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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认为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需要从过去的$+#版向"+#版升级，从为什

么、是什么、怎么做%个方面，提出了生态文明背景下深化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方

向和设想。指出循环经济的理论依据是强可持续性的生态经济学而不是弱可持

续性的新古典经济学，从生态规模、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角度强调了循环经济

的理论意义；指出循环经济的具体内涵要从一般意义的%,原则，深入到具有绿色

发展意义的%类循环，即废物循环、产品循环、服务循环或资产循环；从战略、科技

和政策上指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要走聪明增长的-模式道路而不是发达国家减

少增长的.模式道路。

【关键词】 循环经济，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生态经济学

(/0$#+%12134+5667+$###8%#9*+"#$%+#"+#$$

文/诸大建 朱 远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生态文明背景下循环经济
理论的深化研究*

$引言

在粗略的意义上，如果说$191—$1):

年的中国是政治主导的$+#版，$1):年以来

%#多年的发展是经济主导的"+#版，那么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发展正在进入民生为

重的%+#版。%+#版启动的重要标志是提出

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

而循环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

学术界公认，美国经济学家;<77<=>

.?@AB57C在$122年发表的“即将到来的宇宙

飞船地球经济学”论文中，提出了循环经济

的思想萌芽D$E，而有明确意义的循环经济一

词则是由(FG5BH<FIJ<和;<IIKL@I7<I于

$11#年提出。可以认为，是"#世纪2#年代

—)#年代强调强可持续性的生态经济学理

论的崛起和发展，推动了循环经济概念和产

业生态学理论在"#世纪1#年代的形成和扩

散。$11:年，循环经济理念被我国研究生

态经济学和产业生态学的学者首先引入，增

加了中国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阐述，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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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绿色发展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社会实践

的热点。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虽然受到发达国家的启

发，但是其理论、政策、实践均有浓重的中国背景

和特色。纵观#''&年以来我国循环经济理论、政

策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主要讨论了循环经济思想

产生的背景，循环经济概念的界定及内涵，发展循

环经济涉及的技术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意

义与政策要点等内容，本文称之为#%"版的循环经

济。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从经济意义上把人类

社会的经济发展划分为线形经济（()*+,-+./*/0

12）、垃圾经济（-+.2.()*3+./*/12）和循环经济$

个阶段；（!）从一般原理上确立了$4原则即减量

化（-+56.)*3）、再利用7-+68)*39、资源化7-+.2.()*39

为循环经济的操作原则；（$）从具体形式上体现为

小循环（单个企业）、中循环（产业园区）和大循环

（社会）$个层面:!;。然而，#%"版的循环经济存在着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随着生态文明成为中

国未来$"—<"年发展的主旋律，随着循环经济纳

入国家发展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我们需要更全

面地构建中国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大国崛起的绿

色发展模式，需要深化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用以

指导新的政策和实践。

本文认为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需要从过去的

#%"版向!%"版升级。基于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中

国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内涵，针对#%"

版循环经济理论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一个升级版、

探索性的循环经济理论（!%"版）。如表#所示，!%"

版的循环经济涵盖了理论依据、模式表现和战略

实施$大层面，包括#"个方面的观点和关键概念

（表#）。其中，循环经济的理论依据，强调要用生

态经济学的观点替代新古典经济学，从生态规模、

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个方面给出了论述；模式内

涵，强调要区别和延伸现在流行的$4原则，探讨

了废物循环、产品循环和资产循环$种有特色的表

现形式；战略实施，强调要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模

式，从中国发展>模式思考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

战略、科技及政策选择等问题。

!理论：为什么要提出循环经济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集中体现

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社

!

关于
#%"

版本循环经济理论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可以参阅笔者的另一篇论文《循环经济：三个方面的深化研究》，发表在《社会
科学》（

!""?

