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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循环经济统领节约型社会建设 

 

 

2003年中国经济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内需不足，增长乏力的局面以后，经济发展进
入了新的上升周期。由于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通过大量国债投资于
基本建设，城市化速度加快，致使各种资源、能源和原材料供求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进口量
猛增，使得经济增长的资源制约日益加大。因此，经济界提出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和2005年全国人大会议都把建立节约型社会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此，树
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一个新的战略体
系。

一、节约型社会的基本内涵 

按照目前的理解，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通过采取综合性措
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 

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
求，在企业层次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在区域层次通过调整
产业结构，提高生产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国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在国家社会
层次，通过强化资源节约意识，改变消费模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显然，建立节约型社会是针对资源短缺而提出的一种综合解决方案。 

二、循环经济在建立节约型社会中的作用 

从我国学术界对循环经济的讨论来看，在资源节约领域，循环经济的内涵与节约型社会具有基
本的一致性。循环经济强调“减量化”的本意就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减少单位产出的资
源消耗量；物质资源的再利用，包括废旧产品的再制造和废弃物的再生利用，都是为了减少原
始自然资源的消耗。因此，从资源节约这个角度来说，循环经济的目标与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是
完全一致的。 

从宏观上看，节约型社会不仅强调节约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它还强调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通
过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等对资源依赖性小的产业，减少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
实现资源节约型经济结构。而循环经济的本意则主要强调资源利用的微观效率。在资源角度，
节约型社会比循环经济具有更高的层次，具有更广泛的视角。但一定时期的产业结构是市场需
求决定的，政府所能调整的余地很小。 

循环经济最初是从预防环境保护和污染预防的角度发展起来的，其强调资源节约利用和循环利
用的初始动机是从源头减少废弃物和污染排放，保护环境。而节约型社会则是以资源节约为初
始动机，虽然这与循环经济从源头预防污染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解决环境问题不是节约型社会
的初衷。从这个角度看，循环经济又是比节约型社会具有更广泛的视角和更高的层次。 

上述分析表明，循环经济与节约型社会对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但循环经济的内涵包容了节约型社会。 

三、中外循环经济概念内涵的差异与节约型社会 

总体来说，发达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清洁生产技术与管理在生产领域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
从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能从根本上很好地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角度，提出废弃物的循环利
用问题的。德国1996年开始实施《循环经济和废弃物处置法》，日本在2000年颁布的《建立循
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他们对循环经济的理解基本上是以废弃物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尤
其是日本，把“静脉产业”作为建立循环型社会的主要支撑。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国情存在巨大差别。我国是一个人口巨型大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大大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例如，石化能源折合成标准油当量只占世界的11%；中国能源的主要支柱是煤炭，



但中国煤炭占也只占世界总量的16%，远低于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
1.8%，天然气占0.7%。中国主要固体矿产储量占世界的比例也很低。其中铁矿石不足9%，锰矿
石约18%，铬矿石只有0.1%，铜矿石不足5%，铝土矿不足2%，钾盐矿小于1%。与占世界21%的人
口比例相比，中国已发现的主要矿产资源储量都不丰富。 

与资源储量少相对应，中国资源利用效率却很低。例如，火电单位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22.5%；吨钢可比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
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是同纬度发达国家的2-3倍；
中国水资源十分短缺，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的1/4，但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灌溉系数仅为
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城市供水管网损失率超过20%。 

2003年以来，我国的资源消耗对进口的依赖快速升高。例如，50%的铁矿石和氧化铝依靠进口；
60%的铜矿资源依靠进口；40%的原油依靠进口。随着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今后资源进口比例
还将进一步上升。例如，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消费将有60%以上依靠进口。 

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大体相当，但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5倍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进入
了全面工业化的进程，按照我们的战略，到2020年要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以后到
2030年我们应该全面实现工业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50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150年的工业化历程，
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在我国在时间尺度上要被压缩掉三分之二。这决定了中国的资
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在时间尺度上具有极高的强度，单位国土面积上在短时间内比发达国家要消
耗掉更多的资源，排放更多的污染。比如，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平均每年只增加100多万吨的钢
材消耗量，而我国2000年以来每年平均增加4000多万吨钢材消耗，是美国30倍多倍。因此，我
国所面临的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在世界上前所未有，污染类型复合重叠，治理难度极大。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人类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人口在搞工业化建设，国
际资源的价格非常低廉。他们通过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资源，完成了工业化。而今天的
世界上有超过50%人口的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而且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耗依然保持在高水
平上，这使得国际市场资源价格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我们的工业化必然要在高资源成本条
件下进行。因此，中国的循环经济把“减量化”——节约使用资源与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放在
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四、用发展循环经济统领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从经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节约应该是企业的微观行为。价格竞争机制能够促
使作为理性经济人化身的企业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资源，政府没有必要去干预。因为资源节约
本身就是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的基本途径。“经济”的基本含义就是节约。为什么没有人用钻
石铺马路呢？因为钻石太稀缺昂贵。节约资源的问题核心是价格问题，是企业内部性问题。 

相反，在传统的市场机制下，环境保护是市场失灵的领域，环境污染是企业外部性问题，它需
要政府代表社会来处理。国内外的实践都清楚地表明，末端治理环境污染成本过高，效率很
低，而通过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从原头预防污染产生的循环经济模式，可以降低环
境保护的成本，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也就是说，发展循环经济已经包含了建立节约
型社会的内涵。相反，如果不是从环境污染预防的角度循环利用资源，有可能在循环利用资源
的过程中产生更严重的二次污染。因此，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于发展循环经济，只要循环经济
搞好了，节约型社会也就自动建成了。 

但是，我们并不反对政府针对资源利用效率问题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在下列四个领域，政府
应该大利推进资源的节约利用。 

第一、对市场价格不敏感，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的非营利部门，例如，与政府相关的公共部门，
包括政府本身和大量的公用事业单位，资源效率利用小率普遍较低。 

第二、中国仍然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存在大量制
度性浪费，有人从浪费中获利。例如，政府和公用工程建设中的大量低效率问题，建筑领域大
量节能节水技术得不到应用等。 

第三、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但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普遍存在“炫耀性消费”
和“形象性过度消费”等浪费资源的现象。 

第四、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主要核心资源储备不足，涉及国家经济安全
问题，对核心资源的利用也具有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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