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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面临不同的经济转轨问题，有必要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劳动力成本、资源价格、企业

利润、环境成本等的正常化需求下，为了制造业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向循环经济顺利转型，我国政府必

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采用中国创造的方式，为此，企业要向价值链的上下游延伸，占领价值链的高附

加值环节；产业要通过自我升级和集群发展，实现价值链攀升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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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start to the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facing different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 different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ormalization needs of labor costs, resource prices, corporate profits, environmental costs, to 
maintain a low-cost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smooth transition to circular economy, our 
government must develop the advanc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adopt the China created. For 
this reason, enterprise should extension to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value chain in order 
to occupation of high value-added part of value chain; industry should achieve cost advantages 
through self-upgrading and clus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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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我国企业通过承接跨国公司的业务流程重组，在

国际市场上表现出了强大的高质量、低价格的竞争力，这就是低成本竞争方式。由于产品出口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尤其是在目前资源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上涨的情况下，

宏观成本积累加剧了外部成本膨胀，我国企业逐步丧失低工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增长是我国今后

长时期的主题，但以花费高成本，以资源和资金投入为驱动方式的经济增长不能持久。循环经济把经济

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机地统一起来。我国产业、企业有必要通过价值链攀升代替高成本为代价

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而构建价值链攀升的平台，实现循环经济的转型[1]。 

2. 我国低成本竞争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的需求 

我国制造业一直被认为是利润低、附加值低，其发展模式归为处于比较优势战略下的现实选择。由

于土地资源短缺，能源价格上涨，水资源成本上升，矿产资源税费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成本内

部化等这一系列原因的叠加，我国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低成本优势由强变弱，低成本竞争模

式面临着严重危机。 

2.1. 劳动力成本正常化的需求 

目前，我国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 1000 万，人口年龄正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劳动力成本优势

也满足了制造业承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然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低报酬构成了“中国制

造”的核心竞争力。最低工资日益成为制造业一般工人的“最高工资”，两者差额不多，也可以说我国

制造业一般工人的基本工资由当地最低工资所影响的。2011 年全省市的小时最低工资经过平均涨幅 20%
之后，平均是 1 美元，小时最低工资最高的是广东省为 12.5 元/小时，最低的是广西省为 4.5 元/小时，成

本优势是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基础上 1。 
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是不仅为了要能够维持其家庭成员的生存，还能满足职工本人对物质

产品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正常需要。《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现状问题、ELES 科学测算结果和建议》研究表明，

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月生存费用为 1385 元，高于广东最低月工资标准 1300 元，而制造业工人的实

际月收入仅为 2298.167 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中国的人均基本生活维持费用为每月 1684 元，

而目前还没有省份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能达到世界银行标准。长期来看，不利于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保

持与经济的循环发展[2]。 

2.2. 资源价格正常化的需求 

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于自然资源，非技术、半技术劳动者等初级生产要素，由制度、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 年上半年全国 18 个地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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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等因素造成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价格与平衡水平的偏差，从而被人为地压低。经测算，我

国的生产成本扭曲规模高达 3.8 万亿元，主要涵盖了能源、原材料、环境、资金、劳动力、土地等方面，

但是又体现为低成本竞争优势。长期以来，人为管制的资源价格使我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廉价资源依赖

型经济体，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占相当大比重。这种以消耗非再生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

展方式必然导致能源的紧缺，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资源价格的正常化主要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收入再分配以及政府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需求所驱动。

正常化的资源价格意味着市场将在价格决定中扮演重要角色，资源价值必须要反映其真实成本，体现外

延增长实际付出的成本。 

2.3. 企业利润正常化的需求 

“中国制造”虽然出口总量很大，但工业附加值率太低，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底端。相比于我

国 1998 年到 2007 年之间的工业增加值率一直在 0.28~0.29 之间徘徊，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

和澳大利亚的增加值率保持在 0.47~0.55 之间。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下被分配到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

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从 1998 年的 2%，逐步提高到 2009 年的 6%。总体来看，制造企业的盈利能力不

强，可持续性发展能力较弱，急需提高企业自我积累能力，这就需要企业利润实现正常化 2。 

2.4. 环境成本正常化的需求 

传统经济模式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物质链单向流动的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

排放和为追求利润采取低成本工艺，是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而换取经

济繁荣的模式。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资源综合利用程度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矿产资源

的总回收率率和共伴生矿产的综合利用率分别为 30%和 35%，低于国际先进水平近 20 个百分点。在经济

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投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在水土资源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增长最为显著 3。 

