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earch on the Site-Selection for Low-Carbon Industrial 
Park of County-Level Based on Decreasing and Fixing 

Carbon 
— A example of county-level industrial park, Lingui, Guangxi, China 

 
Wen Zhengmin 

(Urban Planning Program, Civil Engineering school,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China 541004) 

 
Abstract: This paper divides industrial park of county-level into three types under raw material source, in-
cluding resource and machining and mixed type, resource type is the most in western and midst China; On 
the view of decreasing and fixing carbon, defines the low-carbon industrial park, and analyses the connec-
tions between low-carbon industrial park and distance of mother-town, development economic area of na-
tion-level and province-level, raw material and production transi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site and cir-
cumjacent area, the space of spreading out, farther more proposes relevant models; at last, shows the steps 
and methods of optimization site-selection based all factors as a example of county-level industrial park, 
Lingui, Guangxi. 

Keywords: decreasing and fixing carbon, low-carbon industrial park of county-level, site-selection, Lingui.  

 

基于降碳固碳的低碳县域工业集中区规划选址研究 
--以广西临桂县县域工业集中区规划选址为例 

 

文正敏 
(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城市规划系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从原料来源角度将县域工业集中区划分为资源型、来料加工型、混合型三种类型，我国中

西部地区以资源型为主；从降碳固碳角度，探讨了低碳工业集中区的含义，分析了低碳工业集中区

与依托城镇的距离及与国家级省区级经济开发区的距离、原料运输、产品运输、基地及其周边自然

生态环境、基地向外拓展空间余地的关系，并构建了相应的模型；最后，以广西临桂县县域工业集

中区为例，说明了低碳工业集中区降碳固碳综合最优选址的步骤与方法。  

关键词：降碳固碳，低碳县域工业集中区，选址，临桂   

中文分类图号：TU984.13    文献标识符：A 

 

1.引言 

包括县级市在内，我国有 1700 多个县。“十

一五”开始，我国大多数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的县，一般选择一至数个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

建立县域工业集中区，以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县域工业集中区建设方兴未艾。 

然而，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已引起

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2009 年 12 月哥本哈根会

议，我国做出了“至 2020 年在 2005 年的基础上

减排二氧化碳 40～45%的承诺”[1]，它必将传递

和分解到县域城镇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中。同年

同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低碳型经济

发展的战略规划，提出培育包括新能源、新材料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增强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1]。因而，建设低

碳县域工业集中区已成为当前县乡级政府经济建

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低碳县域工业集中区建设涉及部门多、学科

广，贯穿于其规划选址、规划设计与建设、生产

过程和产品外运等全过程。我国对工业用地选址

从地形、水源、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水文、排

水、占用耕地、交通运输、依托城镇条件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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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要求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技术规定，但尚未在

降碳固碳方面做出规定。经网络文献搜索，未见

有关低碳县域工业集中区规划选址及其降碳固碳

的文献。本文从降碳固碳角度探讨低碳县域工业

集中区的规划选址问题。 

2.低碳县域工业集中区降碳固碳模型构建分

析 

2.1 县域工业集中区的类型 

2.1.1 工业集中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 

工业企业聚集的工业地域“按等级层次可以

划分为工业点、工业区、工业枢纽、工业地区、

工业地带”[2]。2004 年以前，依托城镇发展的

工业地域通常称为工业区。2005 年开始，“工业

集中区”一词出现于省（区）、市、县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随后频繁

出现于省（区）、市、县级政府的文件中。目前，

对工业集中区尚无统一的定义，通常认为是工业

企业聚集的区域。 

工业园区通常是泛称，2005 年前用得比较

多。按程序申请得到国务院、省（区）级人民政

府确认的工业园区，通常称为产业园区。2009 年

颁布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园区管理暂行

办法》，将产业园区分为 A、B、C 三类产业园区。 

因此，工业集中区与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含

义相近，但又有区别。 

2.1.2 县域工业集中区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纲要》指出：“扶持县域经济发展，注重发展就

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壮大县域

经济”。各县以此为指导思想编制的“十一五”规

划，开始出现“县域工业集中区”一词。目前，

对县域工业集中区也尚无统一的定义，通常可以

认为是：在县所辖范围内，工业企业聚集发展的

区域。  

2.1.3 县域工业集中区的类型与特点 

根据工业企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县域工业集

中区可分为资源型、来料加工型、混合型三种类

型。工业原料主要来自于本县及周边县的为资源

型，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县域

工业集中区以资源型为主；工业原料主要来自需

中长距离运输的其它地区，甚至原料主要依赖进

口的，则为来料加工型；工业原料来自本地和外

地所占比例相差不大的，则为混合型；我国东部

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资源相

对贫乏，县域工业集中区以来料加工型和混合型

为主。 

我国县域工业集中区大多规划选址在经济实

力相对较强的乡镇，工业原料主要来自于当地，

以农林矿产品加工为主，具有用地规模不大、以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类型较为单一、能源

