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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后，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凸现，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一个瓶颈。
由此，我国的环境与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建设生态文明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路
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能减排等重大行动为内容，为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构建了清晰的路线图
。
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新形势下和新阶段中，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从世纪之交到2005年基本
完成了从理念倡导到国家决策的第一次飞跃。
从2006年开始，迅速进入全面试点示范阶段；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标志，2009年开始进入整体推
进阶段。
全面试点示范和整体推进意味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无论从速度还是规模看，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这一进程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前所未有的。
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中，主要遇到过三类问题：为什么要发展循环经济？
什么是循环经济？
如何发展循环经济？
在初期，“为什么”的问题是首要问题，即针对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者，解决要不要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有什么好处的认识问题。
关于该问题，学者、政府官员及媒体曾发表了浩如烟海的论文、报告及评论。
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是2005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之后，
“为什么”的问题至少在国家层面上基本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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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十三章：第一章总论：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进程与政策及模式问题；第二章循环经济发展的国
际经验与借鉴；第三章循环经济：物质流分析与管理；第四章生产领域的循环经济：重点行业提高生
态效率的政策；第五章消费领域的循环经济：政府在、绿色采购政策；第六章废弃物循环利用与无害
化处置的政策；第七章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第八章循环经济的区域发展模式与政策；第九章循
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第十章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第十一章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经
济政策与定量分析；第十二章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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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2 中国循环经济的内涵关于中国循环经济的内涵，国内说法很多，但《循环经济促进法》对循环经
济内涵的界定基本上是一个较全面、简洁和权威的定义，即“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
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
根据这一定义并综合国内其他的说法，可以从5个方面或用5个关键要素来认识中国的循环经济实践的
本质（任勇，2005）。
1.2.2.1 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很显然，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是为了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
尖锐矛盾，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强度，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1.2.2.2 循环经济活动的外延循环经济本质是一种新的“经济活动或经济发展模式”，“循环”是从物
质交换方式来描述这一新的经济模式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特征。
所以，循环经济活动的外延包括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重点是生产和消费两大领域；从
产业划分的角度看，交换和流通领域的活动，有些可以划入消费领域，有些可以划入生产领域，如服
务行业的问题。
所以，从中国循环经济的目标和外延看，其与国际社会正在开展的建立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的概念
和实践是相通的。
1.2.2.3 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标志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效果上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直接标志是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高资源能源投入、低经济产出、高
污染排放”（即“两高一低”）转变为“两低一高”（低资源能源投入、高经济产出、低污染排放）
。
当然，常规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也可能使经济发展取得这一效果，所以，循环经济还要有根本性的
区别特征。
1.2.2.4 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实质_卜是
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出现了故障。
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系统对资源能源的需求超过了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出现了短缺问题；产生的废
物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出现了污染问题。
因此，循环经济的理论本质是：调控经济活动中的物质流动方式和流量，将资源环境与资本、劳动力
、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同等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这也是循环经济区别于经济学理论管理经济
活动的核心特征。
直观上讲，就是将传统经济的“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的线性物质流动方式改造为“资源一产品一再生
资源”的物质循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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