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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期全国有 10 个省市被确定为首批循环经济试点省市 ,贵阳市作为唯一的一家省会城市被列入其中。
贵阳这次能成功入选并非偶然 ,是贵阳市近年经济、社会、资源协调发展多年积聚的结果 ,是国家对贵阳市实施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战略第一阶段取得实效的肯定。循环型经济城市发展理论与实证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新事
物 ,因此 ,对贵阳市首批入选循环型城市这一实例进行研究 ,有利于贵阳后续循环型经济的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 ,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可以采用贵阳模式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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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 10 个省市被确定为首批循环经济试点 ,贵阳市作为唯一的一家省会省市被列入其中。这次能成
功入选并非偶然 ,是贵阳市近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多年积聚的结果 ,是国家对贵阳市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战略第一阶段取得实效的肯定。循环型经济城市的发展理论与实证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新事物 ,因此 ,对贵阳
市首批入选循环型城市这一实例进行研究 ,有利于贵阳后续循环型经济的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有
利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可以采用贵阳模式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产业 ,形成各产业之间和
产业内部的紧密联系 ,避免走发达城市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贵阳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和建设框架
随着人类对自生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思考 ,智慧地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及相关理论。循环经济是在 21

世纪绿色文明背景下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是一种追求经济、资源、社会效益多赢的经济发展模式。贵阳属资源
型城市 ,地处我国西部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 ,是我国喀斯特地貌最典型的贵州高原的中心区 ,是贵州省行政、
经济、文化中心。改革开发二十多年来 ,贵阳市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长期严重依赖
资源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使贵阳市同时面临资源枯竭、浪费严重、资源再次利用率低、污染排放量大等压力 ,
表现出典型的“高资源投入、高污染排放”,带来了大范围的、难于逆反的区域循环和生态灾害。2002 年 10
月 ,在国家环保总局的支持下 ,贵阳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将贵阳市建设成全国首批循环经济城市的重大战略决
定 ,提出了把贵阳市建设成为循环经济城市的总体目标 ,为了保证总目标的实现 ,需将总战略目标分解。

贵阳循环经济城市建设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05 年以前)是循环经济试点和基础建设阶段 ;第
二阶段 (2006 —2010 年)是重点建设、跨越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 (2011 —2020 年) 是全面提高、协调发展阶段。
目前第一阶段目标初见成效 ,第二阶段目标的实施正直国家“十一五”规划实施期和实施落实“西部大开发”的
关键时期 ,展望未来信心倍增。贵阳市循环经济生态建设整体框架如图 1 —1 所示。

二、贵阳循环经济建设的主要工程
贵阳市循环经济建设的主要工程为 :“1237 工程”即“实现一个目标 ,转变两种模式 ,构建三个核心系统 ,

推进七大循环体系建设。”

图 1 - 1 　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整体框架
注 :上图根据冯之浚的“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整体

框架”图整理而得。

实现一个目标 ,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的同时 ,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保持生态环境美好。具体实
施方略是以贵阳金阳新区建设、老城区改造、小城镇建设为突破
口 ,三轮驱动 ,提高循环型经济城市化水平。在此特别要提的是
贵阳新区 —金阳的建设。新区金阳建设从一开始就遵循循环经
济的理念建设 ,经过 4 年多的建设如今金阳已建成为生态花园
式的新区 ,在贵阳市实施的循环经济中期和远期目标中金阳将
建设成为基础设施完善 ,信息网络发达 ,产业支撑有力 ,环境清
新优美 ,具有现代信息的生态型、数字化、园林式城市。

转变两种模式就是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模式。
构建三个核心系统 ,包括循环经济产业体系的构架 ,涉及三

大产业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重点为水、能源和固体废弃物循
环利用系统 ;生态保障体系建设 ,包括绿色建筑、人居环境和生
态保护体系。

推进七大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建设 ,即磷、铝、煤、中草药、生
　
政府、企业和社会其它相关利益群体一起努力 ,在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展开循环经济实践。

循环经济模式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理论的生态发展模式。南昌市应认清市情、抓住机遇、选
择好具有南昌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做好发展循环经济的各项规划和完善循环经济政策体系 ,实现南昌
市经济走生态化之路 ,真正把南昌市建设成为生态城市、文明城市和英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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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农业、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旅游和循环经济服务产业共七大循环体系的建设。主要建设思路如下。
磷煤铝产业是贵阳市的支柱产业。磷煤铝经济循环体系的建设关联到整个贵阳经济循环这个大系统。

因此 ,必须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 ;延伸磷煤铝的产业链 ,完善资源深加工产品体系 ,创品牌 ;大力推进磷煤铝加
工产业的清洁生产 ,建立资源回用体系 ,建立生态工业园区 ,建循环型集花园式的工厂。应用循环经济的理论
既“3R”指导磷煤铝的开采、使用 ,尽量做到资源的二次使用。发展磷煤铝深加工产品 ,激励企业进行循环经
济的技改项目 ,提高产业集中度。

