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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实现以绿色经济为主的可持续增长是“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三大优先发展目

标之一ꎮ 为实现此目标ꎬ欧盟提出了 ７ 个配套性“旗舰计划”ꎬ将“创新联盟”旗舰计划列

于首位ꎮ 该计划旨在使创新性想法转化为产品和服务ꎬ最终帮助欧盟实现增长并应对关

键的社会挑战和环境目标ꎮ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公布的“生态创新行动计划”是实现“创

新联盟”旗舰计划的重要一步ꎬ目标是以此为指导工具ꎬ在欧盟内创造并强化对生态创新

及相关活动的需求并将它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ꎬ推动欧盟向绿色经济转型ꎮ 本文首先梳

理了生态创新概念ꎻ其次ꎬ在对生态创新行动计划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评估指标进行

分析的基础上ꎬ对欧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创新绩效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ꎻ最后ꎬ总结了欧

盟实践生态创新的经验及对我国生态创新发展的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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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创新和绿色技术被视为塑造欧洲未来的关键ꎬ是欧盟政策支持的中心ꎮ 近年

来ꎬ欧洲的绿色产业发展迅猛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间ꎬ环境产业部门规模增长超过 ５０％ꎬ①

成为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仅有的几个发展较好的经济部门之一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欧盟生态产业就业人数为 ３４０ 万ꎬ占总体劳动力的大约 １％ꎻ生态产业营业额为 ５.５ 亿

欧元左右ꎮ ２０１０ 年ꎬ全球生态产业市场大约有 １.１５ 万亿欧元ꎬ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还会增

长一倍ꎬ接近一年 ２ 万亿欧元ꎮ② 而欧洲企业为全球生态产业市场所做的贡献就占三

分之一ꎮ 由此可见ꎬ欧盟的生态创新在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上潜力巨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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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态创新概念

学术界讨论技术创新对改善环境的作用由来已久ꎬ最早可追溯至 １９６０ 年代后期ꎮ①

不过直到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ꎬ②“生态创新”(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才成为专业术语ꎮ 其最初的含

义包括环境技术和采取的末端解决方案ꎬ用于消除生产和消费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

响ꎮ ２００６ 年ꎬ欧盟委员会在题为“构建一个具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框架计划”决议中ꎬ将

生态创新定义为“采取任何可能的途径减少对环境的影响ꎬ提高应对环境压力的恢复能

力ꎬ或更加有效和负责地使用自然资源等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步”ꎮ③

但是最近几年ꎬ学术界和决策层逐渐达成共识ꎬ认为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的创新

也同样重要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２００５ 年对创新的定义是:“实施生产一种

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商品或服务)ꎬ或生产过程ꎬ或一种新的营销方法ꎬ或在经

营实践、工作场所组织架构或外部关系中实行一种新的组织方式”ꎮ④ 相应地ꎬ生态创

新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欧盟颁布了“欧盟生态创新行动计划”

(ＥＵ 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将生态创新界定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ꎬ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ꎬ提高应对环境压力的恢复能力ꎬ实现对自然资源更高效、更负责的使用

等ꎬ任何形式可导致或目的是重大和明显进步的创新”ꎮ⑤

近年来ꎬ在爆发大量的全球经济、气候和食品危机的背景下ꎬ绿色经济(ｇｒｅｅ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ｙ)概念成为学术和政策争论的中心ꎮ 然而ꎬ由于对绿色经济没有统一的定义ꎬ

对其含义也没有一个共识ꎬ因此产生了各种解读ꎮ⑥ 就生态创新而言ꎬ欧洲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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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ｒｅａꎬ ＥＥＡ)将它定义为“欧盟向实现资源节约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绿色经济转变的关键驱动力之一”ꎬ①而 ＯＥＣＤ 则认为“生态创新是激发绿色增

长并创造经济机会的要素”ꎮ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欧盟发布“通过生态创新为实现绿色经济铺平道路”报告ꎬ将生态创

新划分为六个类型(见表 １)ꎮ③

表 １　 生态创新类型

类型名称 定义和内容

产品

生态创新

产品生态创新包括商品和服务ꎮ 生产生态创新商品的目的是将对整体环境的负

面影响降到最低ꎮ 因此ꎬ环保的设计是关键ꎮ 未来的产品设计更要考虑资源的

约束ꎬ设计方式要以减少环境负面影响、减少资源使用、产品将来易于修复、可再

造及易回收等作为重要的经营战略ꎮ 生态创新型服务包括绿色金融产品如生态

租赁、环境服务如废物管理、更少的资源密集型服务(如合用汽车)ꎮ

过程

生态创新

过程生态创新是指减少物料使用、降低风险ꎬ其结果是节约成本ꎮ 包括在生产

过程中替换可能造成损害的投入(如替换掉有毒物质)、生产过程优化(如提高

能源效率)以及降低生产产出的负面影响(如排放)ꎮ 另外ꎬ降低生产中的物料

投入ꎬ即所谓的“生态包袱”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ｕｃｋｓａｃｋｓ)ꎬ④也是过程生态创新的内

容ꎮ 与过程生态创新相关的包括“清洁生产”、⑤零排放、零废物和提高原料的

利用效率ꎮ

组织方式

生态创新

组织方式生态创新是指为解决生产和产品中的环境问题而介入的组织方法和

管理系统ꎬ如污染预防计划、环境管理与审核系统(ＥＭＡＳ)⑥以及供应链管理

(指整个价值链中企业为使用可再利用、可回收物料进行生产和避免对环境破

坏而进行的合作)ꎮ 组织方式生态创新包括对不同合作组织形式及其潜在的

生态创新质量的调查ꎬ范围可能涵盖从商业网络和企业集群到产业共生的高

级解决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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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ＯＥＣ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２０１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ａ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生态包袱”概念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由德国的魏茨泽克(Ｅｒｎｓｔｖｏｎ Ｗｅｉｚｓａｅｃｋｅｒ)提出的ꎬ从投入的角度

揭示物品生产过程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所造成的附加生态压力及对生态环境的冲击ꎻ具体是指为获得有用产品
而动用的没有直接进入交易和生产过程的物料ꎬ它形象地表达出“每一件供人类享用的物品都背着一个消费者看
不到的沉重包袱”ꎮ 转引自瞿泓滢:“中国金矿资源开发中的生态包袱”ꎬ北京:中国地质大学硕士论文ꎬ２００７ 年ꎮ

“清洁生产”是污染预防的理念ꎬ即将废物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ꎬ或消融在生产过程中ꎮ
欧盟的生态管理与审核计划(Ｅｃ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 Ｓｃｈｅｍｅꎬ ＥＭＡＳ)系统是欧盟用于企业和其他组

织进行评估、报告和促进环境绩效的管理工具ꎬ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严格、最权威的环境管理工具ꎮ 欧盟委员会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通过实施 ＥＭＡＳ 的法规(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ＥＣ)Ｎｏ １８３６ / ９３)于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正式开始实施ꎮ ＥＭＡＳ
适用于公共或私人机构等所有经济实体ꎬ初始仅限定在工业领域ꎬ后通用于其他领域ꎮ 该法案自动在所有欧盟成
员国生效ꎬ无须各国议会批准ꎮ ２００１ 年ꎬ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发布第二版 ＥＭＡＳꎮ ２０１０ 年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
会发布第三版 ＥＭＡＳꎮ 经 ２０１０ 年最新版修订后ꎬＥＭＡＳ 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国家推广应用ꎮ



