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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理论探源与实现路径
!

---+资本论,的生态语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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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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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循环经济是以物质循环规律为依据#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特征$以实现经济发

展与环境良好双赢为目标的生态型经济%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包括自然界

物质循环$人的生命循环以及社会经济循环三个有序递进的层次%每个层次内部和各个

层次之间的良性循环#是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客观要求%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以)大量

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为特征的生产方式违反了物质良性循环规律#导致社会经济

循环和人及自然物质循环之间的尖锐对立#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必须通过

循环经济立法$创新绿色科技和利用市场机制等措施#加速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推动低碳

循环发展%循环经济是发展范式的深刻革命#是我国应对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自然生态循环&资本逻辑&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绿色*发展方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

)绿色*发展#明确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

追溯循环经济的思想渊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经阐发了丰富的循环经济思想#并对

资本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与物质循环系统的内在矛盾有过深刻的分析#这些思路与观点为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社会经济循环是物质循环系统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建立在承认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

界物质循环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以人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为中

介#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物质循环系统的整体%这一物质循环系统主要包含依次递进$相

互作用的三个层次!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人体自身的物质循环$社会经济循环%这三个层

次的物质循环始于自然又回归自然#包含生产$消费等环节的社会经济循环活动是物质循

环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

'一(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第一个层次是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是其他物质循

环的本源#在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物质循环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层面%自然界存在着)无

休止的运动和变化*#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的*

'恩格斯#

!0%$

!

!2

(

%在自然界

中#各种物质要素按照规律而相互作用$进行着循环往复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活动%

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循环运动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当代生态科学的发展所证实%例

如#生态系统及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理论认为#在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构成的生物系

统中#植物是生产者#通过对环境系统中的各种物质进行光合作用来生产有机物质#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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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在#有机物逐级转移给作为消费者的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组成食物链#使有机物

质从一种生物传递到另一种生物#最后由作为分解者的微生物进行分解后#又返回到环境中%在这个循

环和流动过程中#进入每一个营养级的物质和能量都会被消耗一部分和转移一部分到下一级#但是#无

论是消耗还是转移的活动#都不会对任何生命和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从而维持了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过

程%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也是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得以建立和运

行的首要前提%在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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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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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自然系统的物质循环#)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

过程提供活动场所*#是维持人类生存以及整个物质循环系统存在的基石%首先#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整

合了包括空气$阳光$水分$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等各种自然物质#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其

次#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为人类生存以及构建其他物质循环的一切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既为人类

提供了)最初以食物*形式存在的生活资料#还为人类提供了天然的)武器库*即制造劳动工具的原材料#

诸多自然物质)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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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类活动

的现实力量只能建立在合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及其规律的基础上%

'二(人体的生命循环

第二个层次是人的生命有机体的循环运动#即维持人生命的新陈代谢活动%人的生命运动源于自

然又异于自然#在物质循环体系中处于中间层次%

人的生命运动#在本质上也是一个自然循环过程#并且在此基础上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协同互动%

马克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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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联#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而人又)是自然界的

一部分*%同时#)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需要物质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其生命活动

中#)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以保证)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

精力条件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过程*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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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人类也需要将

自然物质纳入人体的生命循环之中#让它)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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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

所需要的有用物#在新陈代谢的生命运动中被同化于自身#转化为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而对身体无

益的废物#则通过排泄$呼吸等循环活动返还到自然界#重新进入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过程%

人的生命循环活动又与自然系统的生物活动根本不同%人是以劳动作为中介活动参与自然界物质

循环运动的#通过劳动生产实践活动#人提升了自己#使自身的生命循环运动与自然界区别开来%马克

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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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

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类以劳动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根本方式#并通过劳动这种中介活动极大地

改变了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过程#将各种自然物作为使用价值的源泉进行能动的改造#)依照自己的目

的作用于其他的物*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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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自然物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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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人通过劳动实现的自身生命循环运动是顺乎自然的#与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

关系是和谐平衡的%在人类通过劳动实现生命循环运动的过程中#从自然界获取的资源十分有限#基本

上没有打破其生态平衡#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作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产生的)排泄

物*又重新回归土地#成为)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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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经济循环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经济循环%社会经济循环是物质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循环体系包括

