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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辑出版《循环经济2.0：从环境治理到绿色增长》一书，正好对10多年来所做的循环经济研究进行回
顾，对未来循环经济的深化发展进行展望。
1998年，笔者在用生态经济学和工业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国外有关
从宇宙飞船经济和物质闭环经济等思想的启发，写出国内最早的几篇循环经济的论文。
自那时以来，沉浸在循环经济与中国绿色发展的研究、教学和咨询之中，已经10年有余。
2009年1月我国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标志着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制度性内容。
但是冷静思考后发现，过去10多年来国内对循环经济的研究还是较多地偏重于它的环境方面，而不是
它的经济方面。
直到现在，对循环经济研究最多的仍然是在资源环境等工程技术领域，而不是发展理论与政策等领域
。
如果把环境保护导向的循环经济称之为“循环经济11.0”，绿色增长导向的循环经济称之为“循环经
济2.0”，那么中国未来循环经济的深化研究需要从过去10年来的1.0阶段上升到未来的2.0阶段。
这对当前的中国如何通过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等方式摆脱金融危机，对长远的中国如何实现发展模式
的绿色跨越，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去年12月和今年2月，笔者先后应邀到日内瓦和纽约参加联合国环境署有关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专家
咨询，强烈地感到了循环经济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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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多年来从事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的研究，在国内最先引进了循环经济的理论，提出了现在被学术界
和决策层广泛应用的有关循环经济的概念和方法。
本书选集了作者1998年以来有关循环经济的代表性论文，强调了循环经济研究需要从环境治理导向升
华到绿色增长导向。
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出对循环经济的经济学理研究与政策意义思考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基于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路径，还有一种是基于198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异军突起的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路
径，指出后一方向的研究更符合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发展情况。
二是不同于许多仅仅将循环经济等同于各种形式和各种规模的垃圾经济的研究，认为循环经济的操作
形式，按照非物质化水平的依次提高，应该有废弃物的循环、产品的循环和服务的循环等三种方式，
发展循环经济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物质产品的服务化，实现产品功能与物质消耗的脱钩，实现经济增
长与物质消耗的脱钩。
这正是中国的循环经济与德国和日本的垃圾经济的重要区别。
三是认为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是减物质化战略需要区
分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提出了到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本消耗在人均生态足迹保持在世界平
均水平的基础上实现相对脱钩的C模式，这既区别了经济增长导致自然资本压力持续增长的传统A模式
，又区别了国外针对后工业社会发展提出的绝对减物质化的B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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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2循环经济的发生发展（1）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
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
还在环境运动兴起的初期鲍尔丁就敏锐地认识到必须进入经济过程思考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
他认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当时正在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这艘飞船靠不断消耗
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
如果人们的经济像过去那样不合理地开发资源和破坏环境，超过了地球的超载能力，就会像宇宙飞船
那样走向毁灭。
因此，宇宙飞船经济要求以新的“循环式经济”代替旧的“单程式经济”。
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在今天看来有相当的超前性，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应该从效法以
线性为特征的机械论规律转向服从以反馈为特征的生态学规律。
（2）然而，在国际社会开始有组织的环境整治运动的70年代，循环经济的思想更多地还是先行者的一
种超前性理念，人们并没有积极地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去。
当时，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仍然是污染物产生之后如何治理以减少其危害，即所谓环境保护的末端治
理方式。
80年代，人们注意到要采用资源化的方式处理废弃物，思想上和政策上都有所升华。
但对于污染物的产生是否合理这个根本性问题，是否应该从生产和消费源头上防止污染产生，大多数
国家仍然缺少思想上的洞见和政策上的举措。
总的说来，70～8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后果，而经济运行机制本身始
终落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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