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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 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

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经济增长模式。其运行应遵循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

基本原则。“减量化”原则是指在产品 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尽可能

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污染物的产生，采用替代性的可再

生资源，以 资源投入最小化为目标，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
“再利用”原则是指产品 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后继续使用，以

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防止产品 过早成为垃圾，从而节约生产

这些产品 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投入。“资源化”原则是指使废弃物

最大限度地变成资源，变废为 宝，化害为利。
我国为什么要发展循环经济

缓解资源约束矛盾。我国资源禀赋较差，总量虽然较大，

但人均占有量少。目前，我国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

有量的 1/4；人均耕地只 有 1.43 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

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 、4.5% 、42%、18% 和 7.3%。国内

资源供给不足，使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改革开放

以 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 G D P 翻两番。到 2020 年，

要再实现 G D P 翻两番，即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

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 资源

的大量消耗实现工 业化和现代化 ，是难以 为继的。
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

重，水环境每况愈下，2003 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达 460 亿吨，

大量未经处理或不达标的废水直接排入江河湖库，饮 用水安全

受到威胁，生态用水匮乏；大气环境不容乐观，2003 年全国烟

尘排放总量近 1000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达到

2159 万吨，大大超过环境容量；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2003

年全国工 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1941 万吨，其中有 3000 吨的危

险废物未经任何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低，二次 污

染严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可将经济社会活

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

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据测算，我国能源

利用率若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400

万吨左右；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若提高 1 个百分点，每年就

可减少约 1000 万吨废弃物的排放；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若能提高

20 个百分点，就可以 减少排放近 4000 万吨，将使环境质量得

到极大改善。

提高经济效益。目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

比仍然较低，突出表现在资源产出率低，2003 年我国 G D P 约

占世界的 4% ，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 重却很 高，石 油 为

7.4% 、原煤 31% 、钢铁 27% 、氧化铝 25% 、水泥 40%。资源利

用效率低，2000 年，冶金、有色、电力、化工等高能耗行业的

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 40% 以 上；2002 年，我国

每万元 G D P 取水量为 537 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 倍。资

源综合利用水平低，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 收率为 30% ，比

国外先进水平低 20 个百分点；2003 年我国工 业固体废弃物综

合利用率只有 55.8% ，累计堆存量已达几 十亿吨，占用了大量土

地。再生资源回 收和循环利用率低。2003 年我国钢铁工业年废

钢利用量为 5800 多万吨，占粗钢产量的比例为 26% ，而世界平

均水平为 43% ；再生铜产量 93 万吨，占铜产量的 22% ，而世界

平均水平为 37%；再生铝产量 145 万吨，占铝产量的 21% ，而

世界平均水平为 40%。发展循环 经济，有利 于企业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

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关税

壁垒作用日趋削弱，包括“绿 色壁垒” 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

凸显。近几年，一些发达国家在资源环境方面，不仅要求末端

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 包

装、运输、使 用、循环利用等各环 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对我

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 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
以 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加 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坚持以 人为本，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要真正做到这一

点，必须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 势得到充分发挥的

新型工 业化道路。
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我国初步探索出循环经济发展的 “3+
1”模式，即在小循环、中循环 、大循环及建立废物处置与再生

产业 4 个层面推进循环经济。“小循环”，是在企业层面推行清

洁生产，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消耗量，实现污染物

产生量的最小化。“中循环”，是在工 业区及区域层面发展生态

工 业，建设生态工 业园区，把上游生产过程的副产品 或废物用

作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料，形成企业间的工 业代谢和共生关 系。
“大循环”，是在社会层面推进绿色消费，建立废物分类回收体

系，注重一、二、三产业间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梯级 利用，最

终建立循环型社会。同时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回收、处理、

处置和再生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在全社会的循

环利用问题。
目前，我国循环经济示 范试点也取得喜人进展，各地出现

了一批从不同范围、不同层次 实践循环经济理念的先进典型。
全国已有 8 个省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循环 经济示范省、市达

到 5 个。其中，辽宁省各市均制定了发展循环 经济规 划；广 东

省编制了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 划，提出了 “以 人为本，环境

优先”的指导思想；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立健全可持续

发展的科学决策、市场运作、科技支撑、干部考核、综合监督、

全民教育、资源保障等 7 大机制；贵阳 市颁 布了全国首部循环

经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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