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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发展中的 ＳＷＴＯ分析 

———以贵糖工业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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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地运用ＳＷＴＯ分析方法，全面分析生态产业链的每个生产环节，研究出更适合社经济发
展的生态产业链。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全面剖析现阶段贵糖集团在国内外环境中发展的优势、劣势、挑战和机会，提出提高蔗农

积极性，拓展多渠道原料来源，减小对二次原料的依赖，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增加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等对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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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循环经济与ＳＷＴＯ分析方法

（一）循环经济

随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显，循

环经济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它将

生态学中大自然整体、协同、循环的生存理念和能

量流动守恒的定律运用到经济发展中，以“减量化、

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把清洁生产和生产过程中

阶段性的废弃物综合利用，并通过闭合回路的循环

生产和能量释放的逐级梯度递减，实现资源的高效

利用和污染物的最低排放。

（二）ＳＷＴＯ分析方法
ＳＷＴＯ分析法是区域经济学著名理论之一，是

企业战略管理和竞争环境分析的重要工具。该方

法从内部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弱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和外部机
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威胁（ｔｈｒｅａｔ）出发，较为全面地分
析企业自身所处的发展环境。特别是经济发展迅

速的今天，企业的生存环境也随着外部竞争环境的

变化而发生无数的改变。ＳＷＴＯ分析法为企业快
速而准确地调整管理手段和竞争战略提供知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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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的分析，为企业赢得持续发展的空间。

（三）ＳＷＴＯ分析法在循环经济中的运用
循环经济和 ＳＷＴＯ分析法都属于经济学理论

范畴。ＳＷＴＯ分析法自形成以来，一直是公司（企
业）创造与保持自身优势发展的重要理论方法。在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通过简单全面快速的分

析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以便做出科学的决策，

是企业取得优势的重要手段。另外随着清洁生产

和绿色 ＧＤＰ的提出，通过循环经济生态产业链使
得有限的生产资源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样的生产资料在不

同的产业链中，经济和社会效益大不相同，在生态

产业链不断创新———发展———成熟———淘汰过程

中，企业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空间也在加速变化，社

会的进步对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越来越

大。循环经济是企业的一种发展模式，而 ＳＷＴＯ分
析则是调整决定发展策略的一种方法。在循环经

济发展过程中，科学充分地运用 ＳＷＴＯ分析方法较
为全面地分析生态产业链的每个生产环节，列出优

势、弱势、机会和威胁的清单，理清调整和发展的新

思路，是创造出更适合社会、更适合经济发展的生

态产业链的捷径。

正是凭借早期的生态产业链，贵糖成为了我国

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的典范，是广西制糖业建成

的第一个国家级生态工业建设示范园。近年来，我

国糖业不断涌现出循环经济的标兵，如南华糖业集

团、东莞东糖集团、东亚糖业集团等等。这些企业

集团坚持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创新更具竞争力的

制糖造纸生态产业链。无形的竞争给贵糖的发展

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个具有文化底蕴的老企

业———贵糖集团迫切需要较为全面地分析自身的

优势、弱势、机会和威胁，针对问题，调整生产经营

策略，实施相应的措施。

　　二　贵糖工业园循环经济ＳＷＴＯ分析

（一）贵糖工业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贵糖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甘蔗化工企

业。２００１年开始，贵糖正式启动“贵糖国家生态工
业（制糖）建设示范园区”的建设，这是我国第一个

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贵糖被列为全国首批循环经济试点
单位。２００８年其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或好
于《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建设规划

纲要》中的目标要求（详见表 １）。经过多年的探
索，目前已形成了甘蔗→制糖→糖蜜制酒精→酒精
废液制复合肥→复合肥返田的闭环系统，和甘蔗→
制糖→蔗渣制浆造纸→高效碱回收、白水回收为主
的两条工业生态链，及多余废糖蜜、废浆回收生产

