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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本书从循环经济绪论、理论与方法、部门循环经济、综合评价与应用以及循环经济伦理及政策等方面介绍了循环经

济学内容体系。绪论部分着重阐述了循环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内涵与特征以及学科体系；理论与方法部分介绍了产业生

态学、物质代谢、循环经济产业链、仿真模型、原生资源开发利用、低碳经济等相关理论与分析方法；部门循环经济部分介

绍了农业循环经济、生态工业设计、城市循环经济等内容；循环经济综合评价内容涉及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评价、循

环经济规划等；循环经济伦理与政策部分进一步总结提升了本书内容，介绍了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伦理、循环经济政策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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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绪　论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传
统经济发展方式往往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一系列环
境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的低效增长和重复建设。人类不仅为已有的经济
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延续，还将威胁人类社会或区域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①。循环经济以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ｉｎｇ）、再利用（Ｒｅｕｓｉｎｇ）、再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简
称“３Ｒ”原则）为原则，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落实生态保护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循
环经济学（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或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是具有交叉性质的应用经济学②，在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章主要介绍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
特征、循环经济学研究视角分析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循环经济学的内容体系。

１．１　循环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以自然生产力为主导的膜拜自然时期以及以工业化为主导的掠
夺自然时期。虽然在掠夺自然时期，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但人类社会发
展却面临更多、更大的难题，这就是资源环境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作用不断增强，尤其
是与此相伴的经济增长正在削弱我们最终依赖的自然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能力。这些自
然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已经成为新的稀缺资源③，这也使得人类社会增加了对于自然的“敬
畏感”，协调发展的思想亦因此而诞生，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也正是在这一全球背景下产
生的。

１．１．１　国外循环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后，人类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快速的工业化、
城市化这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对资源的攫取和对环境
的破坏迫使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１９７２年斯
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该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循
环经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④。然而循环经济的起源最初可追溯到美国经济学

①

②

③

④

黄贤金．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２．
黄贤金，钟太洋．循环经济学：学科特征与趋势展望［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５，１５（４）：５—１０．
Ｒ．Ｈｕｅｔｉ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ｒ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ｈｔ

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８０．见：Ｈｅｒｍａｎ　Ｅ．Ｄａｌｙ，Ｊｏｓｈｕａ　Ｆａｒｌｅｙ著；徐中民，张志强，钟方雷等译校．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郑
州：黄河水利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４．

陈贵钧．关于循环经济的几点思考．北方经济，２００８（９）：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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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肯尼斯·鲍尔丁在１９６６年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学①。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
和图奈（Ｐｅａｒｃｅ，Ｄ．Ｗ．＆Ｔｕｒｎｅｒ，Ｒ．Ｋ）１９９０年第一次使用循环经济（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一
词。这两位作者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第二章的标题是“循环经济（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
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试图依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资源管理规则，并建立物质流动模型②。Ｔ．
Ｃｏｏｐｅｒ博士于１９９９年在《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上发表的“创造一种为可
持续生产设计服务的经济基础设施”一文，进一步从产业过程阐述了循环经济，他认为所有
生产过程产生的和最终消费后弃置的废弃物都应当重新用于其他产品或工艺的生产过程中
去，并将所有资源均纳入生命周期闭路循环的行为也称为“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③。

２０世纪末，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逐步发展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形成相应的法
律和制度。德国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先行者，先后颁布了《垃圾处理法》、《避免废弃物产生及
废弃物处理法》、《关于容器包装废弃物的政令》等法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废弃物处理法》

就提出了避免废弃物、减少废弃物、实现废弃物利用的要求；１９９６年提出的《循环经济与废
弃物管理法》，自实施以来，废弃物不断减少，循环利用率不断上升，废弃物处理行业已经成
为德国重要的经济和就业发展动力。２０００年日本通过和修改了包括《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
基本法》在内的多项法规，从法制上确定了日本２１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
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这标志着日本在循环经济技术和产业上迈上了新台阶④。

