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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
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资源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率低，单位产值的污染
物排放量高，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主要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
快速的经济增长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我国资源和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要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
少的废物排放，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
略目标。
　　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份额持续上升，而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也将逐渐下降，而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
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2006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11.8％、48.7％和39.5％。
与2001年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减少了3.4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增加了5.9个百分点。
　　我国实施循环经济不仅包括废弃物资源化的再生资源产业，即静脉产业，而且也包括开发利用自
然资源并以非废弃物作为原料的产业，即动脉产业。
静脉产业和动脉产业基本上属于第二产业范畴。
　　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技术进步，用新技
术提升传统工业的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的产生和排放。
发展第二产业循环经济将改变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第二产业循
环经济将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是全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主要举措，对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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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循环经济的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纺织产业循环经济的现状、问题和今后发展的具
体路径与措施，并辅以案例，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本书主要面向纺织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对于纺织行业宏观管理决策部门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也适合高等院校师生、科研工作者、管理人员及关心中国纺织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关人士阅读、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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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商业经济应用与管理研究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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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机制、循环经济体系、节能减排政策等重点研究课题；作为第一副主笔编著完成的《德国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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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WTO事务研究咨询中心副主任。
2004年荣获北京市市属（管）高等学校特聘教授资格，2006-2008年成为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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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合作中心和国家环保总局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颁发的循环经济专家资格证书.主要研
究方向是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近年来主持了商务部、科技部、环保部有关
循环经济机制、循环经济体系、节能减排政策等重点研究课题，作为主笔撰写有学术专著《区域层面
的经济转型》（德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德国循环经济研究》（科学出版社）、《第二产业与循环
经济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和《中国经济创造之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其中主持编著的《德国循环经济研究》专著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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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推进纺织产业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的倡导和纺织企业的自律
，更需要营造一个信息完备、渠道畅通、社会认知、全民参与的环境文化氛围。
德国的社会文化经验说明，加大宣传力度和提高公众意识是创造这样一个社会共识的重要措施。
在中国，民众在这方面缺乏热情，环保意识相对较淡薄，中国的纺织工业循环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任重
道远。
　　为纺织产业循环经济发展营造一个信息完备、渠道畅通、社会认知、全民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需要做好如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做好宣传工作　　在宣传上，自上而下做好纺织工业循环经济
的宣传工作。
可以参考学习德国的经验，采用自上而下三个层面的做法，从政府、到企业、再到个人。
　　对于政府，纺织产业集中或发达地区政府应主动参与到纺织工业循环经济的学习和推广活动中去
；对于纺织企业，可以通过政府或其他机构举办的讲座、研讨会、经验交流会等方式，加强对发展循
环经济的相关知识在纺织企业中的普及；对于民众的宣传，应有意识地扶持发展一些宣传环保的非政
府组织。
比如，中国现有的“中华环保世纪行”、部分高校组建的环保类非营利机构和学生社团，通过向国际
组织或其他组织申请活动经费，在城市社区与偏远农村开展了纺织废物循环利用、资源利用等方面的
宣传，推广纺织品绿色消费理念，促使更多的民众参与纺织产品循环利用并使其逐步变成全体公民的
自觉行为，建立起人类和环境友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准则。
　　2.大力发展环境文化　　构建纺织产业回收利用体系离不开环境文化的发展，因为环境文化既是
发展循环经济的先导，也是循环经济成长的基础。
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文化，促进纺织工业循环经济措施的落实，培育纺织品循环利用的社会氛围，需
要从多个方面开展工作。
比如：推出一大批好的有关纺织品循环利用的科普宣传作品，制定符合中国现状的纺织工业循环经济
法律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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