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经济管理系 　王延荣

[摘要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范式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架构的基本形成经过了探索和争鸣的过程 ,经过近半
个世纪的融合、发展与传播 ,循环经济理念正在深入人心。作者在总结国内外专家提出的循环经济“3 + 1”的
实践模式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了循环经济运行的静态模式和动态模式。
[关健词 ]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 　模式

发展循环经济 ,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划时代转型 ,标志着以市场驱动为
主导的产品工业时代向以生态规律为准则的绿色工业的转变 ,是一场极具深远意义的产业革命。关于循环经
济的运行模式 ,有些专家在总结国内外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 ,提出了循环经济“3 + 1”的实践
模式。笔者在借鉴和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了循环经济运行的静态模式和动态模式。

1 　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关于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有着高度的认同 ,但是对于循环经济的内涵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

法。主要观点有 :
解振华认为 ,循环经济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既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理念 ,又是

一种新型的、具体的发展形态和实践模式。他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 ,将传统
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 —产品 ———废物排放”的开环式模式 ,转化为“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的闭环式模
式 ,其本质是生态经济。

曲格平认为 ,从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来看 ,它是人们模仿自然生态系统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
量流动规律建构的经济系统 ,并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

吴季松认为 ,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
废弃的全过程中 ,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长的经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
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也有学者提出 ,循环经济是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资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 ,是保
护资源、保护地球环境的一种现代文明行为。

综合上述观点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
用为核心 ,以“减量化、再循环、资源化”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
式 ,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
革 ,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

通过这个概念可以看出 ,理解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 ,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环境和资源是循
环经济的核心。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 ,以什么作为切入点来诠释循环经济 ,都离不开环境和资源。在循
环经济活动中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活动方式 ,其终极目标都是在获得物质产品的同时 ,资源必须得到最大限度
地利用 ,环境必须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第二 ,循环经济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 ,而不是一个经济要素 ,这是循
环经济的本质。循环经济是一个价值创造过程 ,是人类劳动与自然资源结合的过程 ,是一种运动形式和发展
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人们投入生产资料 ,消耗自然资源 ,再通过劳动创造产品 ,排放生产废弃物 ,利用废弃物
进行再生产 ,再创造产品 ,这个过程循环往复。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使资源得到利用、再利用 ,资源
效用得到发挥和再发挥 ,最终实现人类生产活动对环境污染量减至最小。第三 ,对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是
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作为一种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强调的是在生产活动之初尽可能少地投入资源 ,生产活
动之中尽可能少地排放废弃物 ,生产活动之后尽可能多地对废弃物回收和循环利用。作为一个循环运动的系
统 ,循环经济自始至终 ,都贯彻着一个基本思想 ,即节约自然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2 　循环经济运行的静态模式
(1)仿生结构模式。循环经济的概念来源于自然生态系统长期进化的形成过程。一个成熟的、健康的生

态系统 ,取决于其内部各个要素之间所具有的稳定关系 ,以及这些关系的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与互相影响 ,最
终产生出生态系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以及其中的物质流、能量流的平稳运行与流畅互补。在自然生态系统
中 ,一般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三个有机部分。其中 ,“生产者”主要指地球上一切高级生命赖以
生存的基础 ,即绿色植物利用 CO2 与水 ,在太阳能的作用下 ,将辐射能转变为化学能的过程 ,亦即通常所说的
“地球第一生产力”。这种合成的碳水化合物是地球上一切高级生命形式取得活力的基础。“消费者”是利用
第一生产力的各种群体 ,如食草性动物、食肉性动物、杂食性动物等 ,它们的规模和等级一切取决于“生产者”

3. 韩宝平 ,孙晓菲 ,白向玉 ,魏颖. 循环经济理论的国内外实践.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2003 , (1) ,58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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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提供的承载力。“分解者”是指“生产者”在其生命过程中会产生出枯枝落叶或死亡体 ,而“消费者”在其生
命过程中也会产生出废弃物和死亡体 ,这些废弃物通过“分解者”(主要由微生物)的作用、重新变成矿物质 ,再
去参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生态系统会将这三者的互相作用纳入到一个整体的
循环之中 ,即“生产者”会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二者所产生的废弃物又会通过“分解者”(即通常所称的“环境
自净能力”)完整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有效系统。

