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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搿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力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资

源的浪费，环境的恶化，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实施循环经济已

经刻不容缓。曩本是世界上循环经济体系发展最完善豹匿家之一，为世界上其它国家

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众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同时，中日两国在地缘关系、治

理传统、风俗习惯、文纯教育等内在帮外在毒l度上彼此趋同，反映在循环经济政策的

制定、执行上也有相似的地方。所以通过对中日两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和相关法律

法规及产业政策的比较分析，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

的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有关循环经济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中日两国循环经济

发展背景的差异和发展现状的比较入手，重点从战略和政策两个层面上对中网循环经

济的发展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从中彳罨出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借鉴意义的

经验与启示，并尝试着提出了我国进一步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议。文章最后以苏州

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跟踪分析经济系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利用和废物排

放情况，对苏州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和评价，以便为政府部门对经济

和环境闯题的宏观调控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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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Circular Economy

of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produce in a large amount，consume in a large amount，a

large amount of discarding'’，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cause resource

waste and deterioration of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it’S high time for china to develop the

circular economy．Japan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ho has the excellent system

of circular economy and set a good example for other countries．As the same time，China is

similar tO Japan on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custom,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SO on。So

it may have the sam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n circular economy polic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An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 strategy,related

laws and polic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ies，we can learn from Japan and probe into away

suitable for US．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research results on circular．economy from domestic and

overseas scholars，my paper begin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mparison on present situation，and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strategies and polices of

circular econom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and drew some experience which is good to

our development,and give some advise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n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

The last part takes Suzhou as all example to research circular economy．By tracing and

analyz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discharge of

wastes，a tentative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of Suzhou，and it

offers support for decision-mak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macro regulatory and control

ability of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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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导论

1．1选题意义

我国是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资源供给缺口较大，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物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

以为继，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经

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豹经济发展模式，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透过对污染进行

全程控制，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清洁生产，提高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倡导绿色消费

等，能够使我们达到在资源与环境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日本已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一部循环经济基本法、两部综

合法、若干部专项法，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在法律的规范下，全社会

共同参与发展循环经济，形成了政府推动、公众参与、企业响应的良好局面，并且以

循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静脉产业挣正在崛起，露本正在向建立循环型社会方向迈进。

对中吕两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情况、战略模式、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总

结网本的有益经验，大胆借鉴，对于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制定相应战略、实施相应政

策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目前国内比较具体的相关资料和经验介绍为数寥

寥，更没有人进行系统的比较并总结出规律，进而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指导我国的经

济实践，本文旨在这方面做些探索与分析。

l。2国内外磷究综述

1．2。1国际循环经济理论进展情况

对循环经济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以巴里·康芒纳1974年所著的《封闭的循环》

为代表。他认为每种新的、有着更多污染的技术，在能源上的浪费也要比它们所代替

了的那些技术多。由环境危机所证实以及能源危机所表明的各种问题都说明，使用了

战后生产技术的经济体系确实在短期内是获利的，但是，这种利润是以污染环境及一

个生产体系受到高度损伤为代价的。由予露环境危机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太深刻、太普

遍，所以它们是不可能由技术变动、纳税规划的简单更改，或者拼凑起来的立法来解

决的。他还认为，因为环境危机是社会对世界资源错误管理的结果，所以当人类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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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缝缓与生态鬻联褥嚣谐～致时，环境兔瓿才霹以得到解决。

尽管巴里·康芒终在1974年载提擞爆生态缀舔理论寒发展经济，毽誊剿嚣世纪

80年代，循环经济理念才在一些世界大公镯内部_开始实验(如桂邦公司>。1992年

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使人类社会认识到环境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环境间题

必须在发展中加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各国广为接受。90年代后期，循环经

济裰关理论穗继凄现，蠡：

1997冬Rosana Moraes，Sara Elfvendahl等人在大类环境杂志上发表了名为《论

国家土地致策对森蒸邃佬煦影瞧～一娃秘鲁亚骂逊涎巍镄》赡论文，文孛苏1986．1997

年的瓷料必基础，论述了城镇优对森林和琢境的破坏，指崽政麝政策对环境的影瞧不

可低估，提池了发展环境友好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循环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性强的经

济，制度的作用不可忽视等重要观点，从制度方面对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给予了启示。

2003年Moniea Tapia释Luis Zambrano联合发表了关于疆西哥中部农村水产业发

襞对社会耧生态豹影穗一文，文章骧承产燕隽铡，指懑水产品(鲤鱼)产薰酌变纯不

莰影响到浩净水系统，还羧交了人类栳会关系(鱼塘主蠢袭民≥；传誊驮社会关系囊

度论述了入与人的关系秘人与皇然熬关系密不哥分，提示我髑建立循环经济座考虑社

会和生态两方顽的问题。

除此戳外，众多的环境和经济学家也在许多网站发表文章，从就业、环境、能

源、商监等角度对发最循环经济进行了肯定。美满还成立了由十个州的经济、环境专

家组成熬经济譬患研究嚣，专门为循环经济研究者提供最耨数据耪褶关信意。如

http：I／www．ambio。kva．se(人类舔壤杂悫>，http：／／grid2．cr．usgs．gov妇≥球资源蕊惑数

搌库)，http：／／gssd．mit．edu(全球可持续发餍决策支持网络系统)等。

1．2．2国内循环缝济研究现状

我国经济理论界关注循环经济最早开始予1997年，以闵毅梅在《环境导报》上

发表的《穗蓉鹃《循环经济法>》为标惑。根据现有资料，2003年4月我国学者吴季

松爨萋蕊《循环经济》一书是蓄蠹学者撰写褥最早酶循环经济专著，主要就循环经济

的基本海容、霪环经济产生麴理论基磁帮实践过糕进行了鬻述，并篱要分缨了高新技

术和德环经济发壤的关系，对发雕区域循环经济提出了视步设想。随着我星致密瓣霹

持续发展的重视，循环经济方面的专著相继出版，其中张坤主编的《循环经济理论与

实践》论文集较全面地反映和评价了我国循环经济实践状况，曲格平教授撰篝的《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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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到褥繇经济》论文详细阐述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密切关系，指出清洁生产

是实现循环经济豹基本途径。

2000年起，在政策的引导下，垒豳各地开始逐渐进行循环经济试点，同时各大

有影响力的学术期予|j纷纷介绍匡际循环经济理论和毽蠢实践现状，总结经验，探讨我

蕾发震循环经济豹基本条件和促进对策。如：《可持续发展与复杂自循环经济系统》、

《循环经济呼唤绿色经营》、《构筑循环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循环经济的内生增长

模型》、《循环经济及法律调控模式》、《中匡生态工业的发展》、《辽宁省发展锤环经济

试点方案》、《以循环经济理念创建贵雕生态城市》等。与诧稳关的研究成果，可参见

本文第4章的4，1．2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认识。

1．2．3已鸯研究麴不是

当前国内对于循环经济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毅下两点：

第一，对于循环经济网际发展情况，大部分文章以介绍国际循环经济实践、立法

现状为主，缀少寿对各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制度、战略进行系统比较与深入研究酶

文章。

第二，从目前研究成果看，对于循环经济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予改善生态环境的层

蟊。改善生态环境嚣确楚循环经济翡～个重要范畴，但是若将循环经济的范圈局限在

生态经济的范围之肉，懋路未免过予狭窄。对于循环经济的研究应超越生态经济学、

宏观微观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范围，可从环境．经济．社会的大系统出发，对五流(物
。

康流、信怠流、能量流、入力资源流、价值流)的循环导致社会财富酶增长与社会可

持续发展进行理论豹研究。

1．3本文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1章是导论。基于对国乡}和量蠢楣关文献的综述，提出本文的整镩磷究思路及

方法。

第2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概括循环经济的内涵、原则及其与冀他新经济的关系，

并突出其基本特征。

第3章对孛磊两雷循环经济开展麴现状迸彳亍概括分析，并遴过实际数据进行初步

的比较。首先从中国着手，分析中国彳盾环经济理念提出的背景，开展的初步成效及当

蒋面临的主要阕题。接着对匿本循环经济理念提出的背景及发展历摆俸塞露颞，并概

括出英循环经济开震酌特点。在此基础之上，裰据历年的统计数据，借助于物质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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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建立起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日两国循环经济开展的现状做掰一个比较直观的比

较。

第4章重点对中日两国开展循环经济从战略和政策上作出比较。首先介绍两国对

循环经济认识上的差异，据此引出两耀各自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的政策，继而对两者的

异同进行分析比较。

第5章是全文的总结与启示。借鉴日本循环经济开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对我国

进一步开展循环经济建设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震实证分析方法对

苏州市区及下辖的各县级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分析，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

支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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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对循环经济的基本认识

2．1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2．1．1循环经济的内涵

概括地说，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

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表现形式，符合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增长

模式的根本变革。

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在这

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发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

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

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许多自然资源

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

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

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

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只有放错了地

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

排放，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简言之，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

生态化转向，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

2．1．2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

第一，循环经济体现了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的统一。

循环经济体现了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的统一，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减缓资源与环

境财产的损耗，确立了新型的资源观。据专家测算，按目前的技术水平，每利用1

吨废钢铁可炼好钢850千克，节约铁矿石3吨和标准煤1吨，减少“三废”污染负荷

76％--07％；每利用1吨废杂铜可提炼电解铜850千克，节约铜矿石150吨和电260

度；每利用1吨废铝可炼再生铝900千克，节约铝土矿4吨、纯碱800千克、电极

600千克和电1．5万度，减少空气和水污染负荷95％以上；每利用1吨废纸可生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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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纸800千克，相当于节约木材4立方米、电512度和水250吨，减少“三废”污染

负荷约75％。为缓解资源短缺、保护生态环境，西方发达国家都把资源开发的重点转

向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并向着产业化方向发展。早在1990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

色金属年产量中，再生铜占52。26％、再生铝占26．96％、再生铅占50。∞％、褥生锌占

29．52％。麓前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化的产量已接近或超过采掘业的产量，

形成了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1

第二，循环经济体现了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统一。

循环经济在给世界带来全新的环境效益的同时，正在给人们带来巨大豹经济效

益。例如：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石膏制硫酸同时联产水泥技术，建成了我国第

一套磷铵配套硫酸、水泥生产装置，利用生产磷铵排放的磷石膏痰渣制造硫酸并联产

水泥，硫酸又返回用于生产磷铵，後瓷源在生产过程中得到高效循环利用，与同等规

模的单一产品厂家相比，磷铵、硫酸、水泥的成本下降了30％50％。山东九发食用

菌股份有限公司利用作物秸秆、鸡粪生产双孢菇新技术，建成了贬洲最大的双孢菇生

产基地，1998年实现年利用小麦秸秆、玉米秸秆2万吨，带动利用秸秆5万吨，工

厂化生产、加工、出口商品质双孢菇1万吨，利用双孢菇加工废料生产高效菌肥1

万吨、菌丝颗粒饲料l万吨、多糖系列产瑟15万吨，实现年产值2亿元，创汇1800

万美元。2

总之，循环经济体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确立了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

传统的以“资源．产品．废弃物"型的线性经济系统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型

的循环性经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它

要求全社会增强珍惜资源、循环利用资源、变废为宝、保护环境的意识，实现资源的

减量化、产品的反复使用和废弃物资源化。它要求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发

展、城市建设等重大决策中，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节约利用资

源，减少资源与环境财产的损耗，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的良性循环。它要求企业在

确定经营方针和从事经济活动时，兼顾经济发展、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逐步实

现“低排放"或“零排放’’，从而营造出一个人与瞄然和谐共存的循环型经济社会。

2．2循环经济的原则

1初丽霞，德环经济发震模式及藏政策措施研究。【I)1，山东师范大学，2003．

2初丽霞．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政策措施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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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一般丽言包括三个原则，即3R原则，见表2．1：
表2-1：循环经济三原则

3爻原裂 对象 目的

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源
减量优甄则

减鼙化原劂针对的是输入端 流量，双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物
Reduce

的排放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及其利用效
褥利用原则

再利用原则属予过程性方法 率。要求产品积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
Reuse

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

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璎

资源化原则
资源亿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

量，即废品回收利用和废物综合利用。蒋

Recycle 循环能够减少垃圾的产生，锯8成使用能源

较少的新产品

资料来源： 震亚聃．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减量化原焚,lJ(Reduce)要求用较少的资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嗣的或消费目的，

在经济活动的源头注意节约资源翻减少污染。在生产中，减量忧原则常常表现为要求

产品体积小型化和产品重量轻型化。此外，要求产品包装追求简单朴实丽不是豪华浪

费，从而达到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目的。减量化优先级最高，是从源头控制废弃物产生

量，是最彻底有效的管理方法；在不得不产生废弃物时，则应尽量减少其产生量；接

下来是在可行的情况下再利用或再循环。

再利用原划(Reuse)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利用，而不

是翔过一次就了结，以抵制当今世界一次性用品的泛滥。

资源化原则(Recycle)要求生产出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蜃，能重新变成可

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无用的垃圾。很显然，通过再使用和再循环原则的实施，反过来

强化了减量化原则的实施。

循环经济的3R化使资源以最低的投入达到最高效率的使用和最大限度的循环利

用，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使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规律相吻合，