年第
<

期）

理论：为什么的

问题（生态

经济理论）

模式：什么是的

问题（功能经济

模式）

实施：怎么样的

问题（减物质化

战略）

观点（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绿色发展）

#%循环经济是要实现减物质化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要在生态承载能力之内；

$%循环经济的特征指标是提高资源生产率和环境生产率；

<%减物质化对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有不同的要求@

A%循环经济$4原则的表现和深化是废物循环（-+.2.(+）、产品循环

（4+68+）、服务循环（4+56.+）；

?%循环经济的重点对象是作为稀缺资源的水、地、能、材等；

B%循环经济的发展有不同的空间规模（异地化与在地化）；

&%中国未来#"0!"年需要采取相对脱钩的>模式战略；

'%中国需要发展基于循环经济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与新型现代

化；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系统的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

关键概念

减物质化

物质规模

生态效率

生态公平

$类循环

稀缺资源

生态空间

相对脱钩

$大领域

!大创新

表#循环经济的#"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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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方面优化的集成，要求“生态规模

上的足够、经济配置上的效率、社会分配上

的公平”!个原则同时起作用"!#。所以，需要

从生态规模、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的可持续

性!个支柱的角度论述循环经济的经济学

理或理论依据。

$%&生态规模：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选择

笔者在最初的循环经济论文中开门见

山指出，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这是

要强调其理论根基是强调强可持续性的生

态经济学'()*+*,-).+()*/*0-)12。因为，正

是生态经济学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关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关系的观点提出了挑

战。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系统位于

自然生态系统之内，经济系统的物质增长具

有生态极限，自然资本是不可完全替代的”，

而新古典经济学却主张“经济系统独立于生

态系统，物质规模可以无限扩张，科技可以

解决自然资本的替代问题”。追求公平与效

率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目标，但可

持续发展经济学倡导的是生态、社会和经济

的和谐发展，由此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除了

公平与效率之外，规模是不是经济发展所追

求的第三个目标？

承认人类社会稀缺性资源的转变是回

答此问题的基本前提。在农业社会和工业

社会初期，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最为稀缺

的资源，自然资本（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容

量等）并不算稀缺，因此工业化运动的目的

是要以机器替代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劳动

生产率。但在工业化运动$33年后的今天，

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稀

缺的对象已经变成自然资本，这就颠倒了以

前的稀缺性模式。换句话说，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仍然是正确的，但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主

要矛盾变了。当自然资本演变成为制约经

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内生变量时，持续的经

济增长就将受到自然资本的约束。而倡导

循环经济就是要研究和倡导自然资本约束

下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所谓生态规模'4)*51).+(2，指的是生态

系统中人类存在的物理范围或规模，以人口

与人均使用的资源数的乘积度量"&#。它强调

的是人均财富目标上的足够，要求在人类过

上满足基本需求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保证物

质资源消耗的最小化。衡量生态规模有两

种尺度：地球的规模和国家的规模。地球规

模表示为地球人口乘以地球人均资源消耗

和污染排放，而可持续的地球规模需要小于

地球承载能力；国家的规模是指国家人口乘

以国家人均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而可持续

的国家规模需要小于国家承载能力。据联

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有关研究，如果到$363

年，世界人口总数'7）是$333年的&%6倍，人

类消费水平'82是$333年的$倍，在科技与

管理水平'92不变的情况下，根据著名的环

境压力公式:789方程式可知，$363年的资

源压力将达到$333年的!倍，这对地球生态

承载能力是极大的挑战。而世界自然基金

会（;;<）的研究成果表明：$333年地球的

承载能力已不足以支撑当前人类的需求，需

要额外&=>个地球方可满足要求，而按照当

前的发展速度，$363年人类将需要$个地球

来支撑。这充分说明了关注生态规模的重

要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规模有最大规模和

最佳规模两种选择，而最佳规模往往是评估

生态规模的首选目标。以捕鱼为例，过去认

为河里的鱼（自然资本）是无穷的，缺少的是

捕鱼船的数量和捕鱼技术（人造资本），而现

在的情况是鱼资源日趋耗竭，技术水平再高

也无济于事。如图&所示，?
&

代表可能规模

（最大捕鱼量），指的是物质流量可能有多

大；?
$

表示承载规模（最大总收益），指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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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流量可以有多大；而'

(

代表最佳规模（最大净收

益），表示我们的物质流量应该有多大（超越最佳

规模为非经济的增长）。

!%!经济效率：从传统效率到生态效率

资源配置领域中的效率分析，自古以来就是

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由于受到资源短缺和

技术的限制，所以效率意味着在资源和技术条件

限制下尽可能满足人类需要的运行状况。但是，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生产函数一般完全不考

虑自然和自然资源)#*。在此情景下的生产函数表

示为+,-（.，/），（由此不难推导出影响经济增长

的两种效率，其中+0’,12310表示劳动生产率，+4’