除了法律制度的约束之外，国外还通过经济上的激励和引导措施等来促进资源的循环
利用和废弃物的减量化。另外，国外还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和政策，引导产业区规划布局，推
进生态关联产业或共生产业的簇群式发展。例如，丹麦的卡伦堡工业生态园在产业规划和
设计中，就充分考虑了可面向共生企业的循环经济体系，建立了工业横生和代谢生态链关
系，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⑤，成为循环经济“中循环”中的典范。

１．１．２　 国内循环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国内有学者认为循环经济是传统中国农耕文化的延伸，因为中国有七千年悠久历史的

传统农业就是一种典型的循环经济⑥。而从现代循环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① 萌芽发展阶段（１９９３年以前）。该阶段，我国开始认识到可以通过
技术改造最大限度地将“三废”减少在生产过程中，总体上，循环性经济运行机制仍处于探索
阶段。② 清洁生产阶段（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正式实施，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③ 理念传播与试点阶段（２００３年至今）。该阶段，循环经济的理念开始
逐渐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国家相关部门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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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ｏｕｌｄｉｎｇ　Ｅ．Ｋｅｎｎｅｔｈ，１９６６，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　Ｅａｒｔｈ，ｉｎ　Ｊａｔｔｅｒｒ．Ｈ（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Ｅｃｎｏｏｍｙ，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５０—８０．

周宏春．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学．科技中国，２００５（９）．
Ｃｏｏｐｅｒ．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１９９９（８）：７—１７．见王如松，周涛，陈亮等．产业生态学基础．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４—１５．
陈贵钧．关于循环经济的几点思考．北方经济，２００８（９）：３１—３２．
黄贤金．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２—１６．
王如松，周涛，陈亮等．产业生态学基础．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４—１５．



２００９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奠定了法律基
础，这不仅说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取得了标志性成果，而且也说明我国循环经济
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截至目前，我国２０多个省、市的２０多个行业、４００多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在企
业相对集中的地区，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建立了１０多个生态工业园区；并在省、市和区开展循
环经济试点工作。目前辽宁省、江苏省以及有关市已在区域层次上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①；江苏省于２００５年就基本完成了省级、市级、县级乃至典型乡镇、生态村和生态工业园
区的循环经济规划编制工作，循环经济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此外，循环经济的内涵不断拓展，实践内容不断深化，例如，上海市围绕碳减排，也已在
南汇区、崇明区等设立低碳经济实践区，并积极推进低碳社区、低碳商业、低碳工业园区以及
其他低碳发展区的建设与发展。

１．２　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征

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是对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
继承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循环经济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当然循环经济学学科
建设与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还在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资源、环境、生
态问题，为解决当代复杂而规模宏大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界面上出现了许
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流②。循环经济学就是针对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
学在解决现行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方面“束手无策”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

１．２．１　 循环经济的内涵

虽然循环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但学者们较为普遍地认为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
生态经济，因此，并没有将循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

有学者认为，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
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③。

有学者从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关联的角度认为，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忽略
了生态环境系统中能量和物质的平衡，过分强调扩大生产来创造更多的福利；而循环经济则
强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着眼点在于如何通过对有限资源和能量的高效
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来获得更多的人类福利，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④。

有学者直接认为，循环经济其实就是生态经济的俗称，是基于系统生态原理和市场经济
规律组织起来的，具有高效的资源代谢过程、完整的系统耦合结构及整体、协同、循环、再生
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的符合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是物质循环、能量更新、信息反馈、空间和
谐、时间连贯、资金融通、人力进化过程的整合⑤。

·３·１　绪　论

①

②

③

④

⑤

陈贵钧．关于循环经济的几点思考．北方经济，２００８（９）：３１—３２．
申仲英．试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流［Ｊ］．自然辩证法，１９８３（６）：１２—１６．
曲格平．发展循环经济是２１世纪的大趋势．见毛如柏，冯之浚主编．论循环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
诸大建．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型经济［Ｊ］．世界环境，２０００（３）：６—１２．
王如松，周涛，陈亮等．产业生态学基础．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２—１３．



有学者分析，循环经济可以理解为偏正结构，循环是修饰词，经济是主词。这里的循环
是生态学上的意义，强调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循环和代谢。广义的循环经济，是指围绕资源高
效利用和环境友好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狭义的循环经济，是指通过废弃物的再
利用、再循环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来发展经济。它是一种发展，也就是用发展的办法解
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矛盾①。

