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循环经济的逆向物流 

文/祝 辉 

   一、寻求基于循环经济的逆向物流的背景原因 
   所谓循环经济是一种保护地球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是国
际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它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表现为“资源——产
品——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做到生产和消费“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
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
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
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强调的是资源的循环利用，而逆向物流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狭义的逆向
物流是指对己经废弃的产品进行再制造、再使用或再循环的过程，而广义的逆向物流还包括减少资
源使用以及有效的退货管理等含义。从微观上看逆向物流具有提高顾客价值、增强竞争优势、降低
物料成本，增加企业效益、改善环境行为塑造企业形象等显性和隐性作用；从宏观上看逆向物流有
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因此实施“逆向物流”顺应了
时代发展的要求。 
   二、开展逆向物流的产生的效应 
   开展逆向物流活动将对核心企业、供应链、消费者和社会公众有着不同的影响，由此产生四
种相应的效应：即利润效应、协同效应、价值效应和环境效应。其中，逆向物流的利润效应(简称
利润效应)，指的是核心企业开展与不开展逆向物流活动带来的利润增量；协同效应则是指供应链
全体成员协作开展逆向物流活动带来的价值大于各个独立成员单独开展逆向物流活动带来的价值：
价值效应主要是从营销学的角度出发，基于顾客满意的理念，企业开展逆向物流活动能够给消费者
带来更多的顾客满意度，由此产生更大的价值；环境效应指的是企业的逆向物流活动给社会环境带
来良性的保护作用。 
   逆向物流的四种效应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企业的逐利动机及其带来的外部性是政府实施环
境管制政策的主要原因，它与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共同形成企业实施逆向物流战略的外部驱动力；这
样，企业开展逆向物流活动将给社会公众带来环境效应，相应产生良好的企业形象反馈成为企业可
持续生存的基石；此外，对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的响应也是企业开展逆向物流活动的外部驱动力，它
推动了企业对经营活动的认知，因此进一步给消费者带来了价值效应。从内部角度看，逆向物流战
略通过3R原则，即输入端的减量化(reducing)，转换过程中的再使用（reusing)和输出端的再循环
(recycling)，指导核心企业更好利用资源，降低成木，创造利润效应。由于逆向物流活动的开展
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行为，更需要整个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共同配合，从而带来协同效应并由此增
强整个链条的竞争优势。 
   三、基于循环经济的逆向物流策略 
   政府层面的策略主要目标是提供逆向物流活动开展的制度安排。而激励核心企业开展逆向物
流活动，同时促成供应链成员间的合作是政府提供制度安排的首要目标。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认为
政府的制度安排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核心企业开展逆向物流活动提供激励；一是通过合理的社
会规制促成供应链成员间的合作关系。具体实施要点包括：1、提高处理成本和回收收入，通过经
济乎段实现柔性管制；2、设置一个合理的回收率，并允许企业间达成排污许可权的交易行为；3、
立法中引入延伸生产者责任原则。 
   其次是要建立制造商与分销商的委托——代理机制，以确保渠道关系的和谐，从而为供应链
企业间有效配合开展逆向物流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供应链合作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双赢是提前，在
此基础上，通过信任机制和奖惩体系来保证供应链合作的稳定性。 
   最后，采用多代理系统实现对逆向物流活动的技术支持。从产品回收到最终处置或再利用需
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1、接受产品消费者回收需求定单、收集产品数据、设计回收方案、选择回
收商；2、在各个合作企业进行任务分配；3、从消费者乎，回收产品；4、消费者与回收服务提供
商进行资金支付；5、对回收产品进行分类检测、再制造或处置；6、付款给回收服务提供商。公众
层面上，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作用，扩大公众参与的基础。公众参与的内容主要包
括：社会个人或团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自律，监控他人和企业的违规行为，通过舆论的理论宣传和
培训公众的环境意识。特别要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发挥其作为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对企业间合
作的促进作用，通过加强与企业的交流与协作，及时制止企业的违规行为，这样可以克服法律惩罚

 



的延时性和条款不足带来的机会主义的问题，提高惩罚幅度。建议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鼓励政策，
以支持这些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对企业的合作予以促进和提高。其次，由于打击违规行为很大程度上
还是隐性的，即通过减少违规方的未来市场机会来实现。所以要通过社会舆论来提高监督和警示作
用，增大了惩罚幅度的同时，也促使对违规行为的惩罚的尽快实现，即加大了贴现因子，从而增大
违规者的损失（作者单位：江汉大学机电与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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