,12314表示资本生产率）；而在生态经济学理论背

景下，要求把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相应地需要把生产函数修改为+,-（.，/，5），（其

中+6’,12316表示自然生产率）。不难理论，进入

工业社会以来，正是出于对经济效率的关注，要求

节省劳动和节省成本的技术创新，直接推动了劳

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几十倍的提高；而自然

资本在长时间内都是外生变量，技术创新并不充

分关注节约自然资本，自然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

的提高。这里把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统称为传统效

率，而把自然生产率又称为生态效率789:;<--=9=<6;

92>。

我们曾经多次强调，评价循环经济的指标应

该是生态效率或资源生产率的提高)?*。所谓生态

效率，可以表示为经济增长的价值量（即@AB总

量）和资源环境消耗的实物量的比值。它可以体

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1<9:CD0=6E）

程度，具有双重的指导意义：一是提高生态效率，

使@AB在变大的同时变轻（即单位经济产出的物

质强度减少）；二是在增加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的

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降低不同层次的

发展重量）。这也要求我们在指标研究中要把物

质量与价值量结合起来，不能仅考虑单纯的经济

指标（如@AB）或物质指标（如资源消耗量），而应

该制定出真正体现出生态效率的指标（如单位

@AB的能耗等，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等）。

由于生态系统中一直存在物质的输入和输出

活动，所以生态效率的指标可以依输入端和输出

端划分为两类。为方便识别，我们把输入端的生

态效率指标称为资源效率或资源生产率指标，主

要包括单位能耗的@AB（能源生产率）、单位土地

的@AB（土地生产率）、单位水耗的@AB（水生产

率）和单位物耗的@AB（物质生产率）。而输出端

的生态效率指标可以称为环境效率或环境生产率

指标，包括单位废水的@AB（废水排放生产率）、单

位废气的@AB（废气排放生产率）和单位固废的的

@AB（固废排放生产率）。通过这些指标即可计算

出企业、园区、城市、区域或国家发展循环经济所

提高的生态效率状况。

!%$社会公平：生态规模制约下的公平分布

经济效率考虑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考

虑的是资源在不同产品生产间的相对分配。而社

会公平考虑的是产出的社会分配问题，不仅考虑

产品和服务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还要考虑

国别和代际的分配。传统上，公平和公正的产出

分配是要将不平等的程度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

范围内)#*。而在生态经济学的视野下，对于社会公

平的评估还需要考虑生态规模的制约这个前提条

件。

评估社会公平往往是借助福利来加以衡量，

而人类福利的衡量标准是效用（个人从其生活的

环境中得到的幸福与满足程度），生态经济社会的

图#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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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包括经济服务的效用和生态服务的效

用两个方面!"#。关于效用理论，比较典型的

有边沁（$%&%'()*%+,-.'，/012）的功利主义

效用理论3456

7

8

7

（3为社会效用，8
7

个人

效用），主张效用总和的最大化（强调激励：

反对在收入分配上搞平等）。而贝尔努利9

纳什（*%&+:;<<9=.>-）提出了公平分配效用

理论34?6

7

8

7

，（3为社会效用@8

7

个人效

用），主张公平分配的最大化（强调分配，反

对在收入分配上不平等）。美国社会学家罗

尔斯（$:-+)A.B<>，/CD/）的自由主义效用理

论34'7+7';'E8

7

F，（3为社会效用@8

7

个人

效用），主张最小效用的最大化（强调分配，

要求分配应该关注最低收入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追求最小效用的最大化，体现出自

由主义的社会福利特点。

从全球的意义上，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

资源和环境压力挑战，需要世界经济从强物

质化向减物质化GH%'.,%&7.<7I7+JK的发展方

向转变。但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不同

发展水平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治理政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达到生态承载能力

之前，人类发展的基本需求还没有得到满

足，追求经济子系统的数量性增长是合理

的，所以允许有增长的发展G所谓的增长经

济K，即应该在扩张物质规模同时提高资源

效率（相对减物质

化）。而对于发达国

家而言，已经超过生

态承载能力，而且人

类发展的基本需求已

经达到，其经济子系

统就需要从数量性增

长转换为质量性发

展，所以要实现无增

长的发展（所谓的稳

态经济，>,%.H(9>,.,%

%L:+:'(），要着眼于稳定物质规模的同时

提高并维护效率（绝对减物质化）。这里需

要区分物质性增长与福利性发展的不同内

涵，它体现了对增长GJ&:B,-K与发展GH%M%<9

:N'%+,K目标的取舍，具体说来，增长是物质

量的扩大，而发展则是福利量的提高。除了

减物质化水平在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分布

之外，即使是在一国的内部，也要根据不同

区域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求给予不同的分

配，这样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

O模式：什么是循环经济

笔者在最初的文章中指出，循环经济与

线形经济不同的是，通过“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所谓OA原则，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