城市或循环经济园区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系统 ,也是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
的综合管理体系 ,也存在构成“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的有机匹配 ,由此可以形成一种效率最
高、物料最省、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生态环境维系良好的区域发展模式。

“生产者”是指城市或园区利用生产力要素的组合 ,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产品 ,其中必然产生相应的
废弃物和污染物。“消费者”是指利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广大用户 ,他们在消费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废
弃物和污染物。“分解者”是指对于上述各类废弃物和污染物的解除、自净和消纳。一个健康的城市或园区应
当能对上述三大功能实施综合协调并达到流畅的循环。与自然系统不同的是 ,由于人类过渡的经济活动 ,单
靠自然的自净能力已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分解者的作用 ,因此必须通过减量化、循环利用、加大污染治理等措施
去帮助城市或园区缓冲能力的提高和自净能力的恢复 ,从而实现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对自然的回馈
相平衡的核心目标。

(2)有机结构模式。借鉴国际经验 ,根据我国循环经济内涵和现有实践探索的经验 ,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模式或战略重点可以总结为两个重点领域和四个重点产业体系 ,它们在在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和生态系统支撑
下实现有机组合和共生。

两个重点领域是指循环经济的重点是抓住生产和消费领域。四个重点产业体系是生态工业体系、生态农
业体系、绿色服务业体系及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产业体系。两个重点领域和四个产业体系循
环经济运行模式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 ,需要有机地融合 ,并不能独立分散地构成各自的循环系统。有两层
基本含义 :第一 ,只有当城市建立了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绿色服务业体系 ,其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发生根本转
变 ,才有可能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构成不同产业体系之间的循环和共生体系 ;同时 ,只有建立了发达的废
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产业体系 ,整个城市的“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循环才能够转动起来 ,形成
可持续消费模式 ,并与可持续生产模式对接 ,构成循环经济运行中的“大循环”。第二 ,循环经济与生态城市的
有机结合。生态城市是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的区域 ,是一个有丰富和特定内涵的空间概
念 ,它标志着在一定发展阶段下 ,一个区域全面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这个意义看 ,循环经济是生态城市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即城市经济系统是由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共同构成 ,但并非其全部内容。生态城市还
包括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基础设施系统等。仅有“资源能源消耗低、经济效益高、环境负荷小”的循环经
济系统并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部目标或生态城市目标 ,还需要有完善和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优美的生
态景观、高素质的人口、公平的社会体系等来支撑。同样 ,仅有良好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公平的社会体系 (如古
代城市)的城市也不是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还要有发达的经济、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和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
系 ,特别是要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实现这种协调发展就必须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 ,否则 ,“高消
耗、低效益、高排放”的经济系统会制约城市的生态环境系统、基础设施体系和社会系统的健康发展 ,生态城市
的目标就无法实现。所以 ,发展循环经济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 ,有了循环经济理念和循环经济体系 ,城
市将会以最节约和最高效的方式运行。

(3)层次结构模式。循环经济在实践中 ,一般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不同的层面 ,它们之间相互衔接、
相互作用 ,推动循环经济不断演进与发展。

在微观层次上 ,有两个运行主体 ,企业和公众。企业推行清洁生产 ,即企业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 ,采用新
的设计和技术 ,将单位产品的各项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限定在先进标准许可的范围之内 ;公众实行绿色消
费。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在消费领域的具体形式 ,是人类进入生态需求阶段的必然结果 ,它必将引起社会经
济各领域的一场革命。如环保产业迅速崛起 ,绿色营销的法制化以及绿色银行、生态投资和环境税等财政金
融经济手段的运用 ,均是绿色消费效应在现代经济中的集中表现。

在中观层次上 ,包括区域和行业两个层次。在区域层次上 ,工业区及区域发展生态工业 ,建设生态工业园
区 ,即工业园区按照生态产业链发展的要求 ,将一系列彼此关联的生态产业链组合在一起 ,通过企业和产业间
的废物交换、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 ,减少或杜绝废弃物的排放 ;在行业层次上 ,提高行业进入的绿色门槛 ,建立
企业绿色会计制度、政府和企业绿色审计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 ,根据生态学原理 ,寻找上下游企业
之间的耦合优势 ,形成循环经济生态链 ,最终建设循环型行业。

