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9
渊2.12冤

0.121鄢鄢鄢
渊0.049冤

-0.211鄢鄢鄢
渊0.038冤

模型 1

Constant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

7.038鄢鄢鄢
渊0.066 2冤

0.049鄢鄢鄢
渊0.066 2冤

-0.39鄢鄢鄢
渊0.01冤

现金流权
比例渊%冤

C/O

R/N

7.027鄢鄢鄢
渊0.625冤

0.005鄢鄢鄢
渊0.002冤

-0.39鄢鄢鄢
渊 0.01冤

-0.089鄢鄢
渊0.006冤

5.231鄢鄢鄢
渊0.478冤

0.069鄢鄢鄢
渊0.002冤

-0.211鄢鄢鄢
渊0.038冤

12.55鄢鄢鄢
渊2.68冤

0.089
渊0.019冤

-0.078
渊0.082冤

样本数 300 300 300 300 300

变 量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注院鄢尧鄢鄢尧鄢鄢鄢分别表示在0.1尧0.05尧0.01的水平上显著遥

循环经济理论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理念和模

式。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因此，促进我国乃至世界循环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是当前

理论界的重要课题。

一、循环经济理论

1. 循环经济理论形成的背景和原因。20世纪60年代，随

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

态蜕变现象日趋严重。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在反思中认识到，

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

环境和条件，最终结果是地球终究有一天会像宇宙飞船一样

毁灭，这启发了他们的环境意识，循环经济思想和理论逐步形

成。在循环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中存在三个方面的积极因素：一

是生存危机催生了环保理念，美国经济学家E.鲍尔丁的“宇宙

飞船理论”揭示的资源危机，生物学家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

书中指出的环境危机，以及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研究

报告中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危机的严重性，引起了人们对资源

环境利用和保护的思考，并着力寻求保护资源环境的途径和

方法。二是自然界的食物链激发循环灵感，生物学及其他自然

科学在研究自然界现象时发现了一条“食物链”的循环规律，

在这条规律的维系下自然界处于平衡、和谐的发展状态，并由

此萌发将食物链的循环规律运用到经济领域中的理念。三是

科学进步提供了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德国化学家艾根在研

究生命起源时对组织理论的解释，以及其他科学家对物质关

系的分析为循环经济提供了技术方法，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对

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联合国

大会的《世界自然宪章》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

同的未来》的报告进一步肯定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倡导在

世界范围内全面发展循环经济。此后，日本、德国和美国等许

多欧美国家先后立法，保护环境资源，构建循环经济。这样，循

潘春跃 李 博

渊四 川 理 工 学 院 四 川 自 贡 643000 四 川 大 学 吴 玉 章 学 院 成 都 610065冤

【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循环经济理论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科学理论。本文从回归和宽泛的新视角

探视循环经济，以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有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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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交易总额与公司净资产之比在0.1的显著水平上与公司价

值是负相关关系，关联方交易总金额与净资产之比每增加

1%，托宾Q值就下降0.089；其他变量的情况与模型1基本类

似。可见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交易行为降低了公司价值；公司的

关联方交易相对金额越大，公司价值越低。其他模型分析可得

到相同结论。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3、2005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300家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中大股东进行非

公允关联方交易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以及上市公司通过

非公允关联方交易怎样获取私人收益进而侵害其他股东的利

益。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非公允关联方交易会导致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进一步分离，现金流权比例与公司价值正

相关，而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则降低了公司价值，分离程度

越高，公司价值越低。另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用关联方交

易来谋取私人收益，降低了公司价值；公司的关联方交易相对

金额越大，公司价值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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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经济不仅得到公认，而且有法律保障，逐步成为一种经济形

