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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 是实现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一体化战略。分

析了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 介绍了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 , 探讨了黄河三角洲发

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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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区域的发展不只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

更应是经济发展与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以及人民生活

质量提高的完整统一[1]。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有效平衡经济增

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关系的经济发展模式[2], 首先

被经济发达国家所采用, 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黄河三角洲的发展现状和自然条件决定了传统“先发

展后治理”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无法保证黄河三角洲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实施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 , 发展循环

经济 , 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 是黄河三角洲地

区面临的重大课题。

1 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黄河三角洲地处山东东部的渤海之滨 , 是山东半岛和

京津唐两大经济发达地区的联接地带 , 包括了东营、滨州

两市全部和潍坊、淄博、德州 3 市的部分地区 , 总面积约 2

万 km2, 人口 500 多万 , 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山东省的 8%。

长期以来 , 黄河三角洲走过的是一条依靠资源高强度开发

的发展道路 , 高投入、高消耗、高废弃的粗放型经济格局尚

未根本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 经济结构不合理、生态及环境状况日益严峻、资源短缺

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的约束逐渐凸现, 严重影响了社会、经

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1.1 经济结构不合理

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长期过分依赖油气开发 ,

石油石化工业在地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 资源开发利用结

构单一 , 科技投入不足。而且油气资源开发未能带动区域

经济的整体发展, 石油工业所积累的资金也没有拉动新的

替代产业群发展 , 由于石油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 如果

一旦原油枯竭 , 对黄河三角洲未来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是不可估量的。另一方面 , 在过去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长期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 城乡经济发展缺乏统筹协

调 ,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游离于工业化进程之

外 , 区域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特征明显 , 对区域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1.2 环境污染压力加大

近年来 , 虽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保持

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 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压力也与日

俱增。受多年来油田开发及地方城市和工业建设的影响 ,

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废气等废弃物排放量日益增

多 , 已成为未来发展不可忽视的难题。据调查统计 , 近 10

年来 , 该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分别以年均

12.8%、7.8%的速度递增 , 固体废物排放量增长系数也达

到 0.5[4], 仅胜利油田每年排放含油废水即达 1.5 亿 t[3], 给

陆地和河流带来严重污染。环境监测资料表明 , 在该地区

19 条主要河流中 , 除黄河外 , 其它河流均已遭受不同程度

的污染 , 其中 15 条河流处于重度污染状态 , 3 条河流受到

轻度污染[4]。环境污染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1.3 生态状况不容乐观

从生态状况来看 , 黄河三角洲陆地形成时间短 , 草甸

过程短 , 受海陆相互交错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 生态环

境十分脆弱。该区陆地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及海洋生

态系统纵横交错 , 生态系统的演替很不稳定[5]。同时由于黄

河源区干旱化趋势日益加剧 , 破坏下游生态平衡 , 引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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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萎缩 , 导致滩区土壤沙化、盐碱化 , 破坏河口湿地生态系

统 , 影响湿地物种多样性及浅海的海洋生物产量。随着区

域内工农业发展以及油气资源的开发, 黄河三角洲农业综

合开发试验项目的实施 , 正面临着自然生态系统向人工生

态系统的急剧转化。另外 , 由于垦殖不当、管理不善和放牧

过度等原因 , 造成土地盐碱化 , 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趋势。

1.4 资源状况日益严峻

从资源看 , 黄河三角洲地区水资源贫乏 , 人均占有量

仅为 314m3, 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 12%[6]。该地区主要水资

源来源的黄河断流情况越来越严重 , 对黄河三角洲的水资

源供应已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 , 目前黄河三角洲多数地

区仍采用土渠引输水和农田大水漫灌的落后用水方式 , 造

成水资源的大量浪费 , 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低 , 既造成了

水资源的浪费 , 加大了污水排放量 , 更加剧了水资源的供

需矛盾。黄河三角洲自然资源除石油、天然气、卤水等较丰

富外 , 其它资源极为贫乏。经过 40 多年的开采 , 石油、天然

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已出现了衰竭的问题 , 胜利油田资源探

明程度已达 48%, 近 10 年来原油产量以每年 60 万 t 的速

度递减[7]。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黄河三角洲资源不足的

问题将日益严峻。

2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黄河三角洲可持续

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 , 要求

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 , 实现经济活

动的生态化转向 , 并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

济活动。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 : 从物质流

动和表现形态的角度看 , 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是以“资源—

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为基本特征、无法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 , 表现为 高 消 耗、低 利 用 、高 污 染

