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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循环经济的理论 , 指出循环型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理论范式 , 是建设陕西生态省目标

的重要内涵。从自然与人文环境两方面解构建设陕西生态省中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制约因素 , 认为自然

环境是制约其发展的基础性影响因素 ,人文环境是加剧性制约其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应选择正确的

循环经济模式 ,并从理念 、管理和服务的层面上构筑支持体系 ,推进循环型经济发展 ,为建设陕西生态省提

供最佳的途径。

关键词:生态省建设;循环经济;陕西省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8X(2005)03—0092—05　　 中图分类号:S181;F224.11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Through Ecological Province

Construction of Shannxi Province

YANG Song-mao
1
, ZHANG Hong

2

(1.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X i' 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Xi' an 710061 , Shaanxi Province , China;

2.Department of Economy and Trade , Shaanx i College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 X i' an 710061 , Shaan xi Prov ince ,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circular economics , it is pointed out that ci rcular economic pat tern is the objective

of the ecological province const ruction of Shannxi Province , and the factors rest raining circular economics in this

regard are analyzed from natural and hum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 and natural factors are found to rest rict

the ci rcular economics on a fundamental level , while current human factors rest rict the potential for reaching circu-

lar economics.Thus , we should set up a support system including ideology , management and service , and promo-

tion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 and offering the optimum way for the ecological province construction of Shan-

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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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地处全国内陆腹地 ,是我国大尺度地貌形

态和干湿气候的过渡带 ,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 ,属黄

河上中游地区 、长江上中游地区和“三北”风沙综合防

治区等 3个类型区 ,面临环境污染 、资源浪费 、水土流

失 、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

的“生态贫困※经济落后※环境退化”的 PPE 恶性循

环怪圈 。建设陕西生态省 ,如何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

找出打破 PPE 恶性循环的关键环节 ,实现人口 、资

源 、社会 、经济等诸多系统和各要素之间协同并进的

整体可持续发展 ,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面对和

尽快解决的重大 、迫切问题 。建设生态省是涉及自

然 、经济 、技术 、文化等层面的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 ,

建设陕西生态省中的自然生态网络建设 、城乡及区域

生态环境改善 、生态城市的规划和生态文化发展等都

与生态化产业(循环型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 。

1　循环型经济是建设陕西生态省目标
的重要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 ,乃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

称[ 1] 。它是从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 , 资源

环境是支撑人类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根本认识

出发 ,为不断减小人类社会线性物质代谢过程对生态

系统的冲击压力 ,实现人类子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相容 ,依据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代谢

循环模式而建立的一种既具有自身内部的物质循环

反馈机制 ,又能合理融入生态大系统物质循环过程中

的经济发展体系形态[ 2] 。

循环经济把“ 减量化 、再利用 、再循环”的“3R”原

则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 ,每一原则对循环经

济的成功实施都是必不可少的 ,减量化原则针对的是



输入端 ,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物质和能

源流量 ,对废弃物的产生 ,是通过预防的方式而不是

末端治理的方式来加以避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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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循环原则是输出端方法 ,能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

以减少最终处理量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品的回

收利用和废物的综合利用 。

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 、资源综合利用 、生态设计

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 ,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

