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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复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１．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式生态系统的

特征及其基本矛盾

　　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较，自然、经济、社会复

合生态系统虽然同样受自然规律，尤其是生态规律

的支配，但在结构、功能、动力机制、演化形式以

及人在系统中的角色等方面均有显著的特征。

　　1.1　复合生态系统在结构上的特征表现为生

态系统、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复合结构的融合性。
　　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生态系统、经济

系统和社会系统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融

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以经济系统为例，
其组成要素中不仅包括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传

统的经济要素，而且还要把属于生态系统的自然环

境诸要素以及属于社会系统的人口等要素纳为系统

的内生变量，否则根本无法深刻揭示当代经济系统

的运行规律。

　　1.2　复合生态系统在功能上的特征表现为生

态系统、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功能的交互性和同一

性。

　　系统科学认为，系统功能是系统性能的外化，
是在系统行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有利于外部环境

中某些事物乃至整个环境继续与发展的作用。
　　复合生态系统功能的交互性表现为生态子系

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三者之中，任何两个

子系统都互为功能对象。以经济子系统为例，它既

以自身的发展为社会子系统打下社会稳定、社会进

步的基础，又依靠社会子系统的先进文化、先进制

度来促进自身的存续与发展；既以自身的发展对环

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提出需求并给以经济实力支持，
又以生态系统为自身存在与持续发展的自然物质基

础。
　　复合生态系统功能的统一性表现为系统为了实

现整体功能的优化，不仅要充分发挥各自系统有利

于其它两个子系统的功能，也要尽可能地弱化乃至

消除在其他行为中外化出来的某些不利于其它两个

子系统的系统性能的负面影响。以经济系统与生态

系统的相互关系为例，经济系统对于生态系统，既

有有利于生态系统存续与发展的功能，又通过物质

流、能量流向生态系统排出污染，不利于生态系统

的负面影响与作用。只有弱化乃至最终消除这些负

面影响，才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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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

　　1.3　复合生态系统在动力机制上的特征表现

为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子系统动力机制的联动性。
　　生态子系统中生命系统内部矛盾、环境系统内

部矛盾以及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相互之间的矛盾是

推进生态系统演化的动力。经济子系统中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其发展的动力。社会子系统

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推进其进步的动

力。在复合生态系统之中，只有整合上述各种动力，
使之凝聚在促进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同一方向、同一轨道上，才能使复合系统健康的发

展。

　　1.4　复合生态系统在系统演化形式上的特征

表现为生态系统自组织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组织

这两种演化形式的协同性。
　　自组织是在一定条件下，由于系统内子系统的

相互作用，使系统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结构的过程。
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子系统就是一种典型的，具

有自创生、自复制、自生长、自适应等能力的自组

织演化系统。而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则是在客观经

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支配下、经过人的干预形成的

他组织演化系统。由这三个子系统复合而成的自然、
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既具有一定的自组织演化系

统的特点，又摆脱不掉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人为

干预，这样就形成了复合生态系统中两种演化形式

的矛盾乃至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能是尽

最大可能使人对复合生态系统的干预符合自然规

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要求，使生态系统的自

组织演化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他组织演化协同

运作，整合成为统一的演化过程。

　　1.5　复合生态系统的另一特征表现为人作为

生态系统中一种特定的生物种群，与其他生物种群

同为住在生态系统这一方舟的一员，但在同时人又

扮演着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调控者的角色。这就是

人在复合生态系统中角色的多重性。

　　人在复合生态系统中的上述角色多重性，要求

他们必须时时刻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自然之子，
只有与生态系统中其他成员一样同舟共济、和谐相

处，才能使复合生态系统得以存续和发展。

　　1.6　复合生态系统的基本矛盾

　　上述复合生态系统的五个基本特征，从不同侧

面刻画了复合生态系统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具

体表现为：作为元生产力（意即生产力之源）的两

方面人与自然的矛盾，元生产力与其他生产力要素

的矛盾，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关系

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先进文化与

落后文化的矛盾，先进制度与落后制度的矛盾等。

２．复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及其判据

　　2.1　复合生态系统演化的两种可能轨道

　　复合生态系统既有朝着良性循环方向演化的可

能性，也有朝恶性循环演化的可能性。决定的因素

在于：人类能否扮演好自己在复合生态系统中的多

重角色；能否协同好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他

组织与生态系统自组织两种演化形式的关系；能否

实现复合生态系统多种动力机制的联动；能否统一

好复合生态系统的多种功能；能否处理好复合生态

系统内部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多种要素的相互关

系。如果人类能够正确处理上述一系列问题，就可

以使复合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否则就将

落入恶性循环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2.2　区分复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

的判据

　　可以从复合生态系统演化进程的均衡性、适应

性、稳定性、流畅性和可持续性等五个方面辨识系

统是朝着良性循环还是朝着恶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均衡性要求系统各组成部分在演化过程中能保持动

态平衡；适应性要求演化中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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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社会子系统相互适应；稳定性要求复合生态系

统在演化中，尤其是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中能

够尽量避免、甚至减缓可能发生的振荡；顺畅性要

求复合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内、各子系统之间

以及复合生态系统与外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

流、能量流、价值流、人力流和信息流能够比较顺

畅的流动；持续性要求系统能够存续并且持续发

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持续性是上述前四项要求的集

中体现。当前迫切需要对此问题的深入理论研究以

及相应的定量分析方法和软件的开发。

３．复合生态系统演化的历史轨迹与当前

面临的抉择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祖先住在热带的或亚热

带的森林中，依靠森林获得所需食物、衣物、栖息

地。人类使用火以后结束茹毛饮血的时代，使人类

大脑有飞速的进化，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火猎” 导致的森林破坏，产生了人类史上最初的

