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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理性选择

徐民友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然而直到

上世纪中叶之前，在人类繁衍、进化、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并未

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的祖先是从高度发展的灵长类动物———类人猿进化而来

的，这一进化过程长达几十万年，那时我们祖先仅是大自然生物循

环链中的一部分。通过艰辛的努力和搏斗，我们祖先能自觉地站立

起来，手脚分工完成了，头脑发达了，创造了石器工具，从猿到人的

根本性转化才算完成。在这长达近百万年的历史阶段，人类过的是

采集食物和狩猎的生活，适应自然，以求生存是那一时期的特点。

直到公元前 7500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种植业和驯养业，

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的转化，从此人类步入了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的时代，成了自然界的主宰。随后铜制工具、铁制工具的

出现，虽大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可是直到中世纪仍然处于以农牧

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状态，人类生产、生活行为对自然界的

影响并未显示。在此期间，历史上也出现过以古希腊的古代朴素原

子论为代表的唯物论，但不久被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统治所代替，科

学技术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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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对神权的否定，崇尚人权、强

调人的地位和作用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人们思想大为解放，随之科

学技术迅速发展，在以后的 300年中实现了科学技术三次重大突

破和相应的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以牛顿力学和热力学体系建立

及蒸汽机、内然机发明使用为标志；第二次以法拉第、麦克斯韦电

磁理论建立及发电机、电动机发明使用为标志；第三次以普朗克、

爱因斯坦量子论和相对论建立及计算机、原子能运用为标志。机械

化、电气化、信息化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其改造自然、征

服自然的能力极大提高，同时，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

高。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辉煌时代，是人类智慧的伟大胜利。

但是，长期以来人类传统的经济增长是“资源—产品—废弃

物”单向线性增长模式，其特征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

弃”，其结果是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平衡严重破坏。在过去的

300年工业化过程中，80%的地下资源被搬到了地上，其中多数成

为城市垃圾。臭氧层损耗、地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的全球生态

环境三大突出问题困扰着全人类，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阳光、水

和食品等这些基本要素都出现了问题。人类在制造辉煌的物质精

神文明的同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极大的挑战。传统的“资

源—产品—废弃物”单向线性增长模式受到质疑，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的思想理念蕴育而生。

1962年英国生态学家雷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指出

生物界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循环经济”一词首先由美国经济

学家 K·波尔丁提出。他的《宇宙飞船经济论》是循环经济的早期代

表作，指出人类如不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环境，地球就会像飞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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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断消耗自身有限资源，最后走向毁灭，从而提出循环式经济

的思想。

20世纪 90年代之后，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

的两大趋势，我国在此时也引入了循环经济思想。1998年引入德国

的循环经济概念，确定了“3R”原理的中心地位；2003年将循环经

济纳入科学发展观范畴；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

若干意见》出台；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

《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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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化指在生

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指将废物

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

者将废物的全部或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利用；资源化指

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很显然

这些表述与世界普遍认同的“3R”（Reduce，Reuse，Recyclic）原则完

全一致。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观，它是对传统的“资源—产品—废

弃物”单向线性经济增长模式的革命，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

费—大量废弃”的彻底否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自然观，传统经

济发展方式把自然界当着“取料场”、“废物仓”，人的生产、生活行

为是对自然界的肆意掠夺、无情征服和严重污染，循环经济则把自

然界的良性循环看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自觉地把人

类的生产、生活行为和科学研究活动与自然生态纳入统一的大系统，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的实践分三个层面：即企业层面的小循环、区域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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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产业园区）的中循环和社会层面的大循环。因为企业、产业

集群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因此，园区的循环经济的实践尤

为人们所关注。

由 n个企业组成的系统，其中第 k（n＞k≥1）个企业的排放为

第（k+1）个企业的原料，这样的系统我们称之为企业循环链。由 n

个企业组成的企业循环链，其中第 n个企业的排放为第 1个企业

原料，则这样的循环链我们称之为封闭循环链，又叫理想循环链。

理想循环链理论上可以做到零排放。

循环园区的建设在我国主要有集群循环和循环集群两种形

式。所谓集群循环就是在已建的非循环园区（我国现有的工业园区

大都是这样）内，根据现有企业产品的特点，引入新企业，构成若干

企业循环链，苏州工业园区已有成功的范例。所谓循环集群就是根

据区域特点，以资本为纽带，以循环经济理念组建的企业循环链。

上海化工区在规划时就确定了发展一体化循环经济的理念，并在

项目上进行精心安排，现已建立起乙烯—异氰酸酯—聚碳酸酯—

精细化工企业循环链，法国巴斯夫、拜耳、德固赛三大化工巨头齐

聚其中。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依托鄂尔多斯丰富的煤碳资源和土

地资源，联合华谊集团和神华集团构筑了煤、电、电石、PVC企业循环

链。近期，我国循环园区规划建设步伐加快，相关报导丰富多彩。

循环经济的实施需要多种学科和技术的支持，企业循环链中

各企业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实现的可能性、合理性和科学性需要

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支持；企业循环链的物理架构需要力

学、工程学的支持，如上海化工区，触目可见各种粗粗细细、高高低

低的管道，依托这密为蛛网的管道，其物质、能量循环运动才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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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可以说每一条企业循环链的设计和构建都没有现成的模型借

鉴，创新是关键；循环经济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企业组织形

式，其运营要有相应的新的经济理论的支持。

循环经济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尚处于初始阶段，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企业循环链的整体封闭性、稳定性与链中各企业产品参与市

场竞争的开放性、多变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循环经济待解决的核

心问题。首先，由循环链中各企业间物质、能量交换之比所确定的

各企业产品之间的比并非一定保证链中每个企业的规模经济的要

求，而规模企业是参加市场竞争的要素；其次，链中某个产品参与

市场竞争出现的某些技术创新所造成的该企业产品数量及排放量

的变化，将会破坏全链物质交换的平衡，从而出现断链现象；再有

链中个别企业的失误、事故或维修都会影响全链的运营。针对以上

问题，专家学者提出了设想方案：如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物流

的成就建立虚拟循环园区，从而打破空间区域的限局；依据产业园

区的企业间相互学习、激励、共生的理论指导循环园区建设，增强

其竞争力；建立、规范循环园区的产权、进入、退出机制。以企业循

环链为基本形式的循环园区的建立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方向，其发

展前景不容置疑，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践来解决，这里问题多

多，研发的路子十分广阔。

以上我们从园区的层面分析循环经济的产生，建设和面临的

问题，其实任何符合“3R”原则的生产、流通、消费行为都属于循环

经济的实践，都是要大力提倡的。

近年来低碳经济引起了人们关注，其实它与循环经济的内涵

是相通的。低碳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是减少 CO2的排放及其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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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聚，削弱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低碳经济重在

能源革命，提倡使用核能以及水力、风力、太阳能等再生能源，减少

石化燃料在能源中的比例；同时扩大森林、草地等碳汇的面积，借

助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将 CO2转化为有机化合物，从本质上讲这

是碳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循环。

盐城有土地资源优势，发展循环经济的空间广，前景看好。我

们要捷足先登，选好项目，引进战略投资者，聚积相关人才，普及循

环经济知识，开展循环经济研究，赢得循环经济发展的先机。

（本稿由盐城社科联推荐）

徐民友，1941年出生，江苏江都人，曾任民盟盐城市委员会

主任委员、盐城市政协副主席，省第八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

七、八、九届委员，期间深入社会调查研究，撰写数十篇调研报

告，得到国家、省、市政府和媒体的关注。1994年提出“苏东”区

域经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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