市场营销

生态创新

市场营销生态创新涉及产品设计或包装、植入式广告、产品推广或定价等方面

的变化ꎬ包括采取何种营销手段可以促使购买、使用或实现生态创新ꎮ 在市场

营销领域ꎬ商标是了解产品或服务商业化过程的关键ꎬ因此“绿色商标”对生态

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销售非常重要ꎬ为产品做生态标识也是生态创新市场营销

的重要内容ꎮ

社会(维度)的
生态创新

社会(维度)的生态创新是指在讨论资源消费时考虑人文因素ꎬ包括行为和生

活方式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对绿色商品和服务的需求ꎮ 如商品使用者导向的创

新ꎬ能够避免产品设计中出现不必要的功能特点ꎮ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产品共

享ꎬ即不会降低供给使用者的服务质量ꎬ同时还可绝对降低物料使用ꎮ 社会

(维度)生态创新还包括社会的创意潜力ꎬ比如绿色生活方式理念ꎮ

系统

生态创新

系统生态创新是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创新可改进或创造全新的系统ꎬ新系统

对环境的总体影响降低ꎬ并提供特定功能ꎮ 系统创新的关键特征ꎬ是通过设计

达成变化的集合ꎮ 系统创新的一个典例是“绿色城市”ꎬ通过创新和规划带来

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更加绿色化的双重变化ꎬ如城市内居民新的流动理念ꎬ不
仅解决传统的公共交通服务ꎬ还有公用自行车系统(以及像自行车站这样的相

关基础设施)以及减少到处流动的需要(这要求在新的住房开发中考虑加入超

市、日托服务设施等)ꎮ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ａ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ꎮ

二　 欧盟的生态创新行动计划:“欧洲 ２０２０”战略的基石

(一)生态创新行动计划的出台背景

为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不断需求、人口老龄化、全球化等巨大

挑战ꎬ２０１０ 年欧盟发布“欧洲 ２０２０”战略ꎬ①旨在强化欧盟实现智能型、可持续性和全

面增长的能力ꎬ使欧盟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ꎮ 该战略提议的转型变化涵盖就

业、气候变化和能源、研发、教育及贫困 ５ 个领域和实现包括以发展知识经济为主的智

能增长、以发展绿色经济为主的可持续增长和以提高就业和消除贫困为主的包容性增

长 ３ 个优先发展目标ꎮ 为实现以上目标ꎬ“欧洲 ２０２０”战略提出 ７ 个配套性的“旗舰计

划”(Ｆｌａｇｓｈｉｐ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ꎬ即创新联盟、资源节约型欧洲、欧洲数字化议程、全球化时代

的产业政策、新技能和就业议程、为青年创造流动机会以及欧洲消除贫困平台ꎮ 上述

７ 个旗舰计划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实现“欧洲 ２０２０”战略目标的实践提供了框架性条

件ꎮ 其中ꎬ“创新联盟”(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旗舰计划被列于 ７ 个旗舰计划的首位ꎬ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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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实现创新联盟目标的重要性并提醒欧盟ꎬ创新和研究是其应对挑战的主要动力ꎮ

“创新联盟”旗舰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使创新性想法转化为产品和服务ꎬ最终帮助

欧盟实现经济增长并应对社会和环境的关键性挑战ꎮ 为达此目标ꎬ２０１１ 年欧盟委员

会公布了“为可持续未来的创新———生态创新行动计划”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ＥｃｏＡＰ)ꎮ

生态创新行动计划不仅是实现“创新联盟”旗舰计划的重要一步ꎬ还是前文提到

的“欧洲 ２０２０”战略中另外三个旗舰计划的补充:“资源节约型欧洲”旗舰计划ꎬ旨在

实现向绿色经济转变ꎬ在欧盟内创造并强化对生态创新及相关投资的需求ꎻ“全球化

时代的产业政策”旗舰计划将生态创新行动计划作为指导工具ꎬ一方面确认并实施运

用关键环境技术的措施ꎬ另一方面提高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ꎬ并及时了

解和掌握产生新技术的潜力ꎻ“新技能和就业议程”旗舰计划需要生态创新行动计划

支持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竞争力ꎬ改进和开发对应的技能ꎬ解决技能与相应技

术不匹配问题ꎮ

图 １　 生态创新:欧盟实现绿色增长和“欧洲 ２０２０”战略目标的基石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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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生态创新行动计划的出台ꎬ旨在推动创新活动减少对环境的压力ꎬ提高

和畅通创新活动市场化的能力和渠道ꎬ最终实现缓解环境负担、培育增长、创造工作机

会以及提高欧盟整体竞争力的目标ꎮ

(二)生态创新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

生态创新与使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及如何进行生产和消费密不可分ꎬ开展生态创新

活动预期可获得的环境、社会及商业收益是可观的ꎮ 目前来看ꎬ欧洲的生态产业已发

展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ꎮ 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预测ꎬ欧洲的生态产业年产值将

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大约 ２.５％ꎮ① 欧盟生态创新行动计划的公布和实施ꎬ

助推环境技术引入市场ꎬ扩大了市场上环境技术的比重ꎬ从而为加快生态创新、实现

“欧洲 ２０２０”战略旗舰计划及第 ８ 个科技创新框架计划(即“地平线 ２０２０ 计划”)铺平

道路ꎮ

生态创新行动计划是由欧盟环境总司和研究与创新总司于 ２０１１ 年联合发布的ꎬ

它在欧盟 ２００４ 年发布的环境技术行动计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ＥＴＡＰ)基础上ꎬ将关注重点从绿色技术扩展到更宽泛的生态创新概念ꎬ意在通过创新

实现环境目标ꎬ强调生态创新的战略重要性ꎮ 生态创新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七个

方面ꎬ涵盖了需求面和供给面、研究领域和产业领域ꎬ以及政策工具和金融工具ꎮ 生态

创新行动计划确认了环境管理和制定环境法规对推动生态创新的关键作用ꎬ强调了研

究和创新对增加创新性技术的产出并将其市场化的重要性ꎬ同时将欧盟的生态创新放

在国际层面ꎬ提出应与国际上其他伙伴国家一起协调生态创新相关政策ꎮ

(１)运用环境政策和立法促进生态创新ꎮ

欧盟的环境立法一直以来都是促进生态创新ꎬ推动欧洲的水资源、空气污染治理、

废物管理和回收以及缓解气候变化等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ꎮ 环境政策可以引

导研发走在技术变革的最前面ꎮ 如欧盟对化学制品在登记、评估、许可和限制等方面

的规定ꎬ列出“加强管控物”(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ꎬ ＳＶＨＣ)名单ꎬ提示当更安

全的可替代物或技术无论从技术还是成本上都可行时ꎬ需要替换旧产品ꎬ以此激励研

发活动ꎬ获得更具竞争性和更安全的替代产品ꎮ 这一规定也是欧盟政策推动世界范围

内创新的范例:世界范围内的化学品企业需遵循此规定ꎬ方能研发出符合欧盟市场需

要的产品ꎮ

一般而言ꎬ一旦规制和管控框架固定后ꎬ就会限制创新的动力ꎬ还会造成标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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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相对滞后ꎬ成为生态创新的障碍ꎮ 因此ꎬ欧盟决定就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定期重新

