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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依据

1、生产要素理论

1）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

 劳动者只有和生产资料结合才能成为现实
的劳动力

2）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信息、资源

 ——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理论

1）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了有什么样的产业和
产业发展的水平

2）适宜的产业能动的推动生产要素的发展

3）落后的或者超前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
展

 ——产业发展的适应性



3、投入产出理论

1）要素以一定的比例结构投入才能得到产出

2）产业发展需要产业内部要素协调发展

——产业要素的协调性，补短板，木桶理论

3）总体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产业之间协调发展

4）总体协调发展应是更高阶段的必然

——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资源，优先发展，
抢先发展——集聚效应——增长极——扩散效
应



二、湖北环保产业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1、湖北发展的定位

1）湖北的要素短缺性

2）非全面式发展、复制式发展、同质化发展

3）只能是突破式发展、差异化发展、趋势性发
展



2、发展环保产业的可行性

1）主要矛盾和未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2）巨大的政策红利

3）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定位

4）湖北确立主导产业和增长极的要求

5）生态修复、治理、保持、发展的迫切需要



6）巨大的市场（政府、企业、国民）空间

7）产业的自发性、无序性和市场失灵导致的供
给（量、质）严重不足

8）湖北地域优势

9）湖北教育、科技、人才优势

10）长江大保护的实验实践和产业积累



三、环保产业的路径选择

1、环保信息采集、监测、分析、发布、交
易——国家环保信息中心

2、环保标准制定、督查、评估——第三方政
府环保服务购买基地

3、集中政策、资金于环保技术、设备、人才
的开发——政府调控

4、环保配套设备产业链基地——替代落后产
能企业和基地



5、环保中介、经纪人基地

6、环保人才服务基地

7、环保技术服务基地

8、环保配套产品、延伸产品、衍生产品生产
和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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