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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上一世纪的最后十年 ,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就开始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 ,尤其是日本更是将建

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和实现方式。进入新的世纪后 ,我国明确提出了要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未来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选择。党的“十六大”提

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的要求 ,进一步强调了我国要发展循环经济、走以有

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

最近几年 ,国内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进展较为

迅速。许多学者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发展及

实践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诸大建 ,1998、2001 ;陆钟

武 ,2000) ;也有少数学者从生态学角度论证了循环

经济的合理性 (王如松 ,2003 ;曹凤中 ,2003 ;金涌等 ,

2003) ;还有极少数学者尝试应用经济增长模型论证

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种途径 (曹葵

和牛恒云 ,2003) 。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理念 ,

循环经济的推行离不开经济实践活动。本文旨在探

讨循环经济模式的推行和物流的关系以及循环经济

理念对物流管理的影响。

二、循环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一词是物质闭环流

动性 (closing materials cycle) 经济的简称 (曲格平 ,

2001) 。从生态学意义上理解 ,循环经济的根本特征

是 :模仿自然生态系统 ,并按照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

动规律建构循环式经济系统 ,从而使经济系统和谐

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 ,在环境方面

表现为低排放 ,甚至零排放。具体表现为 :按照自然

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共生的原理 ,通过废弃物交换

和再利用将不同企业或产业群联系在一起 ,形成“自

然资源 →产品 →消费 →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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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使生产和消费过程

中投入的自然资源最少 ,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排放

或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曹凤中 ,2003) 。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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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与线性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 ,后

者内部是一些相互不发生关系的线性物质流的叠

加 ,由此造成出入系统的物质流远大于内部相互交

流的物质流 ,其经济活动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

放”为特征 ,前者内部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物质流远远

大于出入系统的物质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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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经济

提供战略性的理论范式。

(一)循环经济概念中的物质循环方式可表述为

螺旋式

循环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

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 ,使之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

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 ,从而建立起的一种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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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态。循环经济的物质循环是指物质功能价值

的持续、循环利用 ,即物质转化成不同状态后对物质

在该状态下功能的利用。

(二)循环经济的内涵是投入最小、排出最小、收

效最大和对环境影响最小化

投入最小化 ,即在经济活动中新投入的不可再

生资源和能量最小化。排出最小化 ,实现资源循环。

在生产产品和产品使用过程中 ,以及产品在使用之

后 ,有的材料和中间产物可直接利用 ,有的加工后可

再使用 ,有的零件可重复使用 ,有的修复后再使用。

凡符合这些条件的都可回收利用 ,使在整个物质循

环过程中排出的废物尽可能少。资源、能源的使用

效率最大化。资源、能源的反复利用 ,使用效率大大

提高 ,同时 ,资源变成废物的量大大减少、时间大大

延长 ,废物处理投入大大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化 ,即在生产过程中 ,减少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

交换的同时 ,对不可避免的影响尽量发生在可以恢

复的方面 ,在第一、二、三产业之外来完成。

三、循环经济的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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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为 3R 原则) ,每