讨论ꎬ并强化法律法规对推动生态创新的作用ꎮ 在构建创新联盟过程中ꎬ欧盟委员会

在环境领域承担对法律法规的监督职能ꎬ如对既有法规进行修正并增加新的规定条

款ꎬ为促进生态创新提供一套统一的法规框架ꎮ

在环境政策和立法方面ꎬ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了极具价值的合作ꎬ为

更好地支持生态创新ꎬ在市场动力、技术发展、不同政策工具的协调和连贯一致等方面

共同改进政策ꎮ

近年来ꎬ欧盟已在以下五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在以往工作基础上ꎬ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１２ 年开发了一套方法ꎬ用于评估环境立法可能出现的障碍和影响、与生态创新有关

的政策和规定ꎬ以及扩大生态创新市场的最优模式ꎻ二是欧盟委员会分别对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资源效率路线图”框架中关于水资源政策、空气质量和排放标准、

建筑标准、再利用、再循环以及垃圾填埋场的分拣过程等目标重新修订ꎬ将生态创新目

标整合在一起ꎻ三是以生态创新潜力为中心修订目前的基础设施标准ꎬ包括运输、能

源、建筑和信息通信技术ꎬ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ꎻ四是欧盟委员会开发了针对铜、

纸张、玻璃、塑料、堆肥和其他垃圾的最终处理标准ꎬ推动开发废物收集、分拣和处理方

面的创新型技术ꎬ以在未来获得高质量的二次原料ꎻ五是开发欧盟层面废物处理活动

的最低规格标准ꎬ符合成本节约原则ꎬ其前提是可以获得最好的技术和创新性解决方

案ꎮ

(２)支持建立生态创新的示范项目和伙伴关系ꎬ将有发展前景的可用技术推向市

场ꎮ

通过创新获得新技术ꎬ再通过商业行为将新技术转化为市场上的产品ꎬ这两项活

动之间仍存在不小的鸿沟ꎮ 创新性的污水处理和净化污水技术就存在这样的问题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关键使能技术(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ＫＥＴｓ)高级专家小组向欧盟委

员会提交的报告中ꎬ①就强调了资助产品开发和示范活动的重要性ꎬ目的是消除技术

和技术市场化之间的障碍ꎬ最终提高欧洲的竞争力ꎮ

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欧盟委员会开始有目标地支持生态创新示范项目ꎬ特别是进行创

新技术开发的伙伴关系示范项目ꎬ无论该技术最终能否转化为推向市场的产品ꎮ 欧盟

优先资助那些着眼于未来、符合更为严苛和环保的环境标准的技术ꎬ最终目的是将技

术推向市场ꎬ转化为市场化产品ꎮ 这一领域已开展的工作包括:２０１２ 年通过“第七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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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计划”最后一次征集研究计划(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通过“地平线 ２０２０ 计划”)ꎬ在所有产

业部门筛选技术示范项目ꎬ涵盖领域包括建筑垃圾、废水和淤泥处理、农用杀虫剂和农

药、电子电器设备废物(包括稀有金属)等ꎮ
(３)针对一些主要商品和服务的规格标准和绩效开发生态创新新标准ꎬ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ꎮ
具有更高要求的新规格标准和绩效目标对支持创新、提高产出和增加欧盟单一市

场开放机会来说都是强有力的工具ꎬ而用于说明产品绩效标准的标识计划则是推动生

态创新的有利工具ꎮ 例如ꎬ自从实施能源节约政策和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推行能源标识指

导措施以来ꎬ家用电器市场就已经开始转向能源节约型产品ꎮ① 对制冷设备、洗衣机

等产品能源标识的统计显示ꎬ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预计将节约 ７００ 太千瓦时的能源ꎬ同
时还可提高欧洲产业的竞争力ꎮ

根据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化战略ꎬ欧盟委员会确信ꎬ新标准或经修订后的标准

将是推动创新的强大动力ꎬ不仅不会产生惰性或技术锁定ꎬ而且是绩效导向的ꎬ并且充

分考虑了资源节约、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ꎮ②

与此同时ꎬ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与国际标准化机构也在开展合作ꎬ计划建立

一个互动的程序系统ꎬ确定和优先发展在推动生态创新方面进行标准开发以及绩效目

标最有潜力的领域ꎮ
(４)为生态创新领域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工具和支持服务ꎮ
私人部门ꎬ特别是中小企业ꎬ尤其需要公共部门的财政支持加速生态创新ꎮ 由于

市场相对不成熟ꎬ生态创新领域的小企业预期商业风险更大ꎬ获得资金支持更为困难ꎮ
因此ꎬ欧盟决定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创造更有利的融资环境和更灵活的风险共担条

件ꎬ另外ꎬ还计划给予生态创新领域的中小企业更多支持ꎬ以增加它们的投资意愿和市

场信心ꎮ
欧盟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已开始分步骤地引导资金流向生态创新领域ꎬ这在第七

框架计划中已有所体现ꎬ“地平线 ２０２０ 计划”的特别项目“解决社会挑战项目”和“创
造产业领导力和竞争性框架项目”又进一步增加了对生态创新的资金支持ꎮ

在上述两个框架计划下ꎬ欧盟取得的进展包括:其一ꎬ欧盟委员会继续创造便利条

件ꎬ帮助中小企业抓住生态创新创造的商业机会ꎬ提高中小企业购买促进生态创新技

能的意识ꎻ其二ꎬ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欧盟委员会在欧洲逐渐建立起一个生态创新金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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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网络ꎬ引导资金ꎬ使政策能更好地为快速投资和融资服务ꎻ其三ꎬ欧盟委员会还

帮助生态创新领域的欧洲企业更好地接触全球市场ꎮ 欧洲企业网络、设在欧洲之外的

技术中心和欧盟代表团都会为生态创新领域的企业提供参加贸易展或贸易访问的支

持ꎬ也会为它们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需求评估ꎻ其四ꎬ欧盟委员会还通过“环境技术认

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ＥＴＶ)项目ꎬ推动新的环境技术和生态创新

解决方案进入欧盟和全球市场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欧盟委员会与欧盟成员国一起ꎬ通过区域性创新战略ꎬ将生态创

新纳入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框架计划的重点工作项目ꎮ “地平线 ２０２０ 计划”则突出了生态

创新的作用ꎬ尤其强调在开创市场最初阶段给予生态创新型中小企业帮助ꎮ

(５)促进生态创新国际合作ꎮ

生态创新是通过“绿色化”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关键要素ꎮ 在欧盟委员会发

布的“里约＋２０:迈向绿色经济和更好治理”通讯①中ꎬ就特别强调了需要为促进全球

的生态创新制定市场和规制措施ꎬ并确保实施ꎮ

在“欧洲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框架”通讯②中ꎬ欧盟委员会提出更大力度地整合研究

投资和研究活动ꎬ通过跨国家、跨地区协调深化欧洲研究区(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ꎬ