3. 低成本竞争模式向循环经济转型的途径：价值链攀升 

3.1. 发展循环经济，响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政策诉求 

我国政府一直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九五”的“两个转变”并提说，即“积极推进经济体制

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到“十五”的“主线”论，即“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在到“十一

五”的“加快”论，即“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转型，可以帮助政府摆脱低劳动力成本

这个经济陷阱。李克强(2010)指出，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快速变动和升级的时期，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正

在逐步减弱，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迫在眉睫。要维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关键要通过循环经济发展，

实现我国产业、企业的价值链攀升代替高成本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效率提高代替依靠资本投入的

转型，加强产业引导，构建价值链攀升的平台，才能保持成本优势，实现循环经济的转型[3]。 

3.2. 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占领价值链的高端 

为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政府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现阶段的竞争优势来源

于初级生产要素，也就是我国的原材料或半技术型人工，属于成本优势的低层次源泉。我国制造业的发

展重心必须转移到以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为目标，政府必须采取制度创新，根据产业链组

合、物料和废物综合利用、能源梯级利用、资源循环利用等原则建立循环经济支柱产业，通过合理的资

源配置机制来限制低效率投资，使产业朝着低能耗、低资源、高人力的方向发展。政府须对资源利用效

 

 

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3数据来源：2011 年《中国矿产资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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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高的技术进行筛选，将低效率、高能耗的生产平台整合起来，从消耗巨大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发展

模式转变成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驱动的低消耗型增长方式。改革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

产业以及企业是否拥有高级生产要素，这也是成本优势的高层次源泉。 

3.3. 把“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占领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 

“十二五”是改革的转型起点，在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政府必须把“中

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保持产业竞争优势。我国的经济发展：要实现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到质量型

服务增长的转变，实现经济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发达地区的知识型科技型企业发展重点应该是战略规划、

创意设计、创新研发和以客户为导向的物流、销售服务和品牌以及知识服务等增值活动，而将低附加值的制

造、组装、加工、装配等环节通过产业价值链协同管理外包给劳动密集型的国内企业或西部中部等区域。 

4.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值链攀升对策 

4.1. 企业向价值链上下游延伸，实现价值链攀升的成本优势 

4.1.1. 企业向外延伸至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 
2003 年全球最有价值的 500 个品牌，中国制造业品牌有 78 个，但是存在产品附加值不高、品牌创

新能力较弱的现状。企业有必要通过产业链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加工层次，提高优质产品的比重。

我国企业制造能力过剩，而销售和供应及合作能力不足。政府部门有必要协调和发挥政府、行业协会、

专业学会、企业合作和互动的潜力，这是政府成功推动高附加值产业的关键因素。企业应通过产业价值

链协同管理，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长期竞争优势。从企业的成本管理角

度看，成本控制应该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角度出发，从企业的内部转移到整个产业链。我国企业需要将

低成本优势与价值链相结合，在价值链中发掘出不同环节的附加值，从而增强对产品的控制能力。这一

方法使低廉的劳动成本通过价值链的管理环节带来高利润[4]。 

4.1.2. 企业向内挖掘第三利润来源 
循环经济是指经济增长要以产品使用寿命的延长、耐用性的提高、周到服务来提高产品价值。企业

通过压缩原料、人力等内部成本，不断寻求利润来源，而企业的利润来源也要从产品销售渠道、仓储库

存、物流配送等方面转变。产业应从低成本的循环经济模式中找到经济增长的成本来源，提高社会、社

会部门、社会单位的经济效率，重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通过生产流程再造，实现价值链的重

构。循环经济模式可以有效地减少单一商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企业的外部性行为使

各参与主体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并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4.1.3. 企业保持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并没有因为成本正常化而消失，它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我国制造成本

只有美国的 70%，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四分之一。加上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密集程度远高于美国，其劳动

力成本仅为美国的 5%。鉴于我国的经济规模，即使人均 GDP 达到与美国相似的水平，劳动力成本仍有

可能保持优势。劳动力数量庞大，就业形势严峻，将抑制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步伐。在我国，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劳动者只占到 5%，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于 40%。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劳动力的收入要求也

越来越高，但这个过程会很长，而且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4。 

4.1.4. 企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能耗成本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资源利用的效率依然十分低下。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世界的 4%左右，而

 

 

4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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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铁，铝等消费总量超过全球总量的 30%。因此，我们的产出和消耗比例是不均衡的。与此同时，