一个原则对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都是必不可少的。

其中 ,减量化或减物质化 ( reduce) 原则属于输入端

方法 ,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 ;再利

用或反复利用原则 ( reuse) 属于过程性方法 ,目的是

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 ;资源化或再生利用原

则 (recycle)属输出端方法 ,通过把废弃物再次变成

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

(一)减量化原则

循环经济的第一法则是要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

流程的物质量 ,因此又叫减物质化。换言之 ,人们必

须学会预防废弃物产生 ,而不是产生后治理。在生

产中 ,制造厂可以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的物质使用量、

通过重新设计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例

如 ,轻型轿车既节省金属资源又节省能源 ,仍然可以

满足消费者关于各种轿车的安全标准。而光纤技术

能大幅度减少电话传输线中对铜线的作用。

(二)再利用原则

循环经济第二个有效的方法是尽可能多次以及

尽可能多种方式地利用人们所买的东西 ,通过再利

用 ,人们可以防止物品过早成为垃圾。在生产中 ,制

造商可以使用标准尺寸进行零部件设计 ,以避免更

换整个产品。在生活中 ,人们把一样物品扔掉之前

应该想一想在家中和单位里再利用它的可能性。确

保再利用的简易之道是对物品进行修理而不是频繁

更换。人们可以将合用的或可维修的物品返回市场

体系供别人使用或捐献自己不再需要的物品 ,以增

加消费品循环使用的频率。

(三)资源化原则

循环经济的第三个原则是尽可能多地再生利用

或资源化。资源化是把物质返回到工厂 ,在那里粉

碎之后再融入新的产品。资源化能够减少人们增建

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场的压力 ,制成使用能源较少的

新产品。资源化方式有二 :一是原级资源化 ,这是最

理想的资源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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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次级资源化 ,

即废弃物被变成不同类型的新产品。原级资源化在

形成产品中可以减少 20 % —90 %的原生材料使用

量 ,而次级资源化减少的原生物质使用量最多只有

25 %。与资源化过程相适应 ,消费者和生产者应该

通过购买用最大比例消费后再生资源制成的产品 ,

以使循环经济的整个过程实现闭合。

3R 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

人们常常简单地认为所谓循环经济仅仅是把废弃物

资源化 ,实际上循环经济的根本目标是要求在经济

流程中系统地避免和减少废物 ,而废物再生利用只

是减少废物最终处理量的方式之一。

综合运用 3R 原则是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循

环经济 3R 原则的排列顺序 ,实际上反映了 20 世纪

下半叶以来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人们的观念发生的

三次变化 ,亦谓走过的三个历程 :首先 ,以环境破坏

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理念终于被抛弃 ,人们的思

想从排放废物提高到要求净化废物 (通过末端治理

方式) ;随后 ,由于环境污染的实质是资源浪费 ,因此

要求进一步从净化废物升华到利用废物 (通过再使

用和再循环) ;最后 ,人们认识到利用废物仍然只是

一种辅助性手段 ,环境与发展协调的最高目标应该

是实现从利用废物到减少废物的质的飞跃。

四、循环经济下的物流问题

循环经济的生态经济效益最终将明显地体现在

经济系统的物流变化上。物质是经济生产活动的基

本要素 ,经济生产活动是一个依赖于物质、能源的完

整系统。一个循环经济的经济系统 (无论是企业、家

庭 ,还是城市、国家) 应该有可能大幅度地减少资源

输入流 ,同时大幅度地减少废物输出流。循环经济

的核心是工业物质的循环 ,在工业经济系统中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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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循环 :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2〕。小循环属

于企业物流范畴 ,而中循环和大循环属于社会物流

范畴。

(一)小循环

指企业内部的物质循环 ,例如 ,下游工序的废弃

物返回上游工序作为原料重新利用 ;水在企业内的

循环 ;以及其它消耗品、副产品等在企业内的循环。

企业内部的物质循环实际是企业各生产流程的

物流问题 ,其中既包括工序之间的物质循环 ,也包括

与企业外部之间的物质输入与输出。

(二)中循环

指企业之间的物质循环 ,例如 ,某下游工业的废

物 ,返回上游工业 ,作为其原料 ,重新利用 ;或者 ,某

一工业的废物、余能 ,送往其它工业去加以利用。各

企业之间在资源和能源方面形成互补的格局。

(三)大循环

指整个社会各企业、用户之间的物质循环。工

业产品经使用报废后 ,其中部分物质返回原工业部

门 ,作为原料 ,重新使用。工业物质中有些适宜于大

循环 ,而另一些是不适宜或根本不可能进入大循环

的。在这方面 ,工业物质划分为以下三类 :

11 这类物质的大循环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在

经济上是合算的。例如 ,各种金属 (以金属结构材料

为主) 、玻璃、纸张、催化剂、水以及塑料等。

21 这类物质的大循环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但

在经济上不一定合算。其中包括一些建筑材料和包

装材料、溶剂等。

31 这些物质几乎是无法进入大循环的。如表

面涂层、油漆、杀虫剂、除草剂、防腐剂、防冻剂、炸

药、燃料、洗涤剂等化工产品。

五、循环经济的核心是绿色物流

绿色物流是指在物流过程中抑制物流对环境造

成危害的同时 ,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 ,使物流资源

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它要求物流活动抑制和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 ;充分有效、节约地利用资源 ;防止和降