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

济。循环经济的根本宗旨就是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

资源 ,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 。发展循环经济 ,根

本问题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

循环经济意义下的发展方式转变 ,关键在于将资源环

境纳入经济体系并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在要素 ,

依靠资源环境生产效率的持续改进 ,在不断降低生产

与消费物质代谢生命周期全过程的资源能源消耗以

及废物产生排放的同时 ,促进经济系统产出的增加与

效益提高。循环经济可以为优化人类经济系统各个

组成部分之间关系提供整体性的思路 ,为从根本上消

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打破 PPE

恶性循环 ,实现人口 、资源 、社会 、经济等诸多系统之

间协同并进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

范式 。

建设陕西生态省 ,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学

与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基本出发点 ,通过统筹规划 ,分

步实施 ,分类指导 ,优化经济结构 ,基本实现山川秀美

和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

的全面 、健康 、协调发展[ 3] 。可见发展生态化的循环

型产业应是建设陕西生态省目标的重要内涵 。

2　建设陕西生态省中的循环型经济发
展制约因素分析

2.1　自然环境 ———基础性制约

2.1.1　水资源　陕西省年降水量为 674.4mm ,全省

水资源总量为 4.45×1010 m3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

为 1 200m
3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0%左右 ,水资源相

当贫乏。尤其关中地区是全省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中

心地带和农业主产区 ,属于水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地

区 ,水资源总量仅为 8.20×109 m3 ,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 3.81×10
9
m

3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7.3%

[ 4]
。

2.1.2　水土流失与荒漠化　陕西省是全国水土流失

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 水土流失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60%,年输黄河泥沙 7.40×108 t ,占三门峡以上输沙

量的一半;陕北长城沿线 ,天然草场退化 、沙化严重 ,

沙尘暴不时侵袭我们 。

2.1.3　森林和矿产资源　由于历史上的破坏加上建

国后 3次大规模采伐 ,已使陕西境内的森林覆盖率急

剧下降 ,原始森林所剩无几 ,且分布不均 ,功能下降;

主要的矿产资源短缺 ,保障形势严峻 ,已开采矿产资

源回采率和综合开发利用率不到 40%[ 5] 。

2.1.4　环境污染　城市空气质量超标 ,噪声 、固体废

弃物和地下水污染极为严重 。由于危险废弃物和生

活垃圾处理能力薄弱 , 90%以上生活 、工业污水和近

6.00×108 t 垃圾任意排放 ,造成主要河流的污染越

来越严重 ,渭河已成为国家和省内关注的焦点 ,污染

综合指数达 9.04 ,被新闻媒体称为“关中下水道”
[ 5]
,

基本上失却了河流的功能 。

2.2　人文环境———加剧性制约

2.2.1　市场条件　现行市场条件下 ,生态环境作为

公共资源的“私人资本”使用和社会付出成本的不对

称性 ,使得初次资源与再生资源相应的价格形成机制

不同 ,导致原材料价格明显偏低 ,使再生资源既无性

能优势 ,又无价格优势 ,也使循环型经济发展没有成

本优势 ,这对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的陕西省推进循环

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 。

2.2.2　法规与理念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必须借助于

法律强制手段和政策手段 ,但是从国家到地方的立法

上 ,目前基本还处于空白 ,现行的法规和政策导向不

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法律

和政策的强制手段 ,而且更需要道德信念来支撑和自

律 ,为循环经济行为产生约束力与驱动力 。在伦理道

德建设方面 ,目前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而漠视

自然 ,无穷尽地从自然中索取 ,无限制地向自然排放

废弃物的传统伦理观仍支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 ,由此

形成:生态贫困※经济贫困※人文贫困的恶性循环 。

2.2.3　政府投入 　自然地理特征把陕西省分为陕

北 、关中 、陕南 3大区域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经济实

力较弱 , 2003 年实现 GDP 为 2.40×10
10
元 ,人均仅

仅为GDP 6 480元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80%。政

府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第一位力量 ,而经济的贫

困 、拮据的财政限制了省及各级地方对支持循环经济

发展的财政投入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投入严重不足 。

2.2.4　产业结构　陕西省原材料工业较多 ,相当一

部分属于高耗能 、初加工 、重污染企业 ,如能源 、建材 、

冶金 、机械等。大规模原材料工业 ,以及丰富的煤炭 、

天然气等资源 ,多数加工工业层次低 ,多以原料或初

加工的产品输出 ,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成为煤 、气

93第 3 期　　　　　　　　　　　　　杨松茂等:建设陕西生态省的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等初级产品重要的输出地。该地的资源型和污染密