式而加以实践。实践证明，循环经济是一种高效、友好、可持续

发展的人、自然与社会“三赢”的经济形式。

2. 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

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

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

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自觉遵守

和运用生态规律，通过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

排放甚至零排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循环

经济遵循“3R”原则：一是减量化原则（Reduce），这是针对输

入端，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其核心是通过预防

和全程治理方式替代末端治理。二是再利用原则（Reuse），这

是针对全过程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率。三是资源化原则

（Recycle），这是针对输出端，把废弃物变为再生资源。这些原

则规制了循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要求和方法。循环经济的运

行模式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

循环过程，其中关键是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

物”的线性模式，将废弃物回收利用形成再生资源，从而使资

源永续使用。循环经济运行系统主要由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

层面上的循环模式构成，在单个企业内部组织经济循环活动

形成小循环模式；在区域层面内若干单个企业与外部企业之

间的经济循环活动，形成中循环模式和生态工业园区；在全社

会层上由若干单个企业循环和区域性循环相互连接形成经济

循环活动，这是大循环模式。社会大循环模式中主要推行生产

和生活废弃物利用和再生循环。

循环经济的运行主要是根据“3R”原则组织生产和生活

的过程，在运行源头上规制资源开发与节约利用，在运行起点

上设计和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坚持清洁化生

产，在生产后期，加强产品绿化包装，在运行流通环节构建绿

色物流系统，从而形成循环经济的全部活动。循环经济体现在

企业经营上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和重点，经济理念上以生态环

境为基础，经营方式上以生态为中心，经营方向上以资源环境

为导向，经营目标上是以环境效益为中心的利益获取，在管理

手段上是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的方法组合，同时循环经济管

理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保障循环经

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3. 循环经济理念。循环经济理念不同于形态化的循环经

济，它是从循环经济的启示中抽象而成的更具广义性的指导

思想和原则，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是循环经济理论的派生和

一个分支。循环经济理念包括：一是循环原理，任何事物都具

有一种循环关系，因此凡事要从循环链中去认识、把握、处理；

二是价值观念，以价值为导向，开展生产生活活动，其价值体

系包括资源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等；三是“3R”原则，开展工作和处理事物，从构思和运作中

应力求做到“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四是“资源———产

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工作运行程序，从每项工作到

每个环节都应考虑和做到全程序的执行和完成。如果人们在

实际生产生活中坚持了循环经济理念，不仅可以促进循环经

济深入、有效地开展，而且可以促进人类社会向资源节约型方

向发展。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回归

循环经济理论的回归，是追溯循环经济的科学基础和理

论本质，从而深化对循环经济理论的认识和运用。

1. 循环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循环原理不是人类的发

明，也不是循环经济理论的创造，而是人类观察、总结自然界

中某种现象及规律并加以借鉴，而且这种现象和规律普遍存

在于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宇宙中星球的形成、毁灭和再形成，

植物中从种子、苗、花、果再到种子的周而复始的现象，动物之

间的“食物链”现象等说明自然界中各种事物之间都存在某种

意义的循环转化关系。这是客观规律，人类正是借鉴和提炼这

种客观规律形成了循环经济的循环原理及其模式，并从这种

规律维系了自然界中平衡、和谐和持续发展的现象中得到启

示而形成循环经济的思想和理论。

2. 循环的本质是联系与运动。恩格斯指出，我们面对的

整个自然界是各种物质相互联系的总体，这就是说，各种物质

之间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相互作用才构

成了运动。事物的运动引起事物的发展变化。正如艾根所说，

循环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概念，循环本身就是一种运动，是在相

互关联事物之间呈现回路循环的运动形式。循环经济中的循

环是经济范畴内相互关联的经济要素之间的运动形式，“资

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过程既表明了

这些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又说明了它们相互转化的运

动过程和形式，其特点是闭环反馈式运动。在这个循环运动中

转化运动的事物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因而形成物质运动流、

能量运动流和信息运动流三种运动形态。资源、产品、废弃物

和再生资源是这些运动流的阶段性的外在表现形态。发展是

事物的必然趋势，循环经济循环运动的结果必然是促进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协调人、自然和社会三者间的关系。由此

可见，循环的本质是客观世界的联系和运动，循环经济是社会

经济联系与运动的结果。

3. 循环经济是多学科的运用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灵感来

源于自然界的“食物链”现象和规律，但它的构建和成熟还取

决于各种学科的综合运用。循环经济理论是一门新型的交叉

性学科，它融合了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两大门类的相关科学

知识，又综合运用了生态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系统学、经

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循环经济视社

会经济为一个总系统，并将其分解为若干子系统，各系统内相

互循环作用取得动态平衡。这些系统的循环以自循环和外循

环两种形式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流式循环。循

环经济运用不同学科知识和技术，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

特色，如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环保型经济、

高效经济、人与自然友好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等概念和

标识符号，但其核心仍然是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原则和运行

法则。

4.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经济价值观。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

是创造社会财富，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而社会财富必

阴窑10窑财会月刊渊理论冤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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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通过社会生产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的积累而形成。循环经济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显然同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

一致。循环经济通过社会生产生活的循环利用方式，创造资源

减量化、利用最大化、效益最优化的循环效应，其本质是创造

最佳经济效益。因此，循环经济的核心应当是经济价值观，它

的构建和运行以创造和提升经济价值为导向，形成以价值为

中心的循环经济活动。

由于循环经济特定的内涵和属性，其经济价值表现出两

种特性，并由此形成两个价值系统：一是货币度量价值系统，

即能用货币度量的经济价值，其中包括资源利用、废弃物回

收、再生资源以及更大范围内经济循环创造的节约、增收的货

币量价值等；二是非货币度量价值系统，即不能简单用货币度

量的循环经济价值，其中包括资源利用率、废弃物回收率、节

约率、生态平衡性、和谐友好性、经济延长率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等属性和作用力，是一种可转化的经济价值源，是循环经济