默两实现人类活动的生态他转向。

2．3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

2．3．1生态学理论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

学"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海克尔对生态学的定义是：研究动物与

其有机及无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特剐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

7



中日循环经济比较研究 第2攀对循环经济的基本认识

其后，有些博物学家、从事植物群落和动作行为工作的学者和侧重进化观点的学者等

相继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生态学进行了阐述。再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NT生态

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

循环经济最主要的指导原理是生态系统原理。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系

统，在外界环境与能量供应稆对稳定的情况下，向着物种组成多样化、结构复杂化和

功能完善化的方向发展，直到达到成熟状态。当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予相对稳定

的时候，生物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高度适应相互协调，能量和物质输出输入大致相

等，这种状态就是生态平衡。生态系统还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当外来干扰在一定限度

以内时，通过反馈机制，系统自我调节后可恢复到最初的稳定状态；当外来干扰超过

系统自我调节能力时，系统不能恢复到最初的稳定状态，此时，生态系统表现为生态

失衡或生态平衡的破坏。

人类社会是以入的行舞为圭导、以鲁然环境为依托、以物质流动为命脉、以社会

控制为经络的人工生态系统，即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不同于生物群落。

人与自然、环境矛盾的产生与实质，就是Efl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各个成分之间关系的失

调，人既是生态系统的成员，受一般自然规律的制约；又是支配生态系统的最积极、

最活跃的因素。人们一旦认识和掌握了生态系统的特性并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就

能维持其平衡或创造出具有更好韵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新系统，建立起新的生态平

衡。

23．2生态经济学理论

生态经济学3是生态学与经济学密切结合的科学，从总体上来研究经济系统和生

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在生态经济中，经济活动的目标包括：保护生

态环境；通过开发新能源和新材料，开发节约原材料、能源的产品等方式，以防止因

过度开发导致的资源枯竭，保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采用各种生态手段来消

除生态危机并满足人类消费需求懿增长。

生态经济学认为：(1)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闻，邋常存在链状和网状的关系，

并且与短链相比，长链循环转化环节较多，所以更有利于系统稳定和物质的多次利用，

同时也可以提高系统的生产力；(2)生态系统中有一个生态阀值。在生态因子或经济

3生态经济攀是经济学与凌态学交叉发鬟起来豹一定薪兴边缘褥学，簌经济攀角度讶究生态系统秘经济系统相结

合的复杂系统结构、功能及其规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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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变化或经济系统作用于生态系统时，若没有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阀

值)，则系统会在各因子的相互反馈调节下得到补偿，从而保证其内部能量、物质(产

品)转化效率得到提高；反之，则会引起系统失控、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等问题；

(3)价值增值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首先是加环增值。通过增加一个或几个转化

效率高的环节来延伸产业加工链，提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出数量更多、品种更

优的产品以实现价值的增值。其次是减环增值，适用于以自然力和自然能为主的产业

链。当能量转化和经济产出水平较低难以达到高产型利用时，为取得高产出，借助于

高技术方法来减少原来产业链的环节，从而取得高增值产品。再次是差异增值。通过

产品的品质、外观、功能的差异、季节性差异、地域差异和习惯差异等，使价值和价

格相背离，达到价值增值的目的。

2．3．3零排放理论

零排放理论是由欧洲实业家、前任联合国大学校长顾问Gunter Pauli首创的。所

谓零排放，直译就是“废弃物为零"，其定义如下：零排放是使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

排放物与其可转化为其它工艺或过程的有附加价值的副产物之比趋向于零的过程。

ZERI(Zero Emission Research Initiatives，零排放研究创新计划)组织认为，零排放

是工业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终极环境目标，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即零排

放是一种目标或理念。

零排放是指无限地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直至为零的活动；即应用清洁生

产、物质循环和生态工业等各种技术，实现对天然资源的完全循环利用，而不给生态

环境遗留任何废弃物。换言之，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谋求最大的产出，有时还需构筑产

业间网络，将某种产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材料。零排放概念的基础

是完全、有效地利用地球的有限资源，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至最小。实现零排

放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对环境无害的物质循环，它既可以保证废物排放最小化，又可以

节约资源。零排放不单纯指减少废弃物排放量直至为零，它也包含节约资源和能源、

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产品回收和重复利用等重要内容。

零排放理论可以被吸收到循环经济的系统中。在经济方面，零排放是市场经济

发展的刺激因素，企业必须通过改进传统的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才能实现污染零

排放，这对调整企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生态方面，零排放

通过对生产过程、产品、产品链条和产品网络进行综合性的生命周期评价，把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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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减至最小；在社会方面，原材料的完全利用可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同时还可形

成新的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此，零排放理论对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共

赢”发展，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有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2．3．4资源价值论

资源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实质是资源所具有的、得到社会承认的利益属性，价值

是由资源形成成本和利益增量两部分构成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基础，来源于自然资源

的稀缺性、有用性和所有权豹垄断性。资源价值论要求对资源的褥生产进行经济核算，

确定资源的价值与价格；利用经济手段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生态学和经济学价

值。

在循环经济中，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循环经济以综合性指标来衡量

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重视污染预防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以及资源和

能源的节约。在我国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广泛实行了补贴制度，环境资源

和自然资源的价格仅仅体现了资源开采或获取的成本，而没有考虑由于资源使用两带

来的外部性成本和收益。因此，只有建立起资源的完全价格体系才能通过市场机制和

价值规律使全社会建立超节约资源、充分利用资源的循环经济体系。

2．4循环经济与其它叛经济的关系

在大量文献中，我们常看到循环经济与其它一些新的经济形式同时出现，甚至用

其它新经济来界定循环经济的现象，如循环经济的实质是生态经济或绿色经济、循环

经济与知识经济是2l世纪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等。由此可以看感，循环经济与这些

新经济存在非常密切并且极易引起混肴的关系。对循环经济与这些新经济的关系加以

深入剖析，不仅有利于将循环经济与其它新经济加以区别，而且可以更全面的探究循

环经济的内涵，更深入完整的理解循环经济。

2．4．1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关系

生态经济是让产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像生态系统一样形成全封闭循

环，最终达到资源的零输入和废弃物的零排放，使生产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种

理想化的状态。只有在知识经济的后期，生态经济才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出

现，它是以太阳能或氢能为基础的4。可见，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经济是一种理想的可

持续发展的状态，在现实社会发展阶段，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生态经济也没有完全

4吴季松．循环经济【M1．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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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晷前，各个国家生态经济的发展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势，两循环经济恰

恰是通向经济生态诧的其体途径。循环经济强调物质的闭环流动，主要研究经济活动

中如何利用“3R”原则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循环

经济是仿生态的，其本质是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不仅具有可操作性，也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2．4．2循环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关系

绿色经济即经济活动的绿色化，其出发点和冒的是为了保护环境，所以，绿色经

济又被称作环保经济，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环境保护标准防治污染，使经济活动有益于

环境或与环境不对抗，即通过“环境友好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对环境问题思

考的不同深度或绿色程度，绿色经济有浅绿色和深绿色之分，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建立

在环境与发展分裂开来的思想基础上，是20世纪60"-'70年代第一次环境运动的基调，

主要关注对各种环境问题的描述，渲染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侧重于从技术层面探讨

闯题，常常散发出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对发展的消极意识。丽深绿色的环境

观念则是将环境与发展进行整合性思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次环境运动的主

题，重点在于探究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在此基础上的解决途径，是从技

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概言之，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就环

境论环境，较少探究工业化运动以来的人类发展方式是否存在闯题，其结果是对旧的

工业文明方式的调整和补充。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洞察到环境问题的病因藏匿于工

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灞方式之中，要求从发展的机制上防止、堵截环境闯题的发生，

因此它更崇尚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变革5。

在环境问题上，循环经济与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宪全吻合，它们都没有停留在对环

境问题的一般性关注上，两是深入剖析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揭示环境闻题与传

统线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联系，探究入与自然关系的传统理念对环境问题的深刻影

响，寻求通过发展模式的创新与人类环境价值观念的革新，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双赢。但是，与绿色经济单纯关注环境闯题相比较，循环经济内涵更加丰富。就人

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联系来看，绿色经济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输出端，即废弃

物对环境的影响，重点在于环境保护。而循环经济在此基础上还关注经济活动输入端

与自然界的关系，关注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豹桔竭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倡

5褚大建．《绿色前沿译丛》总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藤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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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通过贯彻“3R”原则，实现资源环境与人类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因而，

可以认为，绿色经济是循环经济内容的一部分，是循环经济内涵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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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中日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与比较

3．1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状况

3．1．1中国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囡经济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

2006年GDP已跃屠世界第四位。一然而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却面临着经济增长

质量不高和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的基本囡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不能承受原

有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具体表现在：逸然环境先天不足，我国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只有

世界平均水平的l乃，出地、高原、丘陵比重较大，生态环境脆弱带分布广泛；水土

流失、荒漠化危害严重；水资源紧缺、污染严重，我国的人均水资源不到世界人均的

1／4，有2／3的城市供水不足，同时七大水系存在不闭程度的污染；森林覆盖攀低、增

长缓慢；生物多样性迅速减少；矿产资源存量不足；另外，入均资源不足、单位资源

产出水平较低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网益严重的资源危机决定了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6

(二)传统“三高"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

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是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

现在，每增加l亿元GDP需要投资高达5亿元。2003年，我国实现的GDP仅占

世界的4％，而为此消耗的各类资源占世界消耗总量为：原油7．4％、原煤31％、铁矿

石30％、钢材27％、氧化铝25％、水泥40％。同时，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

高出许多，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摊放量比发达国家高14倍，单位工业产毽产生的

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lO多倍。72006年中国的入均GDP能耗与世界部分国家进

行比较排行表如下：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豹主要阔怒与对策》http：／／www．ecomas．gov．cn／bbs／viewtopic．php?pid=1894

7李德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hap：／／theory．people．corn．cTl／GB／40557／44058，45454／54782／3821338．html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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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006年中国入均GDP能耗与世界比较摊行

2006总能源消 总GDP能耗 人均能
人均GDP

人均

国家 费(万吨标准 (吨标准煤 耗(吨标 GDP
人均媛》能隧

煤) ／万美元) 准煤)
(美元) (吨标准煤，美元)

排名

日本 74332 20373 58245 36486 10 1．60

德国 46929 14178 56918 33099 17 1．72

荧国 331037 78693 110085 42067 4 2．62

菲律宾 35辫 33152 4017 1084 l 18 3．7l

巴西 29504 89109 15687 33l l 77 4．74

印尼 16335 149452 6655 1093 1 17 6．iD9

印度 60456 927233 5519 652 133 8。47

埃及 8396 75095 10642 1118 116 9．52

中国 242549 1794003 18339 1352 112 13，56

全球 1552786 23789

资科来源：环球能源礴．

放上表不难看懑，2006年中国髓源消费增长迅速，并且，中匿的能源消费已占

了全球能源消费的15％以上。尽管中国的人均能耗还远远比不上日本、美圜等发达国

家，不过，中国的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沿海或者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人均GDP能耗

才是真正值得比较的数据。这个数据不能不说是发人深省了，曰本、德国、美国这样

的发达国家能耗都不高，这不仅得益于这些国家能源的高效利用，也由于这些国家第

三产业发展迅猛。而入均GDP水平与我国较为接近的菲律宾、印尼及埃及入均GDP

艉耗都远不及我国来得高。就连窜度，也与中孱在入均GDP能耗上远远缝拉开了

差距。由此可见，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以降低能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刻不容缓。

(三)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与环境双重危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有两大特

点：

首先，它是物质单向流动的开放式经济；其次，，评判标准是经济增长速度，评判

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等单一性的数量指标，其中没有包含投入赘源的全部价值，以及

对环境造成的损失。由于传统增长方式将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割裂开来，经济发展不

考虑环境的承载力，最终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国提出了循环经济

的发展战略。我国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

年代以前。在这个阶段，尽管没有系统的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但实际上已开始注意

到环境问题。例如，当时“三废’’的提出和利用。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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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这一阶段，对循环经济理论的认识逐步深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

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治理环境污染开始由末端治理

向源头治理转变，清洁生产和减少消耗成为环境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强调以生态规

律指导经济活动，发展经济生态系统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第三阶段，2003

年至今。从2003年起进入到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推进阶段，中国不断深化

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快了循环经济实践的步饯。

3．1．2发展循环经济初显成效
。

近年来，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积极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努力探索

适合国情的实践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大量企业加入清洁生产行列

中国从1993年起开始推行清洁生产，通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

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设备、改善管理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或避

免污染物的产生。中国已在20多个省(区、市)的20多个行业、400多家企业开展

了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2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有l万多人参加了不同

类型的清洁生产培训班，5000多家企业通过了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几百种

产品获得了环境标志i。

(--)生态工业蓬勃发展

1999年，中国开始启动生态工业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2001年8胃，国家环保

总局批准建设中国首家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园区。截至

2005年年底，中国在工业企业集中区先后设立了17个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其

中西部地区6个，东部和中部地区11个。这些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主要有两种类型：

