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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对目前我国区域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 ,指出目前评价体系存在的不

足 ;在此基础上 ,尝试构建了相对普适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并以安徽省及其周边四省为例

进行了实证研究 ;最后 ,针对安徽省发展循环经济的不足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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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

本特征的新型经济模式 ,是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

染的矛盾以及资源有限与需求无限的矛盾 ,建设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

展的重要举措和有效实现形式。循环经济的发展涵

盖自然、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 ,其最终目标是要实

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和谐发展。

目前 ,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循环经

济的内涵、原则、意义、评价指标体系及对策等方面 ,

对区域 (尤指省或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相对较少 ,而区域循环经济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是 :如何评价各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

趋势 ,即循环经济发展应该由哪些指标来表征 ,以及

如何通过这些指标来评价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程

度。这是一个关系到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建设和实际

操作的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1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
建立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 ,国内对循环经济的评价研究正悄然兴

起 ,但对循环经济的指标体系与评价体系研究尚未

得到足够重视 ,尤其是有关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评价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此外 ,构建出来的指标

体系虽大多体现了循环经济的 3R 原则和本质要

求 ,但多数研究集中在如何设计循环经济的指标体

系上 ,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与实际操作尚存在一定

的差距。而且 ,许多评价指标体系并没有对省级区

域或者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 ,即使

有实证评价 ,也仅限于对某一个城市或某一地区循

环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 ,没有通用性 ,无法对多个城

市或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

到目前为止 ,江苏、浙江、吉林、湖北等省相继建

立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这些指标体系各有千

秋、不一而同 ,十分有必要在借鉴以上省份已建立的

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遵循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

充分考虑区域性特征 ,结合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的内涵、构建原则 (包括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动

态性等原则) 、层次结构等 ,构建一套适用的区域循

环经济评价体系。

建立这样一套科学的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 ,对某一区域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不但

能了解这一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 ,监测和

揭示该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和问题的产生

原因 ,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还可以进行地区间、城

市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和比较 ,通过比较找

出各自存在的问题 ,校正其发展方向 ,制定适合本区

域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因此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

究 ,不但可以弥补循环经济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而

且对促进循环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区域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
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区域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
究主要围绕国家、省、市 3 个层面展开 ,其中具有代

表性的研究如下。

国家区域层面的有 :国家统计局“循环经济评价

指标体系”课题组建立了由资源利用效率指标、资源

消耗率指标、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率指标、废弃物排

放与处置指标和其他指标 5 大部分构成的循环经济

评价指标体系[ 1 ] ;刘滨在对物质流分析和物质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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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验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我国的循环经济指

标体系应包括资源利用、资源循环再利用和废弃物

排放量 3 方面指标[2 ] ;清华大学的张楷等在其研究

报告中提出了通过物质流分析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

体系 EISCE , 该体系包括经济指标、总量指标、效率

指标、循环指标和污染指标等 5 个指标[3 ] ;刘华波等

人在探讨生态效率与循环经济之间关系、研究生态

效率指标的基础上 , 建立了我国循环经济评价指标

体系[ 4 ] ;等等。

省级区域层面的有 :南京大学王舒、黄贤金等依

据《江苏省循环经济发展规划》(2005 —2020)提出了

江苏省的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包含经济发

展、资源减量投入、循环利用、污染减量排放等 4 个

方面[ 5 ] ;钟太洋等人以“活动 —压力 —反应 —绩效”

模型为分析框架 ,确定了江苏省循环经济发展评价

的指标体系[ 6 ] ;陈德全等结合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

现状 ,构建了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7 ] ;吴茜

在其硕士论文《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实例研究》

中 ,构建了吉林省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8 ] ;刘婧

在其硕士论文《我国循环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研究》中

建立了湖北省循环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框架[9 ] ;等等。

市级区域层面的有 :王良健从经济发展、循环经

济特征、生态环保和绿色管理 4 个方面 ,提出了地方

循环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10 ] ;于丽英、冯之浚提

出了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11 ] ;贺伟在其硕士

论文《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中 ,构

建了福建省龙岩市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2 ] ;