(如图 1)。

而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为

特征的、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 表现

为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环率 , 以最大限度地利

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 , 提高资源利用率 , 把经济活动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 并且最大限度

地利用资源 , 从而大大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 , 提升经

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 最终实现循环型社会的理想 , 并将人

类活动纳入整个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图 2) 。

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是 3R 原则 , 即减量

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再循环(Recycling)。每一个

原则对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减量化原则

要求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少地输入自然资源 ; 再利用原

则要求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 , 并在多种场合使用 ;

再循环原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 , 力争做到排

放的无害化 , 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根 据 反 映 经 济 增 长 不 同 阶 段 所 对 应 的 环 境 状 况 的

Kuzanets 曲线 , 生态与环境恶化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遵循

倒 U 形状的发展趋势 , 人均 GDP 超过 1 000 美元后 , 在一

定时期内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 环境的污染水平仍

将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 如图 3) 。西方多数发达国家都是

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在人均 GDP 达到 5 000~10 000 美

元时才跨越 U 型曲线顶点的。如何才能在较低的经济规

模和较低的污染水平下跨越环境 Kuzanets 曲线顶点 , 使顶

点在横向左移 , 在纵向下移 , 实践证明 , 只有新型的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才能将其变为现实( 如图 4) 。

对于资源相对贫乏 , 污染较为严重 , 生态环境脆弱 , 长

期以来依赖石油资源开发建设的黄河三角洲地区而言 , 传

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都无

法保证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发展

循环经济是黄河三角洲区域层次上协调资源利用、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是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必

由之路, 是黄河三角洲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3 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借鉴

以日本、德国、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前后就已经把发展循环型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

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 并在实践

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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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视循环经济法制建设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将循环经济的法制建设作为推进

循环经济的主要手段。日本已制订包括《循环经济法》、《推

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等在内的全面的循环经济法律

体系 ; 美国通过了《危害性和固体废物修正案》和《污染预

防法》, 同时美国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

环法规; 德国制定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循环经济和废

物处置法》等多层次法律体系 ; 欧盟其它国家也有一系列

的相关法律 , 并且已制定的法律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3.2 制定相关政策 , 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激励与约

束机制

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采用政府奖励、税收优

惠、政府采购、收费、征税等各种政策 , 来调节循环

经济建设主体的经济利益 , 引导企业和个人参与循

环经济建设。美国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

支持化工界对降低资源消耗、防治污染有实用价值

的新工艺新方法的研发[9]; 美国亚利桑纳州规定 , 对

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

企业可减销售税 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

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 , 除普通退税外 , 还按取得价

格的 14%进行特别退税。此外 , 日本还建立了针对

居民的资源回收奖励制度。荷兰规定采用革新性的

清洁生产或污染控制技术的企业 , 其投资可按 1 年

折旧;美、英、法等国对将垃圾直接运往倾倒场的公

司或企业征收填埋和焚烧税; 日本《家用电器回收法》规定

制造商、进口商有回收义务 , 并需按照再商品化率标准对

其实施再商品化 , 促进资源循环回收利用[10]。

3.3 以技术进步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 , 带动了技术进步 , 也推动了循

环经济关键技术的进步, 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加

拿大在促进循环经济的工作中重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

注重促使企业和学术团体用新的科技手段探索新的促进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 对有限的资源

进行循环利用 , 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源流

量。加拿大工业生态技术通过工业系统设计 , 最大限度地

减少废弃物排放和提高物质材料与能源的循环利用 , 以保

证能量的充分转化 , 防止能源和有用物质材料的流失[11]。

3.4 重视宣传教育 , 增强公众参与意识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的倡导与企业的自律, 更

