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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下的产业结构

高度化影响要素分析

1 循环经济下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新

解

1.1 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K·

波 尔 丁 (Kenneth e Boulding)在 其“宇 宙 飞 船

理 论 ”中 提 出 的 , 要 求 人 类 的 社 会 经 济 活 动

从效法以线性为特征的机械论规律 , 转向效

法以反馈为特征的生态学规律 , 要求以新的

“循环式经济”代替旧的“线性经济”。循环经

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物质闭环流动性

(ClosingMaterialS Cycle)经 济 、资 源 循 环 (Re-

sources Circulate)经济的简称 , 是以资源的高

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 , 以“减量化、再利

用、资源化”为原则 , 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

递次使用为特征 ,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

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

人类在社会经济中运用生态学规律 , 通过资

源高效和循环利用 , 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

零排放 , 以极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获取最大

的社会经济效益 , 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双赢”[1]。循环经济与传统线性经济的本

质区别见附表。

1.2 循环经济下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概念

产 业 结 构 是 指 产 业 间 的 技 术 经 济 联 系

与联系方式。这种产业间的联系与联系方式

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 一是从“质”的角度动

态 地 揭 示 产 业 间 技 术 经 济 联 系 与 联 系 方 式

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 , 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

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中 , 起主导和支柱地位

的产业部门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相应的“结

构”效益 ; 二 是 从“量 ”的 角 度 静 态 地 研 究 和

分 析 一 定 时 期 内 产 业 间 联 系 与 联 系 方 式 的

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 , 即产业间“投入”与

“产出”的比例关系 , 从而形成产业关联理论

[2]。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从“量”的角

度横向演变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从 “质”的

角 度 由 低 级 向 高 级 演 进 的 纵 向 高 度 化 。 因

此 , 产 业 结 构 的 研 究 包 括 两 个 方 面 : 一 是 研

究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化 ; 二是研究

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产业结构高度化

是从“质”的角度 , 重点考虑产业之间比例关

系及其变化。

依据循环经济的发展原则 , 进行产业结

构优化是产业结构发展的新趋势。2005 年 9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促进产业

结 构 调 整 暂 行 规 定 》和《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指 导

目录》, 明确指出了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的八大方向和工作重点 , 其中明确提出 : 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 ,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会议同时强调 , 根据调整和

优化产业结构的新要求 , 进一步完善和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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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质 量 、安 全 、环 保 等 行 业 准 入 标 准 , 提

升产业素质 , 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这

与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相一致 , 产业结构高

度化的过程需在循环经济的指导下进行。根

据循环经济的“3R”原则 , 即减量化(reduce)、

再使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原则 , 产业结

构 高 度 化 的 影 响 要 素 分 析 应 在 原 有 相 关 理

论基础上有所改进。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

程中 , 每一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重点考虑资

源 、能 源 和 环 境 因 素 , 疏 通 由 于 产 业 结 构 不

合理所造成的能源、资源短缺型产业。并研

究推动产业升级的技术因素中的环保技术 ,

促使环保技术渗透到其它各类产业中 , 改变

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 促进产业结构的全

面 高 度 化 , 实 现 在 能 源 、资 源 可 持 续 供 应 能

力 和 环 境 可 承 载 能 力 基 础 上 的 经 济 可 持 续

发展。

2 一般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要素理

论

一 般 认 为 , 在 封 闭 经 济 条 件 下 , 产 业 结

构 高 度 化 转 换 的 动 因 变 量 主 要 是 需 求 结 构

变化、供给结构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因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 还需考虑到国际贸易因