ＥＲＡ)建设ꎬ提高欧洲在研究和创新方面的吸引力ꎮ

为此ꎬ欧盟建立了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平台(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ＦＩＣ)ꎬ以此协调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与第三国的联

合科技创新计划ꎬ其中既包括生态创新ꎬ也包括生态创新能力建设ꎮ

欧洲的生态创新企业与新兴经济体进行了很多合作ꎮ 欧盟委员会在鼓励其与新

兴经济体进行双边和地区对话时ꎬ对环境产品和服务标准制定统一化标准ꎬ保护知识

产权ꎮ

在双边和多边政策对话以及贸易磋商和协定中ꎬ欧盟加强生态创新政策沟通ꎬ包

括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自由化措施ꎬ消除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成本羁绊、投

资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ꎮ

欧盟还将环境技术和生态创新纳入与邻国的合作内容ꎬ如东部伙伴关系以及与南

地中海和黑海共享民主和繁荣协同合作伙伴关系ꎮ

欧盟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联合国产业发展组织开展合作ꎬ加强国家间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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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网络建设ꎬ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生态创新者进行交流创造便利条件ꎮ

作为“里约＋２０”进程的一部分ꎬ欧盟准备在 ２０２０ 年与国际合作伙伴一起ꎬ将生态

创新纳入国际可持续发展对话和“里约＋２０”峰会成果中ꎬ这将是加速向绿色经济转型

的促进因素ꎮ

(６)支持开发新技能和新工作岗位以及相关培训项目ꎬ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ꎮ

为实现向更加绿色的经济转变ꎬ需要开发新的技能并相应地为企业提供更熟练的

劳动力ꎮ 因此ꎬ需要将技能供给与劳动市场需求匹配起来ꎬ特别是与绿色经济相关岗

位所需的新兴技能ꎮ 为此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欧盟委员会建立了“欧盟技能总览” (ＥＵ

Ｓｋｉｌｌｓ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①数据库ꎬ通过提供有关目前和未来绿色产业部门各行业、各国家所

需技能现有数量和不匹配数量等信息ꎬ引导劳动市场的流动ꎮ

(７)通过欧洲创新伙伴关系促进生态创新ꎮ

欧洲创新伙伴关系(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ꎬ ＥＩＰｓ)是在“欧洲 ２０２０”战略

的“创新联盟”旗舰计划中提出的ꎬ为解决欧盟企业所面对的特定社会挑战ꎬ围绕加快

重大突破性创新ꎬ整合要素和资源ꎻ在原材料、可持续农业和水资源领域率先实行欧洲

创新伙伴关系ꎬ优先实现资源节约型ꎻ以生态创新为主要支持工具ꎬ将进一步实现资源

节约型经济、环境目标以及获得商业机会这几个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ꎮ

为促进生态创新ꎬ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尝试实施绿色采购ꎮ 另外ꎬ在其他一些有

发展潜力的领域ꎬ如从生物废物中提取沼气、生态系统服务等ꎬ欧盟委员会与欧盟成员

国密切合作ꎬ以期找到以上领域中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对接的最好方式ꎮ

(三)欧盟对生态创新政策的统筹协调

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是影响社会对生态创新接受度的主要障碍ꎬ其中包括生态创

新型技术、服务和产品等ꎮ 因此ꎬ成员国、地方和地区政府、产业部门和民间社会等均

需努力提高生态创新意识ꎬ理解生态创新作为关键要素推动更绿色和更可持续经济的

重要性ꎬ及其在创造增长、增加就业岗位方面的作用ꎬ提高社会对生态创新的接受度ꎮ

为此ꎬ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专门成立高级别工作组对生态创新政策进行统筹协

调ꎮ 该工作组包括来自各成员国环境、研究和产业部的代表ꎬ将各成员国相关部门紧

密联系在一起ꎬ便利信息交流ꎬ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指导ꎮ 为提高生态创新意识ꎬ欧盟开

发了一系列实施工具ꎬ其中包括“生态创新论坛”(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ａ)ꎮ 从 ２０１１ 年开

始ꎬ欧盟创建“生态创新计分板” (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ꎬ Ｅｃｏ－ＩＳ)和其他相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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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ꎬ发布欧盟及其成员国生态创新绩效数据ꎬ帮助监督和评估生态创新措施及其采取

的行动等生态创新进展ꎮ 其中成员国数据有助于对各国层面生态创新相关信息、对生

态创新的规制以及政策制定实践进行分析ꎬ最终将生态创新最好的实践活动推广至成

员国ꎮ

三　 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结果

(一)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生态创新计分板是欧盟对成员国生态创新绩效进行评估的工具ꎮ 它通过涵盖 ５

个领域的 １６ 个指标(从最初于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２０１０ 年生态创新计分板”的 １３ 个指标

增加到目前的 １６ 个指标)ꎬ对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进行全方位的测量ꎬ评估每个成员国

与欧盟平均水平相比在不同维度的表现、各自优势和不足ꎮ

这 ５ 个领域分别是:生态创新投入、生态创新活动、生态创新产出、资源节约成效

及社会经济效益ꎮ 其包括的 １６ 个指标分列如下:

(１)生态创新投入

生态创新投入ꎬ主要考察激发创新活动的融资及人力资源投资ꎬ共有 ３ 个评估指

标:１)政府环境和能源研发拨款和支出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ꎻ２)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和研

究人员总额占全部就业人数的百分比ꎻ３)初期绿色投资总值ꎮ

(２)生态创新活动

生态创新活动指标是为了说明在一个特定国家ꎬ企业在生态创新领域的活跃程

度ꎬ包括 ３ 个评估指标:１)单位产出中通过创新活动减少原材料投入的企业数量占全

部企业数量的百分比ꎻ２)单位产出中通过创新活动减少能源投入的企业数量占全部

企业数量的百分比ꎻ３)获得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注册认证的组织机构数量(每百

万人口)ꎮ

(３)生态创新产出

生态创新产出ꎬ主要通过考察专利、学术出版和媒体的贡献等衡量生态创新活动

的产出质量ꎬ共有 ３ 个评估指标:１)生态创新专利拥有量(每百万人口)ꎻ２)生态创新

学术出版物(论文、著作等)数量(每百万人口)ꎻ３)生态创新相关内容的媒体报道频率

(仅计算电子媒介ꎬ如广播、电视等)ꎮ

(４)资源节约成效

资源节约成效指标ꎬ是将生态创新绩效放在一国资源节约的维度下进行评估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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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４ 个评估指标:１)物质生产力(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原材料消耗量比值)ꎻ２)水资

源生产力(国内生产总值与水资源消耗量比值)ꎻ３)能源生产力(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

能源消耗总量比值)ꎻ４)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ꎮ

(５)社会经济成效

社会经济成效指标ꎬ旨在说明生态创新绩效对社会(如就业)和经济(如收益、出

口等)带来的正面影响的程度ꎬ它包括 ３ 个指标:１)生态产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

比ꎻ２)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ꎻ３)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

收益占所有产业部门总收益的百分比ꎮ

以上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评估指标涵盖了对生态创新从投入到产出以及对社会经

济影响的全面评估和考察ꎬ其评估结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ꎮ

(二)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评估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ꎬ欧盟对生态创新绩效的评估指标覆盖了与生态创新相关

