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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循环经济的思想源远流长。
　　无论承认与否，我国目前文献和媒体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新词：循环经济，最初是从国外引进
的。
　　从现有研究看，大致可以追溯到国外循环经济的三个起源：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航天科学的启发
，以及经济学（特别是生态经济学）的研究。
1962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
、1992年巴西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2002年南非可持续发展峰会，是人类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关系
认识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可以说，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没有对可持续发展的统一认识，人们就不会要求废物的处理处置
。
1965和1966年鲍尔丁发表的“地球是一艘宇宙飞船”和“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1990年皮尔斯
和图奈《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第2章关于“循环经济”的讨论，1996年德国《物质循环和废物管理
法》的实施，更多的是提出了循环经济的设想、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准则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的法规
强制。
可以说，没有航天科学的发展，人们还想象不到地球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艘飞船，因而也就不会有“
循环利用其废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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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循环经济内涵的解释，中国与国外有较大的差别。
国外发展循环经济强调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日本、德国等均是如此，他们的法律是从“废物管理”引
申出来的，而我国众多专家推崇的所谓循环经济3R原则，最妆来自于清洁生产，在我国内涵已经被“
放大”了。
迄今国各界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并未达成共识。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循环经济在经济理论上的逻辑过程以及自身的运行机理，这样既照应了可持续
发展的减物质化要求，也契合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内涵。
本书试图创造性地吸收主流经济学理论，形成循环经济理论的新范式和循环经济实践的新模式。
本研究旨在为循环经济研究提供经济学逻辑，形成循环经济学理论的微观分析框架；拓展传统经济理
论的研究视野，实现循环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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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产权与制度安排问题的解决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对资源基础性配置功能的前提。
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下，资源的稀缺性能够得到正确的反映，进而体现资源利用的效率。
　　资源稀缺与资源短缺有很大的区别，稀缺是指经济社会中资源的一般内在性质，是指一般的、所
有的资源而言。
短缺：是资源的一种个别性状，是相对于其他资源而言的一种市场上相对供不应求的现象，反映着某
种资源在市场上供应的程度和供求状况。
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变化不总是一致的。
稀缺是永久的而短缺是暂时的。
资源稀缺是动态的。
　　资源的稀缺具有相对性，有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之分。
绝对稀缺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下按照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耗速度某种资源的存量无法满足
需要且难以替代。
很多不可再生资源又为工业所必需的资源具有绝对稀缺性。
比如几种重要的矿产资源在中国还未完成工业化就已经表现出绝对稀缺特征。
①从中国矿业联合会获悉，近年来中国矿产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石油、煤炭、铜、铁、锰、铬储
量持续下降，缺口及短缺进一步加大，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能保证2010年需求的只有24种
，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
相对稀缺则是指短期经济波动表现出对某种资源的过度需求。
绝对稀缺是整体性、总量的稀缺，也是长期的、根本性稀缺；而相对稀缺是局部的、结构性的，不具
有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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