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
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
展规划》，部署了五大重
点工程和六大重点行动，
明确提出，到 2025
年，资源循环型产业体
系基本建立，覆盖全社
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
系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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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中西医结合研究
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主办，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承办的辽宁省中西医结合研究生
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第二届研究生学术论坛于
2021年7月2日-4日在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举行。

中心于 6 月 2 日面向全国各大院校中西医
结合及相关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广泛征集壁报，
截至6月23日，共收到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辽
宁中医药大学等各大中医院校壁报投稿近百
份。专家评审及网络投票评选出优秀壁报一等

奖3份，二等奖5份，三等奖12份。
论坛于 7 月 2 日正式拉开帷幕。辽宁中

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任路，辽宁中医药
大 学 附 属 第 二 医 院 党 委 副 书 记 、院 长 吴 景
东，副院长陶弘武参加开幕式，开幕式由陶
弘武主持。会上，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 院 党 委 书 记 李 国 信 首 先 发 表 音 频 讲 话 。
他表示，研究生群体是中医药人才的坚实后
备力量，想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
医药宝贵财富，就必须促进经典理论、临床
实践和学术创新的深度融合。随后，任路、

吴景东、陶弘武分别为获奖研究生颁奖。最
后，辽宁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关雪峰通过视频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希望学生们通过此
次论坛，进一步了解和把握中医药的本质和
内核，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个人的理想追
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
人民多作贡献。

此次论坛以“传承精华，继承创新——中医
经典与临床”为主题，以研究生壁报交流结合名
家讲坛（线上直播）的方式开展。学生们通过壁
报学术交流研讨中医经典与临床学习心得，首

届“国医大师”邓铁涛大弟子劳绍贤教授、全国
经方大家黄煌教授、全国名中医白长川教授等
中医大家，围绕中医经典的临床应用开展专题
讲座，向与会人员传授中医经典学习奥秘、临床
诊疗心得及临床辨证技巧，引导研究生正确阅
读中医经典古籍，树立中医辨证思想并灵活应
用于临床。

本次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学术论坛拓展了研
究生的学术视野，为中医药研究生正确研读经
典并用于临床指明了方向，为中医药传承创新
探索了新方法，拓展了新思路。

辽宁省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
第二届研究生学术论坛圆满落幕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主要资源产出率
比 2020 年提高约 20%，单位 GDP 能源消耗、用
水量比 2020 年分别降低 13.5%、16%左右，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86%以上，大宗固废
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
到60%，废纸利用量达到6000万吨，废钢利用量
达到 3.2 亿吨，再生有色金属产量达到 2000 万
吨，其中再生铜、再生铝和再生铅产量分别达到
400万吨、1150万吨、290万吨，资源循环利用产
业产值达到5万亿元。

《规划》围绕工业、社会生活、农业三大领
域，提出了“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是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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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资
源循环型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二是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积极推行“互
联网+回收”模式，提升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
平、规范发展二手商品市场，鼓励“互联网+二
手”模式发展，推动线下实体二手市场规范建设
和运营，鼓励建设集中规范的“跳蚤市场”。促
进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废旧物资循环
利用体系，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

三是通过加强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强废
旧农用物资回收利用、推行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深
化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立循环型农业生产方式。

《规划》还指出，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加强对
循环经济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和能力建设的支
持。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积极采购再生资
源产品。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扩
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范围。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循环经济领域重大
工程的投融资力度。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加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
对循环经济有关企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

光大证券研报认为，再生资源再生利用率
的提升对于实现减少碳排放会带来显著贡献。
目前我国已经对部分再生资源产品进行了回收
利用，未来随着碳中和碳达峰政策的持续推进
和技术水平的稳步提升，各类再生资源回收率
有望维持稳健提升态势，从而带来更大的碳减
排贡献。据测算，主要四类再生资源产品（废
钢、再生铝、废纸、废塑料）均拥有一定程度的减
排效率，上述四类资源的回收量每提升10%（在
2019年各类产品产量基础上），可带来约1亿吨
CO2e 的碳减排增量；如果各类产品的回收率
每提升 10 个百分点，可带来约 4.52 亿吨 CO2e
的碳减排增量；若各类产品回收率均达到90%，
累计碳减排量有望突破40亿吨CO2e。建议关
注各再生资源细分龙头标的。 据中国证券报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路线图出炉！
券商：建议关注各再生资源细分龙头标的

围 绕 典 型
产品生态设计、
重 点 行 业 清 洁
生产、大宗固废
综合利用、再生
资源高质循环、
高 端 装 备 再 制
造等领域，突破
一 批 绿 色 循 环
关 键 共 性 技 术
及重大装备。

城市废旧
物资循环
利用体系
建设工程

《规划》提出，以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人口较多
的城市为重点，选择约60个城市开展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
设。统筹布局城市废旧物资回收交投点、中转站、分拣中心建
设。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重点城市群建设区域
性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基地。

园区循环
化发展工
程

制定各地区循环化发展园区清
单，按照“一园一策”原则逐个制定循
环化改造方案。具备条件的省级以
上园区 2025 年底前全部实施循环化
改造。

大宗固废
综合利用
示范工程

聚焦粉煤灰、煤矸石、冶金渣、工业副产
石膏、尾矿、共伴生矿、农作物秸秆、林业三剩
物等重点品种，推广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先进
技术、装备，实施具有示范作用的重点项目，
大力推广使用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建设 50 个
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和 50 个工业资源综合
利用基地。

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
用示范工程

建设 50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城市。培育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骨干企业，加快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开发、应用与集成。

循环经济关
键技术与装
备创新工程

明确六大行动

壮大再制造产业规模，引导形成10个左右
再制造产业集聚区，培育一批再制造领军企业，
实现再制造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

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鼓励多元参与，构建线
上线下相融合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络，继续
开展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试点。引导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流入规范化拆解企业。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提质行动

研究制定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案，构
建涵盖汽车生产企业、经销商、维修企业、回收拆
解企业等的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
统。开展汽车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试点。选择
部分地区率先开展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试
点，条件成熟后向全国推广。

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行动

科学合理推进塑料源头减量，严格禁止生产超
薄农用地膜、含塑料微珠日化产品等危害环境和人
体健康的产品，鼓励公众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
品。加强塑料垃圾分类回收和再生利用，加快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减少塑料垃圾填埋量。

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专项行动

鼓励电商、快递企业与商业机构、便利店、物
业服务企业等合作设立可循环快递包装协议回
收点，投放可循环快递包装的专业化回收设施。
到2025年，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
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1000万个。

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推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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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和废旧动力电池梯
次利用企业通过自建、共建、授权等方式，建设规范
化回收服务网点。

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