的关键领域ꎬ包括投资、企业绩效、经济效益和环境成效等ꎬ以此来考察欧盟成员国与

欧盟平均水平相比在生态创新绩效总体及不同维度上的表现ꎮ 通过对 １６ 个评估指标

的综合分析ꎬ２０１５ 年欧盟 ２８ 个成员国生态创新绩效表现总体稳定且都较前几年有所

提高和改善ꎮ 其中ꎬ北欧国家仍在生态创新领域总体表现上处于领先地位ꎬ远远高于

欧盟平均水平ꎮ 具体情况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欧盟生态创新绩效状况

资料来源:“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ｅｃｏａｐ / ｓｃｏｒｅ￣

ｂｏａｒｄ＿ｅ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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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２ 所示ꎬ２０１５ 年共有 １２ 个国家的生态创新绩效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ꎬ其中有 ６

个国家(包括丹麦、芬兰、瑞典 ３ 个北欧国家)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 ２０％以上ꎬ丹麦和

芬兰均表现优异ꎬ名列第一和第二位ꎬ分别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 ６７％和 ４０％ꎮ 这 １２

个生态创新绩效水平较高的国家都具有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竞争力ꎬ如德国

(第四位)、法国(第六位)和英国(第八位)ꎮ

２０１５ 年共有 １６ 个国家的生态创新绩效低于欧盟平均水平ꎮ 即便如此ꎬ捷克、荷

兰、比利时和斯洛文尼亚四国的绩效表现均较为稳定ꎬ分别比欧盟平均水平低 １％到

４％ꎮ 而从数据来看ꎬ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生态创新绩效水平相对较低ꎮ

将 ２０１５ 年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表现与往年相比ꎬ会发现生态创新绩效受一国内外

经济环境和政策激励影响较大ꎮ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ꎬ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造成一

些国家如爱尔兰、法国、葡萄牙等经济停滞ꎬ缺乏投资的动力ꎬ相应地生态创新绩效表

现也差强人意ꎮ 而伴随欧洲经济缓慢复苏ꎬ其生态创新绩效也随之显著提高ꎮ 另外ꎬ

北欧的三个欧盟成员国在历年绩效排名中均在前五名内ꎬ与其国内鼓励创新的政策环

境密不可分ꎮ 欧盟 ２０１５ 年生态创新绩效排名及与往年比较情况见表 ２ꎮ

表 ２　 欧盟成员国 ２０１５ 年生态创新绩效排名及与往年比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排名 国家
生态创

新绩效
排名

生态创

新绩效
排名

生态创

新绩效
排名

生态创

新绩效
排名

生态创

新绩效

１ 丹麦 １６７ ４ １２９ ２ １３６.２１ ３ １３８.３１ ２ １５４.９２

２ 芬兰 １４０ １ １３８ １ １４９.７７ １ １４８.６ １ １５６.４５

３ 爱尔兰 １３４ １１ ９５.４ ８ １１２.８５ ８ １１８.２２ ９ １０１.４５

４ 德国 １２９ ３ １３１ ４ １２０ ７ １２２.８８ ３ １３８.５７

５

５

瑞典

卢森堡

１２４

１２４

１

７

１３８

１０９

３

１１

１３３.５９

１０８.２６

２

４

１４１.７３

１２９.９３

５

１３

１２８.１７

９３.６８

６ 法国 １１５ ８ １０８ １３ ９６.１３ １３ ９９.４１ １２ ９６.３

７ 奥地利 １０８ ９ １０６ ９ １１１.６ ６ １２５.２９ ４ １３０.９７

８

８

８

西班牙

意大利

英国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６

１２

５

１１０

９５

１２２

５

１４

１２

１１８.１５

９１.７１

１００.８８

５

１５

１２

１２８.３９

９０.１８

１０４.９３

１０

１１

８

１００.７４

９７.９８

１０２.６８

９ 葡萄牙 １０２ １４ ７８.６６ １６ ８３.５６ １８ ８１.３５ １６ ７１.５７

１０ 捷克 ９９ １７ ７１.３ １５ ９０.４６ １４ ９１.４６ １５ ７３.２

１１ 荷兰 ９８ １３ ９１ １０ １１１.２３ １１ １０８.６７ ７ １１０.４２

１２ 比利时 ９７ １０ １００.５ ６ １１７.５９ ９ １１５.２２ ６ １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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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斯洛文尼亚 ９６ １５ ７７ ７ １１４.５６ １０ １０８.９７ １４ ７４.５１

１４ 罗马尼亚 ８２ ２１ ６３ １８ ７８.１５ ２２ ６７ ２５ ５１.６８

１５ 匈牙利 ８１ ２２ ６０ ２１ ７３.３ １６ ８２.５７ １７ ６９.６４

１６ 爱沙尼亚 ８０ １６ ７２ １９ ７７.５８ ２０ ７３.８６ ２２ ５５.９９

１７ 拉脱维亚 ７５ ２３ ５５ ２３ ７０.６９ １９ ７７.３１ ２０ ５９.７６

１８ 立陶宛 ７３ １８ ６６.３ ２７ ５２.７８ ２５ ５２.４７ ２７ ４５.１７

１９ 希腊 ７２ １９ ６６ ２４ ６７.３９ ２４ ５９.３２ ２３ ５４.７６

１９ 斯洛伐克 ７２ ２４ ５４ ２５ ５４.４３ ２６ ５１.９３ ２６ ４８.１５

２０ 克罗地亚 ６７ ２０ ６５ － － －

２１ 马耳他 ６４ １７ ６７ ２２ ７２.１３ １７ ８１.５ １８ ６５.７７

２２ 塞浦路斯 ６０ ２５ ４４.３ ２０ ７３.９１ ２１ ７１.３１ １９ ６３.７２

２３ 波兰 ５９ ２６ ４４ ２６ ５４.３９ ２７ ５０.３９ ２４ ５３.５８

２４ 保加利亚 ４９ ２７ ３８ １７ ７９.６１ ２３ ６６.５７ ２１ ５７.６９

　 　 数据来源: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ｅｕ / ꎻ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ｅｃｏａｐ /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ｅ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ꎮ

注:克罗地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成为欧盟成员国ꎬ因此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相关数据缺失ꎮ

如表 ２ 所示ꎬ位于北欧的三个欧盟成员国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一直在欧盟生态创新绩效

领域居领先地位ꎬ其中芬兰连续四年居欧盟首位(２０１５ 年第二位)ꎬ丹麦由往年第二位跃

居第一ꎮ 德国的绩效表现比较稳定ꎬ除 ２０１１ 年以外(第七位)一直位于第三或第四位ꎮ
国内经济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如法国、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通过整固财政

及实行结构改革ꎬ经济也随之开始恢复增长ꎬ因此生态创新绩效显著提高ꎮ 爱尔兰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由第九位(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位)跃升至欧盟第三位ꎬ法国由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排在十

名以外到 ２０１５ 年跃居第六位ꎬ葡萄牙由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排在第 １６ 名以外跃居第九位ꎬ意
大利由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第 １５ 和 １４ 位提高到 ２０１５ 年的第八位ꎮ 上述国家中所谓的