集型企业规模小 ,实现科技及社会增殖的产业薄弱 。

2.2.5　技术条件　陕西工业 、农业 、养殖业和城市居

民生活用水资源相当紧缺 ,要建立节水以及水处理和

中水利用 ,投资大 、任务重。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资源

循环利用的成本很高 ,循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可行

性 ,现有常规技术是无法支撑循环经济体系发展的 ,

因而一大批适合该地特色资源的利用 ,城市污水处理

与低排放等环境开发与保护方面的技术难题丞待攻

关克服。

3　建设陕西生态省中的循环型经济发
展对策

3.1　树立生态文明下的循环型经济新发展观

建设陕西生态省必须要改变以前的发展观 ,在观

念方面 ,必须使人们认识到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

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 ,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生态

环境是人的生命和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条件 ,是决定

我们生活水平的重要要素 ,资源的有效配置包括自然

环境的保护和恢复 。生态文明下的循环经济伦理要

求按照“五个统筹”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

(1)新的自然观。循环经济在考虑自然时 ,不仅

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 ,而且把它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基础 ,要维系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人自身

发展时 ,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 ,而且更重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2)新的系统观。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

动过程 ,循环经济是人 、自然和社会的大系统 ,即人在

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把自身置于自然生态系统之

外 ,而是置身于其中 ,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主张建立

人—社会 —自然的这种良性循环系统。

(3)新的经济观。在经济要素中 ,资本和劳动力

都在循环惟独资源没有形成循环 。循环经济要求运

用生态学规律 ,而不是仅仅沿用机械工程学的规律来

指导经济生产。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 ,而且要求

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 ,经济活动超过资

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 ,势必造成生态系统退

化;在承载能力之内的是良性循环 ,使生态系统平衡

地发展。

(4)新的生产观。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

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 、创造社会财富 、获取利润。

而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充分考虑生态的承载能力 ,

节约自然资源 ,并不断提高其利用效率 ,创造良性社

会财富 ,取得经济 、社会与生态效益 ,使人类在良好的

环境中生产生活 ,真正全面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5)新的消费观。传统消费观的核心是无限追

求物质需要 ,享乐主义至上 。循环经济走出传统工业

经济“拼命生产 、拼命消费”的误区 ,实行合理的适度

的消费模式 ,社会消费不应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

力 。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 、层次消费 ,而且在消费的

同时 ,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 ,建立循环生产和绿

色消费的新观念 。

(6)新的科技观。循环经济在考虑科学技术时

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 ,而且充分考虑到它对

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 ,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 ,

而且要求科学家要以高度的生态环境意识去发展绿

色科技 ,争取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同步发展 。提倡推行

无害环境的生态技术研究 ,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 ,采

取封闭式的再生循环技术 ,对资源进行再生性综合利

用 ,以便节省天然稀缺的资源或不可再生能源 。

3.2　选择正确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3.2.1　在企业发展层面上 ,建立清洁生产企业　陕