南京大学章波、黄贤金以 3R 原则为指导和出发点 ,

构建了南通市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13 ] ;等等。

3 　现有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

通过综合比较、分析以上区域循环经济评价指

标体系 ,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

1)指标体系不完整 , 不能充分体现区域循环经

济的发展状况。

所建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过于庞杂且不全

面 ,没有通用性 ,不能充分体现区域循环经济系统的

发展状况。其中能够反映循环经济发展变化的动态

指标及体现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定性、定量指标偏

少。由于所建指标体系本身的问题 ,许多指标体系

难以投入实际应用 ,只能进行理论探讨。普遍存在

的问题是 :评价范围过小 ,循环经济特征类指标不突

出 ,科技支撑类指标缺乏 ,等等。

2)指标体系研究与评价方法研究彼此脱节。

许多模型研究者不是基于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

去构建其评价模型 ,很多指标难以量化甚至不能量

化 ,可操作性不强。目前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是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

法、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灰色关联度法和特尔菲法。

有些研究采用这些方法仅用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

重 ,也有些研究采用这些较复杂的方法来确定循环

经济度或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等。在笔者看来 ,

确定权重和各指标值合成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 ,

不管选取何种方法 ,都应以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为

宗旨。

3)所建指标体系层次过于单一。

区域循环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 ,应包括经

济发展、循环经济特征、生态环境和科技支撑等若干

个子系统 ,建立单个层次指标不足以说明区域循环

经济的发展状况 ,应在不同层面上选取不同的指标 ,

建立一个涵盖各子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 ,以便管理

决策者在不同层面上进行调控 ,促进各方面协调发

展。从循环经济的 3R 原则 ———“减量化、资源化、

再循环”可看出 ,资源减量化及循环利用是其核心内

涵。因此 ,在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时应着重

考虑资源消耗及循环利用情况 ,并根据建立评价指

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选取合理、适用、可获取的指标

作为循环经济特征指标。

4)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评价标准不统

一。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确定评

价标准 ,否则指标体系就失去了构建的意义。循环

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中一般都提出了评价标

准 ,但比较分散 ,没有统一标准。这些标准有的是参

照国际平均值 ,有的是参照发达国家标准 ,有的是根

据国家生态省 (市)设定的标准。由于参照的标准不

同 ,因此各区域无法进行横向比较 ,而且这些依据是

否恰当也有待商榷。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 ,选择评价指标的参考标准时 ,还应注意结合

我国具体的国情 ,各评价指标应以国家生态省的各

项指标值作为主要参考标准 ,其他个别定量指标以

该项指标的预期目标值作为参考标准 ,这样建立的

指标体系更符合区域发展实际。

4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
4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区域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时 ,根据需要

一般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 3 个层级。遵循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系统性和代表性相统一

以及可比性和可靠性相统一的基本构建原则 ,结合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实际 ,本文在可获取的现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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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基础上 ,从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特征、生

态环境和科技支撑等 4 个层面、共 23 个指标 ,建立

了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1) 。

区域循环经济系统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系

统 ,某一时期反映系统发展变化的主要指标在另一

时期可能降为次要指标 ,反之亦然。因此 ,选取评价

指标时必须考虑循环经济系统这一动态变化的特

点 ,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要求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

指标评价体系。

表 1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目标层 S 准则层 A 指标层 B 参考标准 参考依据

区
域
循
环
经
济
发
展
综
合
评
价
︵
S
︶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万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恩格尔系数 ( %)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 %)

国内生产总值 ( GDP)年平均增长率 ( %)

≥11 8

> 0165

> 11 4

< 30

≥45

> 9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循环经济特征

万元 GDP 能耗 (吨标煤/ 万元)

万元 GDP 水耗 (m3/ 万元)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11 4

≤160

≥80

100

100

≥50

100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生态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率 ( %)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城市燃气普及率 ( %)

城市主要饮用水源达标率 ( %)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占所建生态示范区比率 ( %)