(1)具有行业特点的生态工业园区。国家环保总局主要在制糖、化工、造纸、

冶金、钢铁等行业开展了试点。这些园区通过各系统之间产品、副产品和废弃物的相

互交换，使园区内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废物得到有效利用、环境污染降低到较低水平、

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进丽拉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广透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

范园区、山东鲁北(化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薪疆石河子图家生态工业(造纸)

示范园区、’内蒙古包头国家生态工业(铝业)示范园区等均属于此类生态工业囡区。

(2)具有区域特点的生态工业圆区。包括对现有经济技术开发区或高新技术开

8解振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求是【B 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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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进行生态化改造的工业园区，以及新规划建设的生态工业园区。包括天津开发区、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高新区等。

(三)生态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从20世纪90年代起，农业部在全国批准了两批共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2002

年，农业部从我国各地实施370种模式中选出了具有代表性酶十大生态农业模式和技

术体系，并正式将这十大模式作失今后一段时阆农业部的重点任务加以推广。这十大

典型模式和配套技术是：北方“四位一体”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南方“猪一沼一果”

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平原农林牧复合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

用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及配套技术；

生态渔业模式及配套技术；丘陵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及配套技术；设施生态农业

模式及配套技术；观光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

<四)循环经济试点省(市)工作业已展开

循环型城市和德环型示范省的建设均属于区域范围内的循环经济实践，这在国内

外都是新生事物。循环型区域一般来说是循环型企业、生态工业园在更大范围扩展的

产物，是通过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转变区域生产和消费模式，构建各种产业生态链，

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以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最大限度地高效利用

资源和麓源，减少污染物排放。我国循环型城市和循环经济示范省的建设就是在区域

范圈内对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蓬家环保总局共批准了8个省市汗展了循环

经济试点，其中，贵阳市是我国环保总局确立的第一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丽辽宁省

则是国家环保总局确定的我国第一个循环经济示范省。这些省市通过引入循环经济理

念，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

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图循环经济实践还处于早期摸索和局部试点阶段，但累

积起来的宏观经济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我国每万元GDP

能耗比1980年下降了65．5％；每万元GDP取水量比1980年下降了84．7％；工业“三

废"综合利用产值为1985年的14。6倍；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总值为1985年的12．4倍9。

2004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除二氧化硫外，均比2000年有所下降。二氧化硫排放

总量为2254．9万吨，比2000年增加13％；烟尘1095万吨，比2000年削减6．0％；

9邓海云．《节约能源：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光明日报，200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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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粉尘904．8万吨，比2000年削减17．1％；化学需氧量1339+2万吨，比2000年

削减7．35％；氨氮133万吨，比2000年下降27。5％；工业固体废物1792．0万吨，比

2000年削减43．8％10。

3．1．3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对循环经济的发展仍存在较力严重的认识误区

当前，循环经济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人们还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主要

表现在：

(1)对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开展循环经济实践认识不足。“环境

库兹涅兹曲线”，即“环境倒U型曲线”显示，人均GDP范围在5000—10000美元

左右时，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会得到改善。美国在人均GDPI．1万美元、日本

在入均GDP8000美元时达到临界点，此后，才走上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协调

发展之路。因此，有入认为，我国2007年人均GDP刚刚达到2460美元，经济增长

任务重，发震循环经济为时过早，不符含国情。这科观点实际上是默认发展中国家必

然要步发达国家后尘，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而这条路

从目前来看很难再行得通。一方面，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时的资源、环境初始条件已

不复存在，地球上已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来支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沿袭发

达国家昔日经济起飞时所采取的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我国现阶段环境退化程

度已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固等收入水平对的退化程度，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受制于瓷源和

环境的约束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都利用外部资源，豳本则是完全依赖全球

资源完成工业化的，目前依然如此。但是当前我国则没有这样的外部条件，因为发达

国家仍在争夺世界资源的控制权，全球主要资源仍被少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垄

断。我国近年来一些企业对外投标屡屡受挫、中俄石油管线项圈及其它能源等合作的

艰难，也反映了我豳在开发利用海外资源方面面临的难题；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充分

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发达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和经验，降低“环境倒U型馥线”

的临界点，力争在入均GDP3000．4000美元阶段，实现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向良性的逆

转。11

(2)对“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限性认识不充分。“先污染、后治理”是生产过

挎蹶瑞珍．《我国“+五”以来污染物摊放总羹褥囊一定控制》，新华网2005年lO月4豳．

¨孙育红．循环经济引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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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末端治理模式的体现，是问题产生后进行处理的被动措施，不仅治理成本离，丽且

将一种废弃物转化成为另一种废弃物，不可能从源头上避免疲弃物的产生。末端治理

也使企业满足予排污不超标，而没有动力实施更加清洁的生产方式。同时，由于我国

环保技术的发展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末端治理模式会加大我们对发达国家的

依赖。’

(3)对我国GDP高速增长背后所付出的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仍缺乏深刻的认

识。这主要源于疆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不足。据资料显示：我国20世纪80

年代以来，经济迅速增长的环境成本大约占GDP的3～8％屹，GDP增长所带来的收

益在很大程度上被生态环境恶化的负效应所抵消。如果继续遵循现行的GDP核算制

度，将会出现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越多，GDP增长越快的虚假繁荣现象。因此，传

统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彻底转变。

(二)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企业是资源消耗及废弃物排放最重要的主体，据统计，我国国民经济诸行业单位

产值污染物排放位于前八位的行业均为工业部门，约70％的废弃物来自企业的排放。

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激活企业的积极性。从耳前来看，由于缺乏健全有效的激励

机制，企业开展循环经济实践的动力明显不足：

(1)对企业从生产经营源头上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缺乏有效激励。我国自然资

源长期以来定价偏低，资源价值在产品和生产成本中得不到正确和充分的体现。例如，

利用电厂的脱硫石膏，在著名的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中是经济的，但在我国情况则

截然不同。由于买天然石膏矿成本较低，而用脱硫石膏要上设备进行预处理，就不够

经济。同时，税费政策不完善也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浪费严重。例如，当

前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方面，国家采取的是按照开采量征收资源税的政策，导致企

业在开采过程中采取“吃菜心静的方式，即只开采易开采的部分丽遗弃不易开采的部

分，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以大规模、高速度为

特征的现代生产技术体系使许多原材料开采、加工的直接经济成本日益降低，丽废弃

物处理技术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再生资源的成本比购买新资源

的价格更高。这不仅使企业缺乏节约及利用再生资源的动力，而且也使企业投资开发

稀缺资源替代品的动力明显不足。

轻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中国社会科学【J】，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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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废弃物摊放所征收酸处理费用偏低或尚未开征。逞前，我国仅对企业在

生产过程末端所产生的废弃物征收较低的排污费，而对企业所生产的产晶进入消费领

域报废后的回收处理上，无论企业还是消费者足乎没有或极少为此付过费熙。结果一

方面难以激励企进及个人从源头预防污染、减少凌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另一方面也使

经营废弃物处理的企业因无利可图而难以为继。

(3)激励循环经济发展所需的政策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企业_以盈利为经营鹜标，

在市场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前提下，企业会自觉按照循环经济理念调整鸯身行为并

因此而获益。但有些经济活动则不然，需要在政府补贴及相关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

扶持下才能逐步发震起来。如在瑞士和豳本，每处理1吨瘦|器邀池，政府对企业的於

贴麴合入民蒂5000元，毽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类似的政策珏。不仅如此，我圈瑗

行的一些补贴政策(如如翻遐税)，强化了个别地区和企业以我国宝贵自然资源为原

料的产品的生产和出121(如～次性木筷)，以对辨贸易方式加剧了对国内资源豹消耗。

(三)豹柬枫铡发挥维粥的蓠提基础薄弱

循环经济发展所涉及的资源、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属予公共产品，存在强烈的“外

部效应"，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因此政府必须遵过

管制手段和经济手段船以约窳。但露前来看，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基础还十分薄

弱；

(1)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及执法不严使管制手段作用效率降低。近几年，我嚣

颁布了一些有剥予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如《串华入民共和嚣清洁生产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矿产资源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排

污费征收管理办法》等。僵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立法思路尚不清晰，已有的一些规定

比较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相关法律之闻存在着不够协调、有关的配套措施不到

位等问题，缺泛必要的强制性标准等技术法规。另外，我圈现有的法律法规从总体上

看属于污染预防型立法模式，尚未对经济运行全过程循环进行立法，如《循环经济基

本法》、《再生瓷源利用促进法》、《家电蒋利用法》等均来出台，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责任和义务缺芝法律约束。

(2)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育、交易费用过寓使经济手段的运用受捌局限。我圜是

然资源交易权安排中，只有土地和矿产资源被规定了有条件的交易权，其它宣然资源

13金磊．生态安全的德环经济理念与安践，安全与健康娜，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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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权安排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丽对矿产资源交易权附加的条件是禁止牟利

性交易，这相当于“交易"只是政府行政安排或分配的另一种形式，真正意义上的交

易产权实际上仍不存在，由此导致自然资源浪费使用现象严重。同时，发达国家治理

污染所采取的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和科斯手段(自愿协商、排污权

交易)在我国的作用前提基础也十分薄弱。庇古手段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对私人成本

和社会成本拥有充分的信息，从而确定合理的税费数量。而在现实中确定经济主体废

弃物排放所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非常困难，市场经济本身又缺乏能够使企业如实向政

府报告其真实的私人成本和收益的激励机制，使政府相关部门难以遂过计算私人成本

和社会成本的差额来确定摊污收费量。科斯手段作用的前提包括经济运行高度市场

化、产权明晰、交易费用为零或较低等，这些条件在我国目前并不具备。我国正处于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的力量依然很大，距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特别是法制还不够健全、信用缺失等，都会导致巨大的交易费用。因此，在我国的一

些城市污染治理过程中所试行的污染权交易制度，效果并不理想。

(四)缺乏有力的技术支撑

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先进适用技术的支撑，没有生态化技术创新及其产业

化，循环经济就失去了技术基础。目前，我国企业生态化技术创新能力及采用率较低，

大多处于自发或被迫状态，即使是采用生态技术的少数企业，由于条件限制，通常也

只是采用末端治理技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

(1)资金缺乏。资金匮乏是企业进行生态化技术创新的重要制约因素，我国目

前生态化技术创新投资仅占GNP的O．7％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我国环境

问题要得到解决，这一比例最低应达到1．5％左右。近年来，虽然我国环保资金投入

不断加大，但资金短缺仍然是我国生态化技术创薪及其产业化的重要制约因素。

(2)技术力量薄弱。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均衡，虽然有些技术位于世界领先水

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仍处于落后状态，这也是我国企业生产中单位产值熊

耗、物耗高于发达国家凡倍甚至几十倍，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几倍甚

至几十倍的一个主要原因。技术水平滞后使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本效益不高，如将废弃

物资源化的成本比购买薪原材料的价格更高，企业自然缺乏对废弃物再生利用的积极

性。

(3)技术市场发育不成熟。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缺乏生态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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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能力，所需技术主要来自市场。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阶

段，市场体系剐刚建立起来，技术市场远未成熟，企业不能及时获得生态化技术创新

的信息，也难以把握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和发展趋势。这样不仅影响企业生态化

技术成果的先进性，也影响技术引进的质量和水平，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五)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据{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3年，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

10．0亿吨，比上年增加6．3％；工业圆体废弃物利用量为5．6亿吨，综合利用率为55．8

％，比上年增加3。8％；危险废物产生量1171万吨，比上年增加17．1％，其中有毒

有害固体废弃物大都未经严格的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为

14857万吨，人均440多公斤(已高于一些欧洲国家的水平)，比上年增8．8％，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50。8％，被丢弃的可再生资源价值超过百亿元。一方面是宝贵的

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废弃物的堆积和排放已经成为严重的污染源。从我国

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体系来看，目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从源头对垃圾进行分类至今未能全面展开。由于缺乏对垃圾分类的宣传

教育及必要的设施，居民对垃圾随意丢弃的危害认识不足，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垃圾分

类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如废电池在家中存放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混杂在生活垃圾中一

起扔掉时，随着电池中有毒物质渗入土壤和水源，再通过农作物进入食物链，仍会威

胁人类的健康。而对其进行分类回收则相当予回收了镉、镍、锰、辞等宝贵的重金属。

第二，废弃物的回收与利用仍存在脱节现象。目前，我国城市垃圾的回收主要

由个体人员经营，回收市场比较混乱，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和再资源化率偏低，能够

收集某种废弃物的人员没有能力处理，而有能力处理的企业又苦予废弃物回收不上

来、企业生产原料不足，无法取得经济效益，资源回收与利用之间尚缺乏有效的疏通

渠道。

3．2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及特点

3．2．1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

二战结束后日本优先发展重工业，企业为追求利润，大量生产、大量排污，消极

对待环保，到6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

日本能源瓶颈及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速度，主要表现在：

(一)庞大的废物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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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随后的约三十年间GNP

迅速增加，可也了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源浪费型社会结构。见图

3．1：

图3．1：产业废物产生量的变化情况

资科来源：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日本的建设循环经济的措施D习．

产业废物主要是指工厂、企业产生的废物，每年产生量大约4亿吨，由企业自己

负责处置，最终处置(填埋)量为大约0．45亿吨(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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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罐等，增加了很多处理困难、有害、危险的废物，其处理令很多地方政府头疼。