生产$消费$废弃三个主要环节#是)生产
Y

消费
Y

废弃*的循环过程%

在马克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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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人类为了获得维持自身生命循环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就必须进行生产#

对自然物进行改造#让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因此#物质资料生产作为人类的第一个活

动#也成为社会经济循环过程的初始环节%消费则是社会经济循环的中心环节%生产是消费的前提#消

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的数量$质量及其水平都是由生产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就有什么样的消费%

在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下#人类生产能力十分有限#产品稀缺#人们的消费水平就相当低下%废弃物是

经济循环的负产品#废弃是生产和消费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循环过程必须面对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切

实贯彻)三
O

*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资源减量化#再利用和循环使用#将废弃物资源化%在)生产
Y

消费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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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循环过程中#起点和终点都是自然界#生产的原材料取之于自然#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废弃物

又会重新返回到自然界%所以#社会经济循环活动与自然物质循环息息相关#关乎自然的命运%自然界

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要求社会经济循环必须是良性循环而不是恶性循环%

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连结人与自然的中介活动#以劳动为线索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揭示

了物质循环运动的客观规律#描绘了人与自然在这个物质循环系统中相互作用$和谐共存的生态图景%

自然界的物质循环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依序派生了人体自身的生命循环和社会经济循环%人体自

身循环和社会经济循环以自然界物质循环为基础又内在地包含着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这三个处于不同

层次而又相互作用的循环体系共同构成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大系统#在各层面内部要素健康$各层面之

间协调良好的条件下#整个物质系统就呈现出稳定和谐$持续发展的生态平衡状态%

二$资本逻辑与物质循环系统的悖论

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大量生产
Y

大量消费
Y

大量废弃*的恶性循环体系%所谓

资本逻辑是指资本追求增殖或利润最大化的本性%资本逻辑是工业化商品化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

和基本原则%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大量生产
Y

大量消费
Y

大量废弃*成为工业社会的典型经济模式%

在这个恶性循环的模式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就要肆无忌惮地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以支撑)大

量生产*#以各种手段#包括推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提倡)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消

费的结果必然是大量废弃物的产生#而且资本的逻辑不断地推动着这个经济体系的快速循环#也就加速

了对自然物质循环系统的破坏%马克思揭露了资本逻辑下的这种经济循环与物质循环系统的内在矛

盾%他指出#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对人的劳动力和土地自然力)携手并进*的滥用和破坏
'马克思#

/""$;

!

2%"

(

%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阻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活动#)人与自然界物质循环被

打破*$)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

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马克思#

/""$J

!

0!0

(

#这就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

)裂缝理论*%

马克思的批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资本逻辑造成了社会经济循环与自然物质循环的冲突

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模式破坏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造成了社会经济循环与自然物质循环的冲突%

!#

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

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为了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必然会加速从生产到废弃的经济循环#自然资源往

往被过度开发和浪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作为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制

约着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他以土地为例说明#一定土地上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这片土地绝对肥力的制约

'马克思#

/""$J

!

0//

(

%而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必然驱使他们竭泽而渔#采用化学$机械等各种技术手段

增加产量#从而损害土地肥力#扰乱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使土地肥力无法通过正常的自然界物质循环而

得到维持或补偿#反而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降低%由于资本的持续掠夺#自然条件丰饶程度的降低往往

与生产率的提高相伴相生
'马克思#

/""$J

!

/%0

(

#土地肥力不断递减#直至造成)土地之死*甚至)寂静的春

天*%

/#

过量废弃物对自然的重压

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经济循环过程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超出了自然界物质循环所能消解的限度#

难于回归到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中%马克思举例说本来雇佣人数较多的劳动者集中进行大规模生产是资

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点
'马克思#

/""$;

!