有学者从生态系统运行角度认为，循环经济就是借助于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认识，特
别是产业代谢研究，找到能使经济体系和生物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相匹配的、可能的革新途
径，最终就是要建立理想的经济生态系统②。

有学者从减少废弃物排放或废弃物资源化角度认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将清洁生产和
废弃物（排泄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
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门学科称为“循环经济学”③。

有学者从学科基础角度认为，系统论与生态学是循环经济学的两大支撑，循环经济的核
心在于要像生态系统中一样，建立起经济系统中的循环组分；它与生态经济学是同一理念，
但研究及措施更为具体④。在此基础上，该学者进一步认为，循环经济的特征是人、科学技
术与自然的协调，指导理论是系统平衡论⑤。

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循环经济的内涵认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应该是兼具微观、宏
观和宇观思想的、以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矛盾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
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⑥。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现今主要将循环经济理解为生态经济；上述有关生态的阐述，更
多地侧重于生态关系，而不是生态学。因为从生态学来看，生态是研究包括人在内的生命与
环境的相互关系⑦，循环关系突破了生态本身的内涵。因此，针对一般认为循环经济的本质
就是生态经济。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没有认识到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发展和提升，
是片面的⑧。

人地关系是认知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因此，如何
在特定的人地关系约束下，通过最少的自然资源投入、最小化的废弃物排放实现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据此，可以将循环经济学理解为：以最少的自然
资源投入和废弃物排放为目标的经济活动及经济运行关系的总和。

１．２．２　 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的比较见表１．１。循环经济的建立依赖于一组以“减
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内容的行为原则，每一个原则对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都是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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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
其中，减量化（或减物质化）原则所针对的是输入端，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

质和能量流量；

再使用（或反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尽可能
多次或多种方式地使用物品，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垃圾；

再循环（或资源化、再生利用）原则针对的是输出端，是要求通过将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
以减少最终处理量。资源化有两种途径：一是原级资源化，即将消费者遗弃的废弃物资源化
后形成与原来相同的新产品，例如用废纸生产出再生纸、废玻璃生产玻璃、废钢生产钢铁等；

二是次级资源化，即将废弃物生产成与原来不同类型的产品。一般原级资源化利用再生资
源比例高，而次级资源化利用再生资源比例低①。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循环经济原则也有学者提出了“４Ｒ”的概念：有认为“４Ｒ”就是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制造，再制造就是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②；还有认为“４Ｒ”就是“３Ｒ”＋再
思考（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③；也有提出“４Ｒ”就是“３Ｒ”＋再回收（Ｒｅｃｏｖｅｒｙ）④。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新
循环经济学即“５Ｒ”原则，即“３Ｒ”＋再思考（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再修复（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⑤以及“６Ｒ”原
则，即“３Ｒ”＋观念更新（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体制革新（Ｒｅｆｏｒｍ）、技术创新（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⑥。还有
学者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３Ｒ”原则，即算账（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调整（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及重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⑦。

可以看出对于循环经济原则的探讨对于丰富和发展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积极意
义。总体来看，大部分学者仍然是持“３Ｒ”的观点，因此，本书有关论述尤其是指标体系构建
主要是围绕“３Ｒ”原则开展。

表１．１　循环经济与线性经济模式的比较

经济增长方式 特　　征 物质流动

循环经济 对资源的低开采、高利用、污染物的低排放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

线性经济 对资源的高开采、低利用、污染物的高排放 “资源—产品—污染物”的单向流动

　　“３Ｒ”原则中的各条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综合运用“３Ｒ”原则，按照
“避免产生—循环利用—最终处置”的顺序对待废弃物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无论是在
传统经济模式下还是在循环经济模式下，人类从事生产和活动都是为了使生活更美好、追求
更多的福利。然人类的经济活动系统其实是处于更大的生态环境系统中，人们从生态环境
系统中吸取能量（严格来说都来自于太阳能）、获取物质，将废弃物排入环境。但是在传统经
济模式下，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系统中能量和物质的平衡，过分强调扩大生产来创造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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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而循环经济则强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着眼点在于如何通过对有限
资源和能量的高效利用，减少废弃物来获得更多的人类福利①。

