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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八大开启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二、绿色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 

三、循环经济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途径 

四、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20日给贵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的贺信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总布局，并写进修改后的党章，确立生态文
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地位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
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十八大开启了生态文明新时代 



 《意见》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在

总结中国探索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完整、系统地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

标愿景、主要任务、制度建设重点和保障措施，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发[2015]12号（2015年4月25日） 

一、十八大开启了生态文明新时代 



《意见》的创新点和闪光点 

•一是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这是第一次明确把绿色化纳入我

国现代化推进战略中，将其作为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取向，大幅提

高国民经济的绿色化程度。 

•二是明确把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作为建设生态文明

的基本途径。 



 根本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表观（表层）目标：“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

在”，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 

 深层目标（核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一、十八大开启了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文明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

文明发展阶段。是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基础

上的，经济发达、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级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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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 

中共中共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坚持绿色富国、

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 

（三）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四）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 

（五）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以奉
行环境友好型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为核心的发
展理念，重点是
解决发展中产生
的环境污染和生
态损坏等问题 

循环发展是以循环
经济为核心的经济
社会发展理念，是
以奉行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为特
征的发展方式，重
点是解决资源永续
利用和资源消耗引
起的环境污染问题。 

 

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就是以
低碳排放为核心
的发展理念，重
点是解决能源可
持续和能源消费
引起的气候变化
等环境问题。 

低碳发展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辩证关系 

广义上的绿色发展涵盖了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的基本内涵， 
单独使用时可以看做是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通俗形象的代名词 
三个发展本质是一致的，都是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二、绿色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

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
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

集中体现。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
量和效益提升。 
       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
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思想理论在发展理念上具体体现 



一、十八大开启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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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 



准确理解和认识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定位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位

一体”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循环经济，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

（reduce）、再利用（reuse）、资源化（recycle）活动的总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年1月1日实施）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

模式的根本变革。                                        

                                                                 ——马   凯 

                                     2004年9月28日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全球资源短缺，要求
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 

资源保障战略 

环保要求由末端治理转向生产
源头和全过程减少废物排放 

污染预防战略 

循环经济 

反思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道路 

探寻经济增长与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道路 

 循环经济探索发展的历史脉络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发起
了轰轰烈烈的环保运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爆发
两次能源危机 

从20世纪50年代萌芽到本世纪10年代成熟，循环经济的发育过程就是人类探
寻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过程 



 
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减量化优

先原则，旨在实现生产过程的减物质化。“十一五”规划概括为“节能、节

水、节材、节地”、“节能减排”。 

装备和技术水平提升 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能源消耗 

设计理念、工艺革新、 

强化管理 

源头设计时考虑环境友好性、可再
生循环性、制备使役全过程的节能
减排特性。减少产品体积、重量。 

 针对我国处在工业化加快发展阶段的国情，“十二五”期间提出“减量

优先”的原则。提出资源产出率提高15%的目标。 

“减量化”（reduce）优先 



再利用(reuse) 
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

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组件或者部件予以

使用。 

 

 
废物直接作为产品使

用几乎不耗能，再制

造后的产品质量和性

能不低于新品，有些

还超过新品，成本只

是新品的50%，节能

60%，节材70%，减

少污染排放80%。因

此，再利用能最大限

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是低碳发展的有效实

现形式。 





              资源化(Recycle)  

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 

 资源化三种主要实现形式： 

 一是指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对共生、伴生矿进行综合开发

与合理利用； 

 二是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秸秆、畜禽粪便、林业三剩物等，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水（液）、废气、余热余压

等进行回收和合理利用； 

 三是对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物进行回收和再

生利用。 

 



废
物
直
接
作
为
原
料
利
用
的
方
式 

我国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若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就可减
少约1000万吨废弃物的排放。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水（液）、废气、余热余压等进行回收和合理利用 



资源化(Recycle)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与初始资源利用相比，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减少资源能源能源消耗，也是低碳产业

。每回收利用1吨废旧物资，平均可以节约自然资源4.12吨，节约能源1.4吨标

准煤，减少6-10吨垃圾处理量。 

80%矿产资源
由地下转到地
上，以再生资
源形式存在。 

1万吨废
旧轮胎  

城市矿山、城市森林、城市油田 

=0.7万吨再生胶粉  

节约新橡胶0.7万吨，或
节约石油0.83万吨 

1吨电子
板  

130公斤铜 
22公斤锡 

453.6克黄金  

废弃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十八大对循环经济的新定位 

十八大关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论述 

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

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

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

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

环经济带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

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

劲。（五个依靠） 

 

 

        把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

步建立确定为2020年全面小

康社会目标之一。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

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

化、再利用、资源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围绕“两个根本转变”展开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around the “Two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s ”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已有30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GDP)

