙头骨干企业

培育、促进“制造+服务”融合发展等举措，显著提升其产业集群水平，同时降低其总排放量和边际排放量，

努力形成环境高质量区域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