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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是我们所承担完成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的成果。
1998年，笔者随上海市政府代表团访问德国，受到德国基于循环经济原理的废弃物处理法的启发，回
来后结合产业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国内发表了几篇讨论循环经济及其对于中国发展意义的论文。
自此以来，国内开展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令人高兴的是，200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决定2009年正式开始实施。
这标志着中国的循环经济，从最初的理论研究和试点实践状态，进入到了制度化的全面推进阶段。
　　目前，虽然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和论著在雪片般增加，但是对循环经济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形
成比较清晰的认识，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这里，我想指出，我们的研究团队是按照什么样的视角和原则来开展循环经济研究的：　　第一，在
研究意义上，我们认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整合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绿色发展模式，是对传统的“
经济增长+末端治理”的发展方式的变革。
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末端治理为特征的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种处理途经对于从
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存在着先天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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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让GDP变大的同时变轻：中国提高资源生产率对策研究》适用于从事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发展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者，对于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相关人员也很有参考价值。
让GDP变“大”的同时也变“轻”，其根本途径就是提高资源生产率。
《让GDP变大的同时变轻：中国提高资源生产率对策研究》对国际上有关资源生产率的理论和方法以
及案例进行系统研究，试图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生产率的概念和评价方法，为深化资源节约型社
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学科根据。
《让GDP变大的同时变轻：中国提高资源生产率对策研究》对中国到2020年GDP翻两番情况下的资源
生产率问题进行情景分析，提出中国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适宜模式。
并基于资源生产率的视角，解理中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现代化的应有内涵及实施要点，
为中国在生产、消费、城市发展领域提高资源生产率提供宏观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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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自然资本论的一个关键论点是：经济正在从一个对劳动生产率的重视转向从根
本上提高资源生产率。
　　——摘自霍肯等《自然资本论》（2000）　　1.1　研究背景　　1750年，如果有人在英国国会发
表演讲，预测在此后70年内人类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00倍，那这位演讲者当时可能就会背上傻瓜甚至
更坏的名声。
而在今天看来，这样的预言并非天方夜谭。
同样，如果今天有人预言，在今后甲0年内人类社会的资源生产率（resource productivity）将会提高到
当前的4倍、10倍甚至100倍，或许今天的我们也很难想象这样的目标，但实际上，这种情景却已经悄
悄地向我们逼近。
　　1.资源生产率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开始兴起　　资源生产率是用于核算一个国家或地区单
位自然资源投入或单位污染排放的经济产出的一种理论工具（诸大建等，2005），它是在人类稀缺性
对象发生变化后需要重点考虑的一种生产率。
2Q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资源生产率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的研究在国际上开始兴起，随着各国学者
对其认识的进一步深入，资源生产率的概念开始引起西方大国和主要国际性组织的重视，对此反应最
快的当属英国政府和“倍数X”俱乐部（Factor X Club）。
2001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指出，未来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在不影响环境和社会退化的前提下实现
可持续发展，并要求其内阁的绩效和创新部门（PIU）研究如何以更少的物质和能源投入以及更少的
污染物和废弃物排放来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切实把提高资源生产率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
。
与此同时，以德国伍珀塔尔（Wuppertal）气候、环境及能源研究所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为代表
的国际研究机构更是大胆地提出了资源生产率“4倍跃进”甚至“l0倍跃进”①的构想。
此外，陶氏化学（Dow）和三菱电气等世界500强企业已把提高资源生产率视为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有
力战略（霍肯等，2000）。
总之，一场旨在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革命将会在全球愈演愈烈。
　　2.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关键是提高资源生产率　　当前，发展循环经济、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中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节能降耗”、“
节能减排”和“集约用地”等一系列具体的绩效考核指标。
这些目标的实质是，中国需要创新性地形成一个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稀缺条件下的大国发展模
式，而其中的理论关键则是提高资源生产率。
在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致力于提高资源生产率以实现减
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的经济发展，即用较少的自然资本消耗来获得较高的经济产出。
它也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负荷的耦合与分离关系。
显然，基于资源生产率的视角来审视未来中国的发展问题，可以为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带来系统化和机理性的认识。
　　3.对“中国情景”的关注是本学科“十一五”发展战略与优先资助领域　　从研究的角度看，直
面现实是一个最基本的学术缘起，对鲜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思维回馈，是研究者
的重要使命之一。
选择对中国未来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绝无“赶时髦”之嫌，更多是受到国家权威部门