需要增强广大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发达国家非常

重视运用各种手段和舆论传媒加强对循环经济的社会宣

传, 以提高市民对实现零排放或低排放社会的认识。美国

从 1997 年开始把每年 11 月 15日定为“循环利用日”; 日本

把每年 10 月定为“循环宣传月”; 日本大阪市每年 9 月结

合城市美化宣传活动 , 发动市民开展公共垃圾收集活动 ,

并向 100 万户家庭发放介绍垃圾处理知识和再生利用的

宣传小册子, 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废旧资源回收和垃圾减量

工作[12]。

4 黄河三角洲发展循环经济的区域战略选择

发展黄河三角洲循环经济涉及到社会、经济、环境等

各个方面 , 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参与 , 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如图 5)。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基

本原则为指导 , 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 , 结合本区域的

资源条件和发展现状 , 把发展循环经济 , 建立循环经济体

系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 , 从制度创新入手 , 制定相互

配套、切实有效的循环经济区域发展战略。

4.1 健全区域协调合作机制 , 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

区域性政策法规体系

健全黄河三角洲区域协调合作机制 , 制定发展循环经

济的区域性法规体系, 为黄河三角洲地区发展循环经济提

供整体法律保障。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价格、税收优惠和财

政奖励等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和

产业政策, 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

坏者恢复”的原则 , 大力推进生态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制

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协作和技术、人

才交流。

4.2 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和绿色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

黄河三角洲地区各地方政府应树立绿色政绩观 , 转变

GDP 至上的政策取向 , 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 , 把黄河三

角洲地区的整体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

范畴 , 加强对经济效率以及单位 GDP 的资源利用、资源的

循环利用水平、污染排放量等指标的考核 , 建立适合黄河

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黄河

三角洲区域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准确反映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资源与环境成本 , 使经济发展能不断地对生态环境

与资源进行必要的补偿。

4.3 在区域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大力推进循环经济

黄河三角洲新型石油替代产业选择要充分考虑自然

资源的约束 , 鼓励发展低消耗、高附加值、低污染的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 , 淘汰和关闭

韩传峰, 廖少纲 , 刘惠敏:基于循环经济的黄河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第 2 期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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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Yellow River Delta Based on Circulation Economy

Abstract:The circulation economy,as one ki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y economy, is an integrated strategy that real-

izes economical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of

Yellow River delt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roduces the successeful experiences of developed country develop circulation e-

conomy,puts forward the regional strategy of Yellow River delta to develop circulation economy.

Key Words:Yellow River delta; circulation economy; regional development; green technology

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 , 用高新技术

和节能、节水等绿色技术逐步改造传统产业。充分利用黄

河三角洲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 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

引进和采用有利于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提

高现实生产力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 , 改造落后的传统农

业。

4.4 建立区域性的循环经济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只有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治理技术为基础 , 才能实现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 促进循环经济健康发展。应

立足于循环经济的整个过程和整个系统, 建立区域性的以

企业为主、政府支持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 , 提高循环

经济技术支撑和创新能力 , 以高新技术为基础 , 开发和建

立包括环境工程技术、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技术、生产

绿色产品的清洁生产技术等在内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4.5 增强公众参与意识 , 提倡绿色消费

实施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的倡导与企业的自律, 更

需要增强广大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应重视运用各

种手段与传媒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宣传, 激发公众对环境保

护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 , 唤醒公众对实现零排放或低排放

的环境意识 , 在全社会树立循环经济观念 , 树立同环境相

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 使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公众的共

识 , 自愿地选择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 推动

市场向循环经济方向转变。政府应该率先垂范 , 提倡绿色

采购 , 促进绿色消费 , 提倡节约一切资源的绿色消费观 , 为

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良好的氛围。

5 结 语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 应立足于

自身的特点 , 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 , 因地制宜 , 实事求是 ,

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 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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