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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的广西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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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循环经济是当前我国工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形式之一。国家层面大力提倡，地方层面更是争相效仿。基于此，本文

以广西为例，针对广西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制约因素，测算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通过测算广西近五年循环经济发展指

标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广西资源综合利用表现良好，资源产出效率和废物排放处理强度相对不足，主要原因是广西的产业以原

材料工业为主，链条短，下游高附加值产品少。基于此，针对新发展格局下广西循环经济的发展亟需出台相关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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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持

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水平，稳步推进 2030 年前碳达峰、

2060 年前碳中和重大战略。广西也在乘势而上加快融入构建新

发展格局，一方面，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工业强桂战

略；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连接点和融入国际循环的

关键通道，全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积极承接新兴产业

布局和转移。

1  广西循环经济发展现状

1.1 循环经济建设路径逐步明确、各具特色

基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经过近几年的不断发

展，广西循环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例如，从 2015 年

到 2020 年，广西基本明确了以南宁、柳州、梧州等市为重点

资源综合利用集聚区的发展思路。南宁市顺利通过国家餐厨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的验收，形成了收集、运输、

处置一体化的餐厨废弃物处理“南宁模式”。北海、钦州、防

城港等沿海城市重点构建北部湾循环发展一体化机制，协同推

进沿海地区海洋循环经济、石化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等。

1.2 循环经济发展多点突破、成效渐显

截至 2019 年底，广西已完成或正在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

的国家级开发区 8 家、自治区级开发区 25 家，分别占总数的

53%、50%。自治区级开发区已经达到 50% 开展园区循环化改

造目标。2015 年至今共建成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国

家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各 4 个，还有打造了国家资源循环

利用基地、国家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资源综合利

用“双百工程”示范基地及骨干企业等。

循环型农业发展取得阶段性突破。目前广西已成功创建 4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已成功申报 13 个国家级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在全国排名第一；累计认定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

（园、点）13851 个。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超 84%，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和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利用设施装备配套率分

别达到 88.38% 和 95.23%。

1.3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量增质变、循序渐进

2015 年 到 2020 年 间， 广 西 主 要 废 弃 物 循 环 利 用 率 由

69.7%（2015 年，下同）提升至 79.3%，提高幅度达 9.6%；能

源产出率提高 10.75%，由 1.58 万元 / 吨标准煤提升至 1.75 万

元 / 吨标准煤；水资源产出率提高 114.24%，由 37.34 元 / 吨提

高至 80 元 / 吨；建设用地产出率提高 39.82%，由 126.97 万元

/ 公顷提高至 177.53 万元 / 公顷；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提高

9%，由 76% 提高至 8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复用水率提高

4%，由 88% 提升至 92%。

2  新发展格局下广西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测算

2.1 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基于循环经济评价的复杂性、相关指标数据收集的难易程

度等因素，本文采用多属性综合评价法来测算广西循环经济发

展水平，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评价指标的层次单排序、评价指

标的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验等步骤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评价方法具体内容为：基于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资

源化”三个基本原则，选取能够反映循环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

通过数据标准化和加权计算评估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情况，最后

综合分析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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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根据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特征，

同时考虑到国家和广西现行的统计制度和相关数据来源，参考

循环经济研究文献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广西近几年的发展现

状，本文最终形成 1 个总指标、3 个一级指标和 14 个具体指标

的三层次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其中，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和

资源产出效率指标在评价体系中权重较高，这两类指标直接反

映循环经济的发展程度。其次是废物排放处理指标，这类指标

反映循环经济发展的“减量化”基础情况和推进难度。

2.3 2016—2020 年广西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测算

通过收集《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广西

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和相关部门提供的其他数据资料获得三

类指标的相关数据，根据标准值和比重测算广西和全国的循环

经济发展水平。

如图 1 所示，根据广西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测算值，以全

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为基准对测算数值进行加权计算，结果

与 1 差距越大，说明区域循环经济发展速度与全国循环经济

发展速度差距越大。相对于全国循环经济发展速度，广西循

环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且随着国家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广

西循环经济的发展速度差距有逐渐变大的趋势。主要原因在

于广西资源产出效率较低，单位 GDP 用水量和单位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过高，甚至是国家平均水平的 2 倍以上；污染物排

放总量在全国占比逐年升高，为切实推进广西循环经济发展，

在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产业节能降耗和污染物减量化方面需

要进一步加强。

图 1  2016—2020 年广西循环经济发展趋势

2.4 2020 年广西与其他省（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情况和相关指标资料收

集难易程度等因素，选取其他省（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

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测算对比。如图 2 所示，广西在选取的 14

省份中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第 13。资源综合利用指标方面与

其他省（市）基本持平，资源产出效率指标和废物排放处理指

标相对落后，尤其是单位 GDP 用水量和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过高，需进一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促进产业节能降耗和污