100

20

40

> 85

100

100

预期目标值

建设部标准

建设部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预期目标值

科技支撑

R &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 ( %)

高新技术产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 ( %)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重 ( %)

科技进步对 GDP 的贡献率 ( %)

31 0

40

≥21 0

> 60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国家生态省标准

　　对表 1 中若干指标的说明如下 :恩格尔系数是

根据城市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加权得到的 ;科技进步

对 GDP 的贡献率是用评价年往前推 5 个或 10 年份

的有关数据计算的 ,所用计算公式 :

A = Y - αK - βL 。 (1)

式 (1)中 : A 为科技进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 Y

为产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 K 为资金的年平均增长

速度 ; L 为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α为资金的产

出弹性系数 (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资金增加

1 %时 ,产出增加α%) ;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 (指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劳动增加 1 % 时 ,产出增

加β%) 。

以上 4 个年均增长速度皆按水平法计算 ,以产

出为例 ,计算公式为 :

y =
t

y t

y o
- 1 ×100 %。 (2)

式 (2)中 , Y t 为计算期 t 年的产出 , Y0 为基期的

产出。

通常α取值 013 ,β取值 017 ,根据所评价地区可

作适当调整。

资金 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之和 (以

“资本形成总额”代替) ,劳动者 (L) 为全社会劳动者

年末人数 (以“全社会就业人员”代替) 。

若 EA 表示科技进步对 GD P 增长速度的贡献 ,

则 EA 的计算公式为 :

EA =
A
Y

×100 %。 (3)

表 1 中其他指标可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统

计年鉴、统计公报及环境质量公报得到。

412 　评价方法

综合评价的实施一般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 :指

标值的标准化处理、各指标权重的确定、各指标值综

合合成方法的确定。

41211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指标体系中既有正向指标也有逆向指标 ,分别

予以标准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 ,标准化值 = (指标

值/ 标准值) ;对于逆向指标 ,标准化值 = (标准值/ 指

标值) 。需要说明的是 ,当标准化值大于 1 时 ,只取

1 为最大的标准化值 ,以避免因个别指标值的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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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综合值的计算。

41212 　指标权重的确定

鉴于所建指标体系具有多层级的特点 ,作为一

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 ,层次分

析法既汇集了专家的意见和看法 ,又利用模型对专

家的意见进行了数学处理 ,故采用这种方法确定各

指标权重较为适宜。

41213 　指标值综合合成方法

指标值综合合成方法较多 ,由于线性加权法具

有使用广泛、操作简明、含义明确等优点 ,选择此法

进行指标合成更便于分析和比较。线性加权法的函

数表达式为 : F = ∑Pi W i 。其中 , F 为区域循环经

济发展的综合评分值 , W i 为各子系统的权重 , Pi 为

各子系统的综合得分值。综合评分值越高 ,说明区

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 (如表 2) 。

表 2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等级对照表

等级 较高 中等 中等偏下 较 低 低

得分 [ 018 ,1 ] [ 016 ,018) [ 01 4 ,016) [ 01 2 ,01 4) [ 0 ,01 2)

5 　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以安徽省及其周边 4 省为例进行实证

分析 ,并着重将安徽省与这几个省份的循环经济发

展状况进行分析比较 ,找出其不足所在 ,以更好地促

进循环经济在安徽的发展。

为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 ,各省皆采用 2006 年的

指标数据 ,其中 2006 年科技进步对 GDP 的贡献率

是用 2006 年往前推 5 个年份计算的 (其中江、浙两

省α值取 0135 ,山东省α值取 0132 ,安徽、河南两省

α值取 013) 。原始数据皆来自 2007 年《中国统计年

鉴》、2007 年各省统计年鉴、2006 年各省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公报及 2006 年各省环境质量公报。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说明 :对于正向指标 ,当某指