个“自然资源—产品和服务—再生资源”的

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够在这

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和最

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增长对资源及环境

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循环经济模式研

究的深化，需要将OA原则用于物质流的各

个端口，强调资源管理（&%>:;&L%'.+.J%9

'%+,）、资产管理（.>>%,'.+.J%'%+,）和污染

管理（%+M7&:+'%+,'.+.J%'%+,）的方法，以

便保证“最小化输入、最大化利用和最小化

排放”这一目标的实现（图2）。

图2循环经济的目标、方法与操作原则

生态文明背景下循环经济理论的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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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生态经济效率和减物质化水平提高的历

程，可以发现循环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在演进的：!"

世纪&"年代主要表现为对生产和消费后固体废

弃物的循环再利用（区别于传统的末端治理方

式），!"世纪'"年代升级为产品意义上的循环再

利用，!"""年以来出现了把产品视为资产进行管

理的循环再利用（所谓功能经济，()*+,-.*/+.*.0

12）的做法，这也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理想目标

（图$）。本文认为，深化循环经济需要将一般意义

的$3原则，深入到具有绿色经济意义的以上$个

循环上来。对循环经济这$种不同表现方式，可

以概括如下。

$%#模式#（起步）：从末端治理到废物循环

从本质上说，传统的废弃物末端填埋方式仍

属于线形经济模式，而废物循环则是对生产和消

费后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这种模式属于循

环经济的起步阶段。具体说来，废物循环主要是

指借助技术和生物这两种手段对生产中和消费后

的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进行回收利用和资源

化，是循环经济$3原则中再循环或资源化原则的

体现，也是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重

要方面，这种做法有效地减少了废弃物的最终处

理量，相对于传统的末端治理有明显的进步。目

前，废物循环的实践主要包括单个企业内部、工业

园区和区域这$种规模。

首先，是要在单个企业内部建立起闭环

（+4.5/604..7）制造流程，通过清洁生产和建立零排

放企业等具体行动，尽可能减少单个企业的废弃

物排放量，这方面的实践国际上以8*,/9(:+/公司、

杜邦化学公司和原施乐公司;</9.=）等最为典

型。其次，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园区（>+.0-*6)50

,9-:4?:9@，>8?），把不同的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

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得这家工

厂的废气、废热、废水、废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

料和能源，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循环经济的

法则。这就克服了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和厂内循

环的局限性，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

用，而且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良性循环，这方面的实践国际上以丹麦

卡伦堡;A:4)*6B.9CD工业园区最为典型。最后，从

城市和区域的角度出发，要在处理环节上建立起

集中化的静脉产业园区，同时设置包括废弃物资

源化的科技研发、生产、交易功能甚至早期垃圾场

的生态修复与休闲功能、未来垃圾场的卫生填埋

功能，实现从单一的垃圾填埋场转变成为以静脉

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复合性的废弃物资源化园区。

目前，这种基于静脉产业的循环经济模式主要包

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建立在生产者责任制基础上

的德国废弃物经济模式；另一种是建立在消费者

责任制基础上的日本循环型社会模式。

$%!模式!（深化）：从废物循环到产品循环

废物的循环立足于资源化处理生产与消费中

的废弃物，而产品的循环则是立足于通过延长产

品寿命预防废弃物产生，通过降低物质流动速度

进而达到规模控制的目标。无论是从经济及管理

形式，还是从生态、经济与社会的意义上看，这两

种模式都有一定的差异（表!）。可以说，产品循环

是废物循环模式的进一步深化，是循环经济$3原

则中再使用原则的深化。

具体而言，产品循环主要是指在产品使用过

程中，通过尽可能多次使用以及尽可能多种方式

地使用来取代过去一次使用的做法，从而延长产

品的使用寿命。一个规范的产品循环应该是这样

图$循环经济内涵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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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在消费者使用后进入维修中心或是