(三)废物最终处置场(填埋场)的不足

最终处置场的剩余可利用年限(2000年度)如下：

一般废物：全国12．2年，首都周边11．2年；

产业废物：全国3．9年，首都周边1．2年。

(四)非法倾倒废物事件的频繁发生(2001年度)：

非法倾倒事件：1150件；非法倾倒的废物量：2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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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日本制定“新千年计划挣，把循环经济作为构建2l世纪匿本社会发展的醑标。

2000年5月日本参众两院表决通过和修订了《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赘源

有效利用键进法》等多项法规，提出创建循环型社会的国家露标，其基本理念是鳓底

抛弃20世纪的群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模式打，谋求建立“以可持续

发展为基本理念的简洁、『离质量的循环型社会”，以及“以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

生态设计和哥持续消费等为指导愚想的、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2002年初，西本环境厅舟格为环境省，统一管理废弃物的回收

利用。2004年5月，日本又提出“环境革命"的概念，强调应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追求便剩和舒适的观念，改变富墨消费把大量资源变为垃圾的社会现状。

嚣本政府予1991年褥次修订了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该法至今已修改过

20次)，并通过了《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1993年，曰本又以减少人类对环境的负

荷为理念制定了《环境基本法》，实现了环境立法从完备单项法律体系必匮标走辩法

典纯的重要一步。此后，《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与《特种家用机器循

环法》分别在1995年与1998年被通过。到90年代米，伴随着这三项法令的实施，

穗益增长酶公众意识逐渐演变成走一静需要，需要改变现存的社会经济体系，并发展

～种能使得懿本在2l世纪克服其环境冀嶷源限制的新型社会经济体系。嚣本国际贸

易工业部工业结构委员会在1999年7月准备了一份《循环经济规划》的报告，这份

报告认力，为了同时取褥环境保护与经济的霹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起“一种循环型经

济体系黟，以便将环境傈护与节约资源融合到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2000年被命名为

因本“资源循环型社会元年"，同年日本圈会通过了六项法案：《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

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修订)、《资源有效剥用德进法》(修订)、《建筑材料循环

法》、《食品回收法》、《绿色采购法》，20睨年还通过了《车辆再生法》。

3．2．3日本循环经济的成效

透本促进循繇型社会形成的法律制凌的框架基础是《接进循环型社会彩成基本

法》，这项法律确定了形成循环型社会韵基本原则，并规定了交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

设施建设等措施。据此规定，日本于2003年3胃制定并公布了“循环基本计划’’。该

计划的最大特征就是簌据《推进德环型社会影成基本法》的基本思想，提遗了“物质

流指标”和“对策指标艏，并鼠提趱截至2010年度的目标值。关于其进展状况，则有

鞠本中央环境审议会检查，并且每年向国会报告检查结果。日本子2005年度公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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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检查蘸结莱，僵是，凑于统计数据瀚公布滞籍，所戳除了一部分数据之外，其

它数蒸都燕戮2003苹瘦鹃数据麓最新数据。

美予基本计划，簌民意{|鼙鲞缝暴慕餐，鳃筠懿篓天撼膏菠茅褥减量纯与禚嚣涮震

及绿色采购赡意识，蓊缝50％媳久把这些意识变成了巽棒行穗。懿下表灏黍鳇2004

年度调查维暴，虽然在商llil采购对考虑到了环境阀题的人口比例仅先77％，但是对予

消费者考虑环境问题的购炭行为对企业环境保护对策的促进，以及垃圾与生活消费之

润联系这两个褥题的关注度却分剐达到了瓣％和95％的高比例。

袭3露：羲赫循环囊筏会翡鬻蔑塞滚交稼(2004簪凄≥

瓣题矮嚣 久数诧翻，％

认势瀵费者憝魏买考虑戮臻壤阕题熬囊罴，讶璐提遘垒犍嚣壤保护
92

豹对策

黪买裔熬蒜对撰考虑趣瓣、烫漯、蘸源等环壤蓠嚣 77

关心楚辍瓣题与雯满滇费之鬻嚣关系 95

嚣辩寒潆；孛夹器壤霉谶惫循繇璧鬏案影娥攘遂基零诗耄羲涟步拣撼薷2霹t赢梭精采

关予一般裘赛物熬减量倦，2003年家庭方露渡少莲．熏％，王撵肇袋减少筏{冁，霓

衰3心；

裘3。3：一般藏弃耪的减壁纯成绩

2垂§董 2003攀与2000年
瓣密萋 2000年 2蛰爵2年 药潞年

年 比较

平均每人每最获家庭捧

惑的量(能够回收的资源 0。663 0。634 O。6lg 袋巷3{s -4．1％

狳筹>《囊g绒+d>
平均每天从互作单位排

受擎 多，3 蜜0 擎，3 弗。{零毫
幽静量(蟛《)

羹辩衷源：孛夹弼笺事越裳，霾舔鳘蓑会影斌攘逶萋搴挚城g。遥多黎凝。蔡囊霞*痰裣臻粱

产业废弃物的爨终处理量2003年度缒残绩毖19瓣年度减少了653％，最终处

理量内于辩生剩用量釉减燮化量分别鸯33。1％和16。l％的大幅增加面减少，如表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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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产业废弃物的减量化成绩

2003年与

数爨 1990肇 20麓年 2001年 20◇2年 2003年 1990年魄

较

总捧敷

量／万t
39 500 40600 40000 39 300 41 200 4．3％

褥生幂j
15 100 18400 18 300 18 200 20 100 33．1％

嬲量／万t

减量化

爨，万t
15 500 17 700 17 500 17 200 18000 16．1％

最终处

瑷量历t
8 900 4 5∞ 4 2∞ 4 000 3 O∞ 《5。3％

资辩来源：中央环境审议会。循环型社会形成擢进基本计划．12．13煲

绿色采购方面的成绩如下表所示，由于地方政府和上市企业的目标值为50％，

非上市企业的嗣标值为30％，而2004年度它们的成绩分别为42％、33％、21％，可

觅琶l经菲常接遥器标了。

表3≤：撼方公藏匿俸及企监孛绿色燕入戆对策状嚣(-攀19；％)

类别 2003年度 2004年度

地方公共团体 38 42

上市企鼗 29 33

非上市硷业 22 2l

赘料寒漂：审夹琢凌事议会，循嚣藿社会澎藏捺遴基本圣}瓣。避步扶嚣。薰2褥·煮淦结暴

循环型社会熬市场燕模和雇佣规模对照赛标值<达到1997年的2蟹)，市场规

模达到了1997年的l。8倍，雇佣规模达到了1．4倍，也取褥了较好的成绩，见表3．6：

表3—6：循环型商业的市场规模、雇佣规模

2003年与1997
规模 1997年 2000年 2003年

年比较

市场规模倔
黧元

118 112 207 962 216 517 l。83

雇佣规模／

人
441 517 5甾295 616 llS 1．40

资料采源：中央环境审议会。循环挺社会形成接进基本计划．避步状况．第2豳·点检结哭

由于日本在二战之后一直实行的是“追赶型"的经济增长策略，以重化工业为主，

环境与资源对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约束，又Elj于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走“强势政

府挣路线，所以舀本的循环经济战略采取的是建立群循环登社会”的模式，邵对于循

环经济的发震加强致府的干预和指导，在国家层西上颁布～系别法律，戮法治形式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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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循环型社会战略，同时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诱导，依

靠财政等杠杆对循环经济进行宏观间接有效调控与管理，并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相应

管理，引进先进循环经济技术，尤其在产业政策上扶植循环产业，建设工业园区，在

整个社会层面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所以，日本的循环经济是通过政府的强势推动，

以循环社会的建立为萁战略重点的。

3．3对中日循环经济主要指标数据的比较

3．3．1物质流分析法的主要指标体系

为了更好地推动和引导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明确制定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

战略目标和分阶段推进计划，而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和

计划的基础。目前，国际上一些国家采用物资流分析(MFA，Material FlowAnalysis)方

法来表述国家资源投入、废弃物产生和废弃物再生利用的概况，并在物资流分析方法

框架的基础上，建立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物质流分析的基本观点是基于人类溪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进入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物质的数量与质量，以及从经济系统排入环境的废弃物质

的数量与质量。前者产生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引起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生态环境的退化；

后者则引起环境的污染。它从实物的质量出发，通过追踪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物质的开

发、利用及遗弃过程，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即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物质的开采、生产、

转移、分配、消耗、循环、废弃等过程的分析，揭示物蒺在特定区域内的流动特征和

转化效率，找出环境压力的直接来源，作为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指标，进两提出楣应

的减少环境压力的解决方案，为区域循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依

据。

物质流分析的理论指标主要有三类，分别是：投入指标、消耗指标、产出指标，

见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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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鬈； 魏鬟滚分辑熬指豁嚣系

类暴 具体搬标 计算方法

赢接物质投入最(DMI) DMI=国内资源使用量+进口资源量

投入指标 TMR=DMI+嚣爽蠹藏漉国圣董黟巨努隐藏流
物矮总需求羹鞭M黔

(FHF)

嚣瘫戆蒺溃嚣渊◇ ￡辫籍=o麓l。惠弱量

消耗指标 物质总消耗I(TMC) 鞠獬C刊i0出鞠量．F鞭F
NAS=DMI-潼漆裁连产漆(DPO)-塞羹璧

库存诤攒热烈焱国
=DMC-￡》po

国内制造产出㈣o)
DPO=萄内赫放赫空气污染物牛其它形式的废弃

产邀指禄 物

鼹肉耪矮蒽产蹬量(TDO) 誓DO_]DpI。+D}薹

资辩窳添t至军等。锈壤滚分瓣方法静疆诧藏瓣穗醑嚣翻。审潮天蜀+爨添鸯弼、溪，2006(4)．

除上袭介绍的指标辨还有鹾个较常用的反映资源利用情况的指稼，即入均资源漕

费量帮资源生产率。

3&2中嚣循球经济主要攒标的}l：较

以上文物质流分析的指标体系为基础，可尝试着建立起我国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

体系。由乎循环经济是一耪以赘源鳓意效测蘑和循环剃用魏核心，以群减鬟化、再利

蕉、资源纯带为原裂熬经济增长模式，鼗德环经济黥评徐攒标体系也鹿鞋评价资源利

用酶效率釉效益、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最终处置量、废弃物的再剥用辩浚源纯隽主要誉

标。由于数据上酶不霹获褥幢，本文仅黻缀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最墼要的指拣—一

资源利用遮一详价指标为对象进行初步的比较。资源剃用豹评价指标生要包括t瓷源

消费总量、入均资源消费鼹、资源消费强度、资源生产率等。

(一)我黧2000-2003年壹搂物震投入量与墨本的≥|：较

掇据核算结粟，我藩2000。2003年蠢接魏旗投入攮在彳7，l主亿-87．24钇t之阀，

人均6．04-6，75t。我国壹接物质投入量基本都保持稳惫媾长，鞋2000年兔基础，20驻

年昶2003年我国壹接物斌投入量分别增长了4蜷耱12％；太均直接携质投入鲞分裂

增长了3％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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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直接物质投入量(亿吨)的比较

资料来源：刘滨等．试论以物质流分析方法为基础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叨．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2005(4)．

上图显示了日本1975．1996年和中国2000．2003年的直接物质投入量变化趋势。

由于两国数据的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学有所出入，所以在具体的数据上不具绝对的可

比性，上图虽只是粗略的对比图，仍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所需要投入的物质量在

80亿吨左右，远远超过日本，并且还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

(二)我国2000．2003年人均资源消费量与日本的比较

中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只有6t左右，约是日本的40％。

资料来源：刘滨等．以物质流分析方法为基础核算我国循环经济主要指标[J1．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2006(4)．

我国人均资源利用数量非常低，同时如果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国人的富裕程度

以人均物质使用作为衡量指标，那么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我国仍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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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资源维持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入均国内开采量已经超过日本，资源品种虽然丰富，但是很多资源的品位却

比较低下。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所用的资源90％还是来自于国内，这对于我国已经十

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何更好地利用其他圜家的优质资源服务

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协调进口资源为进口国带来的生态压力，如何平衡我豳资源

进口需求和日益看涨的国际资源价格，这些都是在研究循环经济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2000-2003年资源生产率和资源使用强度与日本的比较

资源生产率是循环经济三大指标(总量指标、效率指标和物质循环指标)中重要的

效率指标之一。资源生产率也可称为资源使用效益，资源生产率就是用当年本国的

GDP(2000年不交价)除上直接物质投入量。这个指标越高说明单位姿源产生的增加值

越高、资源利用效益水平越高。

下表3．8列出了日本和中国的资源生产率。可以看出，与日本相比，我国的资源

生产率非嚣低。用2000年我国的资源生产率与1975年日本的指标相比，我匿是墨本

的30％。1975—1996年，日本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大量严格的环境法规的出台使得资

源生产率增长非常快。用我国2000年的资源生产率与1996年日本的指标相比，差距

就更大了，我国是日本的6。2％。我国的资源生产率非常低的主要原因是：(1_)大部分

产品的增加值低；(2)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资源消耗强度高的第二产业比重大，资源

