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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对循环经济缘起的回顾 ,对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做法和实践进行
了系统的分析 ,总结了这些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经验和启示 ,以对中国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政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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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5 月 10 日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鲍尔丁指出“地球象一艘宇宙飞船
( Earth as a spash ship)”,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 ,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 ,恣意破坏环境 ,
就会走向毁灭。鲍尔丁主张“循环其废物 (Recycle its wastes)”,这是循环经济 (Recycling economy or Circular e2
conomy)的早期萌芽。循环经济研究和实践的兴起根植于 16 世纪后期西方迅猛发展的工业化进程。经过
400 年的发展 ,西方世界日益认识到地球是个有限的生态系统。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遵循生态规律 ,
合理利用自然和环境容量。1972 年 ,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 ———罗马俱乐部发表
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 ,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 :“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
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 ,这个行星上的增长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尽管该报告中的观点
有些片面和悲观 ,但其中提出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的观点依然警示了人们。
如此同时 ,1973 - 1974 年 ,1979 - 1980 年先后发生了两次世界石油危机 ,除此之外 ,经过工业化的大量消耗 ,
西方发达国家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所剩不多 ,而堆积如山的废弃物有大量的废旧物资。循环再生、废物资源
化在经济上、技术上都日益成熟。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逐渐把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列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基本
模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直至制定法律法规促进以循环生产模式替代线性生产模式 ,表现为“资源 - 生产 -
产品 - 再生资源”这一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路线图 ,做到生产和消费效益最大化、污染最小化、废物
资源化和环境无害化 ,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这个过程中 ,资源稀缺而又
高度工业化的德国、日本、美国等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其主要做法和经验可为中
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提供借鉴和启示

表 1 　德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促进循环经济的立法

制定时间 法律名称

1991 《包装废弃物处理法》Ξ 、《避免和回收包装品垃圾条例》

1994 《物质循环和废弃物管理法》ΞΞ

1999 《垃圾法》、《联邦水土保持和污染地保护法》

2000 《2001 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

2001 《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

2002 《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森林繁殖材料法》

2003 《再生能源法》

一、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做法和实践
德国是欧盟国家中最早倡导循环经济的国家之

一 ,也是发达国家中最早从法律上推动和实施循环
经济的国家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德国就尝试利用
垃圾和污泥制造有机肥料。1965 年 ,德国成立了联
邦卫生局中央垃圾处理局 ,开始探索用垃圾发电。
1972 年德国通过了《废弃物处理法》,确定了垃圾无
害化处置和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垃圾处置行业等原
则。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使德国经济受到重创 ,为
了节约能源 ,德国大规模开始从垃圾焚烧中获取电
能和热能。1974 年 ,德国颁布了《联邦污染物排放控

制法》,1975年发布了第一个废弃物管理的国家计划 ,首次提出了“预防、减量、回收和重复利用”、“根据污染

　　⑦城市的产业链循环。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 ,在农业经济时代 ,我国由于丝绸业的发展扩大了苏州和
杭州等城市 ;在工业经济时代 ,由于钢铁工业的发展形成了英国的伯明翰和匹兹堡等城市 ;在循环经济时代 ,
就不能仅仅考虑城市的优势发展单一产业 ,而要构筑产业链的循环。

在此举一个水产业循环的例子。城市水产业可以由经营性水库、自来水厂、供水公司、排水公司、污水处
理厂构成一个封闭的产业链实现水资源循环 ,见图 2。

图 2 　水产业链的封闭循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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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付费原则 ,分担处理成本原则”,1978 年德国政府又提出“蓝色天使”计划等系列工程。众多的法律法规和
日益增长的垃圾总量使政府的投入日益庞大。日益增加的费用使德国意识到 ,从“末端处理”入手 ,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为此 ,德国政府 1986 年将《废弃物处理法》修改为《废弃物限制处理法》,从法律上进行了两项
创新性的规定 ,一是首次规定了预防优先和垃圾处理后的重复使用 ;二是对生长者的责任进行了规定 ,如石油
工业回收废油的责任。修改后的法律大力鼓励对二次原料的开发利用。此后 ,对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逐渐
走向良性的发展轨道。基于此 ,德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大大加快了立法进程 ,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促进循
环经济的发展 (见表 1) 。

到 2003 年修订的《再生能源法》,德国已经形成了从个别领域立法到循环经济法的完备法律体系。德国
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包括法案、条例和指南三个层次 ,法案主要有《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德国废弃物法
案》等 ;相关条例主要有《有毒废弃物以及残余废弃物的分类条例》、《废弃物处置条例》等 ,相关指南主要有废
弃物管理技术指南、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技术指南。其中《物质循环和废弃物管理法》是德国发展循环经济最
主要的法律。

