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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循环经济
行动计划监测指标体系概述及借鉴
Overview and reference of the monitoring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EU's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
■文 / 周艳文  尹悦  刘晓

一、引言
从1970年至2017年，全球资源的年开采量翻了3

倍，且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已

经导致了90%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水资源短缺问题。

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提出，到2050年，全球的垃圾年产

生量预计将增加至34亿吨，然而与此同时，欧盟工业

使用的物料仅有12%来自循环利用。

在此背景下，欧盟于2015年12月通过了循环经

济一揽子政策，包含一系列立法和非立法的举措倡

议，合称为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旨在推进全球

最大的单一市场向循环经济转型。截至2019年年底，

该行动计划下的54个关键行动已完成或正在实施。

由此，2020年3月，欧盟在该计划的基础上纳入了更

高的目标水平，发布了欧盟新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关注可持续的产品政策框架，旨

在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角度推进产业的循环经济转

型；同时关注塑料、纺织品、电子电器、电池和建筑等

关键行业的产品价值链；主张“更少垃圾，更大价值”

的废弃物管理政策；此外，该行动计划立足全球视角，

希望通过发展国际合作项目，建立全球性、区域性和

多边的循环经济发展议程。值得一提的是，从2015年

启动《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开始，欧盟便通过欧洲学

期（2008年的经济危机表明，欧盟成员国之间需要

更加有力的经济治理方式和更加完善的监督协调政

策。在此背景下，欧盟推出了“欧洲学期”这一内部经

济、财政、劳工和社会政策协调的循环机制。作为欧

盟经济治理框架的一部分，“欧洲学期”旨在让欧盟

及时了解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防止过度宏观经济

造成失衡，通过对经济结构改革举措的事前指导与

监督，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从而扩大就业，促进社会

融合，实现欧盟的趋同与稳定。由于该机制始于每年

1月，为期半年，故得名“学期”）、循环经济监测指标

体系等方式，对欧盟整体层面和成员国的循环经济

转型进程进行监测和评估。本文对欧盟循环经济监

测指标体系进行汇总分析，并讨论其对于中国推动

循环经济的借鉴意义。

二、欧盟循环经济监测指标体系总结
欧盟循环经济监测指标体系主要分为四部分，

分别是生产和消费、废弃物管理、二次原材料和竞争

力与创新，从上述四个维度对循环经济转型进行监

测评估。

（一）生产和消费相关指标

生产和消费的关键指标为欧洲原材料自足率、绿

色公共采购量、垃圾产生量以及食物浪费。欧洲原材

料自足率衡量了欧盟在铝、铜、铁等矿产资源方面相

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立性，其计算方法为：

●欧洲原材料自足率 = 1 －（净）进口依赖度

在《欧盟关键原材料法》中，进口依赖度被定义

为：进口依赖度（Import Reliance，IR）=净进口量/

总体消耗量=（进口量－出口量）/（国内生产总量 

＋ 进口量 －出口量）。根据欧盟统计数据，2014-

2018年欧盟代表性原材料自足率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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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公共采购量旨在评价政府通过采购环境友

好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对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做出的重

要贡献，目前在欧盟统计局网站上并未给出明确的关

于绿色公共采购的统计数据。

垃圾产生量则从人均城市垃圾产生量（公斤/

人）、不包括主要矿产垃圾在内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垃圾产生量（公斤/千欧元）、不包括主要矿产垃圾在