消耗强度低的第三产业比重小；(3)资源利用技术效率低。但是应该看到，虽然我国

与墨本资源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但是我匡2000-2003年资源利用本平是在不断增加

的，增加的幅度也是在不断提高的。

表3-8： 资源生产率的比较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2000 2001 2002 2003

露
472 700 852 l 410 2 543 2 255

太

中
139 15l 154 158

国

注：荤诬为美元庭；表中两嚣GDP垮为2000年不交徐

资料来源：刘江等．中国资源利用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资源使用强度是资源生产率的倒数，其涵义是为取得单位GDP所须付出的资源

量。它与能源强度指标相类似，该值越高说舞鱼然环境所必须负载的人类经济发展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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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资源投入量越高。

在下图3-6中，中国以2000年的资源使用强度为100，日本以1994年的资源使

用强度为100。通过图3-6可以看到两国逐年资源使用强度的变化范围和变化规律。

日本的资源使用强度在逐年下降，我国在2000．2003年资源使用强度也有一定的下降，

以2000年为基础，2001．2003年资源使用强度分别下降了8％、10％、12％。因此，

可以说我国大量开采、大量消费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有所改进。

图3-6：资源强度国际对比

资料来源：刘江等．中国资源利用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对我国以上几个反映资源利用状况的循环经济的主要指标的核算，可以看出，

我国资源直接投入量仍在逐年增高，人均资源消费量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我国

要保持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还需要大量地消耗资源。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资源使用

强度等指标的不断下降看出近年来我国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开展的初步效果。

由于我国人均资源生产率与日本还相距甚远，因此，达到日本的经济水平，我国还

需继续探索提高资源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技术方法，加快循环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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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中日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比较

改革歼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侵资源消费量急剧增加，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

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制度模式。循环经济是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而

制定的处理和调整有关资源环境闯题的有效手段，符合薪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是建

设和谐社会、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无疑是我国社会环境制度变迁的理想

途径。

冒本是世雾上循环经济理念写|入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循环经济体系发展最完善

的国家，冀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体系，对世界上其它国家循环经

济的发展提供了众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同时，中日两国在地缘关系、治理传统、

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内在和外在制度彼此趋同，反映在循环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

上也有相似的地方。所以通过对中日两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产业

政策的比较分析，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循环

经济的道路。

4．1中日对循环经济认识上的比较

4．1．1日本对循环经济的认识

众所周知，二战后，圜本实施“追赶型静和“赶超型”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褥

以快速复苏和腾飞。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从1990

年起，日本经历了持续十多年的经济低迷，饱受资源和环境压力。资料显示，近年来，

圜本每年投入的资源总量约20亿吨左右，其中有30％的资源完全依赖进口。麓本毒

消费引起的废弃物年产量约5000万吨，产业废弃物约4亿吨，尽管采取了大量减排

及处置措施，但每年废弃物填埋量仍约有6000万吨左右。由于土地有限，垃圾最终

填理场严重不足。2000年，墨本一般废弃物填埋场的可利用年限为12．2年，东京圈

为11．2年。全国产业废弃物填埋场的可利用年限为3．9年，东京圈为1．2年14。与此

同时，日本也成为全球二氧化碳第四排放大国，戴上了世界公害大国的帽子。进入新

秘周宏春、支g燕华等．循环经济学【M】，中国发震融敝社，2005年版，第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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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为避免工业化运动以来高消耗、高排放的“资源一产品．废弃物排放”豹线性

流程所组成的“开环式经济”，日本政府于2000年颁布了《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

法》和若干专门法，目的是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循环烈社会”。

所谓“循环型社会"是指通过抑制废弃物的产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及合理处置等

措旌，控制自然资源的消费，建立最大限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其它发达国家虽然

没有循环经济的说法，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各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等国家相继制定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复用或再生利用的具体嚣标。废弃物减量化、

再利用及再循环、零污染、零排放、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等成为各国目前开展

循环经济实践的重点内容。

4。1．2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认识

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引进循环经济概念以来，国内政府部门、产业界和学术

界对循环经济的研究非常活跃，多维度对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从目前来看，对循环

经济的认识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一)循环经济“资源综合利用论”

我国经济理论界关注循环经济最早开始于1997年，以闵毅梅在《环境导报》上

发表的《德国的<循环经济法>》为标志。2002年，冯良在《关于推进循环经济的凡

点思考》～文中认为，循环经济是指通过废弃物或废|西物资的循环再生利用发展经济，

目标是使生产和消费中投入的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

危害或破坏最小，即实现低投入、高效率、低排放的经济发震，其核心是废l毽物资回

收和资源综合利用。同年，周宏春主持完成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第104

号《循环经济：一个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中，主要也是从资源综合利用角度界定循

琢经济的。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基于工业

化运动以来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两高～低)’’为特征的线性经济模式的弊

端所提出的一种人类社会未来应该建立的以物质闭环流动为特征的经济模式，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途径。诸大建在《可持续发展呼唤循环经

济》～文中提出，按照美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哈丁的说法，传统工业社会犹如一个可

以由牧羊人肆意放牧的草场，是一种由“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废弃物排放”单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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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线性经济或“牧童经济’’，当前的人口膨胀、资源衰竭、环境退化三大危机，

正是人类翻己一手造成的这种“牧童经济”的恶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则是一种善

待地球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

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

的利用，从两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冯之浚也认为，

就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而畜，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分别代表三

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传统经济模式，即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同时又任意向环境排

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该模式导致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曰益突出；二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即人类

已经开始注意环境问题，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

取措施治理污染，其结果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丽虽生态恶讫难以遏制，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三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

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合理利用盘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龅

基础上发展经济，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是一个“资源一产品．褥生资源”的闭环反

馈式循环过程。

(三)循环经济“发展阶段论"

吴季松2003年出版的《循环经济》一书是我国最早研究循环经济的著作。在该

书中作者认为，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经济，

大约始自5万年前，即原始人狩猎捕鱼的初始时期；第二阶段是农业经济，大约始

于公元前4000年，指经济的农耕阶段；第三阶段是工业经济，始自18世纪下半叶

的工业革命，即以现代大工业生产为主的包括现代纺织、轻工、钢铁、汽车和建筑等

主要产业的经济时期；第四阶段是循环经济，也称为屠工业经济，始皇20世纪下半

叶的新技术革命，它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导向改造传统产业，由此涌现出一批如电子、

信息和环保等不以资源消耗线性增加为其发展前提的新兴产业；笫五阶段是知识经

济，始自20世纪末，涌现出一批主要依靠知识投入的产业，如生物、新材料、新麓

源、软件、海洋和空间产业。而循环经济就是在入、囱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

统的、依赖瓷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因此，循环经济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发展阶段无论在经济理论、目标体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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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的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

(谣)循环经济“经济形态论嚣

齐建图认为，循环经济是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

力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

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源消费．产品

．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仅是其技术经济范式的表征，其本质是对人类生

产关系的调整，其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段宁也认为，循环经济是毁人类可持续发

展为增长目的、以循环利用的资源和环境药物质基础，充分满足人类物质财富需求，

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高效协调的经济形态。

4．1．3中翻对循环经济认识上的区别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循环经济的起点和基础不同，我国和发达国家对循

环经济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别，以中日两国为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产生背景不同

日本是在逐步解决了工业污染和部分生活型污染后，由于后工业化或消费型社会

结构引起的大量废弃物逐渐成为其环境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

景下，产生了以提高生态效率和废弃物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理

念与实践。我国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较低经济发展阶段，为寻求综合性和

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来解决复合型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形成和发展

了自己的循环经济理念，如图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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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中日循环经济历史背景上的差异

资料来源：《中外循环经济比较》，中国环境报，2004年6月22日．

(=)对循环经济内涵认识不同

日本的循环经济首先是从解决消费领域的废弃物闷题入手，向生产领域延伸，最

终旨在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而从我国目前

对循环经济的理解和探索实践看，发震循环经济的直接骞的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

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复合型污染阀题，保障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所以，我国循环经济实践最先从工业领域开始，其内涵

和铃延逐渐扩展到包括清洁生产(小循环)、生态工业园区(中循环)和循环型社会

(大循环)三个层面。如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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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中日循环经济内涵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外循环经济比较》，中国环境报，2004年6月22日．

4．2中日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比较

4．2．1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战略目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中国发

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战略目标是：用50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建成人、自然、社会和谐

统一的、资源节约的循环型社会，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废弃物的最终处理量等

循环经济的主要指标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极大

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并整体改善生存空间，全国全面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战略目标应分三个阶段进行：

近期是2005年至201 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

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中期是201 1年至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循环经济特征的经济社会体系，建立起

完善的循环型社会的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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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是2021年至2050年，全面建成人、社会、自然和谐统一的循环型社会。资

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废弃物的最终处理量等循环经济的主要指标以及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极大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并整体改善生存空

间，全国全面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4．2．2日本循环经济战略

(一)循环型社会的战略构建

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关键在于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效率化，使单位物质投入

能带来最大的社会福利，为此日本的《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计划》要求全社会必

须实现一系列的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实现从流量扩大型经济结构向资源

存量活用结构转变，实现从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向适度消费、减少废弃的转变。

循环型社会的战略构建，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构筑与之相应的市场环

境、政府推进机制和社会整体环境。《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及相关法规明确

了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政府有责任制定基本政策并具体组织实施，必须公布相关

信息、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等；企业负有进行循环利用或处理的义务(排放者责

任)并减少废弃物产生(产品、容器的环保设计、回收、合理循环使用等)；民间团体须

依据政策法规组织实施资源回收；消费者有义务密封垃圾、分类排放、按规定付费，

并对政府和企业行为进行监督。

(二)循环经济系统的战略构建

日本《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计划》的宗旨在于通过生产、流通、消费、废弃

等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建立“生产者一消费者．分解者”的产业经济链，形成互利共生

的循环经济网络，实现物质能量流的闭合式循环；在环境保全过程中，从废弃物被动

的“末端处理"，转向在生产和消费源头控制废物产生的“管端预防"；配合废物回收

再利用和减量化的方法，构建相应的经济系统结构。

(1)回收体系。与产业废弃物相比，一般废弃物的回收体系截然不同，根据日

本《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计划》的社会化措施体系，日本形成了资源回收的三条

主要途径：行政收集、集团回收以及直接搬运，最终由回收部门提供给所需的各产业

部门或废品收购部门，再生资源从此走上了再商品化的道路。以2002年为例，这三

种途径对资源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行政回收42．8％；民间团体28．9％；直接搬运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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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计划》的战略指导下，生活废弃物治理和资源

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其中政府承担了制定规划、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的职能，广大市

民积极配含，通过分类回收、回收频度和有偿回收等方式，将成分复杂和收集分散的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形成了再循环使用的社会框架及工作程序。

鉴于圜民对各项法律法规的自觉遵守、政府财政大力的支持，日本废弃物的减量

效果十分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废弃物排放量及每日人均废弃物排放量每年

减少3％左右，10余年来废弃物总量累计少排放约2000万吨左右。

(2)产业机制。继欧洲之后，圈本运用物质流分析理论(MFA)对本国的资源利

用情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关环境部门在环境与经济统一计算(SEEA)的

基础上，与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原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合作进行“环

境计算"研究，注重物质流计算与国民经济计算的关系，注重与相关产业表格相结合，

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国家报告，并根据企业、园区、行业、区域等多层次的原则构

建立体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第一，构建企业内部循环体系，发展绿色工业。以清洁生产为中心，力求产业环

保化和环保产业化，将“资源消耗。产晶工业一污染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转变为“资

源剥用．绿色工业一资源荐生"的封闭型物质能量循环反馈式流程。

．第二，构建不同企业闻的生产循环体系，建立工业体系中不同工业流程和不同行

业之间的横向共生关系。通过不同企业或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为废物

’找到下游“分解者”，建立工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变污染受效益为

资源正效益。

第三，大力发展“静脉产业”(日本的学者形象地把开采自然资源、利用自然资

源生产制造产业称作“动脉产业”，而把回收、利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二

次资源)生产再生资源的产业成为“静脉产业’’)。发展“静脉产业”是日本循环经济

战略实施的切入点和重点领域，并对地域循环经济的发展起着示范带动作用。

第四，构建区域循环经济体系。将生态系统规律应惩于区域规划，逐步淘汰传统

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缎建循环经济产业系统。

(3)政策体系。根据日本《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计划》，日本政府制定了一

系列促进政策：在预算上对创新型技术研究、开发予以补助，对先导型设备予以补贴；

在税收方面，对再资源化设备的投入采取特别折旧、固定资产税、公司所得税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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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为从资金方面支持企业的环保投资，根据《环境事业团法》，日本政府成立了

环境事业团，并通过政策投资银行(原日本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提供环保

融资贷款，在融资上对从事3R研究开发、设备投资、工艺改进活动的企业予以政策

贷款利率；而在政府规制方面，则主要采取价格优惠和激励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4．23中日循环经济战略异同比较

日本循环型社会强调要建立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负荷最小的社会，这相当于我国

目前倡导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日循环经济战略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方面：