的可转化价值。无论是哪种价值观，其系统的归结点都是经济

价值，所以经济价值是循环经济的核心。

三、循环经济理论的宽泛化

1援 泛循环经济说。目前，循环经济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形

态而存在，而且其理念、原理、原则和模式已经广泛运用于社

会的各个领域，既包括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和废弃的社会生

产全过程，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产生活的各

个领域。因此，循环经济带有社会性和全民性，是集经济、技

术、社会于一体的社会化系统工程，同各阶层、各行业、各领域

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推广。从这个意

义上讲，这就是循环经济的宽泛化。循环经济的宽泛化是将循

环经济的理论运用到社会各个领域而形成个性化循环范畴和

系统，这是循环经济的社会化或者广泛化，如果归纳命题，就

叫做泛循环经济。泛循环经济是社会化的循环经济理念，是社

会各阶层、各行业、各领域中所有个性化循环范畴和系统的集

合，是按照循环经济基本理论构建和运行的社会生产生活形

态。它包括政治循环形态、经济循环形态、文化循环形态、军事

循环形态和生活循环形态等，前文所说目前流行的循环经济

是泛循环经济在社会领域中个性化的循环范畴和子系统，而

循环经济理念则是泛循环经济的理论精髓。

2. 泛循环经济的类型。由于社会各领域内涵和形态上的

差异，形成了泛循环经济范畴中的不同类型，在形态上分为政

治类型、经济类型、文化类型、军事类型和生活类型等，在本质

上则统一表现为三种类型的循环系统，即物质流循环系统、能

量流循环系统和信息流循环系统。这三种类型的循环系统并

存于一个社会领域就构成了这个领域的泛循环经济形态。同

时，从循环流的物质性分析，泛循环经济的循环系统还可分为

有形物质循环系统和无形物质循环系统。有形物质循环系统

是指在循环中流动的是有形物质，如矿产资源、生产原材料、

能源、用品和工具等；无形物质循环系统是指循环中流动的是

无形物质，如知识、技术、能力、理念、规则、制度、道德和情感

等。因此，泛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基本理念同社会各领域的客

观结合形成的社会综合循环系统。

3. 泛循环经济的形式。泛循环经济的形式是指它的流动

物质形式，这同循环经济形式一样，表现为物质流、能量流和

信息流三种形式，只不过这些流动物质的构成要素有所不同

而已。泛循环经济的物质流形式是指它的各种有形物质的循

环流动；能量流形式是指它的作用力的循环流动；信息流形式

是指它的信息循环流动。在不同的社会领域，这三种循环形式

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形成它的主要泛循环经济表现形式，如

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物质流形式；在政治、文化及其他领域

则主要表现为信息流形式。但是，无论哪个领域中的泛循环经

济形式都融三种流动形式于一体。从层次梯量可分为大循环、

中循环和小循环三种形式，这基本上和循环经济相对应，只是

主体构成有所不同。从循环进化机理上可分为反应循环、催化

循环和超循环三种形式。反应循环是常规性循环，一般指循环

系统内的自循环；催化循环是滋生性循环，一般指循环系统中

的派生循环；超循环是自循环与派生循环的重构性循环，一般

指循环系统中的的网络循环。

这些分类都是从泛循环经济的不同领域或者属性进行分

析归类所形成的形式类型，无论在哪个领域中的泛循环经济

都融三种流动形式于一体，但在不同的领域，阶段上表现出某

种侧重而成为其主要形式。

4. 泛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泛循环经济是涵盖整个社会

的经济性循环系统和形态，具有广泛性和共同性的特征，因此

形成了一种具有共性的泛循环经济运行模式（如图所示）。

这是一种网络式循环模式，A、B、C、D等代表循环链中节

端，其中，A与B构成闭环式自循环，B与C、C与D等构成派生

循环，A、B、C、D等之间形成网络式循环，N个网络式循环即

形成泛循环经济的全部运行过程和活动。因此，网络循环模式

是泛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循环经济理论已经成为

较为成熟的经济理论，虽然它萌发于人类的“危机感”，催生于

人类的功利动机，成熟于人类的科学文明进步，但是其实质是

人类对自然界认识与模仿升华的结果，并且由于它的广泛意

义和价值作用，从而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泛循环

经济现象。因此，循环经济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效、和谐

和可持续发展，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保障和提

升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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