标值大于所参照的标准值时 ,取同类指标值中较大

者为参考值 ;对于逆向指标 ,当某指标值小于所参照

的标准值时 ,取同类指标值中较小者为参考值。

指标权重及各省的指标赋值经计算 ,结果如表

3 所示。根据表 3 ,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出各省的循

环经济发展综合评分如表 4。

表 3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目标层 S 准则层 A 指标层 B

区
域
循
环
经
济
发
展
综
合
评
价
︵
S
︶

经济发展 A1

(0140)

循环经济

特征 A2

(0118)

人均 GDP(万元) B1 (01 098)
(原始数据 :2188 ,31 17 ,11 00 ,21 35 ,11 33)

(标准化后 :0191 ,1 ,01 32 ,0174 ,0142)

农民人均纯收入 (万元) B2 (01086)
(原始数据 :0173 ,01 95 ,01 41 ,01 62 ,01 45)

(标准化后 :0177 ,1 ,01 43 ,0165 ,014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B3 (01 107)
(原始数据 :1141 ,11 83 ,01 977 ,11 23 ,01 98)

(标准化后 :0177 ,1 ,01 53 ,0167 ,0154)

恩格尔系数 ( %) B4 (01 144)
(原始数据 :381 8 ,351 3 ,43 ,3519 ,381 4)

(标准化后 :0177 ,01 85 ,01 70 ,01 84 ,01 78)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 %) B5 (01 35)
(原始数据 :361 3 ,401 2 ,40 ,3119 ,291 3)

(标准化后 :0181 ,01 89 ,01 89 ,01 71 ,01 65)

国内生产总值 ( GDP)年平均增长率 ( %) B6 (01215)
(原始数据 :141 9 ,131 6 ,121 9 ,141 7 ,141 1)

(标准化后 :1 ,01 91 ,01 87 ,0199 ,0195)

万元 GDP 能耗 (吨标煤/ 万元) B7 (0130)
(原始数据 :0189 ,01 86 ,11 17 ,11 23 ,11 34)

(标准化后 :0164 ,01 61 ,01 84 ,01 88 ,01 96)

万元 GDP 水耗 (m3/ 万元) B8 (01 215)
(原始数据 :2521 4 ,13213 ,39314 ,1021 3 ,18117)

(标准化后 :0141 ,01 77 ,01 26 ,1 ,0156)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B9 (01123)
(原始数据 :941 1 ,921 5 ,811 6 ,92 ,671 6)

(标准化后 :1 ,01 98 ,01 87 ,0198 ,0172)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 %) B10 (01166)
(原始数据 :251 6 ,211 6 ,201 2 ,341 4 ,241 5)

(标准化后 :0126 ,01 22 ,01 20 ,01 34 ,01 25)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 B11 (01075)
(原始数据 :971 7 ,861 4 ,971 1 ,98 ,921 98)

(标准化后 :0198 ,01 86 ,01 97 ,01 98 ,01 93)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 B12 (01064)
(原始数据 :50 ,63 ,0 ,55 ,6814)

(标准化后 :0173 ,01 92 ,0 ,0180 ,1)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B13 (01 059)
(原始数据 :831 8 ,861 3 ,311 4 ,701 1 ,461 3)

(标准化后 :0184 ,01 86 ,01 31 ,01 70 ,0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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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目标层 S 准则层 A 指标层 B

区
域
循
环
经
济
发
展
综
合
评
价
︵
S
︶

生态环境 A3

(0118)

科技支撑 A4

(0124)

空气质量达标率 ( %) B14 (01 454)
(原始数据 :80 ,8212 ,8812 ,90 ,8519)

(标准化后 :0180 ,01 82 ,01 88 ,01 90 ,01 86)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人) B15 (01073)
(原始数据 :916 ,6199 ,7128 ,121 77 ,71 93)

(标准化后 :0148 ,01 35 ,01 36 ,01 64 ,01 4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B16 (01 060)
(原始数据 :411 7 ,351 5 ,321 6 ,371 5 ,321 8)

(标准化后 :1 ,01 85 ,01 78 ,0190 ,0179)

城市燃气普及率 ( %) B17 (01 144)
(原始数据 :801 2 ,701 1 ,761 1 ,941 5 ,631 2)

