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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必须调整好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实现能源资源的最

大化利用、最优化配置，更好地支撑能源领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

2021年是我国循环经济大发展的

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循环经

济发展规划》《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均强调

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其中涉及

能源、电力、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内

容丰富。

2 0 2 2 年 ， 循 环 经 济 的 浪 潮 不

断，相关议题在全国两会期间被代

表 委 员 们 广 泛 热 议 ； 陆 续 出 台 的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等政策

文件均呼应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战

略与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对“全国一

盘棋”的通盘谋划。近日，《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意见》发布，更是强调了要在立

足内需、畅通循环的原则下，打通制

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立全

国统一的能源、生态、技术数据等要

素和资源大市场。

循环经济有利于构建现代能源体系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循环

经济”一词已经隐现在中国学术界，

当时对其定义包含资源综合利用、经

济形态增长等多个维度。当前，国家

发改委把循环经济定义为：一种以资

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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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循环经济本质上

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和实现

途径，需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

资源合理利用规律。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年

初时曾撰文指出：“要推进能源结构调

整优化，大力发展新能源，积极推进以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规划建设，积极推进现有

煤电项目改造升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能源结构的调整

同样离不开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就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

系”划了重点，其中“高效”就是在能

循环经济发展中的“能源视角”
文／倪宇凡   王啸宇   冯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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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循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质。

循环经济有利于缓解资源紧缺
从全球范围看，美国、欧盟、日

本均已实施新一轮循环经济行动计

划，启动并加速循环经济发展布局，

其核心出发点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

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相 关 机 构 研 究 表 明 ， 全 球 石

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资源将在

50～100年内消耗殆尽。美国地质局

曾发布警告称，按目前的消耗速度，

多种重要金属将在100年甚至更短的

时间内耗尽。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

《全球锂、钴、镍、锡、钾盐矿产资

源储量评估报告（2021）》显示，截

至2020年，全球锂矿、钴矿、镍矿已

探明储量分别为1.28亿、668万、9063

万吨，理论储量分别为3.49亿、2344

万、2.6亿吨；2020年全球锂、钴、镍

的消费量分别为40万、17万、240万

吨。国际能源署（IEA）研究进一步

指出，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原料，

2040年锂、钴、镍等金属年消耗量将

分别增长至2020年水平的42、21、1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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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可能面临的原材料短缺

的背景下，我国相关产业发展也将

遭遇瓶颈。我国在“十四五”期间

将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释放内需潜力，扩大居民消

费，提升消费层次，建设超大规模

的国内市场。

国内能源资源供给消费形势严

峻，在能源资源需求刚性增长趋势

下，如何通过国内大循环保持能源供

给消费平衡成为核心关键问题。此

外，我国一些主要资源对外依存度

高，供需矛盾突出，资源能源利用效

率总体不高，大量生产、消耗、排放

的生产生活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扭转，

资源安全面临较大压力。因此，我国

必须调整好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

系，以实现能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最优化配置，更好地支撑能源领域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近期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推动完

善了国内大循环。《意见》明确表

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要坚

持系统观念、循环发展原则，使建设

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

的历史过程。其中，“建设全国统一

的能源市场”作为打造统一要素和资

源市场的重要组成，将有效保障能源

安全并促进实现“双碳”目标。

循环型产业体系是规划重点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目

标，到2025年，循环型生产方式全

面推行，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普遍推

广，资源综合利用能力显著提升，资

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基本建立。废旧物

资回收网络更加完善，再生资源循环

利用能力进一步提升，覆盖全社会的

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基本建成。资源利

用效率大幅提高，再生资源对原生资

源的替代比例进一步提高，循环经济

对资源安全的支撑保障作用进一步凸

显。

从《规划》目标内容看，“到

2025年基本建立资源循环型产业体

系”既是重点任务，也是循环经济体

系建设的工作基础，另外两个重点任

务“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

设资源循环型社会”和“深化农业循

环经济发展，建立循环型农业生产方

式”则是对建立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

的支撑和补充。

《规划》同时明确了构建资源循

环型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

5个方面，包括推行重点产品绿色设

计、强化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推进园

区循环化发展、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推进城市废弃物协同处置。

当前，能源产业围绕“加快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这一中心，在源侧大

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在网侧构建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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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界定，明确

政府、能源企业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

权利与义务，加强法律监督管理及绩

效考评，促进能源产业在循环经济体

系运行中的合法合规合理，保障循环

经济体系健康发展。

其次，加大能源领域适应循环经

济发展的技术研发力度。

长期来看，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

新型技术是可以为能源企业持续创造

较大经济社会效益的。而往往对于能

源产业来说，新型技术的前期研发投

资力度都空前巨大，并不能在短期内

实现经济盈利，且受国家战略及政策

影响具有产品短期内无法投入市场等

问题，具有一定投资风险。

但在循环经济体系中，这种减量

化、再利用、再循环的新型技术可谓

是一劳永逸的投资，包括现阶段在

《规划》中提及的推进园区循环化发

展、鼓励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等相

关行业技术。

在推进园区循环化发展方面，要

鼓励园区推进绿色工厂建设，制定园

区循环化发展指南，研发厂房集约

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

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建材绿色化等

相关技术标准，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在鼓励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方

面，要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

管理平台建设，完善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体系，推进动

力电池规范化梯次利用，提高余能检

电力系统，在荷侧强化节能降碳，在

储侧合理配置资源等方面均与《规

划》意见的要求相契合，未来能源领

域低碳转型工作将与循环经济发展互

为补充、互相促进。

能源和循环经济如何协同共荣？
结合“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发

展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举措，当前

应重点从标准、技术、数字化等角度

出发，发挥能源对于促进构建我国循

环经济体系发展的协同作用。

首先，加快健全能源领域循环经

济的法律法规标准。

当前，我国循环经济立法主要体

现在《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

促进法》这两个基本法律上，后者作

为纲领性法律没有前者规范得具体，

由于清洁生产属于循环经济的一个子

系统，而能源产业中清洁生产只是其

中一个环节，所以在能源领域循环经

济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在能源可持

续发展与利用方面相对薄弱。对我国

而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

资源禀赋均有一定差异，各级政府作

为建立循环经济社会机制的主体，应

抓紧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逐步建立

健全适应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

制和机制，包括构建有利于绿色低碳

发展的法律体系，推动能源法、节约

能源法、电力法、煤炭法、可再生能

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

进法等制定或修订。

测、残值评估、重组利用、安全管理

等技术水平，同时加强废旧动力电池

再生利用与梯次利用成套化先进技术

装备研发应用。

最后，加强能源领域循环经济数

字化赋能。

目前，较低的数字化水平严重制

约着我国循环经济的闭环发展，覆盖

“回收、处理、再利用”的全链条数

字化体系尚未打通，无法实现全行业

的数据共享、综合监管和可追溯。对

于能源行业来说，使生产、分配、流

通、消费各市场环节畅通将大力提高

市场运行效率。

近年来，能源企业虽然均在加快

推动构建网络化、动态化的管理体

系，建设数字化平台提高运行效率，

但上中下游的能源企业间存在信息壁

垒，智能化程度不高，导致能源生产

供需波动无法实时调整，还有可能带

来较大的能源安全隐患。所以，在确

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整个能源

行业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

国家级循环经济大数据平台建设，结

合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

术，将整个产业链内的能源企业串在

一起，从原材料到用户，再到回收再

利用，实现全流程闭环。这既是为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数据技术层面提

供支撑，也是为能源企业数字化赋

能，提高运行管理水平，提升能源利

用与再利用效率。

（作者均供职于全球能源互联网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