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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工业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低的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代价高，只有发展农村循环经济

才能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要求，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通过对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农村

循环经济实践及其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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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

问题更为突出，这从客观上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

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利用充分”的新型工业化

道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科技发展落后、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等原因，农村工业企业一直存在资

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经营方式粗放等问题，农村生态

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推进有中国特色新型农村工业

化进程，必须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实现经济

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型工业化

过程中发展农村循环经济存在的制约因素的分析研究，提

出我国农村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建议。 

1 基于新型工业化的农村循环经济及其现

实意义 

著名生态学家康芒纳［1］认为，解决生态污染问题的关键 

是要使人类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生态规律，减少对自然生态系

统的破环和污染的循环经济战略构想。美国环境经济学家保

罗·霍肯［2］从微观层次明确提出了废物循环再利用的主张，

认为任何废物都可以回收再利用，对其它生产活动有利用价

值。循环经济要求以环境友好的思路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

济，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在实践中遵循减量

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的“3R”原则，

以产品清洁生产、环境保护、废物高效回收和资源循环利

用为特征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坚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生态经济。 

农村循环经济是指在我国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各

产业通过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再利用等经济发展方式，实

现农村生态资源的节约保护、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过程。在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农村循环经

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新型工业化进程中

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是缓解我国工业化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

压力，保护生态平衡的必要条件。由于农村科技发展水平

滞后、乡镇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粗放，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企

业主要依靠增加投入来扩大经济规模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

式，对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

［4］ 黄春香.从“三区联动”谈美国高等教育创新经济发展道路［J］.

煤炭高等教育，2007 (9)：99–102. 

［5］ 兰文巧，张爱邦.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整合观点解读——兼

论“大学、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冲突与调适［J］.辽宁师范大

学学报，2006 (11)：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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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据统计，目前，我国单位 GDP 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 2.65 倍，美国的 3.9 倍，欧盟的 4.32 倍，日本的 8.2

倍。我国消耗了全世界 36%的钢铁，16%的能源、52%的水

泥，仅创造了全球 7%的 GDP［3］。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

和克鲁格［4］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中，提出了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 U 型”曲

线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程度随着经济增长不

断加剧，当经济增长的一定程度后，环境污染达到最严重

的程度，此后，随着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轻，

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目前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农村循

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高消耗、高排放、高投

入、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其次，新型农

村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的有效途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相当

于扩大了资源开发产业，增加了工业产品的生产环节，拓

宽了企业经营范围，从而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汽车

修理厂废旧轮胎回收处理等就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

增加劳就业岗位。2005 年美国的废旧资源利用行业年产值

达 2 360 亿美元，提供了 110 万个就业岗位，与美国的汽车

业规模相当［5］。目前，我国大多数乡镇企业经营规模小、

效益低，大量的废弃物尚未得到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对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潜力巨大。第三，新型农村工业化

进程中发展循环经济能够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升农村企

业市场竞争优势，实现农村各产业协调发展。在这种循环

经济所要求的产业生态系统中，那些资源消耗高、环境污

染重的企业将因为外部成本内部化和政府规制将失去市场

竞争优势。发展农村循环经济要求通过提高农村企业科技

水平，推进农村各产业向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转变，这

种转变将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经

济全球化程度的持续加深，我国农村企业也必然要参与国

际市场的竞争。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增强，

对产品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产品“绿色”品质日益成为经

济全球化时代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WTO 规则允

许把非关税壁垒的“绿色壁垒”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和市场准

入的门槛，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必须加强对产品的生态品质

要求。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只有通过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构建

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生态环保品质，才能使农村企业掌握

“绿色”主动权，在全球化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新型农村工

业化进程中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积极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也是优化农村产业

结构、推动农村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2 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农村循环经

济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由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忽视对

农村发展循环经济的投入和支持，造成了农村地区供水、

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乡镇企业的粗放式

经营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

日益突出。据《2008 年中国环境公报》显示，我国农村地

区的畜禽粪便、水产养殖、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和生产

企业排污等造成农村生态污染严重，生活污染、工矿污染

明显、面源污染持续加剧，饮用水安全问题显现，环境污

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速度加快，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十分