低物流对象损失。绿色物流是一种环境共生型的物

流系统 ,对应的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是 :有限生产 —

高效率流通 —多样化消费 ,其中心思想是实现资源

的再使用、再利用 ,有效利用资源 ,降低废物物流 ,建

立生产、流通、消费的循环往复系统。从物流角度

看 ,传统经济模式是大量生产 —大量流通 —大量消

费 ,因此 ,实现向绿色物流模式的转化是循环经济的

核心内容。

绿色物流系统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绿色运输

在整个企业物流过程中简化供应和配送体系 ,

通过车辆的有效利用降低车辆运行 ,提高配送效率

和积载率。具体来说 ,企业可采取的措施有 :制定输

配送计划 ;合理配置配送中心 ,以降低资源消耗和货

损量 ;实施都市内共同配送 ;提高主干线输送的效

率 ;从自用型向营业型货车转换 ;物流的标准化 ;选

择合理的运行方式 ,以缩短配送时间 ;物流中心集约

化建设 ,以减少物流浪费。

(二)绿色包装

采用可降解的包装材料 ,设计简易的包装 ,减少

一次性包装。绿色包装应符合 4R 要求 ,即少耗材

(Reduction) ,可再用 ( Reuse) ,可回收 ( Reclaim) 和可

再循环 (Recycle) 。

(三)绿色流通加工

物流中的流通加工虽然简单 ,但亦应遵循绿色

原则 ,少耗费 ,高环保 ,尤其要防止加工中的货损和

二次污染。应将分散加工转向专业集中的流通加

工 ,以规模作业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采用清洁生

产方式 ,减少环境污染 ,集中处理流通加工中产生的

边角余料 ,减少废弃物污染。

六、循环经济“3R 原则”
在物流系统中的体现

　　在循环经济模式下 ,“3R 原则”在大循环、中循

环和小循环这三个层次的物流系统中将得到具体的

体现。

(一)大循环物流系统

面向循环经济模式的大循环物流系统要求从社

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出发 ,针对整个社会的正向物流

和逆向物流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资源回收市场。

11 减量化原则的具体体现。社会大循环中的

用户从共生企业或核心企业购买产品 ,共生企业或

核心企业从自然资源获取原材料。在此过程中 ,不

论是用户还是共生企业或核心企业应根据本身的需

求购取高质量、使用寿命长的产品或零部件、原材

料 ,以减少其数量。按照循环经济要求 ,共生企业或

核心企业和用户都要走出“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

误区 ,提倡资源的合理利用 ,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

消费。并在消费过程中 ,选择包装物较少和可循环

的物质 ,购买耐用的高质量的物品等。

21 再利用原则的具体体现。社会大循环中的

共生企业或核心企业把废旧产品从用户回收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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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处理 ,获取可再利用的零部件或再生产品。

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 ,共生企业或核心企业在产品

设计时就考虑产品的回收再利用 ;用户在消费的同

时 ,也要考虑到产品的再利用 ,例如维修再利用。通

过再利用 ,可以减少垃圾或防止物品过早成为垃圾。

31 再循环原则的具体体现。社会大循环中的

共生企业或核心企业把废旧产品从用户回收 ,通过

进一步处理 ,获取可再循环的废旧材料 ,进入原材料

(自然资源)市场。

(二)中循环物流系统

面向循环经济模式的中循环物流系统要求按照

供应链理论 ,将不同的核心企业连接起来形成共享

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而形成的供应链

物流系统。

11 减量化原则的具体体现。供应链物流系统

中的各个核心企业从产成品、零部件市场获取本企

业所需的零部件 ,从原材料市场获取本企业所需的

原材料 ,在此过程中 ,各个企业将根据本企业产品的

性能特点购取高质量、使用寿命长的零部件及原材

料 ,以减少其数量。

21 再利用原则的具体体现。供应链物流系统

中的各个企业不仅把生产的产品投入市场 ,成为其

他企业的零部件来源 ,而且 ,在本企业实施再制造过

程中的部分可用零部件供应给其他共生企业 ;把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中的一部分作为其他企业的