除了从法律上对实施循环经济提供保障外 ,德国政府还制定了废物收费政策、生态税政策、押金抵押返还
政策和废物处理产业化等经济政策来刺激居民和生产商的行为 ,引导全社会节约资源和加强环保 ,共同推动
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活动之中。废物收费政策主要采取向城市居民和生产商征收垃圾处理费 ,强制居民和生产
商增加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投入 ,为垃圾的治理积累资金 ,推动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生态税政策则是
对那些使用了对环境有害的材料和消耗了不可再生资源的产品开征生态税 ,促使生产商采用先进的工艺和技
术 ,通过经济措施引导生产者的行为 ,进而达到改进消费模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押金抵押返还政策是
通过对购买液体饮料的购买者收取容器押金以保证容器使用后退还商店以循环使用。德国政府较早认识到
垃圾废弃物处理不能完全依靠政府 ,因而采取了废物处理产业化的政策 ,广泛吸引民间私人经济参与 ,如在德
国工业联盟 (BDI)和德国工商企业协会 (DIHT)的支持下 ,95 家涉及零售、日用品生产和标志生产的企业合作
成立双向回收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DSD)来负责包装废弃物处置 ,DSD 公司作为一家从事公众利益服务的民间
组织 ,又在国家环境政策要求的前提下 ,以收费经营的方式 ,协调地方政府、废弃物管理部门与回收公司各方
的利益 ,明晰各方职责权益 ,使回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二、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做法和实践
作为岛国的日本自然资源相对匮乏 ,经济发展所需资源、能源的绝大部分依靠从国外进口 ,易受国外能

源、原材料价格的冲击 ,同时大量生产带来的废弃物处理压力日益增大。日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 ,并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在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日本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日本实行的是
环境保护末端治理的战略和思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转向从生产和消费源头防止污染的“管端预防”,实现
了发展战略和思路的一次突破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日本提出循环经济理念 ,实现了发展战略和思路的第二
次突破。1994 年 12 月 ,日本内阁制定环境基本计划 ,首次提出“实现以循环为基调的经济社会体制”,1998 年
日本制定“新千年计划”,把循环经济作为构建 21 世纪日本社会发展的目标。《环境白皮书》提出“环境立国”
的新战略 ,以昭显其与先前的“贸易立国”和“科技立国”等战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日本政府在 2000 年前
后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从而保证了日本成为资源循环利用率最高的国家。日本
的循环经济立法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 ,所有法律可分为三个层面 :基础层面有一部《推进
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有《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两部综合性
法律 ;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 ,如《家用电器再利用法》、《食品再利用法》等 ,如
表 2 所示。除了基本法律外 ,日本还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二 英对策法》等辅助性法律。

表 2 　日本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法律层次 法律名称 制定时间

基本法 《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 1993 年

综合性法律
《废弃物处理法》 2000 年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 1970 年

专项法

《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 1991 年

《特种家用电器循环法》 1995 年

《建筑材料循环法》 1998 年

《可循环食品资源循环法》 2000 年

《绿色采购法》 2000 年

《多氯联苯废弃物妥善处理特别措施法》 2001 年

《车辆再生法》 2002 年

在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之中 ,《建
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居于核心地位。该法的主
要内容有以下 6 个方面 : (1) 关于“关于循环型社
会”的概念 ,就是指限制自然资源消耗、环境负担
最小化的社会。(2)对那些没有考虑其价值而被
称为“垃圾”的物质 ,定义为“可循环资源”并促进
其回收。(3)“优先处理”顺序为 :垃圾减量 →回
用 →回收 →能量利用 →安全处理。(4) 明确政
府、地方主管部门、企业和公众的责任 ,鼓励每个
人为建立循环型社会作出努力。特别是明确企
业和公众作为“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并增加“生产
者责任” ,即工厂对他们的产品从产地到处理负
主要责任。(5) 政府制定“促进循环型社会建设

的基本规则”(6)明确建立循环型社会的政策措施 ,鼓励使用再循环产品 ;对妨碍环境保护产生污染的企业征
收环境补偿费。

日本政府除强化立法之外 ,对循环经济的项目层次也极为重视 ,制定了补助金制度、融资制度、优惠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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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经济与倡导伦理化技术创新
西北大学 　杜跃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方 　雯

[摘要 ]本文认为 ,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 ,但是必须重视技术创新的伦理化。伦理化技术创新
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自我内心的和谐这三个方面。在发展循环经济中
倡导伦理化技术创新 ,应包涵 :伦理化设计、伦理化制造、伦理化营销以及伦理化技术创新扩散这四个方面。