回收中心，如果可以直接通过简单的维修即

可再使用，则不用再进入回收中心。只有当

产品使用后损坏严重无法通过简单的维修

从而实现再利用，则要返回至产品的回收中

心，而后根据产品的损坏情况来决定是返回

至产品制造商、零部件制造商还是原材料供

应商进行相应的再利用。原施乐公司就是

这方面行动的杰出代表，该公司选用毒性小

或无毒的原材料，对产品系统的零部件采用

标准化设计，采用环境无害包装，将经营的

重点由生产新打印机产品转向为已出售使

用的打印机提供维护和保养，并且在维修过

程中用一些新部件来取代一些已经不再使

用的部件，同时并不改变机器的其他部分，

从而使每个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和强度都得

到优化。

根据企业在产品循环方面的实践，本文

总结出!种类型的产品循环思路，具体表现

为维修使用、旧货再用和拆卸再制造!种类

型，每种类型所能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只

是在产品特征、产权关系、循环特征及产品

寿命方面有所差异（表!所示）。总之，产品

循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后填埋的废弃物

排放量的最小化甚至趋近于零。

!"!模式!（目标）：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

纵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可知，从

农业经济时代演变为工业经济时代，实际上

表#废物循环与产品循环的比较

经济形式

管理形式

产品特征

生态意义

经济意义

社会意义

实例

废物的循环

垃圾经济（不改变经济模式）

低价格产品的生产与短暂消费

废物管理（资源化$%&'&(%）

一次性、低质量、非共享

运输距离长

利用废物

成本最小化（废物管理）

提供处理性的就业岗位

销售洗衣机

销售汽车

产品的循环

功能经济（要改变经济模式）

高价格产品的精益生产与持续服务

资产管理（再利用$%)*%）

耐用性、可拆卸、可共享

运输距离短

避免废物

收益最大化（财富管理）

产生维护性的就业岗位

销售洗衣的服务

汽车共享系统

表!产品循环的三种类型

产品特征

产权关系

循环特征

产品寿命

效果

维修使用（+%,-.$）

功能故障

用户所有

失效部分的修复

延长原有的使用周期

避免重新购买新的产品费用，同时降低了物质消耗

旧货再用（+%)*%）

功能完好

交换产权

对产品进行清洗维护

延长原有的使用周期或

开始第二使用周期

拆卸再造（+%/-0)1-&2)$%）

废弃产品

制造商所有

再制造的新产品

开始第二个使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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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业经济的外延扩张所驱动，工业经济从某种

程度上可以视为工业化的农业形式；如今，我们正

从工业经济时代向服务经济时代过渡，这其实又

是工业经济的外延扩张所驱动，同样，服务经济可

以视同为服务化'()*+,-,./0的工业形式。产品经济

与服务经济的不同之处如图1所示，与这种变化相

对应的是资产循环模式的兴起，可以说，资产循环

是循环经济的终极目标，是循环经济$2原则中最

具有源头预防意义的减量化原则的深化，也是实

现从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所谓资产的循环，主要是指企业把其制造出

来的产品视为资产来加以经营和管理，推行“从销

售产品到提供服务”的发展理念，通过建立产品服

务系统'3*456-78()*+,-)(9(7):;<==0来实现资产的

循环。其基本前提是“产品的价值根植于其给消

费者带来的收益和效用”>?@，即产品的真正价值所

在应该是“使用

价 值（67,A,BC7,4.

+CA6)）”而非“交

换 价 值 （)D8

-EC./) +CA6)）”