对本学科优先资助政策导向的鼓舞。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十一五”发展战略与优先资
助领域》中，明确指出研究重点要针对中国未来的特点，特别指出要加强对资源紧缺的发展大背景下
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对于“中国情景”的关注将成为全新的沃土。
据此可以看出，借助于资源生产率这个全新的理论工具，结合中国的发展情景加以分析，进而探讨中
国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适宜模式与推进策略，正是符合当前学科发展的方向，也正因如此，本书获得了
数项国家级研究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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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际上关于发展观的讨论有三种主张：①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代表的
“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战略主张，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问题；②以生态学家为代
表的“生态还原主义”（ecological reductionism）战略主张，关注的是生态安全问题；③以戴利（Daly
）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学家主张“把经济看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关注二者的协调发展。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讨论也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是对经济增长的目标
甚为关注，并且制定出清晰的GDP增长目标，但对于实现GDP增长目标所需耗费的自然资源及其可能
造成的环境污染缺乏深入研究；二是仅从纯粹环保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主要讨论了中国未来的环境容
量和自然资源承载力，但对于允许经济增长应达到怎样的规模即环境如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问题缺乏
考虑。
总而言之，前者偏重于对经济的关注，后者偏重于对环保的关注，均未能找到一个体现二者相关性的
理论工具。
　　根据戴利（2001）的主张，增长仅仅关注GDP的数量，而真正的发展是关注GDP的质量，也就是
把经济和资源环境融为一体加以考虑。
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资源生产率概念，则可以很好地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要求，提高
资源生产率这一倡导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在国际上，以莱斯特?R?布朗（Lester R.Brown，2005）为代表的学者把过去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
放和低经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统称为A模式，主张未来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应该沿用B模
式。
应该说，相对于以往经济发展的惯性情景A模式而言，B模式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它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有必要，是绿色现代化或生态现代化的真正内涵。
但就当前来说，它是发达国家最可能争取的目标。
因为，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成熟经济体（即物质规模相对稳定），才有可能通过资源生产率的提
高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
例如，一些欧洲国家已提出在21世纪上半叶要实现资源生产率为“倍数4”甚至“倍数10”的发展目标
。
　　然而，B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则遭到质疑，这样的发展目标能否适用于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特点
呢?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2020年，在中国经济增长翻两番的同时，如果希望环境压力没有明显增加，那么，资源生
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而如果希望环境压力有明显减轻（例如比现在减少一半），那么，资源生产
率就必须提高8～10倍（诸大建，2004）。
这个目标看似鼓舞人心，然而以中国当前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来看，要实现这种减物质化模式难度
很大，否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目标需要调整。
显然，这最终将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8模式对于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并不适合。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基于资源生产率的视角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在国内尚处于空白状态。
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
导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概念。
所以，传统的经济理论与管理方法虽然对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有大量研究和论述，但对资源生产
率却缺乏深刻认识。
事实上，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管理理论是以自然资源和环境吸纳能力的非稀缺性为前提条件
，这样的理论不可能对我国当前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问题带来系统化
和机理性的认识。
由此可见，基于资源生产率的视角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适宜模式展开深入研究，无论对中国未来实现可
持续发展还是对深化应用资源生产率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①揭示资源生产率理论对于中国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意义；②提出中国到2020年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适宜模式；③从新
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现代化三个层面阐述适宜模式的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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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进一步导出本书三个主要目的：①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方法、评
价指标以及应用领域等方面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生产率理论框架；②应用资源生产率的理论框架
，对中国到2020年GDP翻两番状态下的资源生产率问题进行情景分析，提出中国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适
宜模式；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让GDP变大的同时变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