中草药产业循环体系的建设思路是 :建立大宗药材生产基地 ,推行“GMP”;加大研发力度 ,建立产学研商
结合的药材生产基地 ,形成多样化的药物产品体系 ;提高中药资源的利用效率 ;建立药物生态园区。

生态农业循环体系的建设思路是 :退耕还林和还草 ,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发挥地方资源优势 ,发
展观光旅游以及富硒产品等特色农业 ;农副产品的增值化和工业深加工 ;建立多元化的农业废弃物循环体系 ;
推进沼气工程。

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循环体系的建设是 :整体搬迁和关停污染大户企业 ,如贵阳钢厂和贵州有色金
属加工厂的搬迁等 ,建立以绿色建筑为核心的生态产业体系 ;建立以建材行业为“汇点”的废物吸纳体系 ;建立
以城市给排水生态基础设施为依托的水循环利用保护体系 ;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清洁运营体系 ;建立以
煤化工为特色的清洁能源体系 ;建立以生态走廊为主体的城市绿地体系。

旅游和循环经济服务产业体系建设是 :建立以生态旅游为先导的绿色消费体系 ;建立以数字旅游为特征 ,
以金融业、保险业为主体的信息化中介服务体系 ;建立以民族文化旅游为先导的城市特色文化产业体系 ;建立
以区域化旅游为龙头的流通体系。

三、贵阳市循环型模式特点分析
通过贵阳循环型城市的实例 ,可以看出循环型城市模式的特点是 :
1. 与普通城市相比 ,循环经济型城市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 ,发展生态工业 ,建立绿色消费体系 ,充分利

用资源和废物 ,产业布局合理 ,采用可持续发展模式 ,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2. 循环型城市的建设包括生产、消费和循环三个领域 ,涉及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在生产领域 ,加大发

展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和完善行业内部及行业间的产业链 ,实现清洁生产和资源、废物的减量化 ,大力
发展生态工业 ;加大农业的产业调整力度 ,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 ,发展生态农业。在消费领域 ,引导和实施
绿色消费。根据城市实际 ,发展特色产业如生态旅游 ,推行绿色采购 ,建筑生态住宅 ,创建生态社区 ,在公众、
政府和企业等不同层面推行绿色消费 ,实施消费领域的循环经济发展。在循环领域 ,在企业、社区实施清洁生
产 ,提高生态效率 ,实现资源利用和废物产生最小化的基础上 ,促进城市的物质循环。

3. 与产业园区不同 ,城市是具有行政职能的。因此 ,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 ,直接参与循环型城市的规
划、建设和运作 ,包括从组织、管理、协调、政府等方面建立健全其保障体系 ,建立基础设施支撑系统并注意多
阶段循环渐进等。

四、贵阳循环经济模式的启示
1.经济发展观念的改变。循环经济发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节约经济 ,而是有理论指导的 ,是自然科学

技术、社会科学技术和思维科学技术的结合课题 ,是我们“勤”与“俭”理念的智慧和创新意识。循环型城市是
循环型企业和生态工业园区向更大区域扩展的产物 ,是通过调整城市产业结构 ,转变城市生产、消费和管理模
式 ,在一个城市范围和一、二、三次产业各个领域构建各种产业生态链 ,把城市的生产、消费、废物处理和城市
管理统一组织为生态网络体系。

2. 实施科学和严格的管理。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 ,是一种集经济、社会、技术和管理
为一体的系统工程。科学、严格的管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条件。在城市发展循环经济体系中 ,首先政府
应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城市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 ,各产业之间按照生态规律 ,形成互
相关联 ,互相依次的产业链。其次应从整个产业技术系统的角度进行统筹规划和选择 ,确保资源的合理开发
和有偿利用。

3. 提高全民循环经济的观念和参与意识。从贵阳循环型经济实践来看 ,目前主要还是政府主导性。推
进循环经济应是使社会各层面产业、项目、企业、社区获利的事 ,为此要利用多种媒体广泛宣传 ,提高人们环境
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倡导生态价值和绿色消费观 ,制定各层次参与的游戏规则 ,实行互动 ,使全民在城市循
环经济发展中受益。研究从生产优先到服务优先 ,可从持久使用、集约使用加以实施。

总之 ,城市选择循环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有许多复杂的技术、管理和体制问题有待研究 ,务必在深刻理解其
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 ,结合本地实际和经济发展要求 ,用其理论特别是创新的理论来指导经济发展的实践 ,使
经济、生态和社会三维效益统一 ,真正实现多维一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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