17$

(

%但劳动者聚集的大城市在生产生活中消耗大量资源却反过

来破坏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伦敦聚集的大量人口每天产生了大量排泄物及垃圾#但是由于资本逻辑

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这些排泄物及垃圾无法回到土地中补充被消耗的土地肥力#导致)在伦敦#

$2"

万

人的粪便#就没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

'马克思#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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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的梳

麻厂在生产中从自然界索取了大量亚麻但)爱尔兰一些梳麻工厂的工人#常常把那里的废麻拿回家当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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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

'马克思#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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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焚烧所产生的工业废气又再一次污染空气#破

坏了自然界物质系统的健康循环%由于在生产和消费中对自然物质的取之无度以及在废弃时对环境的

不友好#资本逻辑导致了社会经济循环与自然界物质循环的对立%

'二(资本逻辑引起了社会经济循环与人的生命循环的对立

资本逻辑破坏了维持劳动力存续的良性循环过程#造成了社会经济循环与人的生命循环的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下的生产方式)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

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资本的增殖是以)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

'马克思#

/""$J

!

!"1

(

%

!#

扰乱生命循环的正常节奏

在资本逻辑下人体生命循环的正常节奏在社会经济循环中被彻底打乱%维持劳动力存续需要充分

的自由时间来保证休息#否则#劳动力就根本无法重新工作
'马克思#

/""$;

!

1"&

(

%但资本逻辑下决定劳动

时间界限的不再是维持劳动力存续和人体自身生命循环的需要#而是资本无限增殖的需要#这就使劳动

者的自由时间不断被工作时间挤占#劳动力被不断透支%马克思考察了夜工和换班制度#指出#这一制

度符合资本逻辑#满足了)在一昼夜
/$

小时内都占有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有利于资

本增值#却牺牲了对维持劳动力存续$实现人体生命循环而言至关重要的正常休息和吃饭时间#人体生

命循环的正常节奏被打乱
'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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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循环的物质条件难以保障

在资本逻辑下#劳动者从社会经济循环中得到的物质条件不利于维持人体的生命循环%在马克思

'

/""$;

!

!00

(

看来#劳动者需要有适宜的物质条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实现人体自身的生命循环%但在资

本逻辑下#实现资本增值$获得更多利润的需要取代了维持人体生命循环活动的需要#成为社会经济循

环给予劳动者物质条件时的第一考虑%这就导致劳动者从社会经济循环中获得的物质条件根本无法补

偿劳动力的实际消耗以及在劳动中创造的真正价值%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利润与财富

以惊人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却愈发堪忧#甚至相比之下资本生产方式还未建立的

!2

世纪反而成了劳动者的)黄金时代*

'马克思#

/""$;

!

%/&

(

%

'三(资本逻辑导致了人的生命循环与自然界物质循环的矛盾

资本逻辑对自然界物质循环和人体自身生命循环的双重破坏最终导致了人体自身生命循环与自然

界物质循环的矛盾%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社会经济循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破坏#以致洁净的

水与清新的空气都成了奢侈品%被污染的生态环境难以维系自然界健康的物质循环#被破坏的自然界

物质循环也难以再产生合适的)自然物质*来满足人体自身物质循环的需要%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循环

运动#人不得不更加背离已经被破坏的自然界的循环#使自身进一步与曾经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分离#

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造)自然物质*甚至合成人造物#如运用更加复杂的工艺净化水甚至合成人造食品等#

来满足自身生命循环的需要%深层次地改造)自然物质*以及合成人造物的过程中又势必耗费包括能源

在内的大量资源#进一步加剧温室效应和雾霾等环境问题#进一步破坏自然界物质循环#造成人体生命

循环与自然界物质循环间更加尖锐的矛盾#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环境危机#招致自然界对人的极端报复%

总之#资本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破坏了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使这一

物质循环系统内原本循序渐进$相互协调的三个循环走向了矛盾和对抗#也使人与自然从和谐共处走向

了相互对立与冲突%

三$循环经济的实现路径

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扬弃传统的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大量生

产
Y

大量消费
Y

大量废弃*的恶性经济循环模式#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循环规律为依据#重新

构建)资源
Y

产品
Y

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的良性循环运动#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最小化#使社会经济循环系统与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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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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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循环系统融为一个有机整体#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发展%发展循环经济#主要依赖

制度$科技和市场三个方面的协同配合#具体来说需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为推进循环经济提供法制保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合乎每个社会主体的长远利益%按

照权利和责任统一的法律原则#每个人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就需要延伸)依法治国*的理念

于环境保护实践#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用法律来规范社会主体的环境行为#并且严格执法#树

立法律权威#以法制来保障循环经济的推进%

在以法制推进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也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一是凸显主体意识#明确政府$企

业和公民等各类社会主体的环境责任%要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将环境责任落实到人#特别是落实到各级

政府及企业领导人#建立)一把手*责任制#让领导承担主要责任%在中国当前环境下#环境责任不落实

到人#就会出现责任)主体*虚化的状况#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空谈%二是扩大生产者的环境责任#用强

制性的法律手段减少经济活动对自然循环的破坏%在+资本论,里#马克思
'

/""$J

!

