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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是现代经济学当中的核心内容，以至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只要开始研究西
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者的世界就容不下其他东西了。
相比之下，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当中最重要内容之一的再生产理论却少有研究和发展。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可以说是一个动态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历史局限性，原有的潜在假
设条件在当代无法自动满足，需根据现实社会背景，重新界定其理论前提和适用条件，构建出新的理
论模型。
本研究的选题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把环境纳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体系，通过环境价值与环境再生产理
论的分析，推演出物质与环境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实现条件，并给出相应的实证分析框架和政策主张。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物质与环境再生产关系的理论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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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加强管理　　（一）提升清洁生产认识　　把清洁生产提升到基本政策的高度来认识，并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工作日程。
国家应将清洁生产列入年度社会发展计划和五年规划中，同时纳入政府负责人的任期考核目标，由软
指标变为硬指标，同样，地方政府也要把清洁生产纳入地方政府的年度社会发展计划中，并真正保证
这项工作的较好贯彻与落实。
　　（二）改革环境管理体制　　改革现行的一些不利用物质与环境再生产关系发展的管理体制，建
立环境价值补偿机制。
统一组织制定物质与环境再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划，制定相关政策及实施办法，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宏
观协调管理机制，同时完善监管职能，确保足够环境价值补偿实现。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环境价值补偿之所以补偿不足，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不
健全，政府的重点过多放在环境政策，对政策的执行和监督则缺乏力度。
以污染物补偿为例，虽然国家在对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中规定了全国和各地区多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
总量，但总量标准定得偏低，总量的监控环节较为薄弱，生产企业有很大可能逃脱污染治理的责任，
导致其实际排污量与其承担的成本并不一致。
因此，应根据自然资本的存量，充分利用市场与环境管制手段，再把信息提供与公共参与这些工具有
机组合在一起，加强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三）积极推动物质与环境再生产关系体系建设　　（1）引导各地建立以物质与环境再生产为
基础的服务功能齐全和点多面广的循环回收网络，形成以回收和集中加工预处理为主体，为物质再生
产提供合格再生资源原料的体系。
一方面要推动由先进设施和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再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处理中心等组
成的系统工程中心建立；另一方面要提高加工利用再资源化水平。
要研究逐步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明确生产企业废物回收、处理和再利用的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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