消耗较大、产品附加值较低等特点。在地域上邻

近建制市的县域工业集中区，用地规模相对较大；

东部沿海地区的，则重视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2.2 基于降碳固碳县域工业集中区选址模型

的构建 

2.2.1 低碳工业集中区含义界定 

国内关于低碳城市研究的文献较多，但低碳

城市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界定的内涵，“一般认

为：低碳城市是以城市空间为载体发展低碳经济，

实施绿色交通和建筑，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创新

低碳技术，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

排放”[3]。 

国内关于生态工业园区的论文较多。《创建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管理办法》中提到，

示范基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为“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切实推进资源节约、清洁生产和循

环经济。超额完成国家或省级政府下达的年度节

能目标。主体园区单位产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和污水集中处理率处于国内同行业先进

水平”[4]。  

但关于低碳工业集中区或工业园的文献不

多，没有见到对之定义的文献。可以认为，降碳

固碳效果明显和单位产值能耗低的工业集中区为

低碳工业集中区，降碳固碳效果贯穿于其规划选

址、规划设计与建设、生产过程和产品外运的各

个阶段。 

2.2.2 低碳工业集中区评价因子构建要求 

张泉、叶兴平等在《低碳城市规划—一个新

的视野》中认为：“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指标范围的界定，低碳城

市的指标体系不能包罗万象，主要看是否促进了

减碳和固碳这一目标，尽量使指标体系简化；二

是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低碳城市规划的相关指

标必须能够在城市规划管理中进行控制和操作；

三是指标体系的可考评性，即通过常规的方法可

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对规划的实施与成果检验

可进行有效指导；四是指标值的适应性，由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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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条件存在

着较大差异，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应有不同

的指标值，从而更有利于实施和推广”[3]。本文

认为，评价因子与上述“指标”含义基本相同；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同样适用于低碳工业集中区

评价因子的构建。 

在基本满足工业用地布局要求的大前提下，

低碳工业集中区选址的评价因子模型的构建主要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2.2.3 低碳工业集中区选址单因子降碳固碳

模型构建 图 1 与依托城镇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以降碳固碳为主要目标，兼顾考虑其他三个

方面的要求，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开展研究，

其主要研究结果讨论如下。 

2.2.3.2 原料运输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原料运输距离的长短决定了运输费用的高

低，而且直接影响到能源消耗的多少，从而影响

碳排放量的多少。理论上，原料运输距离越短，

碳排放量越低。在实践中，具体测算运输每吨公

里货物碳排放量，计算过程极为复杂。为简便说

明碳排放量与原料运输距离的关系，以距离等值

线来表示碳排放量。 

2.2.3.1 与依托城镇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城镇的关系是既相互依赖

又相互排斥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距离受工业类型、

用地条件、方位、气象等因素影响，既不宜太近，

也不宜太远。太近则对城镇干扰太大；太远则给

职工上下班带来不便，也给工业企业使用城镇公

共服务设施带来不便，同时也增加了与城镇基础

设施接驳的距离，从而增加能源消耗和投资，最

终增加碳的排放。 

研究表明，原料类型与运输距离等值线的分

布密切相关。农产品类原料具有相对均衡分布的

特点，如图 2-A，假设产区内任何一点的运输距

离为零，以农产品产区的边缘为原点向产区外作

距离等值线，碳排放能力差别不大；林产品类原

料具有不均衡的面状分布特点，如图 2-B，距产

地越远，运输距离等值线越大；矿产品一般呈点

状分布，如图 2-C，运输距离等值线一般沿交通

线呈同心弧递增。总之，距离原料产地越近，碳

排放量越少，降碳作用越明显。 

本文引入距离等值线来表示两者的关系，即

以城镇为原点，以 1km 为单位作同心圆，距离等

值线越大，碳排放量也越大。一类工业以落在

1-2km 距离等值线区域为宜，二、三类工业则分

别落在 2-3km、3-4km 距离等值线区域为宜，如图

1 所示。 

下文中，如涉及距离关系，均用距离等值线

进行说明，距离等值线的间距大小并不相等，降

碳作用愈敏感，则间距取值愈小。 

县域工业集中区的原料来源是多样化的，通

过叠加各种原料运输距离等值线，可以找出运输

距离等值线中低值线叠加相对密集的区域，该区

域降碳作用最为明显。 

 