素。本文主要研究基于循环经济原则下 , 对

区 域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影 响 较 大 的 需 求 结 构 因

素、供给结构约束和科学技术发展因素的改

进。

2.1 需求结构变动

( 1) 需求结构的收入弹性。需求具有引

导生产的作用 , 市场需求结构的升级决定了

产业结构的升级 , 产业结构的转化必须遵循

需 求 及 其 变 动 的 客 观 规 律 。 按 照 恩 格 斯 的

“三层次需求论”, 人的需要有三个层次 , 即

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需求结构

的一个基本特征是 ,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

断提高 , 需求的重点会逐步向更高的层次转

移 。 这 种 需 求 结 构 与 收 入 水 平 成 正 相 关 变

动 , 需求结构的收入弹性最终表现为产业结

构变动对人均收入水平变动的反应 , 即收入

水平提高刺激需求体系的分化和产业化 , 引

起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利益差别 , 促使资源

在产业间的优化配置 , 最终促进产业机构的

高度化。

( 2) 社会总需求结构对部门增长格局的

影响。社会总需求结构的部门增长效应指不

同 生 产 部 门 对 社 会 总 需 求 结 构 变 动 的 反 应

弹性 , 其中社会总需求结构变动指中间需求

和最终需求的比例关系 , 以及两者的内部比

例关系。首先 , 对于常规运行的社会体系来

讲 , 中 间 需 求 总 量 的 增 加 , 取 决 于 最 终 需 求

总量和结构的变动 , 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经

济增长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扩张。这种最终

需求到社会总需求 , 再到中间需求的传导过

程 , 反映了工业化常规进程中部门增长的动

态特征。分工范围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

高使产业结构更加细化 , 总产出中的更大份

额将成为中间投入品 , 而非最终消费品。其

次 , 对于非常规运行的社会生产体系来讲 ,

中间需求的过度扩张 , 并不代表有效经济增

长对中间产品的实际需求 , 可能是因为物质

消耗系数过大 , 部门结构畸轻畸重。由最终

需求拉动 , 并与结构变动处在同一过程的经

济 增 长 , 一 般 不 至 于 引 起 超 常 规 的 经 济 波

动 , 相反有助于加速产业进步[3]。

2.2 供给结构约束

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转换产生的影响 ,

主要包括资源、生 产 要 素(劳 动 力 和 资 金)供

给和约束、环境因素等方面。供给因素既决

定了产业结构成长的基础或出发点 , 而且往

往又决定着产业结构的选择和性质 , 因而对

产 业 结 构 的 有 序 转 换 既 有 约 束 又 有 推 动 的

功能。

( 1) 各地区所拥有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分

布 状 况 千 差 万 别 , 在 许 多 国 家 的 产 业 结 构

中 , 可 以 观 察 到 其 资 源 发 挥 作 用 的 鲜 明 痕

迹 , 如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等。自然资源条件

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 但随着产业经

济的发展超越第一产业成为主导的阶段 , 这

一因素的影响会逐渐减弱。

( 2) 劳动力与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供给与

配置对产业结构也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国外

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劳动力的供给量和供

给层次影响产业的高度化发展。资本供应的

充裕程度、总量规模、增长速度和价格水平 ,

直接影响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2.3 科学技术因素

从历史上看 , 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能

引起产业技术革命 , 进而使产业结构发生重

大变革。技术进步是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变化

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产业结构表现为一定

的生产技术结构 , 生产技术结构的进步与变

动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动。技术进步

通 过 主 导 产 业 的 扩 散 效 应 推 动 相 关 产 业 部

门不断高度化 , 通过拓展劳动对象使产业部

门不断细化 ; 通过引发新需求成为新产业部

门的成长动力 ; 通过引起比较劳动生产率的

差异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换。

3 循环经济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影响

要素修正

上述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要素分析 , 在

产 业 结 构 的 发 展 中 基 本 都 考 虑 到 了 产 业 的

可持续发展 , 但因为以往受经济发展的实践

约 束 , 资 源 、能 源 产 业 瓶 颈 问 题 和 环 境 恶 化

程度不够明显 , 导致一般对产业结构变动的

影响要素进行分析时 , 没有将影响可持续发

展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因素放到一定的战略

高度 , 给予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在循环经济

发展的背景下 , 依据循环经济发展原则 , 对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的 影 响 要 素 进 行 相 应 的 修 正

势在必行。具体而言 , 应在需求因素中重点

考虑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 ; 在供给因素中

强化自然资源、能源可持续供给能力的约束

分析 , 同时考虑环境对经济的可承载力的约

束条件 ; 在科学技术因素中强调环保技术的

研发和创新。

3.1 需求因素修正

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 目前人类

的 需 求 已 逐 渐 发 展 到 对 环 境 和 健 康 非 常 重

视的阶段 , 产业结构中有关环境方面的产业

应具有相应的地位。但现实问题是环境污染

日 益 严 重 , 长 期 得 不 到 解 决 , 其 根 本 原 因 是

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需求影响因素中 , 未充

分 考 虑 到 人 类 现 阶 段 对 环 境 和 健 康 的 需 求

层 次 , 未 考 虑 环 境 对 经 济 发 展 的 可 承 载 能

力 , 在 经 济 的 发 展 中 一 味 地 促 进 消 费 , 试 图

通过消费刺激经济的增长速度。受我国经济

发 展 阶 段 所 限 , 最 终 促 进 的 主 要 是 物 质 消

费 , 而物质消费导致自然资源消耗愈巨大 ,

环境问题也就愈严重。

全球环境的恶化 , 已经引发了人类诸如

非 典 、禽 流 感 等 多 种 疾 病 , 给 人 类 的 社 会 经

济发展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实践证明 , 如果

一味地追求消费引导需求 , 不断促进消费 ,

导致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 , 最终将会引

发 战 争 不 断 、疾 病 肆 虐 , 人 类 的 需 求 也 会 因

此 倒 转 到 恩 格 斯“三 层 次 需 求 论 ”中 的 最 低

一 层 , 即 生 存 需 要 , 社 会 经 济 文 明 的 发 展 会

因此而倒退。因此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下 , 需

要充分考虑人类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层次 ,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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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循环经济的“再使 用 ”(reuse)原 则 , 提 倡 理

性消费 , 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健康方

向 , 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2 供给因素修正

一般产业经济理论认为 , 随着经济的发

展 , 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逐渐减弱。但根据现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

