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循环经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循环经济学>>

13位ISBN编号：9787564119171

10位ISBN编号：7564119179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东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黄贤金 编

页数：3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循环经济学>>

内容概要

本书从循环经济绪论、理论与方法、部门循环经济、综合评价与应用以及循环经济伦理及政策等方面
介绍了循环经济学内容体系。
绪论部分着重阐述了循环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内涵与特征以及学科体系；理论与方法部分介绍了产业
生态学、物质代谢、循环经济产业链、仿真模型、原生资源开发利用、低碳经济等相关理论与分析方
法；部门循环经济部分介绍了农业循环经济、生态工业设计、城市循环经济等内容；循环经济综合评
价内容涉及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评价、循环经济规划等；循环经济伦理与政策部分进一步总结提
升了本书内容，介绍了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伦理、循环经济政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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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2 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依据上述对循环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分析，循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
内容如下：　　（1）循环经济学是以“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视角为研究的切人点。
　　当前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业已从经济系统本身的一元思维拓展到“自然一人类社会”二元思维，但
是，“21世纪的主要矛盾由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变为需要大幅提高自
然资源生产率（单位自然资本带来的经济发展）”①，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通过在区域系统运行
的不同产业之间、同一行业之间进行有效的物质与能源交换。
因此，循环经济学中的空间概念，将跨越生态系统、资源系统、环境系统各个产业内部系统和产业系
统以及社会一经济系统，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内寻求物质流、能源流配置效用的最大化。
　　（2）循环经济学是深层生态学的应用与发展　　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了《浅层生态
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②，认为两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生态思想，这种本质上有
别的观念反映在当代生态运动的具体行动中便有了完全不同的现实主张③。
例如，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用法律
将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将污染产业或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
而不是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④。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学不是一个解决局部或部分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经济科学，而是从更深层次
的问题揭示、更大范围的系统设计、更为有效和长久的解决措施等方面，来提升“自然——人类社会
——空间”三维系统的运行效率。
　　（3）循环经济学的研究目标　　循环经济学是着重借鉴经济机制与杠杆，合理组织资源利用、
进行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与保护，因此，需要考虑其中的经济成本。
例如，仅仅从资源循环利用来看，循环利用的次数越多越好；但是，如果考虑到每一次循环，都需要
添加额外的能源与物质，比如附加的机器、运输的基础设施等，则就需要合理确定不同生产流程、工
艺或资源、环境、生态条件下这一循环利用的程度⑤。
　　（4）循环经济学是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　　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
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⑥。
目前一些分析十分注重将技术经济的分析应用到循环经济研究的具体领域。
当然，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并不限于技术层面、自然系统层面，它是寻求有利于形成循环型经济模式的
社会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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