生态危机。
　　农业文明时期，农耕的出现使人类文明极大的

进步，但是无限制的破坏森林，扩大耕地所导致的

复合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则是古埃及、巴比伦、古

印度文明衰败的主要原因。工业文明时期，一方面

生产力高速发展，文化空前发达；另一方面，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达到危及自然、经济、社会复合

生态系统存续与发展的紧要关头。
　　在当前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更替的过程中，
人类必须反思长期以来由于自身的社会、经济行为

导致复合生态系统恶性循环的历史教训，坚决遏制

复合生态系统恶性循环的趋势，及时转入系统良性

循环的轨道。

４．出路在于构建循环型社会、发展循环经

济和研发与推广环境友好型科学技术

　　为了实现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的转变，首先

要揭示这一转变过程的本质，认清判别是否实现转

变的根本标志，然后还要找到实现这一转变的出路。
　　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变的本质和根本标志

就是要使人类能够均衡、和谐、顺畅、平稳和持续

地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所需各种自然资源，并且

使基于人类劳动的经济活动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

的物质代谢及其产物能够逐步比较均衡、和谐、顺

畅、平稳与持续地溶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代谢之

中。
　　长期以来，自然生态系统经历复杂、曲折的演

化，形成比较均衡、和谐、顺畅、平稳和持续的物

质代谢过程。当人类通过劳动诞生以来，又产生了

在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中人通过劳动与

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

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

质变换（按，德文本为 ‘代谢’）的过程”。上述两

种物质代谢的共性表现在两者均为由物质循环、能

量变和信息流通构成的物质代谢过程，均受自然规

律支配。其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在

自然规律支配下自然而然运行的结果；而后者则是

在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之中，在自然规

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共同支配下，由人引起、
调整与控制的过程。由于复合生态系统有一个逐步

完善的过程，人对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

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人运用客观规律调

整与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能力，也有一个

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势必会出现

各类不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行为，造成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等防碍经济活动中物质代谢及

其结果均衡、和谐、顺畅、平稳、持续地溶入自然

生态系统物质代谢之中的现象。只有从根本上解决

这一问题，才能遏制复合生态系统恶性循环的趋势，
逐步把系统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从实际情况出发，
深刻反思历史教训，扮演好人在系统中的多重角色，
全面、系统地切实处理好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

态系统总统和各子系统内的各类矛盾，进一步完善

系统结构、动力机制、演化形式，整合与提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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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下列三方面的

工作：通过构建 “循环型” 社会理顺社会子系统内

部及其与其它两个子系统、以及与系统总体的关

系；通过发展循环经济理顺经济系统内部及其与其

它两个子系统以及与系统整体的关系；在经济子系

统和社会子系统的支持下，从完善生态子系统的要

求出发，建立对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体系。

５．有关在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复合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一些想法

　　5.1　在积极倡导、努力实践的同时，应深入

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加强理论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人通过劳动与自然

进行物质代谢的论述、克尼斯在《经济学与环境》
一书提出的物质平衡理论中关于由物质加工、能量

转换、残余物处理和最终消费组成的经济系统物质

流动关系与物质平衡的论述、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

论中关于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必须是所有的资源都能

够循环使用的论述、弗鲁士工业生态学关于工业代

谢与生态工业的论述、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

《改变航向：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点》
报告中关于生态效率的论述等都对循环经济实践起

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关于循环经

济的理论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因此，极有必要

在总结国内外循环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对有关循环

经济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5.2　在产品从 “摇篮”、“坟墓” 到再生的纵

向闭合以及不同行业、不同工艺流程的横向共生中

要坚持经济核算，使每个产品整个生命循环周期的

设计以及不同行业、不同产品、不同工艺流程之间

产业链的设计，不仅在生态上合理，而且在经济上

合算。
　　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和区域都要关注提高经济

竞争力、市场竞争力的问题。有名的经济竞争力理

论的倡导者波特在其《竞争论》一书中专门讨论了

环境保护与经济竞争力相互关系，并以人均资源相

对缺乏的荷兰为例，论证了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

源利用率、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每

一个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和地区都要努力使自己不

仅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出贡献，而且要在严酷的

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

　　5.3　与在企业和区域层次上探索实施循环经

济的同时，要注意解决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实施循环

经济中的问题。
　　首先，要探索在国民经济部门结构层次上实施

循环经济的途径。在国民经济部门体系中不仅应有

众多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生产产品和服务的部

门，即所谓 “顺向” 产业，也要有以恢复与改善自

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状况为目的，为环境再生产和人

口再生产服务的部门，即所谓 “逆向” 产业。否则

就无法在国民经济部门体系这一层次上实现循环经

济。
　　其次，要探索在资本循环层次上实施循环经济

的途径。社会总资本由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人造

资本（包括硬的和软的，如社会资本）构成。这三

种资本都应完整地经历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

资本三种形式的循环。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

然资本在经历了生产资本形式的循环，生产出了环

境产品与服务后，由于环境产品与服务的外部性和

公共物品性，无法在市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因而

无法通过由生产资本经由商品资本到达货币资本的

循环过程。因此，有必要通过体制创新，使自然资

本像人造资本一样，顺利地通过完整的资本循环过

程。
　　第三，要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再分配的层次上，
通过完善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经济政策，改革

其中不利于实现循环经济的部分，制定有利于实现

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以便有力地推进循环经济的

发展。
　　最后，要探讨资源、环境核算的方法，积极、
稳步地将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之中。这项工作也是从国民经济总体上实现循环经

济的重要保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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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既要解决好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实施循

环经济的共性问题，又要针对不同产业、不同行业

的特点，细致深入地探讨解决不同产业、不同行业

实施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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