食品添加剂———酵母精、ＣＭＣ（羧甲基纤维素钠）等
多次级生产生态链，［１］同时还通过提高产品的科技

含量，生产有机糖和低果聚糖等附加产品提升产业

链附增加值，逐步形成循环经济的雏形（详见

图１）。
表１　贵糖２００８年各项指标达标情况

项目 指标 生产情况 规划指标

资源利用

每吨蔗耗新鲜水量 １．２２　 １．３０　
制浆取水量（ｍ３） ７４．００　 ７５．００　
原料消耗量（ｔ） １．９２　 ２．４０　

特征工艺特征
制糖水重复利用率（％） ７２．００　 ７０．００　

碱回收（％） ８６．００　 ８５．００　

能耗指标
百吨蔗耗标煤 ４．２２　 ４．３０　
吨浆耗蒸汽 ２．５０　 ２．５０　

污染物

生产

指标

制糖

吨蔗废水量（ｔ） ３．２０　 ３．５０　
ＣＯＤ（ｋｇ／ｔ蔗） １．０９　 １．１０　
ＳＳ（ｋｇ） ０．４２　 ０．５０　

制浆

制浆废水量（ｍ３） ６３．００　 ７０．００　
ＣＯＤ（ｋｇ／ｔ蔗） ６６．００　 ７０．００　
ＳＳ（ｋｇ） ８．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贵糖２００８年统计资料
注：规划指标来自２００１年《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

区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年末，其各项综合指标为：废渣综合利用
率、污水处理达标率、废气处理达标率均达到

１００％；单位工业总产值能耗１．６２吨标煤／万元，比
２００１年降低２０％左右。综合利用产品的产值已经
大大超过主业蔗糖，在发展过程中贵糖拥有多项具

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环保自主知识产权，所形成的循

环经济生产模式为贵糖集团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

图１　贵糖循环经济生态产业链

贵糖围绕两条循环生态工业主链开展生态型

企业建设，２００８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１６亿元，比
２００１年增长了 １３０％；营业收入 １３．８８亿元，比
２００１年增长了７４％；利税１．７亿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长
了４８％。由于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废弃物得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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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系统中的各种物耗、水耗大幅度下降，如造

纸由２００１年的吨纸平均耗水２２０吨降至２００８年
的８０吨以下，制糖所用石灰石与蔗之比由２００１年
的６．１５％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６２％，综合利用取得较
好的效益。２００８年贵糖综合利用产值占到公司总
产值的７０％以上，综合利用利润达到了８８２９万元。

贵糖通过甘蔗制糖及相关产业带动，废糖蜜利

用率１００％，酒精废液利用率１００％，［２－３］水循环利
用率７０％以上。各生产厂大部分单耗指标呈逐年
下降趋势，部分分厂单耗（如榨季制糖生产的百吨

蔗耗标汽量、造纸厂的吨纸耗水量）已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污染物排放得到大幅度的削减。

（二）优势分析

１．地缘环境优势。贵港地处亚热带，位于广
西中南部，地形主要以丘陵平原为主，北回归线横

穿其中，平均无霜期长达３３５天，年均气温在１６－
２３℃之间，≥１０℃年积温７４４５－７９１３℃，年降雨量
１２５０－１６５０ｍｍ，降水集中在夏季，雨热同期，这种
气候地形条件对甘蔗的生长十分有利。贵港市自

成立地级市以来，交通网络得到不断地完善，水路、

公路、铁路高效衔接。加上贵港港位于珠江水系浔

郁平原中部，是华南最大的内河港，也是国家对外

开放一类口岸和全国２８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方
便的交通网络为贵糖原料、产品的输入输出创造了

有利的条件。

２．品牌效益优势。贵糖前身是广西贵县糖
厂，于１９５６年建成投产，是国家“一五”期间的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１９９３年贵糖完成了股份制改造，现
全称为“贵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在具有资深历