染物“减量化”发展。

图 2  2020 年广西与其他省（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对比

3  新发展格局下广西循环经济发展主要问题

3.1 产业结构偏重，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不足

（1）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未实现

近年来，广西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但

由于广西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产业结构矛盾依然突出。广西工

业产业主要还是采用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制糖、冶金、造纸

生产等传统行业能耗高、污染排放大。传统行业大多采用落后

生产工艺，未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由于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动

力不足、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存在劳动力密集、资源与能源消

耗较大、废弃物和污染物排放较多、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同

时产品种类较单一，导致产品附加值偏低 [2]。

（2）园区循环化改造任务依然艰巨

受经济环境影响，从目前广西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实

施建设情况看，市场变化、企业或项目退出等原因，部分循环

互补链项目暂时无法实施，部分原计划建设项目未能继续实施，

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受阻。园区循环化改造的管理模式和商业

模式较为单一，园区废物交换、循环利用信息不通畅、市场化

程度不高，公共服务能力不能满足园区循环化改造需要，园区

循环化改造模式创新有待加快。

（3）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不高

近年来，广西在产业发展、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以及城

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大宗固体废弃物，带来了环境污染。

目前广西冶金、有色金属采选和加工等传统行业的三废排放加

大了生态环境压力，赤泥、尾矿等大宗工业固废堆存量多，占

地大，未能及时进行资源化处置，末端处置能力不足。而源头

分类不清晰、先进环境友好型工艺和设备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偏少等问题，也加大了资源化利用难度。

3.2 废旧资源回收网络建设滞后，再生资源利用不够

（1）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不完善

目前广西废旧物资回收主要以线下自营为主，未充分利用

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建立线上回收渠道，智能化、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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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回收效率不到满足需求。回收网络布局不合理，线下回收

站点设置不足，不利于对废旧物资进行有效、快速、全面回收。

回收人员和车辆未进行规范化管理，部分单位和小区阻拦回收

人员和车辆进出，导致回收工作不畅通。

（2）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低

由于认知不足，废旧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发展未得到足够重

视，缺乏系统性、整体战略谋划，导致广西再生资源行业集中

度不高，产业发展集约化程度较低，产业链条普遍较短，产业

服务种类仍有大部分空白，未构建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时，废

旧资源再生利用企业普遍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规模偏小、实

力偏弱，风险防控能力严重不足，专业化、精细化建设亟待加强，

而市场也未得到规范化管理和有效的环境监管，市场环境有待

改善。

3.3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利用水平仍然偏低

近年来，仍存在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农业化学

制品，造成环境污染、水质污染。部分地区采用生态农业模式

不多，农业规模化程度较低，集约化产业化程度不高，生产规

模与生产效率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农产品加工普遍规模小、

层次低，生产工艺和设备较落后，清洁生产力度不足，未广泛

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浪费严重，未实现绿色生产转型。农业

现代物流体系也未完全建立，交通运输条件、仓储设备、通信

等未完善，制约了农产品物流效率。

4  新发展格局下广西循环经济的发展对策及建议

4.1 构建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以提升质量效益为中心，以高端、高质、高效为方向，以

做大、做强、做优、做精为目标，构建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3]。

一是持续强化工业主导作用。在循环化改造实施过程中，强化

发展优势产业，全力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建设，明确

各园区的主导产业，有效促进主导工业产业集群化、智能化、

高端化发展。二是建设现代高效农业。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

农业现代产业化，大力建设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着力推进农

业现代化进程，积极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促进发展高效

农业。三是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加大服务业投资力度，不断

强化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加快新技术应用、新产品研发、新

装备引进等，精准招商，强化新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企业结

构和产品结构，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4.2 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强化以补链为关键的循环发展机制。一是持续完善园区循

环经济产业链。推动企业清洁化生产，促成企业内部小循环模

式，促进企业资源高效利用、能量和水资源梯级利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有效提升“节能、降耗、减污、增效”效果 [4]。

二是强化产业间废弃物、产品交换利用，形成大中小企业以互

利共生为特征的循环型产业链网。通过大力推进大宗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等项目实施，构建企业物料

闭路循环的同时，充分挖掘产业间关联性，逐步完善以“能量

和水梯级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特征的循环产业链”。三

是不断优化空间布局。根据物质流和产业关联性，全面整合区

内土地及工业存量资源，形成了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发展协调、

基础设施齐全共享的发展格局，实现空间、土地、时间等资源

要素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广西资源能源需求将处

于刚性较快增长阶段。无论是应对当前的复杂局势保障资源能

源供应安全，还是达到节能降碳和绿色发展的目标要求，都必

须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为实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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