(标准化后 :0185 ,01 74 ,01 81 ,1 ,0167)

城市主要饮用水源达标率 ( %) B18 (01215)
(原始数据 :981 2 ,821 8 ,831 8 ,961 6 ,100)

(标准化后 :0198 ,01 83 ,01 84 ,01 97 ,1)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占所建生态示范区比率 ( %) B19 (01054)
(原始数据 :94 ,9113 ,30 ,5818 ,75)

(标准化后 :0194 ,01 91 ,01 3 ,0159 ,01 75)

R &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 ( %) B20 (01 34)
(原始数据 :116 ,1142 ,0196 ,1106 ,01 64)

(标准化后 :0153 ,01 47 ,01 32 ,01 35 ,01 21)

高新技术产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 ( %) B21 (01 18)
(原始数据 :241 9 ,28 ,8135 ,2612 ,121 1)

(标准化后 :0162 ,01 7 ,0121 ,0166 ,01 30)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重 ( %) B22 (0137)
(原始数据 :113 ,117 ,0 ,21 4 ,0176)

(标准化后 :0143 ,01 57 ,0 ,0180 ,0125)

科技进步对 GDP 的贡献率 ( %) B23 (0111)
(原始数据 :581 4 ,511 6 ,491 2 ,591 5 ,57)

(标准化后 :0197 ,01 86 ,01 82 ,01 99 ,01 95)

　　注 :表中数据顺序依次为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

表 4 　安徽及周边 4 省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分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河南

综合评分 0174 0177 0159 01 78 01 62

6 　结论与建议

611 　结论

1)从 5 省份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分来看 ,江苏、

浙江和山东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即中等阶段 ;河南虽

也处在这一阶段 ,但其评分远落后于前 3 省份 ;安徽

省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不及河南省 ,与前 3 省份更

是相差甚远。

2)从 5 省份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的分层指标

得分来看 ,有以下结果 ,如表 5。
表 5 　我国 5 省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分层指标得分情况

分层指标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河南

经济发展 01339 01 368 01290 01313 01 273

循环经济 01111 01 122 01097 01148 01 126

生态环境 01152 01 141 01141 01161 01 147

科技支撑 01134 01 142 01057 01154 01 077

　　从表 5 可看出 ,在经济发展方面 ,江苏、浙江和

山东处于前列 ,安徽和河南略显落后 ;从循环经济特

征指标得分来看 ,山东省发展循环经济成效显著 ,安

徽省与其他 4 省还有较大差距 ;从生态环境指标得

分看 ,各省的情况相差无几 ;从科技支撑指标得分

看 ,安徽、河南两省与江、浙和山东省存在很大差距 ,

尤其安徽省更显滞后。

612 　对安徽省发展循环经济的建议

近几年 ,安徽省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虽然取得

了一些成效 ,但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 ,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的

管理、运行及监督机制 ,尽快形成循环经济产业体

系 ,使循环经济在生态工业、绿色农业和循环型社会

3 个层面上同时获得发展。

1)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的管理、运行体制。

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公众

积极参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形成发展循环

经济的持续动力。加强和督促各地循环经济规划的

编制工作 ,要在规划中明确政府、企业以及公众在发

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和义务 ,逐步完善循环经济的

管理框架。

2)以点带面 ,建立具有循环经济特征的产业体

系。

一是发展生态工业 ,在全省推广有利于循环经

济发展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 ,从源头 —过程 —终端

严格遵循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原则 ,不断提高资

源的利用效率 ,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二是发展绿色农

业 ,作为农业大省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大有可为 ,应

在农产品的产、供、销各环节及农业废弃物 (如秸秆、

家禽粪便等)的利用方面 ,加强循环经济指导 ;三是

建设循环型社会 ,倡导生产者开展绿色营销 ,引领消

费者进行绿色消费 ,尽快推动资源回收、循环利用产

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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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做好引导循环经济发展

