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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我国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已有的循环经济实践，提出并分析了企业集团型、社会

功能型、城市功能型和生态功能型4种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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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被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

重大战略Ⅲ。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是落实党的十

八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的—项重大举措闭。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循环经济理念，在国务

院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循环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当前，我国循环经

济的发展正在不断深人和拓展，国家层面的相关

规划逐步推出。2012年12月，我国《“十二五”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讨

论通过。2013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循环经济发

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国发[201315号)。区

域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实践形态，是我国

循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并且，随着发展区

域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

济，是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

此，国家专门批复了相关规划。2009年12月24

13，《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

准，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批准实施的区域(省

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2010年3月15日，《青海

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

准，成为国家批准实施的第2个区域循环经济总体

规划。这2个区域循环经济规划的获批，标志着我

国循环经济进入了区域循环经济的重要发展阶

段。立足我国循环经济的实践背景，提炼并探讨

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对于全面推进我国区

域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区域循环经济

区域是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单个企业

(individual firm)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单元，

单个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超越企业边

界，建立企业之间(inter-finn)的循环经济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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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循环经济区域循环经济

(单个企业的循环经济也需要以一定的区域为空

间载体，但占据的区域空间相对较小，所以一般

不被视为区域循环经济)。目前，对于区域循环

经济的概念，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探讨【3。18。笔

者认为”⋯，区域循环经济是指以区域为空间载

体，以区域要素(如资源、生态、环境、产业结

构、文化、制度)为基础，遵循“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的原则，构建区域内以及跨区域的

生态产业链网，充分利用资源、防治污染，实现

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可持续

的经济发展模式。区域循环经济中的区域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按照通常的行政区域边界划分，可

以是一个园区，也可以是一个城市、省、国家乃

至更大范围。区域循环经济概念中所指的区域，

还包括由若干共生企业形成的特定区域，以及跨

行政区域乃至国家边界的特定区域等。

2我国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目前有关区域循环经济的文献中，结合我国

已有的循环经济实践，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的研究仍相对较少。本文认为，我国当前区域循

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可分为企业集团型、社会

功能型、城市功能型和生态功能型4种模式。

2．1 企业集团型发展模式

这类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依托某一个大

型企业集团为核心形成的。该企业集团对所在区

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其下属有若

干企业(子公司)，即其是这些子公司的母公

司。这些子公司均集聚在同一特定的区域范围

内，它们之间通过副产品或废弃物的交换利用建

立起产业共生关系，从而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

网。在这种模式中，循环经济理念被充分纳入到

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中，以实现集团整体的经济

发展与所在区域环境的双赢。企业集团对子公司

发挥着统筹协调的作用，即子公司的生产需要服

从集团的统一安排。这样，集团可以按照发展循

环经济的要求协调各子公司的生产。因此，这种

模式实际上形成了以该企业集团为核心的循环经

济园区。如我国山东海化集团、广西贵糖集团的

循环经济发展均是这类区域循环经济模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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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并且，由于该模式中企业集团具有主导作

用，可以对发挥“补链”作用的子公司制定特殊

的政策，以保障其正常运行，从而避免因局部的

不经济而造成整个循环经济链网的断链。例如，

我国山东海化集团的盐场在晒盐后产生大量的副

产品苦卤，如果直接排放，将会对所在区域的海

洋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硫酸钾厂以苦卤为原

料生产硫酸钾、氯化钾等产品，是海化集团循环

经济链网中的“补链”企业，其正常生产对整个

海化集团循环经济的稳定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然而，硫酸钾厂生产中曾一度处于亏损的状

态；为此，海化集团制定了专门的补偿政策，

以保证硫酸钾厂的正常运行。该类区域循环经

济模式的成功运行，往往还可以发挥辐射作

用，吸引企业集团外的其他企业加入循环经济

链网，使链网更趋于完善和稳定，从而带动集

团所在区域的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

2．2社会功能型园区发展模式

该类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包括工业生

产区，还包括生活区，因此具有社会功能。在我

国，这类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一般是在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园区的基础上通过循环经济和产业生态学理论

优化发展起来的。由国家环保部(原国家环保总

局)批准建设的综合类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均属于这类区域循环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如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在这类模式中，除了园

区工业企业主动寻求彼此之间建立产业共生关系

外，园区的管委会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管

委会还需要在生活区废弃物的收集利用、无害化

处理，以及与工业区之间进一步建立循环经济链

条方面发挥推动作用，包括如生活垃圾的分类收

集、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理，生活污水收集处

理后开展原位利用及整个园区范围的中水回用，

工业生产中产生的余热对生活区的供暖等。同

时，管委会需要推动整个园区的信息平台建设，

特别是关于企业原料、废弃物及副产品的信息，

以便于园区企业彼此之间发现并建立新的循环经

济链；信息平台还有助于园区企业在生产发生变

化时及时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其它企业，从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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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循环经济系统的稳定性“”。

2．3城市功能型发展模式

此类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循环经济的

理念指导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城市的发

展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转型。与企业集团型和社

会功能型园区发展模式相比，该模式更加体现了

战略性，即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将循环经济理念

渗透到整个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如调整完善产

业结构(特别要补充和加强发挥“分解者”功能

的相关产业，如城市矿产的开发利用、土壤修

复、城市污水的再生回用、城市垃圾的无害化与

资源化等)，建立循环型产业(包括循环型农

业、循环型工业、循环型服务业)，构建循环型

社会，以及提高全社会的循环经济意识。这尤其

需要通过规划的方式规范城市的发展。我国《循

环经济促进法》第十二条特别指出⋯，设区的市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需要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循环

经济发展规划，这为城市功能型区域循环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通过规划的指导，逐步完

善该类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使整个城市向

着绿色、低碳、循环的方向发展。我国贵阳市和日

照市是这类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并且均编制了全市循环经济发展的专项规划。

2．4生态功能型发展模式

这类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所在的区域具有

重要的生态功能，对维系更大区域(国家、国际

区域)的生态平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循

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以确保其生态功能为前提，严

格而科学的做好主体功能区划分(包括优化开发

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

区域)，仅选择适合工业开发的区域谨慎而适当

地选择发展工业，并严格建成生态工业系统。同

时，需要制定专门的生态补偿政策，对限制开发

和禁止开发的区域给予生态补偿，使其保持良好

的生态功能。我国青海省是该类区域循环经济发

展模式的典型代表。青海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战略地位，其生态环境

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家生态安全乃至东南亚

地区的生态平衡。青海在循环经济实践中，牢固

坚持“生态立省”的发展战略，根据国家主体功

能区划分的要求，将全省一半以上土地列为限制

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将全省发展的重点选择在

生态环境较为独立、环境容量相对较大、资源富

集的柴达木盆地地区。并且，在柴达木地区的发

展中，严格遵循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原则进行建

设，目前正在建设的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是

按照《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

进行建设的。对于三江源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青海则将发展重点放在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方

面，并对当地提供生态补偿。

3结论

我国循环经济已进入了区域循环经济的重要

发展阶段，提炼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助

于在实践中科学推进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结合

我国已有的循环经济实践，本文提出并分析了企

业集团型、社会功能型、城市功能型和生态功能

型4种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应当看到，区

域循环经济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随着我国循

环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在实践中，依托这4种

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必将涌现出其它的发

展模式。在循环经济的研究中，需要对其不断进

行总结归纳，这对于进一步指导我国区域循环经

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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