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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提出循环经济学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长期目标是实现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
的良性循环，6R 原则即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和再重组原则为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探讨了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从系统学、区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都市
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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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循环经济竞争力研究集中在企业循环经济

竞争力,少数文献探讨了循环经济对产业如汽车产业

竞争力的影响和对策[1][2]。城市与区域循环经济竞争力

研究文献可谓凤毛麟角，主要包括生态工业园区竞争

力、产业集群循环经济竞争力、循环经济模式下的城

市与区域竞争力提升对策、区域生态经济水平与区域

竞争力的关联、环境保护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3][4][5]，城市与区域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形成机制研究还

处于空白状态，因此，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形成机

制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资助信息：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循环经济与济南都市圈发展

研究”（Y2008E07）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都市圈循

环经济竞争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济南都市圈为例”（09BJGJ31）
资助。 

2.1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内涵 

国内外对循环经济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三类观

点：（1）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定义循环经济，主

张人类的经济活动要遵从自然生态规律，维持生态

平衡。（2）从生产过程的技术模式角度定义循环经

济，主张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使生产过程的技术

模式从“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单程型

物质流动模式转向“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

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3）认为循环经济是一

种新经济形态，是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

因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的情况下

的一种新型技术经济模式，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

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 大

化为目标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循环经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循环经济，

主要指“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相当于“垃圾经济”、

“废物经济”。广义的循环经济覆盖所有社会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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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松提出建立新循环经济学，其核心是 5R 原则即

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和再修复原则。李

慧明，王军锋，左晓利等认为循环经济是一个包括自

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系统在内的生态经济大系统的

大循环概念，实现生态经济大系统的良性循环，是循

环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 

温室气体的危害性在循环经济学产生时还没有被

充分认识，因此，以往的循环经济研究大多没有将温

室气体作为有害气体。目前，人类已经充分认识到温

室气体的危害性，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必然

包括温室气体的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和无害化，

低碳经济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循环经济的

一种形态[6],据以上分析，广义循环经济学的本质是可

持续发展经济学，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其长期目标是实现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

环，低碳经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6R（再思考、减量

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和再重组）原则为其基

本原则。 

纵览国内外研究文献，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学术

界广泛接受的区域竞争力概念。借鉴能力观点、资源

观点、要素观点、系统学观点、网络竞争力观点、空

间结构观点、城市发展优势观点和绿色竞争力观点，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 作者认为，区域(都市圈)循环经济

竞争力指区域(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竞争中，

遵循循环经济的 6R 原则，以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为基

础，通过区域(都市圈)各组成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

生态环境）之间的协同作用、相互配合与合理布局以

及都市圈与外部区域之间循环经济相互作用形成的能

为区域(都市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优化带来实质性功效的区域(都市圈)竞争优势。该概

念包括以下新含义：（1）区域(都市圈)与外部区域之

间循环经济相互作用以及合理的空间结构是区域(都

市圈) 循环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来源；(2)区域利益协调

机制是区域(都市圈) 循环经济竞争力 优化的基础；

（3）区域(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形成遵循循环经

济的 6R 原则；（4）区域(都市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 优化是提高区域(都市圈) 循环经济

竞争力的根本目标。 

2.2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基本特征 

都市圈是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及与其

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

组合[7]。 

(1)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以都市圈主体之间相

互比较、较量为前提，没有以都市圈为竞争主体之间

的相互较量、竞争，也就不存在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

力问题；（2）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形成遵循循环

经济的 6R 原则，与传统的都市圈竞争力相比，都市

圈循环经济竞争力强调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都市圈

竞争力形成中的作用,通过降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成本以及占领绿色市场提高都市圈的竞争力，如自然