由于我国的能源消费增速已高于经济增速，因此，通过大量的资源消耗来达到经济快速发展，不但加剧

了经济的发展压力，还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资源的低效使用。 
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利用先进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达到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共赢，从产业发

展深层次上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采取绿色生产模式，通过生态设计、生态工艺、高科技等方法，

通过选择环保包装材料、采购可回收的耐用产品来降低废弃物的产生，实现“零排放”的闭路循环生产，

从源头上降低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达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循环经济可以最大

程度地解决环境和发展的矛盾，并在持续的循环利用中充分利用资源。 

4.2. 产业自我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的比较优势 

4.2.1. 明确全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定位，实现价值链攀升 
建立低成本的循环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模式中寻找成本优势，实现价值链攀升路径及产业升

级的融合。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我国产业升级首先要完成流程升级，整合制造业的生产系统，实现

制造业工艺的改造，引入技术含量高的加工工艺，使得投入产出更有效率，进而强化低成本竞争优势。

第二，实现产品升级，立足于旧产品，通过熟练加工低附加值的简单产品，开始转向高附加值的复杂、

精细的产品的生产。第三，实现功能升级，完成产品升级之后，从低附加值环节转向高附加值环节的生

产，占据战略性高附加值环节。最后，实现链条升级，利用在特定价值环节获取的竞争优势嵌入新的、

价值高的全球价值链[5]。 

4.2.2. 不同地区升级不同产业，保持不同成本比较优势 
发达区域要积极发展，抢占产业高端的增值空间；落后区域要承接产业转移，抢占中低端的价值空

间。不同的地区和产业要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充裕、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缺、生态脆弱等特征，依

托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增强成本竞争优势。 

4.3. 产业集群发展，降低价值链攀升的外部成本 

4.3.1. 产业集群降低产业交易成本 
产业集群降低了产业的准入门槛和企业的制造成本。产业集群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呈现出

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格局，低成本高效益的比较优势，不同产业通过价值链之间的不同产业合作，产生

了小企业大协作的集群效应和小资本大集聚的群体规模。不同省份、不同高科技园区，必须结合自身的

产业定位，形成以大型企业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产业集群。 

4.3.2. 构建循环性产业链，提高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在产业集聚层次上，要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和制造工艺的相似性，引进增链补环企业，对其资源进

行再利用，从而提高其生态效率。通过产业集群内企业与项目之间的关联配套互补，将产业链中的企业

连接起来，通过副产物、能源、废弃物的交换，形成具有循环性的产品链和废物利用链。对资源型产业

来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绝大多数都具有再回价值，能够成为本生产系统或别的产业的原材料或

者作为能量来源，产业之间容易耦合和实现联动发展，这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承载平台。不同区域有

必要结合不同的资源禀赋，在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工业园区)内依托各地现有的产业基础及比

较优势，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循环型产业链，促进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园区之间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4.3.3. 加强工业园区的建设力度，减少能源耗费与废物排放 
循环经济需要从经济活动的各个源头中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无法从源头上削减的废物，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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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再循环，直至最终实现垃圾的无害化。支持园区在资源整合、能源整合、水系统集成、信息集成等

方面建立配套的配套服务体系。促进行业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实现

资源的高效利用。 
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实现园区内企业之间废物、能源和信息的交换，经过原级资源化和次级资

源化从而达到“资源–生产(减少污染)–消费–资源再生”的循环流动，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丹麦卡

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是以火电厂为主干企业之一构建而成，发电厂会产生热、硫酸钙、粉煤灰等废气物。

炼油厂、制药厂和居民充分利用其产生的热，石膏板厂的原料是硫酸钙，铺设公路或水泥厂的原料是粉

煤灰。这样通过发电厂连结不同工厂，使得工厂的废气废热废渣成为其他工厂的原料和能源，总体经济

体系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基本不会产生或仅会产生少量的废料，环境污染极少。这既实现了循环经济发

展，也实现了低成本的运行。 
经济领域，过去是加快发展，现在是加快转型，即通过转型保持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环保与低成

本发展是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节约能源、环保的制度保障体系。中国经济的发展

要从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低成本的竞争模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工业水平等方面来推动，实现经济、

社会、环境的共赢。循环经济是指在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将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到整个经济

系统要素之中，以循环经济为核心，以低成本为驱动，将原有的工业经济系统所产生的外在成本，纳入

到新的生产运营体系中，从而建立起一个企业绿色生产小循环、生态产业园中循环、社会大循环等循环

经济体系。从长远来看，从单纯的低价获取竞争优势，到不断提升的产业链附加值，达到发展循环经济

的目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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