第一，扩散方式不同。日本的循环经济首先是从解决消费领域的废弃物问题入手，

向生产领域延伸，最终旨在达到“高利用率、低消耗、低排放”的目的。我国发展循

环经济首先是从生产领域开始，通过清洁生产、建立工业生态园区等方式，提高生产

过程中的资源利用率，减缓资源压力，再进行消费领域的绿色引导，可以说，我国的

循环经济发展路径与日本正好相反。

第二，处于不同的循环经济阶段。与传统经济发展史划分方法相对应的循环经济

模式是：原始循环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线性掠夺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高级循环型的经

济发展模式。按照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我国尚出于线性掠夺型经济发展初期(工

业化中期)，开始意识到循环生产的重要性；日本已经处于高级循环型经济发展模式

初期，正开始致力于循环型社会的建设。

40中日循环经济发展政策法规的比较

4．3．1中国现有的循环经济政策法规

(一)相关政策

1、宏观产业管理政策

(1)废旧物资综合利用产业的总体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在固体废弃物处理方面，为推动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的市场化管理，2002年国家

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实行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和《关于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

产业化发展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给予城市污水、垃圾投资、运营企业以

用地、用电、融资等配套优惠政策，并要求加强污水、垃圾处理费征收、使用的管理

和监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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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垃圾处理费标准，制定科学的计收办法”。

在污水处理方面，为推动污水处理的市场化运作，国务院和建设部分别出台了

《关于印发城市排水当前产业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

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这些政策的重点就是要求各省市加快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推动

污水处理产业的市场化运作。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于2002年又先后出

台了“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关

于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的意见》的通知，解决了污水处理过程的运营

费用，并创造了适度的盈利空间，为社会资本、民营企业参与污水处置产业，多元化

产业投资结构、转变产业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

(2)在清洁生产方面，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环保总局制定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工艺和产品的目录》和《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政策管理的重点是

要求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行业首先开展清洁生产，逐步扩展到各个生产领域，鼓励

企业采取与环境相容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这对于清洁生产的推广有着积极的拉

动作用。

(3)在环境友好产品方面，国家出台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四个：中国环境标志、

绿色食品标志、《全面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和《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关于开展创建国家环境友好企业活动的通知》，其中中国环境标志和绿色食品标

志是应用较为普遍的政策。

2、经济政策

(1)在废旧物资综合利用方面，相应的经济激励政策较多，涉及到税收、金融

等多个领域，其中税收政策是废旧物资综合利用产业经济激励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

税收政策是废旧物资综合利用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并在近些年不断得到加强和

延续。1994年制定的《关于印发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资源综合利用、仓储设施

税目税率注释的通知》、《关于下发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建设类税目注释的通

知》等政策，从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所得税等税种上都给予环保产业

一定的优惠。此外，国家对于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政策具有连贯性，如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在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出台了《关于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增

值税先征后返的通知》《关于继续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关于

继续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等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把“对废旧物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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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企业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70％的规定”继续执彳亍，政策得到了延续，而且优惠

企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收费政策是废旧物资综合利用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市场化运营管

理的基础，2002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

发出《关予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加大污

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和《关于推进城市

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为在全匿范围内征收废弃物处理费提供

了法律依据，收费政策的实施对于推动废弃物处理的产业化具有决定性的作雳，有效

地解决了废弃物处置资金的筹集问题，对于吸引社会资本、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推动

废弃物处置产业的市场化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环保产业管理机制的转变，金融政策对于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环保产业麓发挥

重要作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要求各级金融部门对国家明令禁止、不符合环境保护规定靛

项目和企业不得发放贷款，并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对国家严格限制的行业，必须通过

环保部门的审核后金融机构才能对企业提供贷款，而对于环境有利，治理污染的企业

要予以积极的贷款支持，从多层面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约束与激励并进的金融政

策对于引导产业技术方向，优化产业机构，推动废|霸物资综合利用产业的发展有积极

的作用。

(2)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主要包括资源的定价政策和补偿政策。资源定价政

策主要有：《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缴纳矿区使用费的规定》、《石油地震勘探损害补偿规定》、《探矿

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等，资源补偿政策主要有：《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

管理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等。

为更好地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过于依赖资源消耗的问题，国家积极调整资

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促进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如1998年制定的《城

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对城市供水价格的确定和供承企业的净瓷产利润率出了觌定，

也制定了污水处理价格和供水定价方式的管理办法，要求在水资源的使用价格中充分

体现资源的全部价值。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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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主要是为了鼓励企业利用废旧资源进行发电，遥过给予企业增值税上的优惠以鼓

励利用废旧物资生产能源的生产活动。《国家计委、科技部关子进一步支持可再生能

源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则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可由银行优先安排基本建设贷

款，荠给予2％财政贴患，要求对可褥生能源并网发电项墨在还款期内实行“还本付

息+合理利润’’的定价原则。

为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量，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我国在1993年制定了《中华

人民共和囡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国内开采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缴纳资源税，资源税的税目、税额，依照《资源税税嚣税额幅度表》及财政部的有关

规定执行。

(二)相关法律法规

1、废|嗣物资综合利用方面的总体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1)在固体废弃物处理方面，我国颁布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是

我国第一个关于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全国范围的法律，它对防治固体废弃物及其污染做

出了全面规定，是我国豳前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基础。

(2)在污水处理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是我国污水处理产业管理的主

要法律依据。

2、在推进清洁生产方面，国家予200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

法》，该法不仅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行业进行了规制，对环保部门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在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加强清洁生产的宣传、调整管理制度、加强企业生产过

程的环境监督管理、建立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

3、资源和能源综合利用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非常重视资源能源的开发管理，对重要资源能源都进行了专门立法，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囡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困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等。这些法律的重点不仅是要求各级管理部门尽可麓推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完善资

源利用价格，加强资源利用市场管理等，更是对企业及公众在资源及能源利用方面相

关行为的规范。

4．3。2日本发震循环经济的主要政策法规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法律体系，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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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利用等作了具体规定，并大力加以推行。日本为循环经

济所构建的法律体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也可称为基础层次，它由基本法《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构成。

该法在2000年12月公布实施。该法提出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促进

物质的循环，以减轻环境负荷，从而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全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

会。”

该法就处理“循环资源”(可处理的废弃物)规定了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一般

国民所应承担的责任：政府负责制定构筑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基本计划，首先在中央环

境委员会颁布的指导原则下，由环境部拟定规划草案，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规划应

作为政府制定其他规划的基础；地方政府具体实施限制废弃物排出并对其进行分类、

保管、收集、运输、再生及处理等措施；企业负有减少“循环资源"产生并对其进行

循环利用和处理的义务，即对产品从生产到最终处理的全过程负责；国民则尽可能延

长消费品的使用时间，并对地方政府或企业的回收工作给予配合。该法明确了建立循

环社会的政府措施：减少垃圾产生量；以法规形式规定“垃圾产生者责任”；在产品

回收利用到评估的整个过程中增加“生产者责任’’，鼓励使用再循环产品；如妨碍环

境保护、产生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补偿费。

第二层次是综合性的两部法律，分别是《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和《固体废弃物

管理和公共清洁法》。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于2001年4月开始实施。该法的主要内容是从过去主

要促进废物再生利用扩大为通过清洁生产以促进减废和尽可能对废旧产品和零部件

进行再利用，即由主要强调Recycle(原材料的循环)改为3R-(1)废弃物的减少

(Reduce)：对制品设计时要考虑小型、轻便、易于修理，达到省资源、长寿命；修理

体制充实完善，使产品的寿命延长：通过升级使产品的寿命延长。(2)部件的再使用

(Reuse)：在设计时使部件易于再使用；要再使用的部件应标准化；经修理或再生后再

使用。(3)循环(Recycle)的强化：生产者有回收废弃产品循环利用的义务：为了使不同

材料的废弃物再回收时易于区别，生产者有义务添加材料标号；抑制副产物的产生，

强化副产物的循环利用。总之，要在制品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修理、报废各

阶段综合实施3R，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的特点。

《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早在1970年就制定了，又在2000年进行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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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修订籍充实了有关促进废弃物减量化和再利用的内容，增加了垃圾产生最小化、

垃圾分类及回收等条款；对有毒性的固体废弃物(如医疗垃圾)管理条款更加严格；建

立垃圾处理中心系统；将选择性处理的责任分摊到公众身上；地方政府组建促进垃圾

减量化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是：(1)整顿废弃物的处理体制和处理设施，防止不适当

处理；(2)推行在废物处理中心处理；(3)推行产业废弃物管理票单制度，记载废弃物

从排出者、中间处理者到最终处置者的情况；(4)禁止私自焚烧废弃物；(5)产业废弃

物的排出者要制定废弃物的减量和处理计划；(6)发生不适当处理和非法丢弃时，排

出者要受处罚，并负有恢复原状的义务等。

第三层次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五部具体法律法规，分别是《容器和包装物

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材料循环法》、《食品回收法》及《绿

色采购法》。

日本一直十分重视废物再生利用，1995年颁布了《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

循环法》1997年4月起施行，是最先实行的具体的资源循环法律。该法明确“容器

包装生产企业负有对用毕废物回收利用和处置的义务，费用加入售价’’。要求建立容

器与包装网收体系，涉及到不同主体承担不同的责任：对玻璃瓶、PET瓶、纸制品、

塑料包装制品等回收制定了具体条款。

隧着日本废家电的数量不断增加，1998年报废电视达到737万台，电视、冰箱、

空调和洗衣机4种家电废弃总量达1953万台，日本政府感到对废家电进行回收循环

很有必要，于1998年颁布了《家用电器回收法》，并予2001年4月开始实施，明确

“废弃电视、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由厂家负责回收、再生和处置，用户向厂家交付少

量再循环所需费用"。规定制造商和进口商制造、进口的家用电器有回收义务，并需

按照再商燕亿率标准对其实施再商晶化。明确规定电冰箱、洗衣机的再商品化率(资

源回收)必须达到50％以上；电视机的再商品化率必须达到55％以上；空调器的再商

品化率达到60％以上。

虽本针对建筑废弃物数量大(不含废土和砂石达每年O。8亿～l亿吨，占产业废物

的20％)，填埋量大(2000万,---3500万吨)，且二战盾的建筑物将进入报废高峰的形势，

2000年5月颁布了《建筑材料循环法》，2002年1月起实施。该法除要求建筑商做好

分类解体和再生利用外，对新建筑的设计亦应努力提高使用寿命，药减少废物创造条

件。规定要大力推进沥青块、废木材等废物的再生利用，要求到2010年上述3种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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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再生利用率目标为96％。

在日本，农业中化肥用得多，堆肥用得少；养殖业特别是喂猪用的剩饭菜越来越

多。而在食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产生的食品废弃物却在增加。针对这种情况，

2000年6月颁布了《食品回收法》，2001年5月起实施。该法所指的废弃物是指食品

残渣和到期食品及食品生产过程产生的动植物残渣等。混有有害物质或异物的不能作

为食品循环资源。要求对食品废弃物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抑制产生、减量(如脱水、干

燥等)、以供饲料、肥料和沼气发电的方式予以再生利用；对于食品废弃物的排出量

在100t以上的有关生产者，5年内要减少排出量的20％，要与饲料、肥料制造者建立

稳定的关系。若食品废弃物的抑制产生、再生利用不充分，将进行处罚；地方公共团

体有促进食品废弃物再利用的义务。

《绿色采购法》于2000年制定，2001年4月实施。该法规定政府等单位负有优

先购入环保型产品的义务，2001年的对象为文具、OA机器和汽车等14类共101种

产品。为了促进国家机构和地方当局积极购买对环境友好的再循环产品，该法指定的

环境友好产品的类型有再生打印纸、低污染办公车、节能型复印机等。

日本政府所实施的三个层次与“循环经济"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配套的法律

体系，使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利用法制武器发展循环经济搞得最好的国家。它从法制

上确定了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原则。

《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施行以来，日本PET瓶的再生利用率已由

1996年的2．9％猛升到2003年的33．3％，钢、铝罐的再生利用率已超过80％，废塑料

的再生利用率亦上升到50％以上。

《家用电器回收法》实施以来，在政府扶持下，各家电企业在全国建成四大家电

再生基地，年处理能力约1200万台。2002年，共回收855万台，比原预计超过约40％。

为了降低再生费用和为2008年再生利用率80％的目标做准备，各生产厂从源头上作

了改进：(1)减少塑料的品种和螺栓的个数，以利回收；(2)用液晶显示器代替显像管；

(3)显像管玻璃、洗衣机塑料运用再生材料技术等。以上努力使2002年日本的电视、

空调、冰箱、洗衣机的再生利用率分别达到72％、77％、59％、57％，超额完成原定

目标。15

《食品回收法》推动了食品废弃物再生设备制造业的发展，目前已达520户；部

b染野宪治．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法规体系【J】．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峰论坛2005年年会资料，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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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食品加工业将快到期的食品廉价处理绘职工，使食品废弃物减少了54％；有些餐饮

业自制堆肥，售给菜农，并购入菜农用堆肥种出的清洁蔬菜，形成良性循环；食品废

弃物用于汽车再生燃料；环境省在神户市将6个宾馆的食品废弃物集中发酵提氢后供

100KM燃料电池发电试成功，正在推广。

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使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上卓有成效，创造了一系列的循环经