>F@。这实际上也

是线形经济和循

环经济所强调的

不同所在，在线

形经济模式下，

交换价值处于中

心概念，由此导出的增长空间也是有限的；而在循

环经济模式下，使用价值处于中心概念，由此构建

的发展空间则是无限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产品与服务的组合有$种

类型：纯粹的产品、产品服务以及纯粹的服务。纯

粹的产品实际上不可避免带有一些服务，只不过

是基于产品的服务；同样，纯粹的服务实际上也离

不开产品的支持，只不过是基于服务的产品。只

有产品与服务的最合理组合才能构建所谓的产品

服务系统。从国外的实践来看，目前主要是通过

维修服务、租赁服务、功能服务这$种产品服务来

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消费者的需求满足和较低

的环境影响这$大目标（表1）。

在此情景下，消费者对其需求的产品功能和

使用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远大于拥有产品本身，这

就意味着产品的提供者（制造商）必须对产品拥有

所有权，主要提供产品功能并且对产品的维护、修

理和再制造负有责任，同时对其所传递的每单位

功能进行收费。比如，通过实施资产的循环，消费

者不再倾向于自己拥有洗衣机或汽车这类耐用

品，而是倾向于使用街头洗衣房和享用公共交

通。总之，发展服务经济需要从生产和消费这两

方面着手：生产上要通过减物质化生产（以及从产

品到服务的变革），降低获得人造资本的自然资本

的消耗量；消费上要通过非物质化消费（以及从拥

有到共享的变革），提高人造资本中我们能获得的

服务量。

图1产品经济与服务经济的区别

用品

出行

循环特征

住房

维修服务

洗衣机维修

地毯维护

私人汽车维修

失效部分的修复

私人住房维护

租赁服务

洗衣机租用地毯出租

汽车租赁系统

对产品进行清洗维护

住房租赁

功能服务

社区洗衣房

地板舒适服务

公共出租汽车

再制造的新产品

居住服务

表1三种类型的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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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作者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发表的《生态效率与循环经济》一文

对上述$种循环的阐述有利于我们更

好地构建基于循环经济模式的物质流程。

如图#所示，与线形经济明显不同的是，发

展循环经济就是在产品的制造、使用和处理

过程中嵌入废物、产品及资产这$个层面的

循环。其中，废物的循环改变了过去末端处

理的做法，着力于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而

产品的循环则是强调产品寿命的再生，二者

均涉及到产品的产权变换。而资产的循环

不存在产权的变换，主要是倡导“从销售产

品到提供服务”的理念。从污染管理、资源

管理演变为资产管理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从

“花钱（%&'()&*+,）”到“省钱（'-.+)&*+,）”

直至“赚钱（)-/+)&*+,）”的演进过程012。

3实施：中国怎么样发展循环经济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有相应的战略

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所谓战略创新，

强调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是中

国的脱钩战略与发达国家的脱钩战略是不

一样的。相对于发达国家减少增长的4模

式，中国需要采取聪明增长的5模式；与此

相适应，需要进行中国发展5模式下的科技

创新和体制创新。

367战略创新：中国发展的模式选择

8!""7—!"!"年9

我国到!"!"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两种

路径：增物质化和减物质化战略。增物质化

是沿袭过去$"年线形经济时代的发展模

式，显然是不可取的。根据经济增长与环境

压力的脱钩程度，减物质化的发展有相对脱

钩（:+;-(<.+=+%&>?;<*@）与绝对脱钩（-A'&B

;>(+=+%&>?;<*@）之分0C2。其中，相对脱钩的

战略适合我国未来7"—!"年的发展情景。

中国到!"!"年的目标是实现全面小

康，这决定了我国在满足基本需求方面需要

保证更大的供应规模。运用环境压力（D）的

影响因素（EF人口GHF消费GIF科技与管理）

加以分析，如果人口增长到!"""年的767

倍，人均JKE增长到!"""年的C倍（按照不

低于1L的年平均增长），可以粗略地看到我

国未来发展存在$种情景

（如表#）：（7）惯性情景（H

模式）：经济增长伴随资源

环境的严重压力。此时

I

!"!"

FI

!"""

，D

!"!"

F8C—7"9D

!"""

。

即如果沿袭当前的发展模

式，自然生产率或者单位环

境负荷没有明显改进，到

!"!"年的环境负荷将是

!"""年的C—7"倍，而!"""年中国许多自

然资本已经逼近甚至超过承载能力了，这样

的结果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理想情景

（4模式）：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绝

对脱钩。此时D

!"!"

FD

!"""

，I
!"!"

FI

!"""

M（C—7"）。

即要求自然生产率或者单位环境负荷有大

幅度改进，到!"!"年保持环境负荷不变甚

至还有明显改善，这与目前我国的发展能力

有很大冲突。（$）适宜情景（5模式!）：经济

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相对脱钩。此时D

!"!"

F

8$—39D

!"""

，I
!"!"

FI

!"""