的各项工作。

第一 ,加快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

法规和政策。

实施循环经济 ,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确立发展

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通过这些法律、法规

和政策来推动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

当前 ,政府有关部门除了要出台一些强硬的法

律、法规 ,还应尽快制定并落实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

的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 ,使企业和个人能切实感

受到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益处 ,促使他们自

觉把对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性内在化。当前在继续完

善各项政策的同时 ,重点应研究制定促进节能、节

水、节电的鼓励政策和再生资源回收处理的激励机

制。

第二 ,加大对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科技攻关

项目的支持力度。

由于大多数企业还不能掌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和污染减排的关键技术 ,因此 ,政府在中长期科技发

展规划中 ,应着重扶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攻

关项目 ,支持清洁生产技术、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和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的研究 ;组织实施循环经济重

大技术产业示范工程 ,尽快突破发展循环经济的技

术瓶颈 ,为安徽省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坚实的技术支

撑。在技术推广的信息服务方面 ,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循环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体系 ,建设信息共享体系 ,

为各地进行循环经济知识与先进技术的普及和交流

提供良好平台 ,确保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和产业间信

息交流的畅通性、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第三 ,政府应担当起让社会各界都参与发展循

环经济的责任。

发展循环经济并不是光靠政府唱独角戏就能完

成的 ,必须借助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推动。因此 ,政府

应担当起让社会各界都参与发展循环经济的责任 ,

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宣传册、培训、讲座等多种传

媒渠道普及循环经济知识 ;组织开展环境保护日、节

水节能周、循环社会月等宣传活动 ,培养和提高全社

会成员的资源忧患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和循环经济

意识 ,使循环经济的发展得到全社会成员的支持和

认可 ,营造发展循环经济的社会氛围 ,唯有此才能真

正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 1 ] 　国家统计局“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循环经济

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 . 统计研究 ,2006 (9) :23226.

[ 2 ] 　刘滨 ,王苏亮 ,吴宗鑫. 试论以物质流分析方法为基础建立

我国循环经济指标体系[J ]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 ,

15 (4) :32236.

[ 3 ] 　张楷 ,周国梅 ,马永亮. 物质流分析理论方法与循环经济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 [ EB/ OL ] . [ 2007212213 ] . http :/ / www1
sepa1 gov1cn/ japan/ mateflo/ m2_051pdf .

[ 4 ] 　刘华波 ,杨海真 ,顾国维. 基于生态效率建立我国循环经济

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J ] . 四川环境 ,2006 ,25 (2) :78282.

[ 5 ] 　王舒 ,黄贤金 ,陈逸.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应用研

究———以江苏省为例[J ] .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2006 ,5 (3) :

1102113.

[ 6 ] 　钟太洋 ,黄贤金 ,李璐璐等.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 :方法、

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J ] . 资源科学 ,

2006 ,28 (2) :1542162.

[ 7 ] 　陈德全 ,何云 ,梁秋琍. 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J ] .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06 ,28 (4) :2882291.

[8 ] 　吴茜.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实例研究[ D ] . 长春 :吉林

大学 ,2007.

[9 ] 　刘婧. 我国循环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研究 [ D ] . 武汉 :中国地

质大学 ,2007.

[ 10 ] 　王良健. 地方循环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研

究[J ] . 煤炭经济研究 ,2006 (2) :628.

[11 ] 　于丽英 ,冯之浚. 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J ] .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20 (4) :39246.

[ 12 ] 　贺伟.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 D ] . 武汉 :武

汉理工大学 ,2006.

[ 13 ] 　章波 ,黄贤金. 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与实证评价

[J ] . 中国人口 ,2005 (3) :22225.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Cui Mu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Huaibei Coal Normal University ,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 Firstly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research status on t he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evaluation system at present in China ,and point s out

t he shortcomings of t 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1 Then ,based on t hese ,it builds a relative univers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re2
gional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makes a empirical analysis t hrough taking Anhui province and it s surrounding four provinces as exam2
ples1 Finally ,according to t he shortages of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in Anhui ,it put 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2
tions.

Key words :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index system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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