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环经济须有三大经济政策支撑 

    目前，循环经济理念正在我国迅速升温。而资源价值计量、排污收费、产品负责

制三大经济政策则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撑。 

  三大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 

  实践证明，三大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有力地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1989 年之前，日本东京的生活垃圾量一直在逐年增加，收运和处理垃圾的费用不

堪重负。1989 年后，垃圾治理的对策从末端前移，在社会物流的全过程循环利用

资源，垃圾产生量已持续 13 年逐年减少。13 年间少产生垃圾约 600 万吨，节省垃

圾治理费用 67 亿美元，还回收再生了大量资源，解决了几万名就业岗位。2003 年，

欧洲除土耳其和希腊外，所有城镇生活垃圾都出现了负增长。 

  日、美、德、法等经济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末就研究或实施上述三大政策。

日本于 2000 年颁布执行的《促进循环型社会发展基本法》中对资源消耗及其价值

计入成本，规定了产品生产者对产品最终报废回收、利用的责任；对排污计量收费

都作了具体规定。美国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要求通过资源消耗

削减和再循环，减少 50%废弃物。限制和减少资源消耗，首先要计量消耗量。如果

连消耗量都不计量，就好比不计量支出，节省就无从谈起。如果只计量消耗量而不

计量其价值和计入成本，则无法通过市场经济的力量和规律进行调整和约束。我们

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的环境中，必须将限制和降低资源消耗，将利润和利

益挂钩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国际上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开始进入操作阶

段。 

  资源价值计量――制度保障 

  环境是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条件，不是能够随意支取的公共财产，关乎生命和

生存质量，构成人权的基础――生命权。依据国内、外的法律规定，保护环境是每

个人的基本责任。因此，排污收费乃至计量收费，甚至要承担污染环境的刑罚，是

责任与公平的结合。因此，污染环境就等同于侵害公共利益和人权，必须承担责任。

目前，国际上已普遍执行排污水、排垃圾计量收费的制度。现在，我国资源浪费严

重，如塑料、纸类、金属等过度包装，既浪费了资源，又多产生垃圾，污染了环境。

以某大都市为例，收运和处理一吨垃圾的成本要 150 元，每年该市要付出 6 亿至 7

亿元解决垃圾问题。 

  实践表明，为了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市场的竞争力，迫使企业必须降低资源

消耗，循环利用资源：如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资源再生周期，替代资源的



开发速率等。比如数百万、数千万年形成的石油资源，价值如何计量？再如森林，

包括水土保持、调节气候、生物多样性、净化空气、木材的经济价值等，虽属于可

再生资源，但功能和价值是多方面的。所以，开采资源要有价、收费和计量，目的

是提高资源利用率。 

  排污收费――基础保障 

  我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对单位排放垃圾收费，2000 年开始对城市居民

的生活垃圾排放收费，但迄今垃圾收费的收缴率不高，且没有实行计量收费。自

2000 年开始，城市生活污水已按照自来水消耗量收费。目前，国际上已普遍执行

排污水、排垃圾计量收费的制度。唯此才能从利益上迫使每个人、每个部门承担环

境责任。而少排废物的办法旨在节省和循环利用，乃至永续利用有限的资源。 

  排污收费定价，往往通过无害化处理污染物的竞争比选成本，辅以适当的利润

来确定。如日本、德国、法国等国不仅对企业、事业单位的垃圾、污水排放采取计

量收费方式，而且，对居民生活垃圾排放也实施计量收费。他们通过标准垃圾袋贴

上垃圾收费处理票的方式，或在垃圾收集车上安装机械手臂计量装置等方式计量收

费。 

  产品负责制――措施保障 

  我们提倡高消费、低消耗和再利用，为的是给后人留下更多资源、较好的环境

和发展空间。从责任与公平的角度说，消费者、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对产品的最终

报废处理和再利用承担资源与环境的责任。所以，产品负责制必然也必须实行。美

国、德国、日本等国都明确将产品责任制确定为经济政策。这项制度在国际上已实

行数年，起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向我国销售了大量

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最近日本理光、夏普等公司来北京表示，如果北京市建设家

用电器和电子垃圾回收处理和利用体系，他们愿意按照收集和处理数量出资给予补

贴。在日本和德国将废旧家电和电子垃圾视为宝贵的资源，可以再生产座椅、污水

井盖和通讯线槽等多种产品。 

  三大经济政策互动互补 

  三项经济政策的本质是利益和责任的公平，从源头控制资源消耗，促进循环利

用，降低消耗。排污收费乃至计量收费，是从末端控制废物的排放，循环利用还可

减少废物产生。产品负责制是在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直接促进循环利用，将源头

和末端责任贯穿起来，实现三项政策的互动效应，形成促进循环型社会的经济政策

框架。 



  有效推进社会事物的发展，往往需要疏、堵和过程控制三个方面的努力。只堵

不疏，好比抽刀断水，溢流难禁；只疏不堵，极易造成旁枝丛生，无序蔓延；如果

疏堵结合而无过程的控制，则无法根据需要调节“洪峰”，而互补互动的最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