资源的节约利用、“废物”的循环利用可以改善都市圈

生态环境，提高都市圈的环境竞争力；（3）都市圈内

各组成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突破城市界

限，协同作用、相互配合与合理布局，通过都市圈循

环经济一体化而形成的竞争优势是都市圈循环经济竞

争力的重要来源，如“废物” 突破城市界限在都市圈内

协同作用、相互配合与合理布局实现规模循环经济效

益和集聚循环经济效益，有利于都市圈竞争力的提升；

(4)都市圈基本的空间结构从内到外至少可分为三个

圈层：内圈层、中间圈层和外圈层，由于不同圈层发

展阶段的限制，循环经济的层次存在从内圈层-中间圈

层-外圈层逐渐降低的基本规律，因此，都市圈循环经

济竞争力存在从内圈层-中间圈层-外圈层逐渐降低的

基本规律；（5）根据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都市

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优化是提高都

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根本目标。 

3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 

3.1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形成机制的系统学解

析 

系统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看成系统,大到

宇宙,小至原子,可见,城市与区域也是系统；同时，系

统论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因此, 城市和区域(都市

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形成遵循系统论的基本规律。 

根据系统的开放性、整体性、结构性和关联性，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城

市循环经济相对独立运作产生的循环经济竞争力。要

素是形成系统的基础，不同要素在系统中的作用不同，

对系统的整体功能形成特定的影响；城市循环经济作

为都市圈循环经济系统的组成要素相对独立运作产生

的循环经济竞争力是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组成部

分，不同城市的循环经济竞争力在都市圈循环经济竞

争力的作用不同，对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整体功

能形成特定的影响。（2）城市之间循环经济相互作用

形成的循环经济竞争力。系统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形成具有特定特征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形成

要素所没有的整体性功能；城市循环经济是都市圈循

环经济系统的组成要素，城市之间循环经济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形成具有特定特征的都市圈循环经济结构，

产生整体的都市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形成整体的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3）都市圈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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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区域之间循环经济相互作用形成的都市圈循环经济

竞争力。一方面，根据系统的开放性，都市圈循环经

济竞争力受其外部区域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循

环经济系统中，总是上一层次的大系统决定性地影响

下一层次的小系统，城市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形成要以

区域（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 优化为前提，都市

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形成要以全国循环经济竞争力

优化为前提。为了整体的全国循环经济竞争力的 优

化，会牺牲某些都市圈的循环经济竞争力和强化某些

都市圈的循环经济竞争力，因此，需要国家建立合理

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都市圈与外部区域之间循环经

济相互作用形成的竞争力通过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形成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的区

域竞争力研究忽视了第三个来源[8][9]。如为实现我国的

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必须加强生态

环境建设，发展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和生态破坏

小的产业，导致西部地区的经济竞争力降低，但却有

利于中、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因此，中、东部

地区应对西部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提高西部地区的循

环经济竞争力。 

3.2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形成机制的区域经济

学解析 

3.2.1 循环经济生产要素供给的都市圈差异 

（1）生产要素供给的都市圈差异通过都市圈比较

优势促进都市圈竞争力的提升。资本、劳动、科学技

术、管理能力、信息、制度等生产要素分布具有不均

衡性,在生产要素不能够完全流动且具有运转成本的

情况下，各都市圈生产要素供给存在的差异性，必然

会反映在其生产要素供应的价格上，进而通过对都市

圈生产成本与效益的影响 终影响都市圈竞争力。区

域比较优势指一个区域中由区位、资金、劳动力等因

素共同形成的有利发展条件，可见, 生产要素供给的

都市圈差异通过都市圈比较优势促进都市圈竞争力的

提升,通过都市圈比较劣势抑制都市圈竞争力的提升
[10]。（2）与传统的经济学不同, 循环经济学将自然资

源与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包

括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管理能力、信息、制度、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分布不均

衡而且不能够完全流动导致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要素

供给存在都市圈差异性，因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要素供应价格存在都市圈差异性，进而通过对都市圈

生产成本与效益的影响 终影响都市圈竞争力,如生

态环境条件优越的都市圈生态环境容量大,生态成本

低,有利于都市圈竞争力的提升。根据循环经济理论和

区域比较优势的概念，都市圈比较循环经济优势指一

个都市圈中由区位、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管理能

力、信息、制度、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等因素共同形

成的有利发展条件。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循环

经济生产要素供给的都市圈差异通过都市圈比较循环

经济优势促进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通过都

市圈比较循环经济劣势抑制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

提升。 

3.2.2 集聚循环经济 

企业为了相互利用“废物”、集中再循环利用“废

物”、共同利用循环经济基础设施、减少“废物”运输中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必然在空间上集中在一起，