“欧猪五国”就占了三个ꎬ说明生态创新绩效受到经济复苏的正面影响ꎮ
通过对表 ２ 中欧盟历年生态创新绩效数据比较还发现ꎬ欧盟生态创新绩效存在极

大不平衡ꎬ与欧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基本一致ꎮ 生态创新绩效高于欧盟平均

水平的国家主要在北欧和西欧ꎬ而生态创新绩效差强人意甚至较差国家主要来自中东

欧地区ꎬ比如波兰(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以来在欧盟生态创新绩效排名中已连续四年处在

倒数第二位)、保加利亚(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均倒数第一)、斯洛伐克(一直在倒数第一

和第二位徘徊ꎬ２０１５ 年稍有改善上升了 ４ 位)ꎬ这些国家本来就处在急需产业升级和

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阶段ꎬ缺乏研发和创新投资以及开发绿色技术的早期投资ꎬ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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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相关的经济活动也相对落后ꎮ 不过也应看到ꎬ这些国家虽然绿色技术市场尚处在

发展初期ꎬ但具有非常可观的增长潜力ꎮ

分析欧盟 ２０１５ 年生态创新绩效状况ꎬ还可对生态创新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生态创

新投入与产出和生态创新环境效益及社会经济效益这四大类的结果进行比较(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欧盟生态创新投入与产出和环境效益及社会经济效益状况

排名 国家
生态创

新投入
排名 国家

生态创

新产出
排名 国家

生态创

新资源

节约成效

排名 国家

生态创

新社会

经济效益

１ 丹麦 ３６８ １ 卢森堡 ２０５ １ 卢森堡 １３１ １ 捷克 １４７

２ 爱尔兰 ３１０ ２ 芬兰 １９０ ２ 英国 １２６ ２ 斯洛文尼亚 １４２

３ 芬兰 １８２ ３ 瑞典 １６０ ３ 荷兰 １２４ ３ 法国 １３８

４ 德国 １５４ ４ 丹麦 １５７ ４ 意大利 １１６ ４ 匈牙利 １２６

５ 英国 １２６ ５ 德国 １４０ ５ 西班牙 １１２ ５ 芬兰 １２０

６ 瑞典 １２１ ６ 奥地利 １３６ ６ 法国 １０８ ５ 罗马尼亚 １２０

７ 法国 １１１ ７ 塞浦路斯 １３２ ６ 丹麦 １０８ ６ 拉脱维亚 １０９

８ 卢森堡 １０６ ８ 意大利 １１７ ７ 德国 １０７ ７ 荷兰 １０８

９ 奥地利 ９８ ９ 比利时 １１１ ７ 奥地利 １０７ ８ 西班牙 １０５

１０ 西班牙 ９４ １０ 法国 １０８ ８ 爱尔兰 １０４ ９ 意大利 １０１

１１ 比利时 ８９ １１ 荷兰 １０６ ８ 马耳他 １０４ １０ 爱沙尼亚 １００

１２ 葡萄牙 ７９ １２ 西班牙 １０２ ９ 瑞典 １０２ １１ 葡萄牙 ９９

１３ 爱沙尼亚 ７８ １３ 希腊 １０１ １０ 比利时 ９８ １２ 瑞典 ９３

１４ 意大利 ７５ １４ 斯洛文尼亚 ９８ １１ 葡萄牙 ８６ １３ 斯洛伐克 ８７

１５ 斯洛文尼亚 ７４ １５ 拉脱维亚 ９５ １２ 匈牙利 ８１ １３ 德国 ８７

１６ 匈牙利 ７２ １６ 克罗地亚 ８９ １２ 立陶宛 ８１ １３ 英国 ８７

１７ 荷兰 ６６ １７ 葡萄牙 ８３ １３ 克罗地亚 ８０ １３ 立陶宛 ８７

１８ 捷克 ６３ １８ 英国 ７４ １４ 斯洛伐克 ７８ １４ 丹麦 ８６

１９ 希腊 ５７ １９ 爱尔兰 ６５ １４ 希腊 ７８ １５ 保加利亚 ８１

２０ 拉脱维亚　 ４３ ２０ 立陶宛 ５９ １４ 斯洛文尼亚 ７８ １６ 波兰 ７７

２０ 立陶宛 ４３ ２１ 波兰 ５８ １５ 塞浦路斯 ７７ １７ 奥地利 ７３

２１ 波兰 ４０ ２２ 马耳他 ５５ １５ 芬兰 ７７ １８ 比利时 ７１

２２ 罗马尼亚 ３９ ２３ 罗马尼亚 ５３ １６ 拉脱维亚 ７０ １９ 爱尔兰 ６３

２３ 斯洛伐克 ３８ ２３ 爱沙尼亚 ５３ １７ 捷克 ６６ ２０ 希腊 ６１

２４ 马耳他 ２５ ２４ 斯洛伐克 ５２ １８ 罗马尼亚 ６４ ２１ 卢森堡 ６０

２５ 克罗地亚 ２１ ２５ 捷克 ４７ １９ 波兰 ６２ ２２ 克罗地亚 ４９

２６ 保加利亚 １９ ２６ 保加利亚 ２７ ２０ 爱沙尼亚 ４８ ２３ 马耳他 ４６

２７ 塞浦路斯 １４ ２６ 匈牙利 ２７ ２１ 保加利亚 ４６ ２４ 塞浦路斯 １７

　 　 数据来源:“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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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创新投入效率高ꎬ意味着专利数量、学术出版数量等生态创新产出较高ꎬ而生

态创新产出和环境效益与效率提高ꎬ目的是减少环境成本的同时提高福利水平ꎬ即将

环境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结合起来ꎮ 如表 ３ 所示ꎬ２０１５ 年高居欧盟生态创新绩效榜

首的丹麦也是生态创新投入最多的国家ꎬ对生态创新活动水平具有积极影响ꎬ其生态

创新产出和资源效率也名列前茅ꎬ但由于在生态产业就业人数、生态产品出口等方面

并不突出ꎬ因此不能将高水平的生态创新产出转化为更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效益ꎬ反而

位列倒数第 １１ 位ꎬ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ꎮ 类似情况的还有卢森堡、德国、比利时等国ꎮ

卢森堡在生态创新产出和资源效率领域都居欧盟首位ꎬ但未能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

(居欧盟倒数第四位)ꎮ

法国和西班牙两国都能将生态创新活动很好地转化成社会经济效益ꎮ 法国虽然

在生态创新投入领域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ꎬ但只排在第七位ꎬ生态创新产出也只排名第

十ꎬ却高效地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此领域排名第三)ꎮ 瑞典在生态创新各领域的表

现也比较均衡ꎬ能够将环境利益与社会经济利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ꎮ

值得注意的是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６ 个中

东欧国家ꎬ虽然生态创新投入远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ꎬ但都非常重视提高生态创新的

社会经济效益ꎬ如制定专门政策提高生态产业就业人数ꎬ促进生态产业出口等ꎬ因此生

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都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ꎬ特别是捷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在此领

