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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卉  

 （青海省海东地委党校，青海平安810600  ）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的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实现
工业化仍然是我国、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讲，是实现  

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但在现阶段实现工业化面临的挑
战和制约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面对严峻的挑战和  

制约，推进工业化，必须加速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意义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是科技含量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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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求正是循  

环经济的一般特点，是循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一种效果。因为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相比，循环经济的特点是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  

费和废物处理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发展经
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循环经济能够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
保护生态环境。传统工业经济是由“资源—产品—废物和  

污染排放”所构成的单向物质流动的经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
度把自然资源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  

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一次性的。循
环经济则不同，作为一种物质循环利用和资源闭环利用型  

经济模式，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力求低消耗、低排放、高效
率，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  

源———再生产品”的循环流动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基本
上不产生或者少产生废弃物，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末端处  

理。  

   

    2、循环经济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赢。传统工业经济通过把资源持
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越快，规模  

越大，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的强度越大，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和地球不堪重负，人与自
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的矛盾日  

益尖锐。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遵循生态规律，通过资源的循环利
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可能，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异化为损害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实
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赢。  

   

       3、循环经济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题。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发展循环经济，可
以从三个层面全面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一是在企业层  

面推行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工业“三废”污染，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例如，青海格尔木循环经济试点：盐湖企业，  

近两年共投资几亿资金用于工业技改和新项目研发，构建企业内部清洁生产体系，成
功实现排污和水循环利用率。在获取良好环境效益的同时  

，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事实证明，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增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有效途径。二是在区域范围内通过关联企业之间和  

产业之间的互助合作，构建生态工业网络，能在更大的空间内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节约型的区域经济。三是把社会  

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循环系统，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废物
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实现社会经济的大循环，构建一个从  

微观到宏观都厉行节约的社会。可见，循环经济是最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经济
增长模式，发展循环经济贯穿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始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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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抓住了发展循环经济，就抓住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题。  

   

二、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按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办事，突出几
个重点。  

   

    1、建立健全有关法律，依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要从战略高度制定一部能够统
揽全局的循环经济法，对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方针、主  

体、权利和义务等作出原则规定，明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企业和公民的对于发展循
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要从专业  

的角度，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别的特定生产、消费活动主体，制订相应法律法规，
明确它们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2、完善相关政策，强化发展循环经济的激励机制。国家政策性产业扶持资金，
要优先向循环经济发展项目倾斜；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循环  

经济的扶持力度，采取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优先贷款、贷款贴息等
方式支持企业开发循环经济的项目。要制定促进循环经济  

发展的价格和收费政策，比如，在水费中增加污水治理费，提高污水处理率；开征城
市垃圾处理费；提高企业排污收费，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  

低、企业排污成本低和“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等问题。要制定鼓励循环经济发
展的税收政策，如对企业用于环保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  

对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府补贴政
策。  

   

   3、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科学的考核评价引导循环经济发展。GDP等主要经济
指标是衡量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政绩的重要尺度，也  

成为影响他们行为的重要导向器。要教育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
绩观，用科学的考核评价引导他们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带  

头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改变只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和劳动保护的评价方
法，采取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绿色经济核算方式，综合考核  

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和劳动保护等情况，以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经济运行质量
和干部政绩。  

   

   4、合理规范和布局产业和企业，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区是生态工业的
聚集场所。要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建立工业系统的循环  

链网，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用作另一个
企业的原材料，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极开发利用。  

像株洲市这样的老工业基地，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尤其要把建设循环经济工业园放到
战略位置来抓，根据生态学原理，科学规划园区，以产业  

链为纽带，对废弃物产生量较多的重大工业项目，配套引进相关中小企业入园，消化
吸收其废弃副产品，形成工业园区的生态产业链，提高企  

业之间的物料循环使用率，最终实现污染达标排放或零排放。  

   

   5、推行清洁生产，发挥企业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要引导企业不断改进
生产工艺和流程、尽可能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自行消化和循环利用自身排放的废弃
物，从源头上削减工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效益欠佳  

、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加强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强化清洁生产审计，培育清洁生产
意识，促进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新建、改建、扩建  

和效益较好的企业，要推行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提高企业内部物料综合循环利用水
平，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6、倡导绿色消费，以市场需求刺激循环经济发展。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市
场引力。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教育和引导公众转变消费  

观念，形成绿色消费意识。政府要带头采购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或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企业的产品。公众要注重节约资源和能源，采购有节  

能、节水标志的家用电器、卫生设备等，克服“灯长明、水长流”等浪费现象；要加
强绿色商品的认证管理，引导人们优先使用绿色商品，自  

觉采购再生资源、再生材料做成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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