以实现集聚循环经济效益，导致循环经济具有区域差

异性。 

3.2.3 循环经济转移成本 

转移成本指为克服空间距离而在经济、社会和心

理等方面所花费的全部成本，又称距离成本，主要包

括运输费用、时间成本、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基于

循环经济的转移成本(可称为循环经济转移成本)包括

循环经济生产要素克服空间距离而在经济、社会、心

理等方面所花费的全部成本（如“废物”的运输费用、

时间成本、信息成本）和循环经济生产要素为克服空

间距离而花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成本，如在“废物”运

输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成本，在道路、运输管道等建设

过程中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破坏成本。 

循环经济转移成本的存在使循环经济生产要素的

空间流动具有了不完全性,同时,又限制了循环经济生

产要素优势和集聚循环经济实现的程度,并 终使循

环经济活动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如生态工业园）内,

使循环经济具有区域差异性。 

3.2.4 都市圈比较循环经济优势 

根据以上分析，循环经济生产要素的都市圈差异、

循环经济转移成本和集聚循环经济导致都市圈循环经

济生产成本与效益的差异，因此，产生了都市圈比较

循环经济优势。 

都市圈比较优势是都市圈主导产业选择的必要条

件,对都市圈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根据都

市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选择都市圈主导产业必须考

虑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成本，因此，都市圈比较循环

经济优势成为都市圈主导产业选择的必要条件，对都

市圈循环经济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并通

过产业布局影响都市圈的循环经济空间结构。如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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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稀缺、环境污染严重，“废物”数量大和种类

多，“废物”再循环利用产业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将成为上海的主导产业，并通过产业生态联

系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上海产业结构的生态化，

目前，国家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再生铝年生产能力已达 30 万吨，成为亚洲 大的

再生铝企业；新疆水资源严重短缺，产业和人口集中

布局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生态环境优越的绿洲地区。 

制度作为都市圈的循环经济生产要素，其都市圈

差异性通过都市圈比较循环经济制度优势影响都市圈

的循环经济组织结构。如上海是我国的第一批低碳城

市试点单位，在国内率先制定了低碳经济发展制度，

形成了一批低碳经济组织如低碳企业、低碳社区、低

碳中介组织，促进了低碳经济组织结构的形成。 

组织在区域循环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如政府和中介组织制定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制度和

规划，因此，都市圈的循环经济产业结构和循环经济

空间结构必然受都市圈循环经济组织结构的影响。如

都市圈循环经济协调组织可以促进“废物” 突破城市

界限在都市圈内协同作用、相互配合与合理布局实现

集聚循环经济效益。 

3.2.5 绿色需求的都市圈差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驱动机制和社会需

求拉动机制是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 都

市圈的循环经济产业结构、循环经济空间结构和循环

经济组织结构必然受到绿色需求的影响。如绿色消费

拉动都市圈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促进都市圈产业结构

的生态化,并通过产业布局调整（如生态工业园的形

成）促进都市圈循环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绿色需求

要求都市圈政府成为推行绿色消费的规范者和引导

者，传统企业向绿色企业转型，中介组织发挥“绿化舆

论”作用、提供循环经济信息服务、协调城市之间的循

环经济利益等，形成相应的都市圈循环经济组织结构。    

由于都市圈居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价值观

等差异的影响，绿色需求具有都市圈差异性，绿色需

求的都市圈差异是形成都市圈的循环经济产业结构、

循环经济空间结构和循环经济组织结构差异的重要因

素。 

3.2.6 都市圈循环经济结构 

根据系统论，结构决定功能，都市圈比较循环经

济优势只是一种潜在优势，是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优

势的子系统；如果都市圈循环经济结构不合理，都市

圈循环经济效益小于都市圈循环经济系统的组成要素

效益的简单总和，无法形成 优的都市圈循环经济竞

争优势，相反, 如果都市圈循环经济结构合理，都市

圈循环经济效益大于都市圈循环经济系统的组成要素

效益的简单总和，形成 优的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优

势。同时，都市圈比较循环经济优势忽视了绿色需求

的都市圈差异对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此，

只有以绿色需求的都市圈差异为导向，以都市圈比较

循环经济优势为基础，建立合理的都市圈循环经济结

构(包括都市圈的循环经济产业结构、循环经济空间结

构和循环经济组织结构)，都市圈才会产生 优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才会形成 优的循环经

济竞争力。 

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区域创新是区域发展的根

本动力，因此，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是在持续的区

域创新过程中形成和加强的。 

 

 

Figure1. Figure: main influence facters of the forma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competitiveness i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图 1 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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