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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指出：“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
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
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将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循环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
是按照经济学原理和生态学规律组织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
的经济活动。
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也可称为资源循环型经济。
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
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和清洁生产的战略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革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世界潮流，开始形成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
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战略思想，并正在成为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一个主
流思潮。
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经济，反映了人类社会正在不断寻求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道路。
    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和资源化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循环经济的基本思路。
循环经济的提出，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的创新，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上不
断升华的结果。
循环经济把整个经济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特殊形式和部分来看待，基于这一出发点，改进经济系
统使之能与生物圈兼容，以能最终持久生存下去，就成为研究与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
循环经济就是要借助于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认识，特别是产业代谢研究，找到能使经济体系与生物
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相匹配的可能的革新途径，最终就是要建立理想的经济生态系统。
循环经济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包括企业层次污染最小化、企业间废弃物的交
换和传递，还有产品生产过程中和消费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循环。
循环经济就是立足于循环型企业、生态工业园区、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通过立法、教育、文化
建设以及宏观调控，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天人调谐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以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为主，其理论依据，前期主要
是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理论，提出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后期主要
是“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产权明晰，就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可以达到帕累
托最优。
这些理论为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即“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确定。
这一模式曾经对于遏止环境污染的迅速扩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但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难以从根本上得到遏止。
所以，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可用资源逐渐从稀缺走向枯竭的现状，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已经成
为一种发展导向，同时也已经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决策因素。
    在这种发展观的大背景下，近几年来在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公
共财政学家、材料学家、环境学家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对经济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中如何起作用的讨论已经引起了重视，其中税收手段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循环经济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
并且，2008年8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
国家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活动给予税收优惠。
该法专门设立了“激励措施”一章，其中对相关税收扶持政策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制定和出台实施，将会增强现有税收激励政策的刚性，同时也为我国下一步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

续制订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及法律法规提供依据。
因此，本书的选题“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力图探索利用生态税收这一经济手段促进循
环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本书试图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在对西方生态税收理论研究作出总结，并对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
研究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税收政策问题，重点则放在用循环经济的
理念完善我国税收制度、对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态税收政策上。
即以生态税收为着力点论述税收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对我国的循环经济税制建设提出一些建
议。
    本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导论主要对本书的选题背景、选题理论和现实意义作出说明，并对本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先
作概括的描述，在此基础上最后对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行说明。
    第二章着重研究循环经济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及循环经济建立的现实背景，重点论证循环经济的经济
学解释、循环经济的原则和特征，其作用机理是什么。
这一章也是为以后几章具体论述循环经济的实践问题和税收政策的设计作理论上的铺垫。
    第三章在分析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循环经济的结构和清洁生产、
生态工业园区、城市层次的废弃物再生利用和可持续消费这四个层次，并对国外对循环经济的探索及
国际组织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做了探讨，由此归纳出对我国有用的借鉴与启迪。
此外，还从对我国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我国主要废弃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化状况的分析出发，
论述了政府职能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转变与创新以及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现状及评价建议，试图总结
出对我国循环经济政策建设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第四章从环境税收的经济原理出发，对有关循环经济政策的理论进行了探讨。
作为环境经济手段的两个重要方面，“庇古税”和科斯手段是环境税收研究的基础。
因此，在马歇尔外部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庇古税”及其税率、税基和特点，并分析了“
庇古税”实现的困难和庇古税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还对科斯定理的内容、含义以及对科斯定理的批评进行了论述，从而为以后章节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的
探讨打下了基础。
    第五章首先分析了国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原则、难点及解决措施，以此为指导，
介绍了国外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税制建设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的实践探索，包括美国有关循环经济的
税收政策实践和欧盟绿色税费的现状与特征，力图总结出对我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有借鉴
价值的经验。
    第六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现存税制的生态功能，还对我国现行直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进行
了归纳总结，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与环境相关的税收政策的改革潜力进行评估，
对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进行重新认识，进而分析在我国引入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为探讨我国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理论和现实背景。
此外，针对我国长期以来税费并存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排污收费体制发展历史、现状与问题，并对
进一步改革的思路作出评述，这是我们研究循环经济税收政策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第七章应该是本书的重点。
在前几章对循环经济税收政策进行理论分析、实证描述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在我国建立循环经济税收
政策体系的问题。
本章既阐述了建立循环经济税收政策体系的指导思想，又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税收制度的总体思路，
从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适当调整我国税收制度、制定鼓励节约能源、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区、环境
研究与开发(R&D)和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重构环境贸易的税收激励政策和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
税收优惠体系等七个方面，探讨完善我国现行税制、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税收政策问题
。
尽管是一些实际的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和研究目标的限制，主要还是从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
合的角度来探讨我国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的设计。
    本书的前二、三章主要研究循环经济的一般理论问题，并对国际上的循环经济实践和我国的状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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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探讨。
后四章结合我国实际，对循环经济税收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其基本逻辑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
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指导下，在对外部经济思想、“庇古税”理论和科斯定理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
，研究税收政策在鼓励节约能源和资源、促进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区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为我国循
环经济发展中的税收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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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本文的选题　　生存与发展是一个跨世纪的主题，它贯穿
于20世纪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也继续成为21世纪的全球性主题。
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些发达国家继之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社会
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经济，反映了人类社会正在不断寻求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道路。
　　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
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
他认为，地球就像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靠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生存，如果人们像过去那样不合理
地开发资源和破坏环境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
因此，“宇宙飞船”理论要求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效法以线性为特征的机械论规律，转向效法以反
馈为特征的生态学规律，要求以新的“循环式经济”代替旧的“线性”经济。
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和清洁生产的战略思想，并在这一时问段人类进入以环境
保护为目标、对生产末端和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再利用的循环经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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