以年均10%的速度，实现高速增长。

发展是落后的中国摆脱贫困、追求幸

福生活的“硬道理”，是“第一要务

”。但如何发展，实现怎么样的发展

，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一直在探索适合

自己国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

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届

三中全会总结概括出要实现两个根本

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21世纪初中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s the pressing task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

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提供了制度保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由于诸多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未能像经济体制转变一

样取得根本性突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

增长，资源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和矛盾进

一步显现。 

 探索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

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进入新世纪后的紧迫任务。 



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 

（一）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    

（二）构建循环型农业体系    

（三）构建循环型服务业体系 

 

 

推动社会层面循环经济发展 

（一）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二）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发展 

（三）发展再制造        

（四）实施绿色建筑行动 

（五）构建绿色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六）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七）推行绿色消费 

（八）实施大循环战略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国发【2013】5号文） 

十八届五中全会： 
 
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传统制
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 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 

 

• 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 推动低碳循环发展 

 

• 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 



一、十八大开启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二、绿色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 

三、循环经济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途径 

四、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 



21% 

43% 

14% 

22% 

现行EPR制度产品品种分布 

包装物 电子设备 汽车/蓄电池 轮胎 

对全球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实施生产者
责任延伸制度的总
结概括 



《环境保护法》：优先使用清
洁能源，采用资源利用率高、
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设备
以及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
染物无害化处理技术 

2004 

2008 

2012 

2014 
中国大陆有关EPR相关立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产品
和包装物的设计优先选择无
毒、无害、易于降解或者便
于回收利用的方案。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产品和包装物
的设计、制造，应当遵
守国家有关清洁生产的
规定；生产、销售、进
口依法被列入强制回收
目录的产品和包装物的
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对产品和包装物
进行回收。 

《循环经济促进法》：生产列入强制回收名录的产品或者包
装物的企业，必须对废弃的产品或者包装物负责回收；对其
中可以利用的，由各该生产企业负责利用；对因不具备技术
经济条件而不适合利用的，由各该生产企业负责无害化处置 



序号 种类 征收标准 补贴标
准 

1 电视机 13 元/台 85元/台 

2 电冰箱 12元/台 80元/台 

3 洗衣机 7元/台 35元/台 

4 空气调节器 7元/台 35元/台 

5 微型计算机 10元/台 85元/台 

序号 种类  
 
 
 
 
 
 
 

2014
年版 

1 电冰箱 

2 空气调节器 

3 吸油烟机 

4 洗衣机 

5 电热水器 

6 燃气热水器 

7 打印机 

8 复印机 

9 传真机 

10 电视机 

11 监视器 

12 微型计算机 

13 移动通信手持机 

14 电话单机 

2009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1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电

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以基金制为核心的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度体系。 

2012年5月29日发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
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12]34号），
自2012年7月1日起执行。 



获得基金补贴的拆解企业布局 

109家企业分布在29个省市

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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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补贴基本工作流程 
 

固管中心技术审核 

 
 
 

每季度次月底前 

20个工作日内 

市级环保部门 

县级环保部门 

第三方机构 

省级环保部门 

环保部受理 

书面审核 现场抽查 

污防司固体处复审 

信息系统公示 

污防司司务会审议 

财政部核定补贴金额、拨付补贴基金 

提交审核报告及材料 

技术审核意见 

不通过 
通过 

集体审议 



2012-2014年补贴基金征收及使用 
 

2012-2014年基金征收和使用概况 

时间 基金征收资金 
确认规范拆解量 

（万台） 
下拨补贴资金 
（亿元） 

2012年 约18亿 约759 约6.3 

2013年 约30亿 约3987 约33.1 

2014年 约29亿 约7020 约57.4 

基金赤字  



办公设备产量 家用其他设备产量 

“四机一脑”产量 通信设备产量 

中国大陆电子电器产品保有量和废气量正快速增加 

2014年我国电视机、电冰箱、洗

衣机、房间空调器及微型计算机5

种主要电器电子产品社会保有量

达到41.67亿台，是2006年的2.40

倍，相比2010年提高了34.0%，截

止2015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2.79亿辆，其中汽车1.72亿辆，

报废汽车在10年后年报废量将达

到1500万辆以上。 



全面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其中在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制度部分明确提出了：“实行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度，推动生产者落实废弃产品回收处理等责任。”的改革任务。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指将生产者对其产品负担的责

任从传统的生产责任延伸到生态设计、消费后回收、循环
利用与处置等整个生命周期的制度。 



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

一个不断的、渐进的、持续改进的发展

过程，我们要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我

们的历史责任！发展循环经济是当代企

业家和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

是各级领导和全体公民的历史责任！ 

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