济增长点，为日本摆脱经济衰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3．3中嚣循环经济相关政策法规的跑较

日本的成功经验之～，就是菲常重视法律制度建设。日本的立法过程和法律体系

是以一部循环经济基本法作为核，tl,法律，同时制定与颁布若干项相关配套法规，形成

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体现了法律目标与社会目标相融合，各立法权力机

构之闻的协调和法律对改革成果的及时巩固等特点，具有重要的法制意义和社会意

义。首先是其循环经济原则被确立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生产指导性原则，对国家的生产

部门的产品设计、生产结构的调整起到了指导作用；其次是有针对性地对可回收、回

收价值大(包括可利用价值大、污染处理的环境效益大等多方面)的具体产业发布有

针对性的单行法律法规文本，使重要的产业部门的生产原则得以确认，有效地减少了

全社会的污染排敖总量；最后，法律法规体系与立法机构的预先规划性法律文本相结

合，以立法的形式向全社会明确了生产调整的方向，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虽已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进行了大量立法，可以说从立法总量来

说，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些立法在各自领域都起到了相当作用，但我圜有关循

环经济立法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无专门立法，立法零散不完整、不彻底。

如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规范中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开展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

的产生量"。但从上述法律性质及定馕来看，还不能称其为循环经济立法，只是暗合

了循环经济的部分要求。循环经济在生产、治污等方面有不少特殊要求，没有一定的

强制措施和经济鼓励来规范和引导，要想大规模推广、利用存在较大难度。丽嚣前在

我国，专门针对循环经济进行的立法尚未出现。与霸本在循环经济方面完善的法律体

系相比，我国循环经济的开展更多地依据政策。虽然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随

着形势的变化两随时调整，但开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法律在循环

经济发展中的独特角色是不可替代的，立法机构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直接作为微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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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加入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而是通过制度安排，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激励生

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循环经济模式追求囱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把相关

的政策固定下来，提高其连续性、稳定性及约束力，并使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也只

有如此，方能彰显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坚定信念，嚷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更好地指

导循环经济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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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日本循环经济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5．1以日为鉴，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

通过对日本循环经济经验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在制定整体战略时可以借鉴日本

模式，如制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编制循环经济基本法等，具体的一些思考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5．1．1做好循环经济战略规划

日本为促进循环经济顺利开展，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即《推进循环

型茬会形成基本计翔》等。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也应该针对銎翦的经济、社

会发展阶段，编制相关规划、加强宏观指导，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我

国“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确定了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战略鹜标，在地方“十一五"规划制定中，也应该把资源节约、降

低能耗放在突出位置，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

形成有利于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国际贸易格局。应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

求，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同时，编制节能、节水、节约±地、资

源综合利用等专项规划，提出战略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

5．1．2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循环经济发展应该有法可依，通过前文对羹本循环经济发展的研究分析可以看

出，在发展循环型经济的过程中，日本极为重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逐步形

成了覆盖生产、消费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的各个方砥、各个环节的法律法规体系。我

国叁20世纪80年代以焉，制定了4部环境法律，8部资源管理法律、20多项环境资

源管理行政法规、260多项环境标准，初步形成了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然

而，现行环保法律的立法观念还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维模式上，对于废物的回收

利用认识含糊，执行上居于从属次要位置，这和循环经济的理念是背道焉驰的。循环

经济将对废弃物进行被动的“末端处理"代之以在生产和消费的源头控制废物产生的

“管端预防"为主，配合废物回收再利用和减量化的方法，从而形成一整套系统的以

避免废物产生为特征的机制。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透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圜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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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促进法》，这是促进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建设的开端，但该法作为综合性法律也还

需要更加具体的支持。

所以，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所处的阶段，在循环经济立法体

系的建设方面可以大力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以“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

原则为指导，在三个层面上完善我国循环经济立法：

首先制定循环经济基本法，明确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发展战略，并将循环型社会的

建设目标作为法律条款。基本法强调的应该是确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思路及指导思

想，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目标的法制化。目前我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处于初审阶

段，可以作为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法，这是第一层次。在第二层次综合法的制定

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计条例》，

但这些立法思想在其它的资源环境法律中体现不充分。我国目前在资源再生利用核可

持续消费等重要领域的立法基本处于空白，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制定这些

综合性法规，规定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消费者(社会组

织、社区、居民)等各方面在建立循环型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规定政府相关管

理机构的职能和权限，规定各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阐明国家建设循环型社会的计划

和所采用基本措施。综合法规的制定应该始终贯彻“减量化、再利用则、再循环”原

则，对基本法思想的实践提供一个执行标准。最后，在第三层次专项法方面，应修订

主要耗能产业节能设计规范，并制定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节约能源、资源、废弃物循

环利用的专项法律，使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有法可依，‘并与现有环境法律相协调。

5．1．3制定循环经济相关政策

如前所述，我国在开展循环经济建设上已经出台了不少的政策，但尚需进一步完

善，要把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充分结合起来。日本在循环经济发展

初始阶段也是由政府先制定整体战略，然后出台引导循环经济发展的促进措施。

投资和消费是带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政府在投资政策和项目的选择上，应该

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向倾斜。政府应起到表率作用，通过绿色采购计划拉动循

环经济需求，并影响社会公众。如优先购买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

优先采购通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014001认证企业的产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

制定生产部门节约利用和再生利用资源的规划，出台配套的经济技术政策，引导和推

动工业企业循环利用资源，对环保产业、绿色经济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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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制定相关财政、税收、价格、投资、贸易等政策，形

成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用这些激励机制，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

护环境有利可图，将企业和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按照“污染者付费、

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

对资源回收产业及疲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措施，使

其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

5．1．4巩固循环经济孝±会基础

日本非常重视运用各种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循环经济宣传教育活动，使公

众真正了解什么是循环经济，并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自身的行动指导。我国自古以

来便提倡勤俭节约，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更应注重舆论宣传，提倡绿色生活方

式，引导公众改变传统的大量消耗资源、能源而不关注环境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提高社会大众的觉悟与意识，使公众将环保、节约、循环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政

府应鼓励家庭购买环保汽车、环境友好型产品、绿色住宅等，减少与避免奢侈型消费，

节水节电，废物利用，进行垃圾分类等。同时还应在金社会范围内建立信息发布制度，

及时发布国内外相关产品、资源、技术、管理信息，为形成循环经济回路创造良好的

条件。

5．2我国进一步开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议

5．2．1转变原有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予一体的系统王程。实

施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必须首先转变原有的发展模式，包括原有的发展道路、环境

治理模式以及原有的消费模式，具体表现在：

(一)改变原有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

以描述为一条著名的倒U型曲线，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随着经济

的不断发展，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当工业化程度达到高潮时，环境的污染程度也会随

之到达峰值。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将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付出巨

大的代价用于治理和改善。中国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发展道路，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

用效率，走以降低资源、能源消耗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改变环境治理中的末端治理模式。基于线性经济黪末端环境保护模式，露

传统末端治理是问题发生后的被动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源消耗和污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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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循环经济的环境目标，是要在整个经济流程中系统地节约资源和减少废物，实现经

济增长的减物质化。因此，要推行清洁生产，尽量少用和不用有毒有害的原料，采用

无毒、无害的中间产品，选用少废、无废工艺和高效设备，尽量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各

种危险性霸素，完善生产管理，不断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三)发展绿色消费模式。绿色消费是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消费观，既强调

消费的重要作用，又强调消费和再生产其他环节与环境的动态平衡，有利于取得人类

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消费者是绿色消费的主体，消费者应建立合理的绿色消费结

构和多样的绿色消费方式；企业是绿色消费的载体，应抓住绿色消费这个机遇，创造

需求；政府是绿色消费的规范者和引导者，应推进绿色产业的发展，确保全社会绿色

消费的有痔进行。

5．2．2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机制创新

(一)进行适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就是要依据循环经济发展的

客观要求，优先进行制度设计。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改变现有利益格局，把生态环境

和基本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因此，首先要设计一种制度框架，明确

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并明确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目前，在中国循环

经济生态省、市试点建设中，普遍存在对技术创新的重视远高予对制度创薪的重视这

类现象，靠这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不能持久的。

(--)积极推进循环经济的机制创新。发展循环经济最根本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摒弃传统的离度依赖资源型发展模式。要强化政策导蠢，建立资源利用的

协调机制，根据资源的承载能力来配置资源，坚持鼓励与限制相结合，形成促进循环

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充分发挥优惠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扶持作用，制定和完

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技术等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形成有利于低投

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对高物耗、高能耗、

高污染行业采取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形成控制和淘汰机制。坚决淘汰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尽抉建立以节缝、节材荛中心的资源节约

型工业生产体系。

(三)积极推进循环经济的管理创新。要完善与循环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宏观管理

体系，创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薪的环境保护机制。要翻强资源开采管理，健全资源

勘查开发准入条件，改进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实现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在产业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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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科学技术发展、城市建设等重大决策中，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节约利用资源，减少资源与环境的损耗，促进经济、社会与翻然的良性循环。要

加强环境保护，引导企业在确定经营方针和从事经蕾活动时，兼顾经济发展、资源合

理利用和环境保护，逐年实现“低排放”或“零摊放”，从而营造出一个人与囱然和

谐发展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大执法监督检查的力度，逐步将循环经济发展纳入法制

化轨道。

5．2．3在生产制造领域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资源的利用涉及到社会、经济、环境各个方面，我们要在生产领域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以多种形式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就是要实行绿色生产和绿色制造，

绿色生产和制造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其冒标是使产

品从设计、制造、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最大幅度减少资源

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现代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具体表现力：一是节约初级资源，把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控制在必要的

界限之内，使得在其耗竭之前能够找到替代资源；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能超过

其再生速度，以保证持续供给。二是通过多种途径回收利用各种废旧产品、包装材料

等物质。除了某些医疗器械和特殊用燕之终，应限制乃至逐步取消一次性消费晶。三

是尽可能对一种资源的多种用途同时加以利用。四是对一种资源的多种有用成分分别

加以利用，这种综合利用的效率明显高于对资源单一成分的利用。五是设法对利用各

种资源所产生的排放物加以利用。

要在生产制造领域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就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开发建

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包括：(1)污染治理技术，即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工程技术，通

过建设废弃物净化装置来实现有毒有害废弃物的净化处理，如煤烟脱琉等大气污染防

治技术；(2)废物利用技术，如废纸加工再生产技术、废塑料转化为汽油和柴油技术；

(3)清洁生产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零排放和制造产品的绿色化。

5．2．4建立符合循环经济原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首先要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现行国民经济

核算体制下，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使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真实成本得不到反映，环

境质量的退化等环境债务也在国民账户的资产负债表上缺乏反映。在GDP计算方法

上，环境污染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不仅没有从最终附加值中扣除，环境治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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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列入了国民收入。现行核算方法严重背离了经济运行的实际，导致了以环境资源

存量和质量迅速恶化为代价的虚假繁荣。因此，在宏观层次上，必须要改变过去只注

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方法，从企业到国家建立起一套包括绿色会计制度、

绿色审计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内的绿色经济核算制度，改变传统GDP的

核算方法，采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EDP)的概念，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

5．2．5选择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

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运行、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的经济形态，涉及

到许多部门和行业，选择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先领域应遵循以下原则：(一)应有利于

增加就业，至少不与就业发生矛盾；(--)应该以在总体污染排放中所占比例较大，

资源消耗多的行业为优先发展循环经济的领域；(三)针对短缺资源，推进资源的循

环利用；(四)具有较为成熟的循环利用资源技术、资源再生技术的产业领域应优先

推进。

近期看，解决资源短缺，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

点。(一)在工业方面，循环经济的重点应是石油、冶金、化工、建材、煤炭等行业

和部门。如石化产业中的塑料、薄膜、橡胶、酸碱盐；冶金行业中的各种金属材料；

矿冶和发电行业的废渣；各种工业用水；电子行业中各种电器用的稀有金属等，都是

回收利用的重点行业，应尽量回收加工和利用。工业用水的回收、处理和利用是重中

之重。(--)在农业方面，重点在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等方面。种植业中的秸杆以

及多种有机物，养殖业的粪便，如果能组织回流至农田，可生成有机肥，不仅节约化

肥而且能生产更多的绿色食品。林业中的林产品、副产品如草场、药材、珍贵动植物

等都可以循环发展。(三)公共事业方面，重点是在节水和废物处理上。我国大部分

城市普遍缺水，节约用水是发展循环经济应首先考虑的问题。如普遍建立城市和工厂

的污水处理设备等。

5．3实证研究：以苏州市为例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

为了更好地推动和引导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为

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需要科学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这是制定循环

经济发展目标和计划的基础。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是我国循环经济状况评价的一个

重要层面，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城市或区县经济系统，研究目的是通过跟踪分析经

济系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利用和废物排放情况，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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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对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宏观调控。开展区域层面的循环经济评价研究对于经济快

速发展时期的国内各地区减少资源消耗量，改善环境污染严重的局面，突破资源和环

境这两个制约“瓶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市为例，构建了适合于研究区的区域循环经济评价

指标体系和权重体系，确立了区域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分级标准，对其循环经济发展状

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和评价。苏州在中国区域循环经济发展中处于前列(其中苏州高新

