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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循环经济所依据的科学理论是多维的、复合型的。
这是由内涵型和外延型循环经济客观实际决定的。
多维循环理论包括基础性的自然生态循环、与自然生态循环相衔接的生态技术循环和生态经济循环理
论。
通过“自然生态循环—生态技术循环—生态经济循环”构成多维复合系统循环。
最终，技术、经济、产业等要素都要回归到自然生态循环中，所有违背自然生态循环规律的人工行为
及其物质和虚拟后果，都必须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重新融入地球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巨循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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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必须在工业经济“非循环”、“短链”、“一次”资源利用理论中恢复、融合自然生态循环的循
环型、长链、多次利用资源模式的活力，当代的工业经济理论应向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否
则将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障碍并形成终极制约。
自然生态循环包括微观循环、宏观循环以及生物圈的综观巨循环，这是自然生态循环空间序的体现。
能量转化、物质循环、价值的增值、财富的积累和信息传导是任何一个生态经济系统的最基本功能。
每一个生态经济系统都是由能量流、物质流、价值流和信息流构成的功能单元。
维持生态系统演替进化的全部能量都来自太阳辐射能。
前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以及工业化社会各有其内容和特点，这揭示出生态循环是不可替代的经济增长
、社会进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同时，将理论创新应用在产业、管理、机制与制度改革，恢复、强化生态良性循环。
特别是化学化的所谓现代农业，传统工业技术流程，交通、运输、商业、消费等物流过程，以及矿产
开发、能源形态等所有实物生产领域，均要在产前、产中、产后，源头、过程、末端以及从投资预算
、规划设计、生产工艺、流通销售、消费与废物收集等各个环节，均要设计、应用“5R”循环具体方
案。
　　循环经济形态的重点就是在自然生态循环的基础上，追加经济、技术、管理等人为干预，实现生
态平衡、经济高效与生态经济的动态均衡。
一是建立互补互促的生态、经济、技术与管理要素协调关系。
多维复合循环表现为协调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其各要素是互补互促的协调关系。
由于纯粹自然生态循环的物质再循环效率、生产效率和生物产量，较施加经济、技术、管理的生态经
济系统低，为了提高经济、技术效率，满足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就必须运用人的智能来干预生
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维持生态经济平衡，以获得高转化率和高产量。
这种干预引起生态系统向更加有序的结构演化，从而生产出比自然状态循环时多得多的物质产品。
优质、足量的物质产品输入经济社会后，又会引起后者一系列有序变化。
二是建立生产、运输、流通、消费等经济过程排放物的“5R”循环经济模式。
源头治理、清洁生产、理性消费、循环利用、节能减排、开发洁净能源等都是多维复合循环模式的不
可或缺的内容。
循环经济形态强调化废物为资源，在循环技术手段的作用下，使原来有序的生态经济结构扩大资源空
间、增强有序功能，从而产生多重良性循环的新产业，促使整体经济结构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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