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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的循环经济》总括地分析了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明确了它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今
后课题。
希望对于正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中国人民，能从日本的经验教训中有所获益。
当然，日本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经济体制都存在着不同之处，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不同基础上互
相学习。
　　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支撑了日本的景气复苏，也对日本循环型社会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
废料和使用过的塑料瓶、废纸等不断流向中国，甚至左右了采用这些废物做原料来生产的一些企业的
经营。
在这里，首先从日本的角度看，试对中国循环经济的产生背景作一个分析。
中国从2000年开始，随着工业生产增长，所消耗的资源、能源都急剧增加了。
从2000年到2006年的6年间，基础原料、能源生产提高了2倍以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了近3倍；信
息技术（IT）产品增长了近5倍（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版）。
为了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在铜（占世界22％）、锌（28％）、钢材（33％）方面，中国都成为世界
第一的消费大国，而在铅（25％）、石油（8％）方面，也是世界第二消费国。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自然资源的进口中，铁矿石占世界第一位，原油占世界第二位。
不仅如此，中国作为再生资源的进口国也是世界最大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其理由包括对于廉价再生资源的需求；再利用的劳动力成本便宜；地方的环境限制
相对较弱，等等，这些都导致再生资源从发达国家流向中国。
从宏观看，资源、劳动力、环境三方面的低成本支撑着中国的产品竞争力。
　　中国的资源需求，一方面依赖于再生资源，同时，中国国内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却低于发达国
家，如：再生铜为37％（日本为104％）；再生铝，21％（日本，65％）；再生铅，17％（日本，61％
）。
中国国内的再生资源社会积蓄量少，反映出国内资源回收及再生金属产业的不发达。
由上述环境浪费型生产所导致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如，中国的硫氧化物（SOX）排放量是世界第一
；50％的水污染、80％的大气污染都源于工业污染。
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也相当严重，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被采矿工业的重金属和有机物所污染（取材于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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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循环型社会面临的基本挑战　　1. 循环型社会和废物　　什么是废物？
　　在讨论循环型社会之前，先回答什么是废物这个问题，并阐明其实质。
任何活着的东西都会死亡，包括人类。
那么，当今的文明社会呢？
若干年前，日本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环境保护学者末石富太郎教授曾在飞机上俯瞰了大阪、京都和
神户地区，他直觉地发现，“这里全是垃圾”。
他建议我们戴着“垃圾色眼镜”来观察世界。
20年后，神户大地震证实了教授直觉的正确性。
城市的建筑和超市的商品都只有有限的寿命，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垃圾。
　　在“废物”的定义中，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商品具有两重性。
光从商品定义的价值侧面来认识废物是不充分的（如，废物“谁都不想花钱买”），同时，还必须从
商品定义的实物侧面来认识废物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它们的有用性）；而当废物不能使用时，“对
它们必须进行处置或加工”。
这样考虑的话，我们就能避免那种托词——即，人们如果愿意花钱买，那就不是废物。
　　如果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则在商业上是没有价值的；虽然某些商品有时具有使用价值，但却没有
交换价值，或者只有负的交换价值。
举一个典型例子。
几年前，人们还必须向垃圾回收者支付收集费用。
虽然废纸仍然具有使用价值，但由于供过于求而使其交换价值为负值。
把废纸回收、转运和处理费用从造纸产品的交换价值中扣除后，该商业行为就亏本了。
因此，人们必须为废纸交付回收费用（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最近关于获取废纸“
如饥似渴”而激烈竞争的故事。
　　最近发表了从现代经济学角度阐述废物经济的很多文章，并且对新古典主义中的免费处理假设产
生了质疑。
因此，很有必要开展处理费用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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