史的基础上，贵糖引进国外先进科技且不断探索制

糖造纸工业的生态科技前沿技术，建立循环经济生

态工业园模式。一直以来其物美价廉的产品得到

了国内外消费者的赞誉，特别是洁宝、纯点、碧绿湾

生活用纸和桂花牌白糖等产品在同类产品的市场

上有相当大的市场优势。树立了“洁宝纸好用”的

良好企业形象，其循环经济模式成为学术界（经济

学领域、企业管理等）的研究对象，无形中为贵糖的

品牌起到宣传作用，带来了品牌效应。

３．科学技术优势。贵糖是循环经济的“经典
老牌”，可谓全国制糖业屈指可数的楷模。它两条

循环经济的主要产业链早已熟为人知。为了在市

场中取得竞争优势，贵糖不断与外企交流学习，进

行技术创新。

作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贵糖，目前已拥有以

下多项国内领先水平的环保治污生产技术：⑴高配
比甘蔗渣浆抄造高级文化用纸和高级生活用纸技

术。该项技术是一项包括甘蔗渣制浆造纸在内的

高新技术，在当今国际同行中，也是较为领先的，它

能够采用８０％及以上高配比的甘蔗制浆在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ｍ／ｍｉｎ的高速纸机上抄造高级生活用纸，而
一些发达国家用甘蔗渣浆的配比一般都在２０％以
下。⑵制糖压榨自动化控制技术创新。该项技术
的创新使整个压榨生产过程实现了自动监测、自动

调节控制、高级联锁保护等功能，填补了国内制糖

行业该项技术的空白。⑶造纸白水回收技术创新。
该项技术发明了脉冲白水回收系统，纤维回收率提

高到９９．５％，处理后的清水和纤维全部回用，达到
了节能减排的目的。这项技术获得国家级新产品

证书和全国环保推广实用技术的称号。⑷制浆黑
液碱回收技术创新。该项技术是贵糖最先发明和

应用的，其碱回收率、碱炉热效率、单项消耗指标和

三废排放指标都属于国内领先水平。⑸制浆中段
废水综合治理技术创新。通过对碱性的中段废水

的纤维回收，然后与烟气中的 ＳＯ２反应，不仅达到
除尘脱硫的效果，而且使处理后的废水达到排放标

准。⑹制糖滤泥综合利用技术创新。该项技术缩
短了滤泥在烧制水泥过程中有机物降解的时间，减

轻恶臭对环境产生的压力。⑺糖蜜酒精废液制复
合肥技术创新。［４］该项技术是先把酒精废液全部浓

缩，然后将浓缩液喷干成粉，最后配合其他成分制

成甘蔗专用复合肥。除此之外，贵糖一直在不断地

努力创新，为开展生态型企业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

（三）劣势分析

贵糖的次级生产原料不能自足，生产原料不

足，严重地制约了贵糖的生产和发展。每年都需要

从其他制糖造纸企业购进原料，才能维持生产的正

常运转。

虽然在贵糖的产业链中，存在复合肥返田的环

节，但实际上贵糖权属蔗田的甘蔗年总产量远远不

能满足生产的需要。为此，贵糖每年都从周围的市

县大量购进甘蔗，还以签订合同的方式让农户固定

为其种植甘蔗。在甘蔗原料购进方面，贵糖实行两

套不同的购买价格。对周围市县的甘蔗收购采用

较高的价格，而在本市区域内却采用稍低的价格，

以致面临两种不同的问题。在区内本市范围外，其

他市县的制糖企业，同样也需要甘蔗原料，这就出

现相互竞争原料的情况。为了争取更多的原料，当

地企业不惜借助政府的手段实施地方保护主义，严

禁本市的甘蔗向外输出。对农民来说，虽然贵糖的

购买价格稍高一些，但除去运费，所得利润与在本

地出售相当，并且运输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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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多数的农民都宁愿在其本地出售，而不在外

地出售。对本地的甘蔗，贵糖收购价格较低，一方

面实施地方保护主义防止甘蔗原料出售外地；另一

方面尽可能压低收购价格。本地蔗农感慨：除去化

肥成本，利润不尽人意，导致本地蔗农对种植甘蔗

失去了信心。所以每年充足的甘蔗原料成为贵糖

生产发展的瓶颈。另外，正常年份，广西中部和南

部的地形气候条件都有利于的甘蔗生长，但也不排

除气候发生异常的特殊年份，尤其是洪涝和干旱，

甘蔗的产量十分不理想。加上蔗农缺乏科学的种

植技术、管理知识和生产设备，使得在保证甘蔗的

产量和品质上，贵糖一直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

除甘蔗一次原料外，二次原料（蔗渣、蔗髓和废

糖蜜）也需要从其他制糖造纸企业购进一部分才能

维持造纸车间和酒精车间的正常工作（如图 １）。
从社会购进二次原料，可以说为社会减少了废弃物

的污染，为环保事业做贡献。但就目前状况和贵糖

自身的发展来说，不仅不利于竞争力的提高，也限

制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其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普及，其他制糖企业延长自身产业链的可能