域分别排在第一、第二和第四位ꎮ

某些国家偏重促进生态创新的环境效益ꎬ如马耳他ꎬ尽管该国无论生态创新投入

与产出还是社会经济效益水平均排在最后几名ꎬ但在资源节约效率方面表现突出ꎬ排

名第八ꎬ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ꎮ

图 ３　 ２０１５ 年欧盟生态创新社会经济效益状况

数据来源:“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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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创新绩效高的欧盟国家通常其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竞争力也高ꎮ 但由于这

些国家人均 ＧＤＰ 高ꎬ其原材料和能源消费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也高ꎮ 从以上对 ２０１５

年欧盟生态创新绩效和资源节约成效与社会经济效益等领域的指标分析说明ꎬ生态创

新绩效高并不绝对意味着环境绩效高ꎬ甚至有的生态创新领先国家在环境绩效方面表

现极差ꎬ典型的例子是芬兰ꎮ 资源效率和效益是影响芬兰生态创新表现的主要障碍ꎮ

虽然随着能源消费和汽车使用增长速度的下降ꎬ芬兰社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出现了明

显下降ꎬ但仍然比欧盟成员国平均排放量高近 ２０％(２０１３ 年)ꎮ 芬兰政府明确表示ꎬ将

提高可再生资源在能源生产中的比例ꎬ不过政策效果的显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ꎮ

对表 ３ 的分析说明ꎬ生态创新的核心问题是要在减少环境成本的同时获得足够的

经济福利ꎬ即应兼顾环境效益和经济利益ꎬ将生态创新投入与产出和环境效益与社会

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制定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ꎮ

表 ４　 欧盟国家生态创新绩效比较

(１)生态创新绩效总体表现

北欧的丹麦、芬兰、瑞典三个欧盟成员国绩效水平最佳ꎬ爱尔兰伴随经济复苏其国内生态创

新发展强劲ꎬ位居第三ꎮ 德国表现平稳ꎮ 中东欧国家和南欧的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等国仍低

于欧盟平均水平ꎮ

(２)生态创新投入

生态创新投入表现最好的国家是丹麦、芬兰两个北欧国家和爱尔兰ꎬ其中丹麦和爱尔兰远

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ꎮ 丹麦和芬兰此项表现一直最优ꎬ主要归因于其初期绿色投资总值极高ꎮ

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生态创新投入水平较低ꎮ

(３)生态创新活动

捷克、葡萄牙、德国、瑞典和芬兰由于本国生态创新领域企业数量以及获得欧盟“生态管理

与审核计划”ＥＭＡＳ 认证ꎬ特别是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数量而在此领域得分最高ꎮ 罗马

尼亚、爱尔兰和西班牙也表现不俗ꎮ 欧盟不同成员国之间在此领域的表现差异极大ꎮ

(４)生态创新产出

生态创新产出前几位国家如卢森堡、芬兰、瑞典、丹麦和德国的登记生态专利数量高ꎮ 除斯

洛文尼亚和拉脱维亚接近欧盟平均水平以外ꎬ中东欧国家普遍低于欧盟平均值ꎬ其中几个国家

登记的生态专利数量极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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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资源节约成效

通过比较资源生产力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可以发现ꎬ资源节约成效表现最好的国家是卢森

堡、英国及荷兰ꎮ 这三个国家连续几年在此领域表现最佳ꎮ 国内生产总值低的国家资源生产率

也比较低ꎮ 除芬兰以外(已连续数年)ꎬ所有北欧国家此项都高于欧盟平均水平ꎮ

(６)社会经济成效

捷克、斯洛文尼亚和法国排在前列ꎮ 一些中东欧国家在生态产业的登记就业数量所占比例

很高ꎬ与该国在此部分的较低收益额形成反差ꎮ 卢森堡、克罗地亚和马耳他排在最后几名ꎬ塞浦

路斯此项表现最差ꎮ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四　 欧盟生态创新的经验和启示

欧盟极为重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ꎬ提出应重视发展过程中对环境和资源的

影响ꎬ为实现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ꎬ应着重发挥生态创新的基石作用ꎮ 欧盟

自发布生态创新行动计划和 ２０１０ 年对生态创新绩效进行评估以来ꎬ生态创新对创造

就业、促进增长和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ꎮ 欧盟的生态产业已经成

为非常重要的经济部门ꎬ其年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钢铁、制药业和汽车

产业ꎮ 目前ꎬ欧盟内的生态产业以大约每年 ８％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ꎬ其中废物处理

产业占 ３０％ꎬ水供给产业占 ２１％ꎬ废水处理产业占 １３％ꎬ可再生材料产业占 １３％ꎮ 生

态产业对就业的贡献也很大ꎬ欧盟发布生态创新行动计划之前的五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

内就创造了 ６０ 万个工作岗位ꎮ①

如前所述ꎬ欧盟在多年前即已重视生态创新ꎬ２００６ 年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对生态

创新概念内涵及外延做了界定ꎬ明确生态创新的重要意义ꎮ １９９３ 年发布、１９９５ 年开始

实施生态管理与审核系统认证(ＥＭＡＳ)等环境管理标准并在 ２０１０ 年后开始在全球范

围内推广ꎬ欧盟还积极谋求开展生态创新国际合作ꎮ 无论从生态创新绩效还是从相关

支持政策和措施来看ꎬ欧盟都可以说是生态创新的先驱ꎬ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ꎬ积累了

很多经验ꎬ值得中国借鉴ꎮ
第一ꎬ确立生态创新意识ꎬ明确生态创新对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作用ꎬ制定专门的

系统性宏观政策引导和规制ꎬ包括建立融资机制、经济激励、绩效评估系统等ꎬ推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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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转型ꎮ

当今的全球经济均需适应环境和资源约束ꎬ而生态创新便是必选之路ꎮ 事实上ꎬ

目前很多国家政府、甚至包括企业都日益意识到生态创新带来的商机ꎮ 罗兰贝格战略

咨询公司 ２００７ 年就预计ꎬ到 ２０２０ 年全球生态产业销售额将达到 ３.１ 万亿欧元ꎬ将生

态技术称为 ２１ 世纪的领先产业ꎮ① 生态创新是向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要素ꎮ

绿色经济是低碳、资源节约和社会包容ꎬ是在可持续资源开采和使用范围内实现

繁荣的经济系统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包括创新和绿色发展在内的五

大发展新理念ꎮ② 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ꎬ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ꎬ作为“十三五”时期指导工业绿色发展的专项规划ꎬ为工业绿色发

展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原则ꎬ推动加快形成全面推进绿色发展的工作格局ꎮ③ 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在出席 Ｇ２０ 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工

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ꎬ曾两次在国际场合公开解读中国绿色发展理念ꎮ 他表示ꎬ

中国将更加注重绿色发展ꎬ改善环境质量ꎬ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和全过程ꎬ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ꎬ全面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ꎬ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ꎮ④

不过应当看到ꎬ中国虽然提出了创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ꎬ但并未直接提出

生态创新ꎮ 根据前文所述ꎬ生态创新类型包含从生产到服务生态创新、组织、系统生态

创新等各个产业部门ꎬ可说是个系统工程ꎮ 因此ꎬ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生态创新意识ꎬ

还应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ꎬ政府制定专门促进生态创新发展及对生态创新绩效进行

评估的宏观引导政策势在必行ꎮ 举例来说ꎬ生态创新最重要的障碍是缺乏融资以及市

场需求的不确定性ꎬ特别在绿色技术发展的最初阶段ꎮ 生态创新领域投资对环境的正

面影响在未来才能显现出来ꎬ因此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ꎬ而单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ꎮ