原材料。

31 再循环原则的具体体现。供应链物流系统

中的各个企业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材料 ,或实施

再制造过程中获取的可用于再循环的材料投放原材

料市场 ,可以作为其他企业的原材料。

(三)小循环物流系统

面向循环经济模式的核心企业物流系统要求根

据循环经济的思想设计生产过程 ,促进原料和能源

的循环利用 ,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效益。

它追求的是系统内各生产过程从原料、中间产物、废

物到产品的物质循环 ,达到资源、能源、投资的最优

利用。

11 减量化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生产中 ,制造商

可以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的物质使用量、通过重新设

计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科学合理的设

计 ,是循环经济的首要环节。在产品设计中 ,尽量采

用标准设计 ,使一些装备便捷地升级换代 ,而不必整

机报废 ,使产品在生命周期结束后 ,也易于拆卸和综

合利用 ;尽量使之不产生或少产生对人体健康和环

境的危害 ,尽量不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料。

21 再利用原则的具体体现。主要有以下几种 :

生产过程中的再利用 ,主要是指对产品制造过程中

产生的的废弃物和材料进行即刻回收回用 (如边角

余料、切削液等的利用) 。产品使用前的收回再利

用 ,主要是对在配送和销售过程出现质量问题的产

品 ,或用户在包退期限内出现质量问题进行的回收

再利用。在产品使用中的维修再利用 ,在生产中 ,制

造商可以使用标准尺寸进行设计 ,使一些产品的零

部件可以便捷地更换 ,而不必更换整个产品。这样 ,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 (超出包退期限) 产品出现问题 ,

可经维修再使用 ,或经维修后再销售。产品使用后

的拆解再利用 ,主要是指零部件的再利用和再制造。

再利用是对拆解得到的可用零部件直接再利用 ;再

制造是对拆解得到的可用零部件进行清洗、翻新或

升级 ,再通过重新组装 (可能需要加进部分新的零部

件) ,构成新产品 ,得到在性能上和寿命上等同或更

优于原来产品的新产品。产品包装再利用 ,主要是

指可直接重用或可修复再利用的包装 ,例如集装箱、

瓶等。

31 再循环原则的具体体现。这里主要是指材

料的再循环 ,其基本目标是尽可能使回收材料有较

高的性能 ,满足应用需求。对于不可再利用的产品

包装及产品报废拆解后无法直接、方便利用的材料 ,

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玻璃、轮胎等橡胶制品和塑料、

海绵等有机材料 ,通过回收、熔炼 ,使之变成可循环

利用的原材料。

八、结束语

循环经济与物流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两个热点问题 ,其中物流被称为“企业的第三利润源

泉”、“企业脚下的金矿”,是当前企业“最重要的竞争

领域”,加强物流管理已成为当今企业界的重中之

重。我国很多地区已将发展物流产业、加强物流管

理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是坚

持“科学的发展观”的重要方面 ,本文将两个问题结

合起来讨论 ,希望企业在推行循环经济模式、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的同时 ,能抓住“物流”这一重要的经济

增长点 ,切实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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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 ERP) has been increasingly considered as the base on which enterprises can achie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their counterparts1 However , the outcomes of ERP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home and aboard usually dissatisfy what the enterprises need1 The

implementation of ERP is so complicated that all aspects of business are involved , which makes it a tough and hot topic how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it1

ERP is a kind of information system essentially in which management thoughts are embedded1 Therefore , on the reviews of overseas studies on complex

information systems , we suggest that user satisfaction should be taken advantage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ERP project , which gets it possible to do em2

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futu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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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aper analyses the basic theories of circular economy firstly1 Then it dissertates the relationship of circular economy and logistic 1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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