M（$—$6!）。即要求自然

生产率或者单位环境负荷有明显改进，到

!"!"年环境负荷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增长有

图#基于循环经济的物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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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减小，这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以上分析是要强调，相对脱钩的'模式是中

国未来#"—!"年发展的适宜选择，这相对于!""(

年)%*%+,-./提出的“非0即+两种模式”的主张

是一种战略创新123!。国内外学者早就指出中国最

有希望实现绿色导向的跨越发展，如!""4年芬兰

学者56,-%789-:6;<-曾经强调：“在中国可以建成

一个拥有崭新的人员交通、能源生产、废物处理和

货运系统的，符合新一代的有利于大自然的技术

要求的试点城镇”1#"3。理论上，与美国和欧洲相

比，中国具备了实现跨越发展的有利条件：无论是

政治动员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还是思想理论

准备等方面都有助于我们实现跨越发展。推行循

环经济就是要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发展。现在

的关键是如何将这样的战略创新付诸于具体入微

的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两个层面。

(%!科技创新：基于'模式的(类科技支撑

在科技创新方面，总体上要求技术性推进与

结构性推进同时并举来提高资源生产率，技术性

途径主要是立足于对生产环节的规制，而消费环

节的规制主要是要通过结构性推进（体制性途径）

来实现，但要强化结构性措施（因为具有更高的资

源生产率），这与发达国家重点是技术性推进不

同，因为发达国家的反弹效应 "

=,6>-?/@6AA6BCD基

本上不存在。

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科技创新一般有(个阶段

或(种方式。第一阶段

是“过程创新”，即更合

理地生产同一种产品。

例如，原材料的变更和

钢的连续浇铸，或者说

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

术。一般而论，这种技

术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

倍数!的资源生产率。第二阶段是“产品创新”，即

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的或同价值的产品。例

如，用轻便型小汽车取代传统型小汽车、用晶体管

收音机代替电子管收音机。这种技术创新包括提

高部件的性能、提高再生循环率、改善拆卸性和提

高部件的再利用性能等。一般而论，其可以在微

观层面提高倍数4的资源生产率。第三阶段是“产

品替代”，这一个阶段是产品概念的变革和功能开

发，即向社会提供用途相同但种类不同的产品或

服务。例如，从用纸交流变为采用5E<8;9、用公交

车代替私家车，一般而言是采用替代型的产品。

这种技术可以提高倍数#"的资源生产率。第四阶

段是“系统创新”，这一个阶段是革新社会系统，追

求结构和组织的变革。例如，租用而不是购买冲

浪板、更合理地调度交通，一般而言是实现产品经

济到功能经济的转换。这类创新可以达到倍数!"

的资源生产率。上述情况中，前两种方式属于一

般性的技术改进，后两种方式属于系统性的结构

改进1##3。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大幅度地提高资

源生产率，就必须更多地关注“产品替代”和“系统

革新”这样两种结构改进方式，沿着这个方向培育

科技创新能力。这样，才真正有可能在经济发展

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制度选择：从政府推动转向良好治理

在制度层面，需要行政性推进与体系性推进

同时并举来提高资源生产率。当前，我国发展循

0模式

+模式

'模式

环境压力FG70H

FG#%!I&I#G2%J

FG#%!I&I#K2%JG#

FG#%!I&I#K$%!G$

资源生产率=#KHD

#KHG#

#KHG2%J

#KHG$%!

发展情景

传统情景

理想情景

适宜情景

表4!"!"年中国发展的资源生产率情景

! +,-./

在《
+

模式》一书中提出了
0

和
+

两种模式，没有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差异
L

所以需要提出
'

模式以示
区别。

!"#"

年笔者与
+,-./

交流，他同意
'

模式的提法
"

反弹效应，指在产品和设施上节省材料的每一步努力，都被尾随而来的数量上的扩展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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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实践往往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忽视从制