内的单位国内材料消耗垃圾产生量（百分比）三个

维度衡量欧盟国家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以及物资

消耗的效率。2018年欧盟平均人均城市垃圾产生量

为496公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垃圾产生量为66公斤

/千欧元（不包括主要矿产垃圾），单位国内材料消耗

产生的垃圾量为12.9%（不包括主要矿产垃圾）。

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最后一个指标是食物浪费，用

于衡量食品生产、分销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垃圾量

（吨）。据估计，欧洲每年在食品生产、分销和消费过程

中产生的食物浪费约占生产总量的20%；2012-2016

年，欧盟食物浪费量在6600万-6900万吨/年。

（二）废弃物管理相关指标

在废弃物管理方面，该指标体系主要关注城市垃

圾总体的回收率和特定品类垃圾的回收率。城市垃圾

的总体回收率包括物质回收、堆肥和厌氧消化，其计

算方法为：

●城市垃圾的总体回收率 = 城市垃圾回收量/城

市垃圾产生总量×100%

不包括主要矿物废弃物在内的所有废弃物回收

率计算方法为：

●不包括主要矿物废弃物在内的所有废弃物回

收率 = 废弃物回收量/不包括主要矿物垃圾在内的所

有被处理的垃圾总量×100%

2018年欧盟城市垃圾回收率平均为47.2%，不包

括主要矿物垃圾在内的废弃物回收率为55.0%。

特定品类垃圾回收率包括包装材料、塑料包装、

木质包装、电子废弃物、有机垃圾以及建筑和工业垃

圾。针对每种品类的垃圾应当如何计算物质回收率，

都给出了清晰的边界范围和计算方式。如针对包装材

料、塑料包装和木质包装，回收率计算方法为：

●包装垃圾回收率 = 包装垃圾回收量（吨）/包

装垃圾产生总量（吨）×100%   

电子废弃物回收率则是欧盟《报废电子电气设备

指令》（WEEE Directive）所规定的“收集率”和“再

利用和再循环率”的乘积；有机垃圾回收量为用于堆

肥或生产沼气的垃圾量（以质量单位计）除以城市

总人口。

2018年欧盟包装材料的回收率为66.3%，塑料包

装回收率为41.4%，木质包装回收率为34.5%，电子废

弃物回收率为38.9%，有机垃圾回收量为85公斤/人；

2018年建筑装修垃圾回收率88%。

（三）二次原材料相关指标

二次原材料相关指标主要关注欧盟范围内再生

材料的使用情况，如再生材料在生产体系中投入使用

的比例、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率，此处的循环使用率

表1 2014-2018年欧盟代表性原材料自足率（%）

     年份（年）

原料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铝 12.7 11.8 13.5 12.8 9.8

钴 13.7 15.6 15.3 6.8 2.6

铜 55.6 57.5 62.1 60.7 62.3

氟石 37.4 43.7 29.7 33.6 29

铁 29.6 25.7 28 28.2 30.2

石灰石 92.6 93.9 93.7 93.7 94.3

锂 9.1 9.7 14.1 19.6 30.1

天然石墨 0.8 1.3 0.9 0.7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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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整个材料使用环节中回收并返回到经济循环中的

物质材料使用份额；另外也衡量欧盟可回收原材料的

贸易规模，包括从非欧盟国家进口、向非欧盟国家出

口以及欧盟的内部贸易。

源于报废产品材料的回收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如

下，此部分报废回收材料不包括源自制造工艺过程的

废料（边角料）：

●源于报废产品材料的回收利用率 = 来自报废

产品中的回收材料量/整个生产系统中材料使用总

量×100%

2016年欧盟12.4%的铝源于报废产品，8%的骨

料碎石源于报废产品。

可回收原材料贸易量（吨）用于衡量在欧盟成

员国之间和跨欧盟边界运输的某种特定垃圾类别和

副产品的规模，2020年从非欧盟国家进口原材料为

828万吨，欧盟内部交易量为4685万吨，出口到非欧

盟国家的原材料量为2749万吨。

（四）竞争力及创新相关指标

按照《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竞争力与创新指标通

过计算与循环经济相关行业（回收、维修与重复使用

以及租赁行业）有关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就业人员比例（占总就业人数

的百分比）、按要素成本计算的投资占比（占当年国

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以及与回收和二次原材料相

关的专利数量，最终评估欧盟国家的竞争力和创新程

度。2018年，欧盟与循环经济行业有关的固定资产

投资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2%，就业人员比例为

1.71%，按要素成本调整后（经营补贴和间接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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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7%。

三、借鉴和思考
欧盟循环经济监测指标体系由四大领域共计21

项分项指标组成，基本以百分比或数量的形式呈现，

适用于欧盟各成员国。数据来源为欧盟统计局和欧盟

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更新频率为1年至3年

不等，最早的数据时间可追溯到1977年。欧盟统计局

的官方网站负责信息披露，所有指标的国别信息、计

算方式、数据来源及更新频率等都在该网站公开，虽

然对于核算方法、数据收集方式等仍有值得讨论的地

方，但可以看出监测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持续监测对

于整个欧盟循环经济发展历程能够实现较清晰的展

示和呈现，也提供了可追溯的渠道。

对于中国推动废弃物管理和循环经济，以及最终

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有以下启示：

1. 建立统一的指标体系对于引导和促进循环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各指标的定义、边界及计算

方法应当予以明确，并做到概念的区分，如垃圾管理

收集率、处理率、回收率及材料循环利用率等，均有不

同的内涵及意义。

2. 指标及监测体系的建立可以稳定地积累行业

发展的相关数据，能够体现和反馈相关政策对于行业

的影响，也有助于对政策的实施绩效进行评价；同时

结合政策发展，对指标体系进行科学客观的动态调

整，有利于推动向循环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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