突出。《中国环境报》指出，目前我国有近 2.5 亿农村居民

缺乏干净的饮用水，农村地区每年产生的 90 多亿 t 生活污

水、2.8 亿 t 生活垃圾基本上没有得到有效处理而任意排放；

每年 4700 多万 t 化肥的有效利用率不足 35％，我国单位农

田农药使用量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30％~50％，是造成

土壤板结和农村水体污染的重要原因。《2008 年中国环境

状况公报》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356.92 万

km2，占国土总面积的 37.2%；耕地质量退化趋势加重，其

中灾毁耕地 2.48 万 ha，生态退耕 0.76 万 ha。我国农村生

态环境的严峻现实要求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发展农村循环

经济。 

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农村循环经济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

监管与激励机制、农村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收益成本比、

农村科技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1)基层政府和农村企业的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意识淡

薄，主要表现为缺乏生态与环境资本的观念。在农村工业

化过程中，人们没有把生态和环境看作是和物质、货币一

样的资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仅仅强调物质资本与金融资

本的积累，没有树立起生态与环境资本的观念。过于追求

眼前短期行为，一些农村企业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盲

目上项目，扩规模，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一些基层政

府为追求政绩，单纯追求 GDP 的增长，造成了对农村生态

环境的严重破坏。 

(2)农村地区循环经济科技水平落后。科技进步是我国

农村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性因素和基本支撑。没有科技进

步就无法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然而，

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和农村工业发展滞后，农村企业

规模小、管理方式粗放，缺乏足够的科技资源，特别是缺

乏高质量的科技人才，再加上技术创新投资回收期长、风

险高，农村企业往往没有意识或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科

技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力量薄弱，导致大量农村企业长期

徘徊在高污染、高排放和产品低附加值、低效益、低层次

的困境之中。 

(3)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激励制约机制。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尽管出台了一系列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

法规，但由于法律保障不力、方式单一、标准欠科学、执

行主体各自为政且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生态环境的激励

作用并未体现出来。现阶段，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农村

循环经济激励机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包括税收调节和

财政补贴机制、资源价格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和地方政府

及干部考核机制等几个方面内容的循环经济有效激励机制

还不健全。首先是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资源价格机制。长期

以来，石油、天然气、水、电力等基础性资源被视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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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其价格由政府管制。而

政府出于维护低通货膨胀等考虑，对基础性资源一直实行

低价政策，扭曲了其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造成了资源浪

费和过度消费，不能对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起到激励和约

束作用［3］。其次是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环保税收调节和财政

补贴机制。我国现行的环保税收优惠措施缺乏针对性和灵

活性且形式单一。目前的资源税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收益进

行征收，调节的是企业级差收入而不是资源利用与环保效

率，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往往为了短期利

益鼓励资源开发，加剧了生态环境破坏的进度。而对发展循

环经济效果较好的企业，缺乏有效的财政补偿机制［4］；再次

是尚未建立起科学的地方政府和干部考核机制。目前，我

国对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主要是以 GDP 为指标，尽管也

强调节能减排，但由于 GDP 属于硬性指标和节能减排的效

果具有滞后性，地方政府依然选择 GDP 优先的发展思路。

这种考核机制客观上使地方政府和企业失去了发展循环经

济的动力，导致生态环境加速恶化。最后是缺乏完善的生

态环境补偿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综合运用行政、法

律和经济等多种手段，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

处罚，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或奖励，对因生态

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受到损失的人群给与补偿，鼓励相关

主体自觉保护环境的激励机制［5］。 

(4)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相关法规还不完善。尽管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颁布实施了《节约能源法》、《矿产资

源法》、《水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

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并建立了一系列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

境保护责任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污染制度

等。但其中相当多的法规制度原则性较强而可操作性不足，

地方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够，致使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

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现行法规主要注重事

后治理而事前预防功能则相对欠缺。总体上看，现行循环

经济相关法律制度还不能有效满足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农村

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5)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了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

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

成就，但由于我国农村工业化刚刚起步，农村产业结构依

然不合理。从产业发展层次上看，我国农村产业层次偏低，

产品技术含量低。目前，我国农村工业主要分布在采掘、

食品、纺织服装、建材、机械制造、金属制品等能耗高、

附加值低的传统行业，而电子电器、通信设备等科技型、

高附加值产品种类少。农村产业结构层次低制约了农村工

业化进程，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污染问题。从产业布局

上看。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我国城镇化程度低，农村企

业布局较为分散，由此增加了环保设施建设和资源循环

利用的难度，从而导致农村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

污染问题的产生。从农村三次产业比例看，主要表现为

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农村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发展比