西省原材料工业较多 ,相当一部分属于高耗能 、初加

工 、重污染企业 ,如能源 、建材 、冶金 、机械等 。因此 ,

要在企业广泛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依靠科技进步建立

以绿色设计和绿色制造为中心的制造业模式。绿色

制造是一种综合考虑产品制造特性和环境特性 ,采用

关联度高的技术 ,通过产品 、废物 、水的梯级利用 ,形

成产业链的先进制造模式。绿色制造变环境的末端

治理为源头治理 ,是解决制造业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

方法 ,也是制造业的必由之路。

3.2.2　在产业布局层面上 ,建立生态产业园　生态

产业园区是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产业生态学原理而

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产业组织形态 。目前我国已在

工业集中区建立了 10多个样本生态工业园区 。如广

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 、浙江衢州沈家

生态工业园区等 。

近年来 ,陕西省的韩城市在龙门镇大胆探索 ,引

导区内 26 户企业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进行清洁生

产审计 ,编制了龙门生态工业园区规划 ,确立了以龙

钢为龙头 ,将洗煤 、焦化 、炼铁 、炼钢 、轧钢 、制氧 、发

电 、纳米级细粉 、耐火材料相互配套 、不断延伸的内部

生产循环系统;以陕西黄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为龙

头 ,建立煤炭开采 、洗煤 、焦化 、甲醇 、炭黑 、发电等为

一体的内部生产循环系统。通过建立企业内部闭路

循环生产系统 ,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大量生

产 、大量排污问题 ,而且变废为宝 ,仅 2003年利用各

种固体废弃物 3.29 ×10
5
t ,产生效益 1.44 ×10

8

元[ 5] 。这些生态工业园建设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

验 ,值得我们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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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在产业结构层面上 ,建立废物资源化系统　

废物资源化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终端层次 。废物资源

化系统 ,一般分为 3个系统 ,一是废物回收系统 ,包括

废物的回收 、存储与运输。二是废物再利用系统 ,在

对废物进行分类 、拆解的基础上 ,将可利用的部分作

为资源再进入生产过程加以利用。20世纪 90年代 ,

据估计我国总能量利用率只有 33%,矿产资源利用

率仅为 40%～ 50%,社会最终产品占原材料投入的

20%～ 30%[ 6] 。陕西省 90%的生活污水和近 6.0×

108 t 的垃圾处理能力薄弱 ,处理方式简单 ,任意排

放 ,因而重视废弃物的再利用应是我们建设生态省实

践中的重头戏之一。

3.2.4　在城市和区域层面上 ,重点建设关中城市群

和四大产业基地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关中城市群的

生态环境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资源 ,建设生态化的

城镇化 ,使之为城镇居民提供生态服务的功能进一步

强化 ,发挥关中城市群在建设陕西生态省中的带头示

范作用 ,率先成为实践者 。二是在大尺度上要以西安

为龙头 ,以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关中星火产业

带为依托 ,用循环经济的理念重点去建设关中高新技

术产业 、陕北能源重化工 、陕南现代中药和渭北绿色

果品 4大基地。

3.3　强化创新的管理

3.3.1　完善法律体系 ,强化政策导向　在法律法规

的层面上 ,要在认真贯彻国家《清洁生产法》和《陕西

省推行清洁生产的若干意见》等法规的基础上 ,政府

应当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 ,通过立法的形式 ,制定

适合陕西省的配套循环经济相关法规 ,将生态规律结

合到市场体系中 ,建立一个正确的涵盖资源环境配置

的“绿色”市场机制 ,让市场充分体现出生态学的真

理 ,使市场主体自觉地从“经济人”转变为“生态人”推

进形成绿色市场制度创新 ,矫正指挥生产与消费行为

或经济发展的市场“失灵” 。

在政策层面上 ,各级政府应运用现行投资 、信贷 、

税收结构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以支持循环经济的持

续“增长与发展” 。例如 ,逐步提高水资源利用的费用

和排污费用 ,使污水处理厂 、垃圾处理单位达到保本

或者赢利水平;对于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资源循环利

用的企业给予减免税收 、财政补贴以及信贷优惠政

策 ,保证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于生态工业园的建

设和生态城镇的建设要在征地 、审批和投资环境方面

予以一定的倾斜;实施政府绿色采购 、产品环境标志 、

环境会计 、绿色金融等。

3.3.2　研究绿色GDP 核算方法　传统的 GDP 核算

体系统计方法 ,没有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 ,是一种不真实 、非绿色的统计核算 。而

绿色 GDP(EDP)等于 GDP 减去产品资本折旧 、自然

资源损耗和环境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之值 。建

立循环经济要求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当前国

家虽然还未建立绿色 GDP 核算体系 ,但陕西省可以

先在资源消耗大 、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和企业进行试

点 ,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 、环境损失和环境

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 。

3.3.3　公众广泛参与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

的倡导 ,企业的自律 ,更需要广大公众的参与。由于

各方面的原因 ,在我国公众参与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

建设陕西生态省 ,推进循环经济模式 ,各级政府可以

在此方面先行一步 ,进行大胆探索 ,构筑起一个平台 ,

吸引和方便公众的参与 ,形成“政府搭台 ,公众唱戏”

