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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在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
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消费模式深刻反省的结果，是人类社会探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目前，循环经济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在许多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虽然方兴未艾，但已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是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而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我们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创新发展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
循环经济一头连着资源，一头连着环境，可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是发展
理念的创新、发展模式的创新，是解决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重要措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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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循环经济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物质消耗减量化、资源再利用、废弃物资源化活动的
总称，是中国应对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压力、优化产业技术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提高资源和能
源效率、促进碳循环、提高碳效率、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排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
经济绿色化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本报告作为首部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报告，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对循环经济内涵的认识发展过程，发展
现代循环经济的历史背景，循环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实践中形成的循环经济成功模式与案例，重点
行业和领域循环经济发展进程与效果，政府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高层领导对发展循环经济
的论述，循环经济发展中尚存在的问题，以及2010年政府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与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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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为此，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经济范式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
一工程技术层面上，创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企业层面上，对于新建生产项目，从规划设计开始，即
按照循环经济原理进行。
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厂房车间的布局都要充分考虑物质流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成本最小化。
企业产品生产工艺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循环利用原则进行技术体系选择和配置，做到废水分级
循环利用和余热余能梯级利用；通过技术链条和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展，实现副产品和废弃物
循环利用，使企业自身形成多产品的循环经济联合体，或与其他企业合作组成循环经济联合体。
具备条件的老企业，按照循环经济原则进行技术改造。
可以与清洁生产相结合、在企业内部循环利用具有规模效益的副产品和废弃物，在企业内部循环利用
；规模较小、在单个企业内部循环利用不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副产品和废弃物，则由政府或市场组织
，由专门的企业进行循环利用。
这样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企业循环经济技术经济范式。
在区域层面上，按照循环经济要求实施“产业集聚、企业人园、优化布局、产业成链、创新管理、物
质循环”的原则，通过经济技术开发园区的模式进行工业企业布局。
每一个工业园区都形成一个综合集成的循环经济联合体，从而形成多种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新技术经
济范式。
在社会层面上，按照规模经济要求，形成基于市场机制的多层次废弃物回收、分类、运输、再制造、
再生利用体系。
其中，个体废弃物收购与分类者、中小型废弃物集散商、以个体为主导的社会废弃物运输商、专业化
的废弃物拆解商、专业化的再生利用厂商是社会层面循环经济的主体。
有特殊安全和环境准入要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例如，危险废弃物、医疗废弃物等），则由国家指定
的具有相关技术资质的企业进行回收、运输、再生利用和安全处理。
二在制度层面上，创建新的运行机制废弃物的种类繁多，循环利用的经济价值差别巨大，对环境的危
害性和安全处理的成本也存在巨大差别。
对于循环利用具有较大经济价值或较高经济效益的废弃物，主要由政府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
，由市场自发进行收集、分类、运输和循环利用。
对于对环境危害较大，循环利用经济效益不高，或没有经济效益的废弃物，则由政府制定相关技术标
准和环境标准，强制废弃物产生者自行进行循环利用或进行安全处理，或者废弃物产生者支付费用，
由经政府认定具有技术资质的专业化的处理厂商进行循环利用或安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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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报告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课
题的重要研究成果。
该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组织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解振华副主任非常关心本报告，并亲自作序。
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赵家荣司长、何炳光巡视员以及循环经济处对本报告给予了重
要的指导和帮助。
北京现代循环经济研究院刘兴利院长和其他同人对报告的完成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有关行业协会不仅
对报告的编写提供了直接帮助，还撰写了行业循环经济发展报告。
在此，我们对解振华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及循环经济处的各位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
对全体编委对本报告的指导表示深深的感谢。
对北京现代循环经济研究院，有关行业协会，省市循环经济发展主管部门，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省市、
试点园区、试点企业的领导和参与报告撰写的所有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就没有本报告的顺利完成。
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几个省市和数十家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和企业进行了大
量调研才完成此报告，但由于循环经济在中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缺乏系统的统计数据，加之
我们的水平所限，本报告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当然本报告的不足之处全部由作者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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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报告(2009-2010)》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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