因此ꎬ就要求政府从建立融资机制、政策措施规制、经济激励等方面培育生态创新ꎬ最

终实现向绿色经济的转变ꎮ

第二ꎬ明确生态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定位ꎬ重视生态创新投入对生态创新活动水平

３１１　 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评析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ｅｒｇｅｒ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ｏｌａｎｄｂｅｒｇｅｒ.ｃｏｍ / ｄ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ꎬ新华网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１０ / ２９ / ｃ＿１１１６９８３０７８.ｈｔｍꎬ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５ 日访问ꎮ

参见“«工业绿色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解读之一———绿色发展:中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必由之路”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ｉｔ. ｇｏｖ.ｃｎ / ｎ１１４６２９５ / ｎ１６５２８５８ / ｎ１６５３０１８ / ｃ５２０１４６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５ 日访问ꎮ

李正穹:“习近平解读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助力世界可持续发展”ꎬ中国青年网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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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影响ꎬ增加能源和环境研发拨款力度ꎬ鼓励研发人员和研究人员进入生态产业

从事相关科研活动ꎬ建立生态创新投融资机制ꎮ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ꎬ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２ ０７％ꎬ①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ꎬ不过在将研发经费投入转化为专利等方面还存在

很大不足ꎮ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与环境有关的登记专利数量仅有 ３５９ 个ꎬ②而同年德国有

２１１４ 个ꎮ③ 根据欧洲对科学类期刊中环境和生态论文和著作出版数量、环境和生态类

登记专利数量、生态产业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绘制的“主要国家生态产业部门在全球的

份额”发现ꎬ反映生态产业部门在世界领域竞争力概况的这三个指标显示ꎬ中国的生

态产业与欧盟、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见图 ４)ꎮ

图 ４　 主要国家生态产业部门在全球的份额

资料来源:ＩＤＥＡ Ｃｏｎｓｕｌｔꎬ ＥＣＯＲＹＳꎬ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ｅ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ꎻ Ｆｅｄｅｒ￣

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ꎬ ＧｒｅｅｎＴｅｃｈ Ｍａｄ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ｌａｓ ｆｏ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Ｖｅｒｌａｇ Ｖａｈｌｅｎꎬ Ｍüｎｃｈｅｎ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ꎮ

尽管图 ４ 显示ꎬ中国在生态产业存在不足之处ꎬ但在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创新方

面有很大的潜力ꎮ 前文述及ꎬ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具有一定的优势ꎬ鉴于生态创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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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对生态创新活动水平产生的积极影响ꎬ今后还应增加对生态创新的投入力度ꎮ 以欧

盟成员国芬兰为例ꎬ芬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创新驱动的经济体ꎬ其生态创新投入水平

非常高ꎬ在欧盟各国中表现突出ꎮ 芬兰政府的研发支出、研发人员数量和绿色产业早

期投资总额都名列前茅ꎻ再加上芬兰的政、产、学、研机构紧密合作ꎬ使芬兰的生态创新

绩效遥遥领先ꎻ该国清洁技术的投资回报也非常高ꎬ已成为全球主要清洁技术集群之

一ꎮ ２０１５ 年生态创新绩效居欧盟首位的丹麦ꎬ其 ２０１１ 年选出的政府甫一执政就增加

对绿色技术的财政投入ꎬ通过推广可再生能源、更好的公共交通以及扶持绿色增长企

业推动丹麦向绿色经济转变ꎮ

伴随经济发展ꎬ中国在创新人才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跨越式发展ꎬ因此在绿色商品、

绿色生产和绿色服务方面具有很强的技术开发能力ꎬ可以通过组建专业研究团队、建

立生态创新基金等公共政策ꎬ激励和引导相关人才进入生态创新领域ꎮ

在倡导绿色发展理念的时代ꎬ中国政府应引导更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生态创新的

潜力ꎬ以及提供对环境无害的能源和资源节约型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竞争性优势ꎮ 制

造业企业应通过改变产品和生产方法ꎬ从末端处理(ｅｎｄ－ｏｆ－ｐｉｐｅ)方式向“闭环式”可

循环生产方式(“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①转变ꎮ 生态产业有大量中小企业ꎬ它们在

创新和使用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方面起着引领作用ꎬ在可再生能源、废物处理等产业中

其生态创新潜力甚至超过大企业ꎮ 由于生态创新投资回报ꎬ尤其在绿色技术开发初期

存在不确定性ꎬ很多企业缺乏获得资本的渠道ꎬ因此需要公共政策为中国的生态创新

创造更好的条件ꎬ尽快建立生态产业部门风险资本投资ꎬ提供鼓励生态创新的经济和

金融激励机制ꎬ大力推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生态创新市场方面的有效合作ꎮ

第三ꎬ实现生态创新目标ꎬ重视生态创新产出固然重要ꎬ但还应重视将技术产品化

和市场化ꎬ推动生态创新产出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ꎬ加强生态创新国际合作ꎮ

生态创新的目的是推动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ꎬ最终提高经济和社会福利ꎮ 举例来

说ꎬ生态产业市场中能效技术占很大比重ꎬ合成生物燃料、太阳能制冷系统(太阳能吸

收式空调)、新能源的储存技术研发ꎬ废物处理和再循环、能源生产、提高能效和可持

续的水处理ꎬ上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世界市场以每年 ５％的速度增长ꎬ预计 ２０３０ 年将

达现在的 ３ 倍ꎬ市场潜力巨大ꎮ② 作为生态创新先驱的欧盟就占此类产品和服务世界

市场的三分之一ꎬ而且是净出口方ꎮ 中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ꎬ其中很多技术还未达

到领先水平甚至只处于探索阶段ꎬ无法实现市场化ꎮ 这需要一方面利用研发经费优势

５１１　 欧盟生态创新绩效评析

①
②

即通过将生产废料作为新资源在下次生产中重复使用的生产方式来降低成本ꎮ
ＩＤＥＡ Ｃｏｎｓｕｌｔꎬ ＥＣＯＲＹＳꎬ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Ｅ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加大投入ꎬ激励研发人员和企业从事生态创新相关活动ꎬ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生态创

新国际合作ꎬ如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研发合作ꎬ在技术上实现跨越ꎬ在产品和服务上鼓

励更多企业获得欧盟生态管理与审核系统认证(近年来中国企业获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

理体系注册认证数量已大幅增加)ꎬ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更具标准化和国际竞争

力ꎮ 另外ꎬ还应加强与经济与合作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等的协调对接ꎬ共同制定环境

技术和环境产品的技术标准ꎬ这也是抢占未来市场的基础ꎮ

综上所述ꎬ欧盟为促进生态创新所实施的系列政策(包括之前的环境技术政策)ꎬ

从生态创新绩效评估结果来看说明了其有效性ꎬ且证明生态创新对创造新的商业机

会、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具有巨大作用ꎮ 中国提出的创新和绿色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

还需突出生态创新的重要性ꎬ并辅之以更具体的措施和政策扶持ꎬ以推动中国向绿色

经济和绿色发展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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