0!0

(

也关注到生产者

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循环的破坏#如生产中透支土地肥力#造成物质循环中)不可弥补的裂缝*#也涉及

商品在消费和废弃过程中对自然循环造成破坏的生产者不需承担责任的问题%生产者责任不到位的问

题#在今天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一次性产品$电子产品的生产
Y

消费
Y

废弃的循环过程中更为严

重%扩大生产者责任就是要通过严格的法律规范#迫使生产者为其产品在消费和废弃环节对自然循环

的破坏承担责任#即建立生产者对其产品的)环境终身责任制*#从而迫使生产者研发维护自然循环的绿

色产品%三是通过法律和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环境权益#维护其生命的健康循环活动%马克思在+资

本论,第一卷用了大量篇幅叙述
!$

世纪以来劳动者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过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

又详细引用了大量劳动者为争取正常的工作条件和健康权利而斗争的案例%通过法律与制度保障劳动

者的环境权及其他方面权益#维护其生命的健康循环是构建循环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劳动者的

环境权益和健康权得到实现#才能够调动他们作为环境主体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成为推动循环经济$

建设美好环境的能动主体%

'二(创新绿色技术#为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发展循环经济尤其如此%首先#

通过发展维护自然循环的绿色科技#可以在源头上摒弃诸如大量使用肥料$农药等对生态不友好的资源

获取方式%其次#减少经济活动对自然循环的耗费#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马克思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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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曾指出#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是要)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

利用提到最高限度*#而利用率的提高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最后#科技进步有助于挖掘

废弃物的使用价值#实现自然资源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特别是废弃物的再利用#再循环#从而减小经济

活动对自然循环的压力%正如马克思
'

/""$J

!

!!2

(

所述#)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

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

用性质*%总之#循环经济不会以环境保护之名排斥科学和放弃技术#恰恰相反#循环经济依赖科学技术

的创新#是以绿色科技的发展为依托的%

'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促进循环经济注入持续动力

正如经济活动与物质循环并非天然矛盾一样#市场与环境也并非一定冲突#相反一个健康活跃的市

场恰恰是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动机%一是市场通过资源配置$价格等机制助推循环经济#保全自然循环%

马克思就曾详细考察市场机制是如何促进废弃物再循环的%市场通过配置资源并帮助货币占有者)在

商品市场找到自由的工人*

'马克思#

/""$;

!

!07

(

#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劳动%而在这种条件下#在产生大

量废弃物的同时市场又通过供求关系与价格机制使原料变得日益昂贵#这)自然成为废弃物利用的刺

激*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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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市场的调节功能#)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

产要素*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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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展经济活动的同时保全了自然循环%二是循环经济需要通过市场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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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经济循环与生命循环%如果循环经济生产的产品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同#就会使经济活动成为)惊险

的跳跃*#经济循环也会随之产生)断裂*#市场是这个经济循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链条%而在经济活动

中实现生命循环#通过生命循环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正是循环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马克思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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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考察了呢绒业对废弃物的再利用#这种再利用再循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消费者由此得到了巨大

的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普通质量的优秀毛织物*#从而使他们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

生命的健康循环能够更好地实现#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的认可#呢绒业的废弃物资源化也一步一步地深

化#)需求量如此之大#连棉毛混纺织物也被利用起来*%

从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的线形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减量化和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是一次发

展方式的革命#它要求生产关系和法律制度发生相应的绿色化革命%因此#必须在理论上深化对循环经

济的认识$在实践中探求循环经济的实现路径%只有深刻认识生态系统循环运动的客观规律#以马克思

循环经济思想为指导#走发展循环经济之道#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让美丽中国之梦早日成为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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