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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

内容概要

《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内容简介：首先，这种“三高一低”的增长方式面临
着中国的资源本底和环境容量的制约，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不能长期支撑这种粗放型的发展，必须通过
资源的循环利用，把资源的利用限制在资源再生的阈值之内，把对于环境的损害限制在环境自净能力
的阈值之内，通过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无害化，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这种“三高一低”的增长方式也在国际上饱受争议和指责，常常成为发达国家“拿捏”中国的
把柄。的确，高排放已经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虽然中国在碳排放的存量（历史累计量）
上并不大，但在增量上却越来越多，只会加剧全球气候进一步升温。由于可持续发展具有共同性的特
点，只有全球共同行动，才能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研究循环经济和低碳发展，探索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现
代教育出版社紧紧扣住这个时代的脉搏，在“十一五”规划时就确定了本选题，并把这个研究作为重
点支持图书，实属难能可贵，而《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就是作者在这个背景
下形成的研究心得。
2000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博士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在循环经济、低碳发展、城市化等可持
续发展相关领域发表了一些论文，在课堂上教授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除此之外，我全身心地
投入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作为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CNSCs）
的相关工作，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区域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考察了目前108个实验区的绝大部分，多
次参与国外可持续发展的交流和考察活动。正是有这样的经历，《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就不完全是一部纯理论著作，它还能从中折射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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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学敏，1963年11月生，山西省襄汾县人。先后在兰州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和经济学硕士
学位（1989）、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党
委书记，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区域经济学专业、自然资源专业硕士研究生导
师，自然资源专业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与区域发展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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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线形经济与漫长的反思之路
一、工业革命的辉煌与缺失
二、“线形经济”
三、漫长的反思之路
四、从理念到全球行动
五、中国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
一、快速工业化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
二、快速城市化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
三、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压力
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引领世界潮流
第三章 从线形经济到循环经济
一、循环经济理念的产生
二、生态工业园区的循环经济设计
三、循环经济的宏观设计
四、循环经济的微观设计
五、CNSCS的循环经济探索和实践
六、循环经济理论
七、循环经济的机制和制度
第四章 从循环经济到低碳经济
一、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潮流
二、国际低碳经济的典型案例
三、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四、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和机遇
五、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及实现措施
第五章 节能减排与低碳社会
一、积极推进低碳社会建设
二、低碳经济的认识误区
三、农村节能减排与低碳社会
四、城市节能减排与低碳社会
第六章 循环经济、低碳发展与经济学创新
一、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二、现代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循环经济挑战现代经济学
第七章 循环经济、低碳发展与经济政策创新
一、既有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偏差
二、末端治理的环境政策
三、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与国家粮食安全
四、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5.《新发展观》和《我们共同的未来》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来自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汇聚一堂，
共同商讨环境对人类的影响问题。这是人类第一次把环境问题纳入国际议事日程。大会所通过的《人
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各国人
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也是人类的紧迫目标。这次会议，把各国政府和公众的环境意识向
前推进了一大步。
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出版了《新发展观》，提出了“发展=经济+自然+
社会+人”的著名公式。他提出的“为一切人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尺度和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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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发展，发展应以“
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发展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
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①把发展关注的中心由客体移向主体，是从旧发展观向新发展观的
一个质的转变。
1983年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从
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总观点》的研究报告。报告深刻指出，我们需要一条
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
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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