区和张家港扬子江冶金工业园被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

点单位)，设立了循环经济推广中心、全国首家环保技术交易中心，下辖的5个县级

市以及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均已相继编制和实施了具体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所以通过对苏州市进行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我们大致能估测出我国现阶段循环经

济工作的进展状况，也可为今后我国循环经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虽然目前

区域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争论，但

循环经济的研究将会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和完善自己。

5．3．1研究区状况

苏州市地处我国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东

靠上海，南临浙江，西濒太湖，北依长江。全市总面积848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

积1650平方公里，古城区14．2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全市总人口616．07万人，

其中市辖区230．15万人。下辖沧浪、平江、金阊、吴中、相城、苏州工业园区、苏

州新区(虎丘区)7个区和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5个县级市，121个镇。

2006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820．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5％。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按户籍人口计算)突破10000美元。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突破

400亿元，完成400．23亿元，比2005年增长26．3％16。

近年来，苏州市大力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坚持以点带面，强力推动全区工业、农

业、园区的循环经济工作。2006年，全市循环经济试点达到100家，16家被评为省

级试点，新增IS014000认证企业253家，通过清洁生产审核150家17，在中国区域

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处于前列。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该市经济增长方式仍未从外延式、

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中根本转变过来，从而导致了一些生态与环境问题，环境质量不容

16苏州市政府网．
17

2006苏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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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发展“瓶颈’’依然凸现位置。

5．3。2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选择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稃利用

(Reuse)、资源化(Recycle)，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

及资源和环境指标来进彳予考察。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旨在评价考察区域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实现高速度增长，而且在人均指标上也簧有很好的反映，考

察区内从业人员的生活和科学文化水平；资源和环境指标量在反映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和减量化投入水平，有助于我们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区域的环境质量，促进各行业的清

洁生产，加强环境治理，使污染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达到最小。具体操作上选取人均

GDP等ll项指标，分别用字母X1、X29ItOII,DOXll表示，将其分为社会经济发展、资

源减量投入、污染减量排放、资源再利用四类。根据苏州市2006年各指标的数据，

综合评价苏州市各市县循环经济建设的基础条件，见表5．1：

表5-1：苏娥市循环经济建设基础评价指标

指标 全市 市区 常熟 张家港 昆由 吴江 太仓

经 8551 7698 1410

济
人均GDP(fr_a'Jk．) 78802 95269 63734 79431

5 3 63

社 GDP增长率(％) 15，5 15．2 15。0 15，2 23。5 20．0 20．1

会
3038 2598

发 职工平均工资(元) 28010 25411 26042 25911 25503

展
8 9

万廷GDP耗能(吨标
O。99 O．30 1．07 2．09 O．33 O。69 2。5毒

资 准煤)

源 万元GDP耗电量(千
1424 930 970 2035 1096 2111 1296

减 瓦时)

量 万元农业产值化学用
175 243 217 128 229 176 93

投 菇强度(Kg／公顷)

1077入 单位±遗面积
5679 11799 7397 10896 4582 5913

GDP(万元，平方千米) 6

污 万元工业产值废气排
4560 2512 4145 12550 1417 12ll 12173

染 放爨(标立方米)

减 万元_I垃产篷废水撵
4．78 4．53 4。82 6．04 3．01 6。45 5．19

量 放量(立方米)

排 万元工业产值工业阐
106 60 98 313 13 54 215

放 体废物产生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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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三废”综合拳j用产

再 O．25 0．05 O．03 l。ll O．09 0．23 0．04

利
值蠢工业产值比(％)

用

资料来源：(2007苏翻统计棼签》

5．3．3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目前在各类有关循环经济评价中，尚未有关于评价指标标准分级的方法的报道。

为此，本文在参考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有关标准以及本研究区的特殊地理、生态、环

境与经济条件，运用打分法豫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见表5-2：

表5．2：专家打分法确定一级权重和二级权重

一级权
类指标 指 标 二级权重 总权重

重

人均GDP(元从) O．4 0．04

经济社会发展 O．1 GDP增长率(％) O．2 O．02

职工平均工资(元) 0。4 0。04

万元GDP耗能(吨标准

煤)
O．3 0。12

万元GDP耗电量(千瓦

随)
O．3 O．12

资源减羹投入 O。4

万元农业产值化学用品
O．2 O．08

强度(Kg／公顷)

单位土地面积GDP(万元／
O．2 O。08

平方千米)

万元工业产值凌气排放

量(标立方米)
0．333 O。132

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
污染减最排放 O．4 0．333 0．132

量(立方米)

万元工业产值工监固体
0。333 O．132

废物产生鳖(Kg)

“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
资源再利用 O．1 1 0．1

工业产值比(％)

资料寒添：黄赞金，锺环经济：产韭模式与致繁体系【碉。毒京大学窭叛{圭，2004每12莠第1舨

53．4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由于各指标之间的数量级不同，统计方式和代表的意义

都不尽相同，在评价之前，采用数学方法来进行标准化处理，方法如下：

18黄贤金．循环经济：产业模式勾政策体系【M】．南京大学出版牡，2004年12月第l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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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定每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如表5—3：

表5．3：指标标准化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MAX 100000 20 30000 1 1500 250 12000 12000 6 100 1

MIN 60000 15 — 25000 0 900 90 4000 1000 3 10 O

(二)指标有正相关和负相关之分。其中正相关指标有X1、X2、X3、X7、X11，

负相关有X4、X5、X6、X8、X9、X10．

对于正相关指标：

Ⅵ2Ⅸi—MINi)／(MAXi—MINi)

对于负相关指标：

Yi=(MAXi_Xi)／(MAXi—MINi)

(三)计算各类指标的评价值，以社会经济发展类指标为例：

Z=Y1}0．4+Y2牛O．2+Y3宰0．4

(四)计算综合得分，如下表：

F=Y1宰0．04+Y2木0．02+Y3木0．04+Y4*0．12+Y5*0．12+Y6*0．08+Y7*0．08+

Y8母0．132+Y9宰0．132+Y10"0．132+Y11事O．1

表5-4：苏州循环经济基础评价得分

分类系统 全市 市区 常熟 张家港 昆山 吴江 太仓

经济社会发展 0．448 0．696 0．200 0．444 1．232 0．308 0．440

资源减量投入 0．178 0．697 0．369 ．0．270 0．598 ．0．107 ．O．116

污染减量排放 0．340 0．596 0．373 ．0．809 0．976 0．446 -0．350

资源再利用 0．250 0．050 0．030 1．110 0．090 0．230 0．040

总 分 0．276 0．590 O．318 —0．273 0．758 O．188 ．O．137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昆山明显优于其他市县，市区仅次之，张家港和太仓的经

济发展水平与全市平均水平接近，但吴江和常熟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及全市平均水平。

然而，常熟的资源和污染减量排放却仅次于昆山和市区，要好于张家港、太仓和吴江，

这主要与其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因为常熟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服装和汽车零部件产业，

污染相对较小；昆山和市区的产业结构中民生用品占了很大的比例，服务业发展迅速，

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大，所以资源投入及污染相对也较小；张家港主导产业是钢铁、化

工和针纺，前两者均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行业；太仓的主导产业中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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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能源、轻工造纸也是高污染性行业，这也说明了相对高产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

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资源再利用只用了一项指标即“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产值

比，上表中数据说明，张家港和吴江的循环利用状况比较好，而市区、常熟和太仓很

接近，由于统计数据缺乏的原因，生活垃圾、水资源和农业加工品的废弃物等的回收

利用状况还不能确定，嚣此，有待予生产部门和统计部门改革统计方法和口径，及时

增加资源再利用的指标，测减部分不合适宜的指标。

5．3．5苏州进一步开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实行财政补贴示范制度。政府每年可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对以下单位和个

人可以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一是从事有关循环经济技术研究、开发的科研机构、企

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二是采用前项研发的新技术生产有关符合循环经济要求

的产品的企业；三是采用其健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新技术、新工艺的企监和其他组织。

政辩科技研发资金、技术改造资金等专项资金应当优先安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和产品

开发以及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项目。

(二)对现有的循环经济示范试点企业及一些循环经济重大项目、创新项目和

示范项目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制定地方税收扶持政策，同时在用电、水、土地、贷款

等各方面制定鼓励措施。比如对进行循环经济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的企业，以及采用

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新工艺、新技术生产循环产品，政府可制定条例予以鼓励和支

持，丽采用新王艺、新技术的企业和生产循环产品的企业，霹以享受高薪技术企业的

优惠政簸，并对其生产在用电、用水方面提供优惠，优先批准这类企业的厂房用地，

也可对其贷款进行贴息优惠等。

(三)在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的基础之上，给企业建立“诚信档案”，建立

企业环保信用等级制度。苏州市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工作得到了纵深发展。2005年

全市1540家工业企业被纳入环境行为信息公开评价体系，琵上年参评企业数增加了

3倍，在13个省辖市中位列全省第一。评价结果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和因特薅

等方式向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充分加强了社会舆论监督的力量。苏州市可以此

为基础，建立企业环保信用等级制度，给企业建立“诚信档案"。可对电镀、染色、

制革、造纸、化工、食品酿造等重污染企业实行环保守法信用等级分级管理，重点审

查其设施建设、排污控制及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等。定期公布这些重点企业的环境

保护信用信息，对信用好的企业给予优惠，对信用等级低的企业重点监督，强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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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四)加强宣传教育，创建循环型社会。如前所述，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循环经

济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公众改变传统的大量消耗资源、能源而不关注环境的生活习惯

和生活方式，提高社会大众的觉悟与意识，使公众将环保、节约、循环的理念融入日

常生活中。如：开震“循环墨"或“循环月’’大规模造势活动，或在电视上经常播放

垃圾分类的节目，由一些热爱公益事业的明星引导人们对垃圾进行正确分类；鼓励消

费者积极参与“绿色消费”与“生态消费”，自觉抵制对生态环境有消极影响的物质

产品和消费行为，主动选择对健康无害而且对环境友好的绿色产晶，用正确的消费导

向引导生产经营者向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生态道德的良好

氛围和风气；将废品回收组织的相关汝料汇编成册，提醒公众哪些机构长年回收电池

等家庭有害废物，并定期对内容进行更新；通过一些商业网站或政府支持的网站进行

IEl货买卖；组织旧货调剂交易会，使市民、企业、政府互通信息，调剂余缺，推动垃

圾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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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有关循环经济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以中日两图循环经济

发展现状及战略和政策层面上的差异为重点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并借签日本的成

功经验，得墨以下启示：必须做好循环经济的战略规划；要完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

律体系；要制定落实好循环经济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巩固循环经济社会基础，

把社会公众引导到循环经济建设中来。此外，还根据上述扇示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操

作性对策措施。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

(1)眈较分析的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经济学的院较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中圈循环经济的开展是在不霜

体制、不同模式下进行的，通过比较鉴别魏国循环经济举措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及

对日本成功经验的剖析，可为我国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借鉴。

(2)定性定量分析法

本文在循环经济理论的论述、分析以及评价指标的阐述上进行定性分析；在评价

模型的建立、测度及分析上采用大量的定量指标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个相对直观的

分析结果。

(3)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

在对循环经济理论进行阐述时，必须使用到的就是理论分析；同时在对苏州市

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测度评价时，必须引用相关的数据进行佐证，因而实证分析不

可少。

由于循环经济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整个社会范围内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循

环链，所以冒翦衡量循环经济发展程度的很多重要指标没有统计数据，再加上生态经

济系统的极度复杂性，上述评价循环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对于复杂的生态经济系统显

然过于简单，测算结果可能也会由于关键指标的缺失两有所偏差，这需要在今后的研

究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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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首先我要对我的导师朱仲羽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论文从选

题、结构设计到每一部分内容的写作与修改，朱老师都循循善诱，悉心指导，倾注了

大量的心血。更令我感动的是，朱老师在对我的两次初稿进行修改时极为认真负责，

不仅在篇章结构、逻辑顺序等大的层面进行指导，而且在字词、语法，甚至标点符号

等小细节上也进行了修正。朱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厚待人的高尚品格使我深受感

动，从尊敬的导师身上，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在此，我要

向我的恩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其次，我还要感谢在读研究生期间传授我知识的老师们，他们是邢建国教授、王

志明教授、袁建兹教授、蒋珠燕教授、顾建平教授、赵建新教授等，是他们的无私耕

耘为我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在我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里，他们给予了我孜孜不

倦的教诲和热情无私的帮助，不但教授了我理论知识，而且教授了我为人之道，使我

受益良多。在此向各位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还要感谢我的同门施意伲、刘金功、胡磊、顾凝白、李令志等同学。在我搜集日

本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施意伲同学给我翻译了很多资料；在我电脑出问题的这段时间，

刹金功同学主动把蠡己的电脑拿出来供我使用，我的论文进度方不受影响；在我制作

相美图表遇到困难时，胡磊同学也给予了大量的帮助。

还要感谢苏州大学2005级世界经济系的全体同学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领

导、老师、同学和朋友们。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我是

不能顺利完成学业的。

此外，衷心地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会的各位专家、教授!

最后，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文申一定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在此恳请各位专家学

者批评指正，谢谢l

郭晓超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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