例失调。 

3 我国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针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发展农村循环经济存

在制约因素，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建议采取以下综

合措施。 

(1)要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增强农村企业和居民发展

循环经济意识。要通过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制造舆论，

深人开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除了在高

新技术企业大力推广外，还要注重向乡镇企业、农村社区

推广，提高地方政府、农村企业和居民的资源节约与环境

保护意识，树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观念，营造良好的

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在工业化过程中，地方

政府应积极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先导、以信息经济为引擎、

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发展理念，走集约发展、清洁生产、

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循环经济发展道路。 

(2)通过科技进步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科技进步是发展农

村循环经济的核心动力，政府要健全高效、规范的发展农村

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管理新机制，引导企业和农村乡镇根据

自身实际进行科技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增强农村企业技

术创新的内在动力，重点扶持一批循环经济技术先进、产业

前景优良的农村高科技企业，推动农村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中介机构，加强为发展农

村循环经济服务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 

(3)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健全农村循环经济激励

机制。农村循环经济具有投资多、见效慢的特点，企业和

消费者不可能自觉主动地实施，因此，发展农村循环经济

需要政府既要通过行政手段制定和执行统一的规划，更要

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制手段促使企业和居民自觉自愿的持续

发展循环经济。如张家港、常熟、昆山、江阴等“国家生态

市”为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完善资源节约与环境生态保护的

政策机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建成长效机制的生

态乡村进行补贴和奖励，有效调动了乡镇和企业发展农村

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从全国范围看，现阶段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完善和健全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政策和激励机制：①

政府应逐步放弃对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行政性干预，形成以

市场调节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性产品价格能够

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从成本上促使农村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②要积极运用税收和补贴机制促进农

村循环经济发展，将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凡是从事

有污染或废弃物排放行为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按规定缴

纳环境保护税。完善资源税，资源税征收应该以资源的稀

缺性、开发成本和对环境的影响为依据，实行差别税率，

并扩大征收范围。完善财政补贴机制，通过贷款贴息、配

套资金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农村企业发展高新技术、环保技

术和循环经济技术革新的支持力度。③在新型工业化进程

中，还要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明确农村企业和居民在

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有偿

使用制度。 

(4)健全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发展农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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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过程中，要避免出现所谓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

现象，就必须健全循环经济法规体系，将地方政府及农村

企业的行为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立法目标上，

以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资源环境保护立法的基本方向和目

标；在立法内容上，完善现行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

促进法，加强循环经济法规的可操作性；在制度建设上，

主要是积极构建现代产权制度，按照罗纳德•科斯的观点，

在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的情况下，明晰的产权有助于消除

外部性，市场能够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有助于提高农村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并

促使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自觉走发展循环经济的道

路。促使农村企业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实施清洁生产，

控制资源消耗，促进原材料投入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再

利用，努力实现农村企业循环经济的战略目标。 

(5)加强生态园区建设，通过集中化有效发展农村循环

经济。生态产业园区是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重要方式，能

够运用管理集成和技术集成的思路，模拟生态系统建立产

业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结构，促进资

源、产品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加强生态产业园区建设，

形成有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聚集效应。生态产业园有

助于开发和推广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技

术，有助于引导企业落实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措施。一是

在发展农村循环经济过程中积极建设农业生态园；二是在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积极建设生态工业园，把分散的企业逐

步向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内聚集；三是农村工业化过程中

要积极推动小城镇化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通过生活区的

集中，解决分散排污问题。推动小城镇化，重点发展和完

善县、乡所在地的小城镇，逐步形成人口聚集和工业聚集，

为农村工业发展形成产业聚集，为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提供

重要条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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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Recycling Economy in Proces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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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ature of the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is high technological content, good economic returns, low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littl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achiev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bjectives. China's vast rural are being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with the extensiv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 cos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e circular economy in rural areas to achieve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In this paper, we have maken analysis to the practice and constraints of rural cycling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type industrialization,and offered some strategy recommendations to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recyclin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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