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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背景看循环经济：必须提高资源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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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85％以上人口的国家正先后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其步履必然会遇到资源短缺的严重制

约。可以断言，我国工业化进程成功的唯一指望是提高资源生产率。 

  特约撰稿／朱荣林 我国经济几经波折，几度忧患，走上了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之路，世人

瞩目，也令国人振奋。感奋之余，我们必须冷静地评估这种增长模式及其内在质量。 

  

  思考之一，勤俭建国之策是否已经过时？年轻的一代似乎已将“勤俭”二字视作历史词汇，认

定“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时代已经叩响神州大门。国人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处

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双重推动之下成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但还

不是一个经济强国。我国的人均财富总量，据专家评估只及日本的1／60，是美国的3％。思考之二

是外贸出口的目标指向是为创汇，还是创利？我国出口增长之快早已惊动四邻，在承受人民币升值

压力的同时，反倾销诉讼案件与日俱增，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37起涉及我国

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的案子。更值得思考的是，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正

在不断地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出口中已有50 ％属于加工贸易，不仅不利于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且其资本积累率极其低微，而其中3／4又是外资企业的功劳。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之下每一笔

外贸生意均会发生亏损。思考之三是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沉重债务链如何清理？有专家提出忠告：

在评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要牢记两句话，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和“乐极生悲”。暗喻全球

经济大萧条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这种忠告的背景，源自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昂代

价，巨额的国内外债务链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 

  循环经济是21世纪全球经济运行的主旋律。认知循环经济应把握三个要点：一是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必须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前提。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

念，它还包含了资源。要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使这种“资本”在代际之间均衡配置，不可透

支、不可超支。二是资源配置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同一要素和商品在全球不同的区位具有不

同的价位，这就形成了比较优势。跨国公司之所以创造出占世界1／4左右的产出，其基本方略是依

据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套利”，套利的过程是分散和重组生产流程的过程，它降低了资源配置成

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循环经济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是资源生产率，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

源是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三是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必须理智地服从资源的稀缺性。市场经济

模式和手段周旋于需求无限性与资源稀缺性之间，旨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向资源稀缺性“宣

战”，其结果必然导致“地球村”生存的危机四伏。 

  发达国家先后凭藉其军事优势、外交优势和资源配置手段的优势，使其不足全球15％的人口，

耗用了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矿产资源，从而走完了工业化的历程。与之相对应，另有85％以上

人口的国家正先后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其步履必然会遇到资源短缺的严重制约。可以断言，我国

工业化进程成功的唯一指望是提高资源生产率。上海资源结构特征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循环经济发

展是其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其对策管理主要是：一是提高再生性资源配置比重。其中尤应以人

力资源配置和新能源配置为重点，前者的手段是强化国民教育，后者的手段主要是充分利用上海地

处长江口季风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提高风力资源配置比重，尽快优化能源结构；二是提高上海工

业效能水平。我国工业效能水平在亚洲15个国家排序中位列第14，仅优于孟加拉国。上海是我国乃

至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之一，其效水平将深刻决定其工业化的命运和前途。为此，必须继续强化节能



的规制建设，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尽量缩小进出口产品单位能耗的差额，以防能耗的国际性转

移。同时，要加强落地项目的产业评估，严格土地指标的使用程度；三是要延伸制造业的价值链，

提高资源生产率。上海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的转移指向地，只有延伸其价值链，才能集约地利用要

素资源，并促进“两个行动纲领”的有效实施，因为制造业价值链延伸的领域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

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中介服务、售后服务和销售服务等；四是加大产业组织创新力度，加快“三

集中”步伐。要克服上海产业组织生产能力分散、规模效应不明显、市场占有份额不大等弊病，加

快组织创新，强化产业集群，发挥园区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五是加强资源价格政策

与资源保护政策的对应关系。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低价格政策与保护政策相背离，导致资源粗放利

用，又延缓了产业水平的升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六是加快城市发展模式转换，以适应循环经济

发展之需。只有加快上海城市功能的转换、主导产业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政府职能的转

换，才能有效地发展循环经济。(作者为上海市科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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