正如有关学者所阐述的，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突出，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
资源从稀缺走向枯竭，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所构建的天人冲突范式（以末端治理为最高形态）
将逐渐为天人循环范式（以循环经济为基础）所替代。其主要体现在：生态伦理观由“人类中
心主义”转向“生命中心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生态阈值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自然资本的
作用被重新认识；从浅生态论向深生态论的转变②。

１．２．３　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在家庭、家庭、园区及社会等多层面实行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等，
实现了从资源—产品—污染的资源消费（线性经济模式）向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资源
消费（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有效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污染排放，对于推进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循环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或闭
路循环，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有机进化和系统发育过程③。其主要特征在于④：

（１）生态环境的弱胁迫性
传统的经济业发展方式对于环境生态的依赖性强，从一定程度上导致快速的产业发展

会加剧资源的消耗、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而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将占用更少的资源及
生态、环境要素，从而使得快速的经济发展对于资源、生态、环境要素的压力降低。

（２）资源利用的高效率性
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放大，资源消耗不断加剧，一定程度上使得全球经济发展尤其

是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开始从资金制约型转为资源制约型。而循环
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实现了资源的减量化投入、重复性使用，从而提高了有限资源的利用
效率。

（３）行业行为的高标准性
循环经济要求原料供应、生产流程、企业行为、消费行为等都要符合生态友好、环境友好

的要求，从而对于行业行为从原来的单纯的经济标准，转变为经济标准、资源节约标准、生态
标准、环境标准并重，并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确保行业行为高标准的实现。

（４）产业发展的强持续性
在资源环境生态要素占用成本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循环经济产的发展将更具备竞争优

势。同时由于循环经济企业或行业存在技术进步的内在要素，则会更有效地推进循环型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５）经济发展的强带动性
循环型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带动作用，而且产业之间及内部的关联性

也将增强，从而推进了产业协作与和谐发展。例如循环型服务业的发展，将对循环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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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型工业乃至循环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产生有效的带动作用，从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并有效推进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现。

（６）产业增长的强集聚性
循环经济的发展，将在一定层次上带来区域产业结构的重组与优化，从而实现资源利用

效率高、生态环境胁迫性弱的产业部门的集聚，这将更有效地推进循环经济以及循环型企业
的快速、健康发展。

１．３　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及研究视角

本节主要结合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解，进一步阐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循环经济
学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并结合当前循环经济学主要研究
领域，分析循环经济学研究视角及发展趋势。

１．３．１　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特征

如前所述，循环经济学是以人地关系为研究对象，同时，循环经济也是在特定空间或区
域运行的，因此，循环经济处于“自然—人类社会—空间”三维系统中，也有学者将之称为由
自然生态网、经济生态环和社会生态核组成的社会—经济—自然生态复合体①。而不同空
间的自然系统又是由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及自然生态系统所构成的，这四者之间
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还是同一自然界的不同表象，是相互区别的。它们共同与相应空间
或相关空间（如经济贸易等）的人类社会系统相互作用。

如图１．１所示，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性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可再生性和资源
禀赋，由于资源贸易的发展，使得自然资源的区域约束性相对减弱；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发
展的约束主要在于环境容量；自然灾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灾害发生的风险
程度；自然生态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主要表现在生态阈值。由此可见，自然资源、自然环
境、自然灾害和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性和影响途径是不一样的。

依据自然界及其组成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自影响，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学科体系。
自然资源经济学是以资源持续利用为基础，研究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资源系统的相互作用
关系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主要侧重分析由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保护所引起的经济活动过程，并揭示其经济规律；环境经济学则是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研究
人类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主要侧重分析由于污染排放控制或污染处置所引起的经济活动过程，并揭示其经济规律；生
态经济学是以生态阈值为基础，研究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由
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科，主要侧重分析由于生态保护所引起的经济活动过程，并
揭示其经济规律。

而循环经济学是以最少的自然资源投入和废弃物排放为目标的经济活动及经济运行关
系的总和。因此，既涉及到资源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以实现资源减量化；也涉及到生
态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促进资源再利用；还涉及到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以实

·７·１　绪　论

①王如松，周涛，陈亮等．产业生态学基础．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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