教训来看 , 随着全球资源的稀缺性和消耗的

快速性 , 自然能源和资源作为产业结构的约

束不但没有减弱 , 反而成为了严重制约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 在发展循环经济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 必须重新认识影响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供给因素。

回顾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发现 ,

在 工 业 化 启 动 的 初 期 和 工 业 化 中 后 期 的 重

型 化 阶 段 , 经 济 发 展 对 资 源 、能 源 都 会 提 出

大量需求。按照这个标准 , 我国正处于工业

化中期阶段 , 当前我国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已

非常巨大 , 煤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电力生产和供应业等产业供给缺口大增 , 造

成了严重的能源、资源瓶颈产业制约趋紧问

题 , 如同木桶原理中的“短板规则”严重制约

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工业化进一步发展 , 这

种瓶颈制约将更加严重。在循环经济发展的

启示下 , 应按照循环经济的“减量化”(reduce)

原 则 , 充 分 考 虑 到 影 响 产 业 结 构 高 度 化 的

“自然能源、资源”这一供给因素的可持续供

应能力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 , 实现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3 科学技术因素修正

科 技 进 步 是 产 业 结 构 高 度 化 升 级 的 主

动因。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 利用

高新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 应按照循环经

济 的“再 循 环 ”原 则 , 重 点 研 究 节 约 资 源 能

源 、提 高 资 源 能 源 利 用 效 率 、减 少 污 染 的 环

保技术。运用环保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 , 淘 汰 浪 费 资 源 能 源 、污 染 环 境 的 落 后 工

艺 、技 术 和 设 备 , 将 环 保 方 面 的 高 科 技 注 入

并渗透到各传统产业 , 通过各产业共同发展

全方位地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原国家环保

局 长 解 振 华 曾 提 出 :“发 达 国 家 的 循 环 经 济

主要集中在静脉产业 , 我国的循环经济与发

达 国 家 的 循 环 经 济 相 比 , 涵 盖 范 围 有 所 增

加。我国的循环经济不仅包括静脉产业 , 而

且包括动脉产业。这是因为我国正处于工业

化 的 中 期 阶 段 , 投 资 率 高 , 原 材 料 工 业 增 长

速度快 , 特别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

本 改 变 , 资 源 浪 费 大 , 单 位 产 值 的 污 染 物 排

放量高。必须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出发 , 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 , 在减少资源消耗的同时 ,

相应地削减废物的产生量。因此 , 我国的循

环经济是产业生态化与污染治理产业化、动

脉产业与静脉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4]。

所 以 , 在 高 新 技 术 的 开 发 中 , 要 重 点 开 发 有

助于实施循环经济“再循环”(recycle)原则的

循环技术。循环技术作为一种综合考虑技术

系统对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新型技术 , 其

目 标 是 使 得 技 术 系 统 在 使 用 过 程 中 能 够 像

自然界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一样 , 对环境的影

响(负作用)最小 , 资源效率最高 [5]。在循环经

济的发展过程中 , 有效促进各产业的优化升

级。

4 关于改进投入产出编表模式的思

考

根 据 上 述 产 业 结 构 高 度 化 的 影 响 要 素

分析 , 现行产业结构分析常用的投入产出编

表模式也应作适当改进。根据产业发展的历

程 , 分 析 现 阶 段 我 国 产 业 结 构 时 , 主 要 将 国

民 经 济 中 的 若 干 行 业 按 一 定 标 准 划 分 为 第

一、二、三大产业 , 三大产业又各自分为若干

行 业 , 就 此 分 析 各 产 业 在 国 民 经 济 中 的 比

重 , 以及三大产业中各行业的内部数量比例

关系。现有部分专家提出 , 将现代服务业、信

息 产 业 、 绿 色 产 业 等 从 第 三 产 业 中 划 分 出

来。

本文建议 , 在运用投入产出表调查产业

结构状况时 , 考虑在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充分

体现资源、能源和环境对产业发展的约束条

件 , 即在分析产业结构状况的方程组中 , 添

加 两 个 约 束 条 件 : 一 是 资 源 、能 源 可 持 续 供

给能力的约束条件 ; 二是环境对经济可持续

承载能力的约束条件。或者直接在原投入产

出表的产业部门中增加土地、森林、矿产、水

资源等自然资源产业部门 , 同时考虑环境对

经济发展的制约条件。据新华社报道 , 国家

统 计 局 将 研 究 建 立 绿 色 国 民 经 济 核 算 体 系

的基本框架 , 在最近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中设置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 , 并制定

了核算方 案 , 试 编 了 全 国 土 地 、森 林 、矿 产 、

水资源实物量核算表 , 研究资源和环境实物

量核算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6]。因此这种考虑

将是可行的。另外 , 对第三产业细化中的环

保产业的分析 , 应注重环境的修复和保持 ,

分 析 环 保 技 术 对 农 业 、工 业 、服 务 业 等 各 产

业的渗透作用 , 促进各产业全方位的优化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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