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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在应对新冠疫情的空前行动中，全球已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实现复苏。

同时，兼顾其他全球挑战的呼声前所未有地高涨。许多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复苏之

际是打造韧性和低碳型经济复苏的难得机会。为此，各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在危机

期间保护国家经济的同时为更广泛的经济转型铺平道路，增强韧性，以抵御未来全球

风险。

循环经济作为将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脱钩的工具，为韧性复苏开辟了道路。

循环经济不仅能消除线型经济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一种系

统性变革能够增强长期韧性，创造商业和经济机会，实现环境和社会效益。

在过去十年对循环经济研究的基础上，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在本文中重点介绍了政

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为韧性复苏铺平道路。本文介绍了十个有吸引力的循环经济投资机

会，它们分布在建成环境、交通、塑料包装、时尚和食品五大关键领域。这些机会不但

优化资产、材料和营养物质的使用和循环，而且提供了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有助于

实现公共和私营领域的短期和长期目标。

抓住这些机会，政策制定者可以促进我们向所需要的未来经济转型：这样的经济更繁

荣、更具包容性，能够实现 21世纪的多个公共政策目标，同时降低未来危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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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个月内，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限制了数百万人的流动，影

响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干扰了国际供应链，使全球经济陷入停顿。

疫情和封锁措施暴露了我们当前系统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引发了近

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1 该等情形也揭示了我们控制和

适应疫情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有限。这些风险存在于一个

依赖于人、货物和信息高速和畅通流动的、高度互联的世界中。2此外，

当前的危机凸显了线性系统的诸多缺点。我们制造和生产商品的固

有方式导致了资源开采和废弃物问题，还会继续造成难以化解的

环境退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污染。

 

随着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系统在环境保护、卫生和经济方面的脆

弱性，3 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一直呼吁对疫情的破坏性影响采取

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应具有包容性，同时不会转移人们对其他全球

挑战的关注。4 例如，由 180 位欧洲政界、商业领袖、欧洲议会议员

和环保主义者组成的联盟敦促投资应流向塑造一个“新的欧洲经

济模式：更具韧性、更具保护性、更有效、更具包容性”。5 代表价

值 11.9万亿欧元管理或顾问资产的 100 多位投资人也呼吁欧洲商

业和金融领袖推动实现绿色复苏。6 这些呼吁来得正是时候，因为

投资和政策行动将决定短期和长期经济复苏的方向。疫情还可能

在未来几年重塑国家和市场参与者的角色。7 

i 昦獰鑑矈肣嵔媆僨鑫 20跫鄅 30妘魍俋鬭棷飨棾桭跛㳛艊鄽牨ヮ㬌䯖㚾侸蹺咲艊 GDP䅝夿㢋㫓 20%䯖俢趵籹寚㬫醢緣、

引言

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
球性危机，它也凸显了当前系
统的缺陷。

各国政府当下的行动将塑造
新冠疫情后的未来几代人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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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政府出台了约 10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这是一次前所

未有的机遇，可以让我们摒弃不计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和旧有的化

石燃料经济，走向人、经济繁荣和环境安全界线之间的持久平衡。8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为

欧洲描绘了这样的愿景，“我们需要前瞻性复苏，而不是后退型复苏。

同时，我们需要建立具有韧性的、绿色的和数字化的欧洲。其核心

是我们的增长战略、《欧洲绿色新政》，以及数字化和脱碳的双重

转型和机遇。”9 作为欧洲战略的组成部分，循环经济框架可促进韧

性和再生，有助于实现多个政策目标。政策制定者、首席执行官和

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士正动员全球的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通过循环

经济实现韧性复苏，以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10, 11 因此，

在考虑新的增长来源和经济复兴的同时，循环经济仍然具有高度

的现实意义，值得继续关注。实现韧性复苏需要人们重新对经济进

行思考、设置和设计，使经济系统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变为一个繁荣、

包容、低碳、并可以减缓未来危机风险的经济体。

 

要为经济复苏创造有利条件，政策制定者必须发挥以下作用：确立

共同的发展方向、推动经济发展、释放循环经济投资机会、促进合作。

其中，引导对建成环境、交通、塑料包装、时尚和食物等五个关键领

域的十大循环机遇进行投资，有助于快速推动行业内转型，同时确

保提升未来的行业韧性。这些政策行动和投资结合在一起，有助于

实现公共和私营领域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同时有助于创建更具韧性

的经济，并减少未来遭受冲击的风险。

循环经济切实为低碳和繁荣
的经济复苏铺平道路。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介绍了
政策制定者如何在利用十大
循环投资机遇的同时，为低碳
和繁荣的未来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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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循环经济原则的政策可以刺激价值创造和经济韧性，在经济复苏计划中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疫情爆发之前，多国政府都在采取行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他