度层面系统地解决问题。政府代替市场制

定了一整套循环经济规划或者资源节约规

划，但却难以被市场和社会接受。因此，我

国发展基于资源生产率提高的!模式，需要

从以往的政府单一主体方式，转变到依靠政

府、企业和公众的联动机制上来。

具体而言，根据世界银行"###年推荐

的绿色发展政策矩阵，有$类政策可以选

择：一是通过制定标准和法规来改进传统的

政府管制型管理手段；二是通过创造和利用

市场，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管理；三是

通过信息公布并推动公众参与等措施来激

励环境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表%）。当

这$类政策与循环经济的全过程相结合之

后，我们便可以很自然建立起发展循环经济

的政策矩阵——减物质化的$类政策：管制

性政策、市场性政策和参与性政策。

现以水资源的利用为例，对这$种政策

的有效配合进行分析。首先，在输入端方

面，通过采取取水限制这样的管制性政策、

提高水费等的市场性政策以及宣传节水等

参与性政策，促使企业、政府和公众主动去

节约资源和节约能源，达到减物质化的目

标。在过程这个环节，主要通过设定回收比

率等管制性政策、给予循环产业补贴等市场

性政策以及通过宣传回收好处等参与性政

策，在提高公众意识的同时，引导企业通过

科技创新来循环使用资源。最后，在输出端

方面，通过出台限制水质标准等管制性政

策、排水收费等市场性政策以及公众知情等

参与性政策，可以有效促使企业减少排放

量，主动进行技术创新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表&）。简而言之，就是在输入端制定促进

资源减耗的激励政策；在过程中制定促进产

品回用政策；最后通过输出端制定的促进污

染减排的强制政策，三管齐下来保证政策的

有效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绿色发展政策矩

表%从政府推动到良好治理的政策变化

管制性政策

市场性政策

参与性政策

输入端（'()*+）

例如取水限制

例如提高水费

例如宣传节水

过程端（,+-./）

例如产品召回制度

例如补贴中水系统

例如倡导功能消费

输出端（0*+)*+）

例如制定排水标准

例如排水收费

例如公众知情

表&政策矩阵在水资源管理中的运用12"3

217

生态文明背景下循环经济理论的深化研究

"#世纪&#年代4

命令与控制手段

污染治理

法规

单一介质

增长极限

"#世纪5#年代4

市场手段

预防和防止

法规改革

环境税费

可交易许可证

定价政策

多介质

消费者需求

"#世纪6#年代4

混合手段

长远规划

可持续发展

法规与经济政策

生命周期分析

污染预防与控制

自愿协议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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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6/$0"()&"7,+89('/$0'24+':+*;*-*<,)*'$

'()*+,-+.，'()/)+.

（01(22324512.26-17+.89+.+:;6;.<=>2.:,-?.-@;A7-<B=0(+.:(+-!"""C!=D(-.+）

=>1)(,+)E.<(-7F+F;A=<(;+)<(2A7<AB<2G)-38+126FA;(;.7-@;<(;2A;<-1+34A+6;H2AI42AD-A1)3+A512.26BJD5K<(A2):(F;AL

7F;1<-@;724-<7<(;2A;<-1+3;3;6;.<7+.+3B7-7+.88;@;32F-.:7<A+<;:B%M-A7<3B=<(;<(;2A;<-1+3;3;6;.<724D5+A;A+-7;84A26<(;

;1232:-1+3=721-+3=+.8;12.26-1+7F;1<7%>(;.=<(;8;<+-3;86;+.-.:24D5-7GA2):(<42AH+A84A26<(A;;+7F;1<724H+7<;6+.L

+:;6;.<=FA28)1<6+.+:;6;.<=+.8+77;<6+.+:;6;.<%E.<(;3+7<F+A<=7)::;7<-2.7+A;:-@;.42A(2H<28;@;32FD5-.D(-.+%

?"6@'(011-A1)3+A;12.26B（D5）=;12L1-@-3-N+<-2.=:A;;.8;@;32F6;.<=;1232:-1+3;12.26-17

诸大建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联合国L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

绿色经济责任教授。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公

共管理系主任。!""O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CCP—#CCO年为澳大利亚墨尔本

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观管理与公共政策、企业社

会责任管理等。兼任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

部委员、科技部创新型城市专家、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

特聘专家，!"#$#%&"'$!"#(#)&"*、+(,-.(',&#('$/#0.('$#1203$&"4'('%-)-(,、!(5&.#()-(,'$2#$&"6'(78#59

-.('("-等:;+、::;+杂志的国际编委。5L6+-3Q8+,-+.N()R!S$%.;<

阵是生命周期评估理论和治理理论在循环经济制

度创新中的综合运用。此外，从生态经济学理论

所追求的$大目标出发，我们还可以制定出$类政

策：一是规模性政策，主要是通过社会契约制定宏

观规模（例如确定污染总量）；二是分配性政策，可

以通过初次分配安排交易权利（例如分配污染分

额）；三是配置性政策，主要是通过价格政策进行

效率配置（例如污染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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