         

图 2 农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原料运输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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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产品运输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品外运降低能耗除了与由

于工业类型不同需要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有关

外，还与港口、区域性高等级公路及距火车货运

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的远近等因素有关，本文以

后两者为例进行说明。即以火车货运站、高速公

路出入口为原点，以 2 公里为单位作同心圆，如

图 3 所示。如果产品类型已确定，那么产品合适

运输方式的交汇区域，即为产品外运最低能耗区

域，也就是降碳效果最显著的区域。因此，工业

集中区尽量选在其合适运输方式的交汇区域，尤

其是来料加工型工业集中 

 

 

图 3产品运输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区应优先考虑选址于该区域。 

2.2.3.4 与国家级、省区级经济开发区距离

因子降碳模型 

国家级、省区级经济开发区规模一般较大，

产业链较长，县域内或邻近区域如有国家级、省

区级经济开发区，县域工业集中区选址应尽量靠

近之，可接受其辐射，吸引其在区内建设分厂、

配件厂，与其进行生产协作，降低运输费用，从

而达到降碳之目的。 

以国家级、省区级经济开发区为原点，以 5km

为单位作同心圆距离等值线，等值线越小，降碳

潜力越大，如图 4 所示。通常以 20km 以内较为合

适。 

2.2.3.5 基地及其周边自然生态环境固碳模

型 

集中区固碳效果与基地及其周边自然生态环

境类型关系密切。一般说来，常绿阔叶林固碳效

果优于落叶阔叶林、针叶林，森林固碳效果优于

草地和农作物。因而，基地内如有成片林地分布，

更有利于固碳，规划建设时往往予以保留。如果

丘陵山地林区位于基地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固碳效果则更为显著，一方面基地排放的二氧化

碳易于在林区上部聚集，有利于森林植被的固碳；

另一方面山地往往产生地形雨，二氧化碳可以形

成弱酸随雨水落回到地面，如图 5 所示。当然，

这种地形和气象条件，不利于废气的扩散，对基

地所在区域以外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影响相对较

小，而对基地所在区域影响较大。所以，集中区

应尽量选址于有成片林地分布的区域和周围有丘

陵山地林区分布的区域。 

 

 

图 4与国家级、省区级经济开发区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图 5 基地及其周边自然生态环境固碳模型 

 

2.2.3.6 集中区向外拓展的空间 

县域工业集中区的用地规模是一个很难确定

的变量，因此选址时往往要考虑向外拓展空间的

余地，向外拓展空间越大，越有利于工业集中区

的建设，相应地降碳潜力也越大。否则，一旦县

域工业经济超出预期目标，将需另寻新址规划新

建集中区，这十分不利于县域工业集中区的降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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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碳。 

2.2.4 低碳工业集中区降碳固碳综合最优选

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县域低碳工业

集中区选址的因素很多，同一因素对于不同类型

的集中区，降碳或固碳效果不同；同一集中区，

不同因素的降碳或固碳效果也不同。本文以广西

临桂县县域工业集中区规划选址为例，说明降碳

固碳综合最优选址的步骤与方法。 

临桂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土地总面积

2202km2，2008 年末人口 47.79 万人，辖 6 乡 5

镇。地貌复杂，山地、丘陵、河谷、平原、石山

兼备，北部和西部为天平山脉，最高峰海拔 1895

米；南部为驾桥岭山脉，最高点 1298 米；中部为

中低丘陵，200～380 米；中南部有成片石山分布，

180～480 米。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带。境内河流纵横，主要有义江、相思江、

大江等。为全国商品粮、毛竹、瘦肉型猪及优良

鸡、鸭、鹅生产基地县，名优特产种类繁多。矿

产资源储量小、品位低，缺乏发展重化大工业的

矿产资源条件。 

2.2.4.1 依托城镇的选取 

临桂镇为县城所在地，工业集中区可在社会

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六塘、会仙、两江、五通等

4 个小城镇附近进行选址。 

2.2.4.2 原料运输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六塘、会仙、两江、五通 4 镇均为农产品主

产区，农产品区对低碳工业集中区选址的影响不

大。县域及周边县矿产资源相对匮乏，矿产品对

工业集中区选址影响也不大。西部为林产品主要

产区，南部为次要产区，降碳作用最优选址位于

五通、两江、六塘镇区周边区域，如图 6、表 1

所示。 

 

 

图 6  原料运输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2.2.4.3 产品运输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县域内产品外运的运输方式为公路和铁路运