在宏观层次上 ,建立废物分类回收体系和再生产业 , 注重一、二、三产业间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梯级利
用 ,最终建立循环型社会。一是要建立社会化的废物回收系统 ,避免零散的、无组织的、无序的废物回收对环
境的危害和资源的浪费 ,为废物的再生利用创造条件 ;二是要建立社会化的废物拆解利用系统 ,使一部分尚具
使用功能的部件再进入消费领域 ,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 ,使不具备使用功能的部件通过资源再生进入再生产
领域以实现持续利用 ;三是要建立社会化的无害化处理处置系统 ,对无任何使用价值的真正废物进行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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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研究
安徽科技学院 　汪 　上

[摘要 ]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 ,应该主动承担起发展循环经济的任务。本文从政府推动、企
业实现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资源约束、绿色理念的广泛树
立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 ,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加强政府监督力
度、加强中小企业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等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
[关健词 ]中小企业 　循环经济 　动力机制

“循环经济”一词 ,是美国经济学家 K. 波尔丁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 ,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
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费的线形增长的经
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吴季松 ,循环经济的特征 [ N ] ,人民日报 ,2003 - 04 - 11) 。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 ,目前循环经济已具备经济学、社会学和环境科学三方面的综合含义 ,它要求在物质不断
循环和能量不断梯级利用基础上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 ,把资源开发、生产、运输、经营、消费和废弃的全
过程经济和社会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 —产品 —资源再生或再用”的闭环型物质流动过程 ,使物质和能源得到
最合理和充分的利用 ,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很少的废弃物。

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引起我国重视 ,近几年也做了大量工作 ,但总体上循环经济的规
模小 ,循环经济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只有少数有实力的企业正在做循环经济的试点、示范工作 ,面向中小
企业的宣传力度和广度很不够 (陆钟武院士 ,2005 年) 。据《2004 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 ,2003 年我国共
有企业 196222 家 ,其中大型企业 1984 家 ;中小型企业 194238 家 ,占企业总量的 98. 7 % ,中小型企业工业生产
总产值为 93356. 98 万元 ,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 56. 8 % ,提供的就业机会达 75 %以上 ,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
了巨大贡献 ,因此本文认为发展循环经济 ,不仅仅是政府、大型企业、消费者等等组织的事情 ,发展循环经济 ,

必须需要中小企业的参与 ,而且根据中国国情 ,在现阶段中小企业才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 ,应当主动承担起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责任。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速度、规模等都相
当滞后 ,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小企业依照循环经济发展
要求进行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一、中小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模型

处理 ,以避免污染环境。

3 　循环经济发展的动态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尽管政府、企业、公众的需求千差
万别 ,但是有一种驱动力量极大地影响了高度动态的循环经济发展过程。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 是社会责任的
驱动 ? 还是节约资源的驱动 ? 应该是这些因素在综合、整体以及动态地作用于循环经济发展过程。

(1)政府是循环经济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驱动者 ,其主要责任就是成功地推进投入 —回报等式。循环经
济运行过程的起始点是政府的引导和推动 ,积极发挥经济、政策的导向作用 ,运用经济和政策调节和规范企业
和公众的行为。政府推动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是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其作用就是将推动循环经济的
一些关键因素进行整合 ,并且通过调整它们之间的适合度和平衡度 ,使各行为主体的投入 —回报等式向着有
积极意义的方向改变。

(2)循环经济运行的核心是投入 —回报的均衡问题。对于每个循环经济主体来说 ,除了其所应该承担的
社会责任和义务之外 ,都在寻求一个投入 —回报的均衡等式。当然这里讲的回报不能单纯用经济价值来衡
量 ,这些回报也可以表现为社会的承认、人们的赞赏、资源节约的价值以及环境改善的生态价值等。这些可以
计量以及难以计量的价值通过社会价值显示系统使各行为主体可以体察到 ,进而对各行为主体产生激励 ,使
其成为循环经济运行的主要推动力量。

(3)企业和公众是循环经济运行的主体力量。要促进物质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循环 ,将经济系
统和生态系统统一起来 ,必须对社会经济系统所输出的废弃物进行处理。而这个废弃物产生的源头就是企业
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人的消费。只有使企业和社会公众充分认识到循环经济的重要性 ,并将减量化和绿色消费
成为自觉的行为 ,才有可能实行循环经济的源头治理。

(4)利益、资源和社会责任三者之间的适合与平衡对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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