度和紧急设备购置补助金等一系列辅助经济政策。在预算方面 ,日本对从事环境技术开发项目的中小企业、
从事废弃物再资源化工艺设备生产企业、对采用高效实用技术 (3R 技术) 的企业等给予优惠政策和补贴。在
税收政策方面 ,日本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 ,在使用年限内除了普通退税外 ,还按取得价格的 14 %进
行特别退税 ;对公害防治设施可减免固定资产税 ,并对各类环保设施 ,加大设备折旧率。

三、美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做法和实践
虽然美国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或再生资源利用法规。但是美国却是发展循环经济最早的国

家之一。美国的循环经济政策散见于联邦专项法规和各个州的法律法规中。早在 1976 年 ,美国就制定了《固
体废弃物处置法》,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俄勒冈、新泽西、罗德岛等州先后制定促进资源再生循环德法规以
来 ,半数以上德州制定勒不同形式德物质循环再生法规。美国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在“产品责任制”的意识上走
在世界前列。美国加州于 1989 年通过了《综合废弃物管理法令》,要求在 2000 年以前 ,实现 50 %废弃物可通
过源削减和再循环的方式进行处理 ,没达到要求的城市将处以每天 1 万美元的行政罚款。美国超过 7 个州规
定新闻纸的 40 % - 50 %必须使用由废纸制成的再生材料。在威斯康星州 ,塑料容器必须使用 10 % - 25 %的
再生原料。加州规定玻璃容器必须使用 15 % - 20 %的再生塑料 ,塑料垃圾带必须使用 30 %的再生材料。美
国联邦政府也非常重视资源的回收利用 ,美国国会 1990 年还通过了净化空气法 ,该法禁止在制冷设备的制
造、使用、维修和处理过程中排放含有氟氯化碳的制冷剂 ,要求对氟氯化碳等有害气体进行回收利用。为推动
资源的回收利用 ,美国环境保护署 1988 年宣布用 5 年的时间 ,使城市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25 % ,到 2005 年 ,
这一指标则要提高到 35 %。据此 ,各州纷纷通过立法 ,对本州居民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
州提出要使回收利用率达到 50 % ,新泽西州则要达到 60 % ,而罗德岛州的目标则高达 70 %。有些州还制定
了对未遵守规定的居民的处罚条令。各州除规定原则性法规外 ,还列出了详尽的实施细则 ,以便于居民有章
可循。美国有关当局还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 ,力争在源头上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纽约市卫生局还设
立了物品交换电话服务 ,通过数据库 ,免费提供 1 万多家机构有关捐献、收购、租赁、修理旧货的录音信息。纽
约市政当局还联合举办旧物品交换日 ,建立网站进行旧货买卖。美国十分重视废旧钢材的循环使用。目前 ,
美国几乎所有的汽车全部被循环使用 ,家用电器中钢的再循环率达 77 %。如今 ,美国所生产钢的 58 %是来自
废钢材 ,仅仅 48 %的钢材生产是采用原生铁矿石。

四、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尽管三个国际的国情和主

要措施都存在极大的诧异 ,但是 ,其中都有一些共性的东西给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启示。具体如下 :
(1)循环经济 ,法规先行。德国、日本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推进循环经济 ,这些法律具体规定了发展循

环经济过程中企业、政府、民众的责任。对不遵守政策与法规的企业和个人提出了强制性的制裁措施。美国
虽然没有全国性的循环经济的法规。但是美国政府通过制定循环经济的目标的办法敦促各州制定循环经济
的法规 ,同时 ,在很多专项法规中 ,美国政府规定了企业和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义务。目前 ,我国发展
循环经济尚缺乏系统的法律框架 ,制定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2)企业是循环经济的主体。传统的环保措施是在生产的末端进行 ,循环经济则使废物资源化。要实现
废物资源化 ,生产活动的组织单位企业富有重要的责任。尽管三个国家的规定存在差异 ,美国、德国、日本无
一例外的规定了生产者要对产品产生的废物负有责任。这种规定使循环经济的具体实施有了经济的载体。

(3)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更新观念。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唤起大众的环保意识 ,使循环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
同时 ,循环经济概念本省就是更新观念的产物。循环经济是新的经济观 ,循环经济学的经济观是把西方经济
学的“最大化”发展为“最优化”。同时循环经济还是新的消费观和新的生产观。没有观念的革命就无法实现
循环经济。比如旧货交换就必须以新的消费观为基础才能大规模实现。

(4)政府环境保护政策的倒逼机制 -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推动力。从三个国家的实践来看污严格的
环境保护政策是推进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生产模式的主要外部推动力。美国是通过给各州规定指标的形式实
现的。德国和日本则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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