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外部影响理论在循环经济中的运用
(南昌大学 330029 ,天津大学 　300072) 　陈新斐 　卢晓勇

[摘要 ]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 ,人类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又面临自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由于
存在这些外部不经济现象 ,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经济
学作为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科学 ,以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在市场机制下 ,会存在市场失灵
等现象 ,因此 ,我们把外部影响理论运用到分析循环经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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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影响理论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地和有效地分配 ,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早在 200 多年

前 ,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原理 ,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 ,整个经济将达到一般
均衡 ,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在现实经济社会中 ,由于“经济人”都是以利己为动机 ,往往存在“市场失
灵”现象。外部影响就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外部影响是指生产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有利影响
或不利影响 ,这些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有害影响带来的损失不是由生产者或消费者本身所获得或承担。有
利的外部影响称为“外部经济”,不利的外部影响称为“外部不经济”。一项经济活动存在外部经济时 ,该活动
的私人利益小于社会利益 ,这时 ,私人活动水平常常低于社会所要 a 求的最优水平 ;相反 ,一项经济活动存在
外部不经济时 ,该活动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这时 ,私人活动常常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因而 ,导
致资源配置失当。我们分析外部不经济的情况。假设某私人采取某活动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分别是 Cp 和
Cs。由于存在外部不经济 ,故 Cp < Cs。若私人采取该活动所得到的私人利益 Vp 大于其私人成本而小于社会

成本 ,即有 Cp < Vp < Cs ,这这个人显然会采取该活动 ,尽管从社会角度看 ,该行动是不利的。

二、循环经济理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要求。2004 年 4

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江苏考察工作时曾指出 :各地区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 ,要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 ,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 ,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构建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与
科学的发展观相适应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循环经济和知识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趋势 ,知识经济要求尽可能以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替代自然资
源 ;循环经济要求在经济生产中以新知识、新技术尽可能实现自然资源循环。所谓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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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循环经济相比 ,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 —产
品 —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 ,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在这种经济中 ,人们以越
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发出来 ,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
中去 ,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 ,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 ,导
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 ,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
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 ,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的循环式
流程 ,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
持久的利用 ,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2005 年 3 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
都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思想者论坛”大会上 ,提出了“5R”循环经济的新经济思想 ,即“再思考 ( Rethink) 、减量
化 (Reduce) 、再使用 (Reuse) 、再循环 (Recycle) 、再修复 (Repair)”。

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危机和保护环境的一次发展观的革命 ,它强调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 ,有效利用资源 ,

周期长 ,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为此 ,应通过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 ,建立一整套符合循环经济模
式要求的政治、法律、经济、技术、文化体制 ,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出发 ,在资源稀缺与环境恶化的前提
下 ,探索新的观念理念体系和理论方法 ,建立满足绿色需求的循环型企业、循环型政府、循环型城乡、循环型区
域和循环型社会。

四、结论
循环经济如何发展 ,节约型社会如何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理论界、政府、社会、企业及相关研究者的研究课

题和热门话题。本文阐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实质、发展模式及发展对策。循环经济与节约型社会息息相关、
相辅相成 ,必须一并考虑 ,协同筹划、系统研究、贯彻实施。根据科学发展观和生态经济规律 ,使循环经济如何
从减量化 (Reduce) 、再利用 (Reuse) 、再循环 (Recycle) 的 3R 原则理论转向再思考 ( Rethink) 、减量化 ( Reduce) 、
再利用 (Reuse) 、再循环 (Recycle) 、再生产 (Regerater) 、再修复 (Repair) 的 6R 原则理论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研
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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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污染物排放。在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谋求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效益 ,为工业化
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发展循环经济 ,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 ,可
以将人口、资源和环境有机统一起来 ,防止“环境贫困”,缓解“资源危机”。

三、外部影响与循环经济关系
发展循环经济其实质就是绿色经济 ,企业需要进行绿色生产 ,也就是可持续生产。进入 21 世纪 ,许多公

司都在制定企业发展政策上变得积极起来 ,公司经理们开始看出发展循环经济是经营企业的最有效办法。在
传统“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模式下 ,企业生产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 ,并造成环境污染。经济学对
环境污染问题可表述为外部不经济 ,外部不经济的污染在给污染制造者带来效用的同时 ,给他人和社会带来
了成本。根据外部影响理论 ,企业生产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因而 ,企业仍然会采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
如果国家不采取一些措施制止这种传统经济发展模式 ,将会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了消除这些
外部不经济的影响 ,根据外部影响理论 ,国家可以采取税收、津贴等财政手段 ,也可以采用规定财产权等办法。
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意识到 ,企业外部影响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因而制定一些法规 ,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把环境保护纳入到国家法律中来 ,对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企业采取征税、处罚、整改、
关闭等措施。反之 ,对外部经济的企业 ,国家给以财政、税收上的支持。同时 ,为了减少资源消耗 ,提高资源利
用率 ,以正确的资源政策为引导 ,提高资源消耗成本 ,突出资源节约的经济效益 ,从而达到自然资源的合理利
用。在国家政策及市场竞争的影响下 ,企业开始制定“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适应经
济发展的需要。而循环经济正是在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效益。
随着循环经济的开展 ,企业可以减少在生产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 ,转而产生外部经济效益。

四、实施循环经济的措施 ,减少外部不经济 ,提高外部经济
1. 加快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按照市场公平的原则 ,污染制造者应该对污染受害者给予补偿。由于存在受害者对生态环境没有清晰可

见的产权界限、污染补偿价格计量没有统一的市场标准、社会成员生活中共同造成的污染如何处理等问题。
要解决这些个问题 ,需要国家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 ,维护社会公民的共同产权。因此 ,需着手制定绿色消费、
资源循环再生利用政策 ,抓紧制定《资源综合利用条例》等法规 ,同时要制定高能耗、高耗水行业市场准入标
准 ,制定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强制性污染排放标准和排污收费制度体系。以降低排
放强度为核心 ,用经济和技术手段强力推进循环经济 ,在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
展。

2. 研究提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机制。
当前要重点研究制定促进节能、节水的鼓励政策 ,经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研究提出建立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相关政策和机制 ,提出推动政府绿色采购节能改造的政策等。充分运用价格调节机制
促进资源节约 ,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3. 促进积极结构战略性调整。
严格限制新上高能耗、高耗水、高污染的项目 ;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 ;

用清洁生产积极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 ,鼓励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以污染大户和
重点排污行业为主要控制对象 ,促进其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强度 ,控制污染排放。目前特别要加强对冶金、化
工、食品、造纸等行业的技术标准、消耗和排污的控制 ,要强制淘汰高消耗的落后技术 ,推广清洁生产体系。以
此为基础 ,排污许可 ,持证排污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必然应运而生。

4. 加强政府引导和市场推进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继续探索新的循环经济实践模式 ,积极创建生态省、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市、

生态示范区、生态工业园、绿色村镇和绿色社区。以这些地区的发展带动全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5. 建立循环经济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加大循环经济技术体系的研究开发力。
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基础 ,以开发经济体系生态链接技术为关键 ,开发和建立包括环境工程技术、废物资源

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在内的“绿色技术”体系。以重点污染物控制和短缺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 ,由国家支
持 ,加大技术攻关力度 ,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重要技术保障。

6. 探索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研究建立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提出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如资源生产率、资源消耗降低率、

资源回收率、资源循环利用率、废物最终处置降低率等为基本框架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在经济核算体
系中 ,改变过去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方法 ,开展绿色经济核算 ,并逐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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