性越来越大，而且生产能力也不断提高，从而加大

了贵糖酒精制造和造纸环节的原料来源压力；其

二，即使贵糖购进了足够的二次原料，但因为原料

来自不同的制糖企业，质量等级参差不齐，使得生

产的产品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四）发展机会分析

在同行中，贵糖是唯一拥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

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公司，通过长期不懈

地致力于综合利用技术和清洁生产工艺的探索与

研究，及时应用于新产品开发和清洁生产，自我创

新能力和生产效益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从发展的大环境来说，进入 ＷＴＯ以后，国家实
行鼓励企业“走出去”政策，双边贸易迅速发展起

来。这为贵糖产品打入外国市场提供高速的快车

道。除了产品的输出，还可引进国际同行中的领先

技术，不断武装和超越原有的生产循环模式，生产

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在人

才方面，每年国家在经济、管理及环保方面的人才

辈出，贵糖可从后辈中吸收新的发展和管理理念，

为更好地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后备资源。从区域

发展的层面上看，广西是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之一，

面临北部湾海面的广西具有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

亚的地缘优势，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家给予的相

当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贵糖集团———国家

级生态工业园的发展有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另外，

随着北部湾开发浪潮的兴起和发展，西邻省府南宁

的贵港也会受到经济区发展辐射的影响，为贵糖的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制糖工业是贵港市第一大支柱产业和重要的

税收来源。贵糖的发展得到了贵港市政府和各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２００９年《贵港市生态环境研
究》中，对贵糖的发展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投入建

设。目标从２００９年年产４０万吨机制糖的生产能
力提高到年产９０万吨机制糖生产基地；重点建设
项目中，包含三个贵糖生产技改和扩建项目，①年
产３０万吨精制糖技改项目②新增年产２０万吨能
源酒精项目③新增年产１０万吨的生活用纸项目，
相关项目的实施和完成将进一步促进贵糖循环经

济的良性发展。

（五）面临挑战（威胁）分析

在广西区内就有１００多家糖厂，虽然贵糖是同
行中的佼佼者，但有的糖厂是在模仿借鉴贵糖循环

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技术的先进

度正在赶超或已经赶超贵糖，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占

据一定的市场份额。由于受到其他城市的地方保

护主义影响，在甘蔗原料收购的价格上没有明显的

优势。与国外的制糖造纸企业相比，我国的食糖成

本过高，缺乏竞争力，如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国际白
砂糖的期货价最高为１６０４元／吨，而国内最低价为
２５７０元／吨，［５］所以贵糖在国内市场上面临着低价
进口糖的巨大竞争压力。

广西除了是全国甘蔗产量最大的省份外，其木

薯产量也居全国首位。这取决于广西的地形和气

候都适合甘蔗、木薯的生长。而且木薯的强抗逆性

和粗生易长、耐旱瘠薄、易种易收的特点是甘蔗所

不能及的。随着全球石油能源危机的加剧，木薯酒

精工业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汽油中掺入

１５％的酒精成为汽车燃料，既可以缓解石油能源的
紧张，也降低废气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木薯的种植

面积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过去的几年里，广西

甘蔗的种植面积一直远远大于木薯，且保持上升趋

势。２００８开始年甘蔗种植面积缓中有降，木薯种植
面积缓中有升）。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木薯

