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文/林维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的发展，必须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
变增长方式。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
结构和消费结构，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资源节约的循环型
社会。循环经济是在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
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
环，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因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首先，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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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是难以为继的。发达国家用了近200年的时间才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当时有较为充裕
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脆弱，经济增长较快
但增长方式粗放，而且没有发达国家那时优越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一个13亿人口
大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道路，因此循环经济成
为必然选择。 
   其次，循环经济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呈现出“资源——产品——
再生资源”的特征，力求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在实
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处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
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有利于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 最后，发展循环经济，
有利于保护环境。循环经济这种发展方式要求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商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
量和排放量，在这个过程中相应就会减少污染治理投入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来抓 
   （一）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在发展中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而是要一切以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
高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转移。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
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从长远来看，循环经济本
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和实现途径。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和经济规
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发展经济，按照自然生
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过程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以期建立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相协调的生态型社会经
济系统。 
   (二)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
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它能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
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相协调、
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
现；既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没有根
本转变，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最突出的挑战就是资源、环
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资源消费强度将进一步加大，必
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增长方式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以
“资源--产品--废物”线性过程为特征的传统增长模式；另一种是以“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



 

源”反馈式过程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原则。“减量化”
是指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是指产品或拆解后的零部
件继续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尽可能地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资源化”是指废物最大限度
地转化为资源，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由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同，资
源消耗高、浪费大、利用率低，仍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突出表现，因此，现阶段在中国推进循环经
济发展应将“减量化”放在突出位置，首先是减量，要在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的基础上实现资
源循环利用。概括地说，循环经济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少自然资源消耗、降低废物处置、提高资源生产率为目标，以低消耗、低排
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实现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环境效
益，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循环经济在微观层面上，要求企业节约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
减量化；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综合利用，根据资源条件和产业布局，合理延长产业链，促进产
业间的共生组合；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旧物资回收和再生利用，减少废物最终处理
量。在宏观层面上，要求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于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区域开发和老工业基
地改造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建立和完善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逐步形成低投
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模式。 
   (四)发展循环经济要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为载体。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循环经济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社会
要进步，经济要发展，我们不但要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一亩地，还要让这些能源和资源
得到高效、合理和循环利用，逐步减轻经济发展的资源损耗，明显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效益。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就是其中一个最直接、最有效、最重要的途径。再生资源涉及面很广，包括水
能、风能、热能、太阳能等，而通常我们所说的再生资源，是指狭义上的二次使用再生资源，也就
是可循环利用的有机物质，例如金属、玻璃、塑胶制品，甚至包括工业有机废水、废气沼气、生活
垃圾等等。对于这些再生资源，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我们要以此为载体，依靠
科技进步，加大投入，加快开发利用，积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和环境监管成本，就会起到保 
   三、以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着力构建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一)加大再生资源回收力度。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是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泉。我们要抓紧队伍
建设，促进集团运作，将闲散资源进行集约化经营。再生资源行业要打破行业界限、区域界限和所
有制界限，进行产权多元化、品种多样化和多层次的联合经营、连锁经营、专业化经营、集团化经
营等多种现代经营方式，加快改造现有的回收利用网络，对散、小的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和回收网点
进行有规划有步骤的重组和布局结构调整，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的跨地区、跨
行业、跨所有制的再生资源经营网络，最终形成经营规模大、竞争实力强的再生资源产业集团。抓
好再生资源回收工作，挖掘总量占GDP10%左右的再生资源，以实现一切原生物资、废旧物资以及再
生物资的资源化。 
   (二)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源于我们面对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资源衰退、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行为所找到的一种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新型发展
模式。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载体，是在深刻认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基础上，以提高资源与环境协同效益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和物质闭合循环为手段，以市场机制为推
动力，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上可行的前提下，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废弃物排放和环境污染
最小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摒弃不利于资源节约的发展思维、发展理念和
发展模式，着力构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提倡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和集约利用土
地、节约原材料以及资源的综合利用，着力建立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有利于资源节约的生
产模式、消费模式、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 
   (三)加快构建循环经济的战略体系。 
   一是推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要节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减
量化；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综合利用，根据资源条件和产业布局，合理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
间的共生组合；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旧物资回收和再生利用，减少废物最终处理量。
要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旧物质进行回收和再生利用，以废钢铁、废纸、报废机动车、废旧
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利用为重点，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建立社区回收、市场集散和加工利用三
位一体的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体系，形成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的产业链条。加快生活污水再生
利用和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和污泥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利用。 
   二是推进技术创新。加大对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支持力度，提高循环经济技术支撑和
创新能力。要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重点开发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减量化技术、再使用技术、资源化
技术、替代技术、共生链接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等实用技术，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加大循环经济
理论、方法、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力度，着重研究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行业和地区的物质流

 



动和物质代谢规律，研究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物质代谢重组技术。组织调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
物耗、能耗及废物产生、排放状况，研究我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潜力和途径。 
   三是推进管理制度创新。要以价格为杠杆，激活工业经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中全盘资源
市场，从循环经济高度规范和考核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积极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和循环经济管
理制度创新。积极推进废旧物资商品化收费、垃圾收费、排污收费、污水治理收费、排污权交易等
制度创新；积极推进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绿色贸易、绿色营销、绿色包装、绿色标志等制度创
新；积极推进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绿色税收、绿色财政等制度创新(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
冶金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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