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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呼唤了人类理性的回归，人们
感到挤压2性开发包括生态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不得不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
系，重新寻找人类活动的经济目标、生态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统一性及协调性。
    本书以系统论为指导，运用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对区域循环经济的特征、结构、功能、价
值链构成、绩效评价体系、运行模式、技术支撑和制度创新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探索循
环经济在区域层面的运动规律，以期为我国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制定正确的发展方针和政策提供理论依
据。
     作者分析区域循环经济系统矛盾的访求和为解决矛盾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仅对保持中国生态经济系
统的平衡、协调发展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循环经济和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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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秀丽，女，1972年7月生于湖南龙山，吉首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区域经济学硕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论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信息化条件下循环经济的绿色效率分析》、《论落后地区的工业
化道路与后发优势的发挥》、《新循环经济“绿色效率”内涵和实现机制》等20余篇学术论文在《求
索》、《经济问题探索》等刊物上发表；《关于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分析》获2005年湖南省经济学学会
“循环经济理论研讨会”一等奖及湖南省首届“三湘循环经济论坛”一等奖。
《试析信息化条件下循环经济实现“绿色效率”的产业组织结构》获2007年6月湖南省经济学学会“科
学发展观理论研讨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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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第一章 循环经济概述　　循环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结
果，是人类在社会经济调整发展中陷入资源危机、生存危机而生的理性抉择。
循环经济，既是目标，也是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循环经济是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生态保护的压力之间两难选择的结果。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不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论
的工业文明观。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在工业文明观的主导下，过于注重自身的发展，只认识到人口生产和物质生
产的存在，几乎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到了发展物质生产上，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忽视了资源与
环境价值的存在、忽视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对环境的保护，形成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换言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将其加工成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产
品，并将在产品生产加工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排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中。
概括起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有如下特征：　　第一，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工业增长作为衡量
发展唯一标志的发展模式，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把单
纯的经济增长视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和动力，结果必然导致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益短缺。
　　第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不可更新资源为主的高资源耗费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其生产依
赖于大量的自然资源投入，能源和原材料的耗费量巨大，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发展模式，煤、石油
、天然气一直是工业各个部门的主要动力源，而这些矿物燃料并非取之不尽，工业的发展程度是与矿
物能源的消耗量成正比的，工业发展越快，消耗的矿物燃料越多，带来的环境问题越严重。
　　第三，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高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在对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的生产过程中
，在工业品的使用过程中，都可能产生废气、废渣、废液等污染物质，工业“三废”一直是造成环境
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第四，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原料一产品一废物”的牛产方式，其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都是
线性的和非循环的，由于对必要的资源环境利用流程的忽视，在相当程度上加深了资源的耗费和环境
污染。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暴露出以下明显弊端：　　一是环境压力增大，人与自然矛盾突出。
在“资源一生产一消费一废弃物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中，一方面，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
和一次性的，造成巨大浪费，导致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另一方面，人类高强度地从地球上提
取各种物质和能源，然后又以污染物和废弃物的形式大量地排向大气、水体和土壤，把资源持续不断
地变成垃圾，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使自然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这一模式下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物质资源的索取和废物排放，远远超出了生态系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环
境自净能力，使人与自然的矛盾趋于尖锐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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