和甘蔗可能会出现“争地”现象。

在造纸环节上，贵糖采用的是蔗渣制浆造纸。

与木浆纸相比，蔗渣制浆纸在纸质的柔软性、细腻

度和白色度方面有着自身的缺点。相比之下，木浆

纸更为柔软、细腻和洁白，更受消费者青睐。近几

年我国造纸业发展较为迅速，典型的是印度金光集

团利用速生桉造纸、制香油等新的造纸循环产业链

兴起。２００３年，印尼金光集团落户钦州开始造林，
到２００８年底，该项目投资达６０多亿元人民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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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浆纸厂工程建成投产。如果广西大面积地种

植速生桉，甘蔗种植的面积同样也会受到威胁；另

外在种植桉树利益的驱使下，原来种蔗的“蔗农”也

会转变成“桉农”，甘蔗原料种植面积更加不能

保证。

　　三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

（一）提高蔗农积极性，拓展多渠道原料来源

虽然贵港市的地形、气候对甘蔗生长十分有利，

但由于贵糖实施内外两套甘蔗收购价格，大大戳伤

了贵港蔗农的积极性，加上蔗园面积分散，蔗农缺乏

甘蔗种植的科学知识，甘蔗产量、产糖量不高，抗灾

害能力小，导致整个甘蔗原料市场不景气。为了扭

转这种局面，首先，改进收购制度政策是前提。在多

年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甘蔗的品质（以产糖量和

产量为指标），不同的产糖量划分单位等级性的收购

价格，品种越优，产糖量越高，产量越高，单位重量的

收购价越高。通过实行等级性的收购价格，促进农

民不断提高种植管理理念和生产的积极性。反之，

也提高了贵糖充足生产资料来源的保障性。其次，

全面推广科普知识是关键。一方面，通过不断地科

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将更优的品种推向社会；另一方

面，派科技人员到广大农村进行甘蔗科普教育，提高

农民种植甘蔗的科学知识水平。最后，适当的奖励

是促进条件。对表现较为突出的蔗农，进行适当的

奖励，不仅更进一步地提高蔗农的生产积极性，而且

为贵糖与蔗农建立友好的关系提供平台。

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多渠道的原料来源

是必要的。东盟国位于广西的南部，与广西相邻，

其地形气候条件也十分适合甘蔗的生长。随着交

通日渐方便，贵糖创造加强与东盟国甘蔗原料的贸

易往来将成为可能。通过往来既可引进优良品种

和技术，又为贵糖产品对外销售提供了市场。

（二）减小对二次原料的依赖，促进经济良性

循环

贵糖每年都要从其他糖厂购进蔗渣、蔗皮和废

糖蜜以保证造纸车间和酒精车间生产的正常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有的糖厂也开始走

循环经济之路，把制糖和造纸联系起来，对其企业

本身而言，增加了自身的生产总值。对社会而言，

科学、生态、环保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社会效益。对

于贵糖而言，次级原料的来源则受到影响，因为与

社会大循环的经济生态产业链始终贯穿着贵糖整

个次级产业链的正常运行。当前，造纸工业技术日

新月异，蔗渣不再是造纸的唯一原料，速生桉、剑麻

等也是造纸的好材料。在甘蔗原料不足的情况下，

多种原料的使用是维持正常生产活动进行的有效

措施。通过改良造纸车间的生产技术，使机器适宜

多种原材料的生产，减小生产活动对二次原料单一

性的依赖，促进经济更好的循环前进发展。

（三）增加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贵糖生产循环模式已经成为全国制糖造纸业

的典型模范，在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不断涌现制糖、

造纸企业的后起之秀。为了在竞争中突出自身的

特点，取得竞争优势。贵糖还需不断创新，增加产

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在制糖和造纸有机地组

合起来的过程中，贵糖实现了“变废为宝”，较充分

地利用了自身的生产废弃物。但由于二次原料来

源广阔，种类和质量难以一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再生产品的品质，以致降低再生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关于二次原料的再投入生产，除了提高机器对

多种原料的适应性外，还可在分类的基础上，适当

划分出等级，通过增加产业链，把各等级的原料投

入到其最适合的生产环节，使其扬长避短充分发挥

自身的特点，生产出其更具优势的产品，提高产品

的附加值。

增加产业链与提高机器对多种原料的适应性

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生产过

程中，提高机器对多种原料的适应性使原料来源更

为广阔，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增加产业链是提

高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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