输。高速公路出入口有桂海高速僚田出入口、桂

梧高速六塘出入口，距临桂县最近的还有桂海高

速永福县苏桥出入口，产品高速公路外运以两江、

六塘、会仙镇区均较优；火车货运站有县域二塘

火车货运站及邻县永福县苏桥火车货运站，产品

铁路外运以两江镇为最优选址。综合考虑公路、

铁路运输，以两江镇区周边区域为最优选址。如

图 7-A、B 和表 1 所示。 

 
表 1 广西临桂县县域工业集中区规划选址最优乡镇确定分析表 

六塘镇 会仙镇 两江镇 五通镇 
降碳模型因子 

等级 分值 等级 分值 等级 分值 等级 分值
权重

西部林产品主产区 --  --  Ⅰ 5 Ⅰ 5 

西南部林产品区 Ⅰ 5 Ⅳ 2 --  --  

最高值  5  2  5  5 
原料运输距离 

取值 
分值  1.25  0.5  1.25  1.25

0.25

苏桥出入口* Ⅴ 1 Ⅳ 2 Ⅱ 4 Ⅴ 1 

僚田出入口* Ⅴ 1 Ⅳ 2 Ⅱ 4 Ⅲ 3 

六塘出入口* Ⅰ 5 Ⅲ 3 --  --  

产品运输距离 

苏桥铁路货运站 Ⅴ 1 Ⅳ 2 Ⅱ 4 Ⅴ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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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塘铁路货运站 Ⅴ 1 Ⅳ 2 Ⅲ 3 Ⅳ 2 

平均值  1.8  2.2  3.0  1.4 
取值 

分值  0.9  1.1  1.5  0.7 

西城 Ⅴ 1 Ⅲ 3 Ⅱ 4 Ⅲ 3 

苏桥 Ⅴ 1 Ⅲ 3 Ⅰ 5 Ⅴ 1 

最高值 1 3 5  3 
与经济开发区距离 

取值 
分值 0.25 0.75 1.25  0.75

0.25

总分值 2.4 2.35 4.0  2.7 

注：“*”指高速公路出入口；“--”表明因距离较远，降碳效果相对不明显，不予考虑。等级Ⅰ为<5，Ⅱ为 5～10，Ⅲ为 10～15，Ⅳ为

15～20，Ⅴ为>20，单位为 km。Ⅰ级赋分 5，降碳效果最明显；Ⅴ级赋分 1，降碳效果最不明显；以此类推。 

 

2.2.4.4 与经济开发区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县域内有省级经济开发区桂林西城经济开发

区、苏桥经济开发区，降碳潜力最大的选址位于

两江镇区周边区域, 如图 7-C、表 1所示。 

 

   

图 7 A 产品高速公路外运降碳模型      B 产品铁路外运降碳模型       C 与经济开发区距离因子降碳模型 

 

2.2.4.5 选址位于最佳乡镇的确定 

根据各因子降碳效果，赋予其一定的权重，

降碳效果越显著，权重越大。原料运输距离、与

经济开发区距离因子的取值为其子因子分值最高

者，产品运输距离因子的取值为子因子分值的平

均值。累计单因子分值与其权重的乘积，最高者

为最优。表 1 两江镇区周边区域总分值最高，选

址降碳效果最佳。 

2.2.4.6 最优选址确定 

以依托城镇距离因子降碳模型为基础，考虑

基地及其周边自然生态环境固碳因子、向外拓展

的空间因子叠加，结合工业用地布局要求，可以

确定临桂县域工业集中区的最优选址位于两江镇

区以南 1km 的宝山村委一带，如图 8 所示。 

 

图 8 最优选址确定 

Fig.8 Making sure of the optimal site-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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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 综合最优选址方法讨论 

2.2.4.1 至 2.2.4.6 演示了综合最优选址的

步骤与方法，它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

我国各县地域差异很大，单因子的选取需要进行

增减，每个单因子的子因子也需进行增减；各因

子权重和取值方法需依据各县实际情况确定。 

3. 结论 

基于降碳固碳的低碳县域工业集中区的选址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技术规定，又

要考虑降碳固碳因子。实践中，没有一个工业集

中区能同时满足所有技术规定。本文认为，在基

本满足主要技术规定的基础上，是可以构建以降

碳固碳为主要目标的低碳县域工业集中区规划选

址的单因子模型的，以及通过一定的步骤和方法

叠加各单因子，是可以找到其最优选址的。 

然而，本文对该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的研究，

仅仅是一个开端，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后予以解决，如各单因子、子因子降碳、固碳效

果精确的数学关系及其权重、取值的方法等。尽

管如此，本文希冀所构建的模型和步骤与方法，

能用于指导低碳县域工业集中区的规划选址，并

为进一步研究上述精确的数学关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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