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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处在经济成长重要阶段的中国，其经济增长的每一个举动都与世界市场及世界经济
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因为西方世界的崛起和现实发展，是以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消耗世界资源的80％以及污染环境为条
件的。
如今，同样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也要“崛起”，那么按照西方经验，中国也一定要争夺世界资源和
污染环境。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就是按这种逻辑对待中国的，例如，2001年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
都议定书》，就是以“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
展中国家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为重要理由的。
《京都议定书》（1977，以下简称《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以下简称《
公约》）缔约国，根据“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
均排放仍相对较低”这一事实，按照所有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减排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全球减排
温室气体可操作细则。
该细则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
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
％、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
。
问题既不仅仅在于美国作为《公约》缔约国拒签《议定书》，也不仅仅在于仅占全球人口不到5％的
美国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而在于：《议定书》给予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
排放的豁免期截止到2012年，《巴厘岛路线图》（2007，以下简称《路线图》）指明，2009年就要把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谈判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上。
可以肯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经济体、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
国，在。
2009年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了。
这些压力和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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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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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而在于：《议定书》给予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
排放的豁免期截止到2012年，《巴厘岛路线图》（2007，以下简称《路线图》）指明，2009年就要把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谈判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上。
可以肯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经济体、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
国，在。
2009年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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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题立项于国发[2005]22号文件之前　　（二）不管多么特殊，循环经济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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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中实现物质变换的“活物质　　（三）生产方式变革是推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的根本力量　　（四）资本循环是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的一种社会形式　　（五）几点结论：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框架的狭隘界限与资本循环的局限性　三、从当代经济学不同视角研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的经济学根据与条件　　（一）从生态圈视角来研究　　（二）基于生态系统的总供给已无法满足当
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需要　　（三）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视角看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实质　　
（四）基于企业信息化的现代生产方式革命和当代资本循环运动　　（五）几点结论　四、对中国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学思考　　（一）仅有科学发展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科学世界观　　（二）
仅有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发展观，没有科学方法论还是不行的　　（三）有几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_
　　（四）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建议　五、结束语　附录《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分论）》目录：　第一部分 对循环经济的综述与评价　　综述与评价之一：循环经济的研究现状　
　　国外循环经济研究状况述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循环经济研究状况综述　　　我国循环
经济立法研究综述　　综述与评价之二：循环经济的实践情况　　　我国循环经济相关政策概述　　
　我国循环经济试点概述　　综述与评价之三：循环经济的认识思考　　　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
社会，实现人类的终极幸福　　　基于循环经济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的思考　第二部分 循环经济的
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唯物而辩证的时间观与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的二重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循环经济思想研究　　　重新挖掘和整理《资本论》中的
循环经济理论和方法　　　　《自然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评议　　　经济增长：基于自然资
本约束视角的演化论分析　　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二：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国循环经济建设与国际
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　　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三：发展经济学　　　简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资源、环
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学理论基础之四：产业经济学　　　能源价格改革的效应维度分析　　
　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动力——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探讨循环经济　　　模式下的规模经济与
范围经济　　　经济—生态效益导向的制造业环境成本计量探析　　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五：企业经济
学　　　企业自主开展环保工作的动因及方法探析　　　企业环境收益探析　　⋯⋯　第三部分 循环
经济的实证分析研究附录一“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实证分析/计量模型”课题首次研讨会的会议综
述附录二“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实证分析/计量模型”课题第二次研讨会的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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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0）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温家宝同志在会上指出，大力抓好能源、资源节约，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11）2005年1月，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制定（（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节约和
替代燃料油“十五”规划》，《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五”规划》，《环保产业发展“十
五”规划》。
（12）2005年1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关于加快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将
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到“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中，无论是规划纲要，还是各类专项规划、区域规
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都要把发展循环经济放在突出的位置。
（13）2005年7月，全国人大环资委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建议把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纳入立法
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研究，同意将循环经济促进法立法项目纳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并批示
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起草。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指示，全国人大环资委已经建立了起草领导小组，拟定了起草工作计划，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开展了起草论证工作，并拟在2007年将法律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
（14）2005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力争到2010年建
立起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
（15）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指出，我国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16）2005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六部委联合
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第一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工作，选
择确定了钢铁、有色、化工等7个重点行业的42家企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4个重点领域的17家单位
，国家和省级开发区、重化工业集中地区和农业示范区等13个产业园区，资源型和资源匮乏型城市涉
及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个省市，作为第一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
（17）2005年11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家环保总局共同在厦门举办了中国循
环经济发展论坛2005年年会，主题定为“循环经济在实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出席论坛并讲话。
与会代表深入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表了《厦门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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