的有效机制 。

构筑公众参与的平台至少需要在 3个方面做出

安排:法律层面 、组织层面和操作层面。在法律层面

上 ,要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生态建设与管理必须履行的

法定义务。在组织层面上 ,就是要培育和支持以生态

建设为宗旨的非赢利民间组织 。在操作层面上 ,要建

立专门的机构 、制定专门办法 、方便鼓励公众参与生

态管理和建设。

3.4　构筑支撑服务体系

3.4.1　科技服务体系　陕西作为科技大省 ,在建立

循环经济的科学创新体系方面 ,既有基础优势也有技

术优势 ,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1)开发关键链接技

术 ,发展生态无害化技术 ,努力实现对不能回收利用

废弃物的回收利用;(2)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大

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 ,实现投入少 、产出高 ,无污

染或低污染 ,尽可能把污染物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

之中;(3)支持节能节水 、资源综合利用 、污染防治

等重大关键技术的攻关 ,在攻关中开发新技术 ,延长

产业链 ,增加附加值 ,减少污染物。

3.4.2　信息服务体系　循环经济体系内的废物生产

部门和处理部门要互换信息 ,保证物质资源的最大综

合利用率。这需要通畅的信息渠道和大量的信息资

源 ,也需要加快相关技术的传播 ,使不同产业和企业

间 、不同地区间的物质交换链和生态链保持灵活性和

有效性 。各级政府部门是当仁不让的信息中介 ,因此

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做出相应的安排 ,依托以西安为中

心的信息港建设 ,建立信息交换平台 ,保障信息畅通 。

3.4.3　投融资服务体系　应在继续提高政府对环保

的投入力度的同时 ,积极探索成立循环经济发展基

金 ,用于支持循环经济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改变

政府作为防治污染主体的地位 ,实施“谁污染 、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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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谁治理 、谁收益”的政策 ,推动企业自身自觉进行

污染防治的技术开发和产品升级 。创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秩序 ,引导社会尤其是民间私人资本进入环境市

场。建立股票债券融资 、金融信贷 、招商引资等多元

化筹融资体系 ,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和融

资环境。

4　结　语

自然环境的演化与陕西省人口 、社会和经济等诸

多系统出现非协同性发展是我们发现和提出问题的

视点 ,分析发展循环经济的限制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对

策 ,是目前建设陕西生态省面临的关键问题 。从理

念 、管理和服务的层面上构筑支持体系 ,按照自然生

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规律重构陕西省的经济

系统 ,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 ,形成一个“资源消费※产

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 ,可化解人们不

断追求物质利益与保护环境之间矛盾 ,统筹人与自然

关系 , 突破 “生态贫困 ※经济落后 ※环境退化”的

PPE恶性循环怪圈 ,为实现建设陕西生态省提供最

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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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李家大沟泥石流是典型的山区暴雨型泥石

流。沟内有松散堆积物约 6.20×10
6
m

3
,且该区域每

年有强降雨 ,加之人类工程活动剧烈改造 ,使得泥石

流的发生不可避免。

(2)该泥石流沟威胁奉节县的城区建筑 、主干道

人和路 、政通桥及沿江大道和威胁人群 10 000人 ,估

计经济损失 2.50×108 元 。

(3)根据对李家大沟流域的认识以及对收集的

已有资料分析 ,建议对李家大沟泥石流进行生物与工

程综合治理。

(4)李家大沟中下游人类工程活动剧烈 ,对自然

沟谷的改造 、破坏极大 ,并且还在继续 ,建议对沟中及

支冲沟内的高填方区 、高边坡区以及滑坡变形体合理

治理并加强变形动态监测 。

(5)建议李家大沟在未得到有效治理前不能在

沟中继续工程建设活动。

(6)在山区新城建设规划中应充分考虑泥石流

等工程地质灾害问题 ,合理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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