们认识到有必要通过新的经济模式来减少浪费和环境破坏，并减少对全球化线性

供应链和廉价原始原材料的严重依赖。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后，政策制定者在短期内

提供更多就业和公平增长的同时，也必须应对当前线性经济的全球系统性问题，如

减少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长期风险。

为了通过循环经济实现这些短期和长期目标，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以下领域发挥关键

作用：

• 设定共同的前进方向：通过循环经
济实现韧性复苏 

• 制定激励措施，推动实现一个循环
的、低碳型经济 

• 促进协作，以获得系统性解决方案 
 

• 释放循环投资机遇，以满足关键的
公共优先事项

政策制定者如何
为低碳和繁荣的未来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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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共同的前进方向：
通过循环经济实现韧性复苏

ii 䅵鑫釣㫧醠頥侟飝躐侳䯖漥茒㫤壽呯鑫藥愥戹敡㳝嶗玜䅵㳝鮪廟艊瑪鎽茒珕咇炚鉢謙戹茩槪䯖張勢 2030妘戹敡㳝醮 1990妘荁

瀷謙啨 55%、

iii 侟飝￥艊呯躏曧ヮ㬌謚艊跏妘暚䄄䯥 ＃粶乵墮悜￥㬦㫓粶乵墮悜跛樴䯒EPS䯓慇斶棾ゎ㳝䯖㫥㬎羮鲋 EPS濱鲋跤過嶗 EPS䗮鲋

跤過艊蹺咲䯥 ＃䎘╪亱䂏￥曧慇鮪侟飝㫓蠿跤蘙哣䇗姪桭濱嶗桭䗮艊䎘╪躐䄄艊亱䂏墬婬、

经济格局将如何演变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新

冠肺炎及其潜在治疗方法（疫苗或广泛可得的治疗）

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仍在困

扰着经济，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生计。疫情的经济影

响、政策对策、复苏速度以及相关转变（消费方式、

商务旅行、在家工作等）也存在不确定性。12 因此，

宏观经济预测表现出巨大的差异，13 尽管政策制定

者正在为家庭、企业和金融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

但麦肯锡的一项研究提出，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这“对

经济复苏是有害的”。14 因此，重要的是要树立清晰

的愿景，协同战略，以实现新的经济模式，确保长期

的繁荣并增强韧性。

制定雄心勃勃的政策时，不仅要着眼于短期“救助”，

还要关注长期“复苏”。15 在全球层面上，约有 30%

的经济刺激资金流向对环境有显著影响的领域，但

其中大部分是在没有任何明确条件的情况下被分配

的。16 事实上，研究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已在 G20

国家实施的绝大多数经济刺激政策都侧重“救助”，

而非“复苏”，对气候、可持续性和韧性的关注有限。17

世界上许多国家仍在优先考虑“棕色”刺激方案而不

是“绿色”刺激方案；例如，放宽有关控制污染的法

律和汽车能效标准。18 只有少数欧盟成员国、ii,19 英

国和加拿大附加了一些条件，以确保刺激方案有助

于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20 例如，西班牙在其国家复

苏计划草案中强调了绿色投资。在未来 3 年内，720

亿欧元资金中的 37% 将用于绿色和生态转型，其中

包括旨在：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推进电动交通

发展和落实建筑节能的计划。21 然而，绝大多数国家

仍在优先考虑“棕色”刺激方案。因此，欧洲中央银行、

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的近期分析显示，要确保更快

的复苏，还需打造碳密集型活动较少的绿色经济。22

而许多国家错失了这个机会。与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的国家相比，采取了更多环境保护措施的国家预计

将获得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行业增长。iii,23 因此，

为了确保长期复苏，各国政府必须制定目标和行动，

不仅在危机期间保护国家经济，还为更广泛的经济

改革铺平道路，增强韧性，抵御未来全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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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鼓舞的是，许多国家的政府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致力于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复

苏，但各国应在制定“绿色”的复苏计划方面走得更远。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迫在

眉睫的两大危机，而我们的应对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绿色复苏措施是双赢的选择，它们可

以改善环境成果，促进经济活动，改善人类福祉。”

Angel Gurría，经合组织秘书长 24 

循环经济政策战略切实为打造韧性和低碳的经济复

苏铺平道路。循环经济作为使经济增长与资源使用

和环境影响脱钩的解决方案，有助于为更加韧性和

低碳的经济复苏开辟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必须得

到配套政策的支持，才能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公正的

转型”，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不让任

何国家掉队。25 循环经济也是实现相互促进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目标，应对复杂挑战和实现政策目标的

机制。它通过促进创新和竞争力，提高生产率，减少

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影响，提高韧性并创造新

的就业机会来实现上述目标。例如，皮尤慈善信托基

金会和SYSTEMIQ的《力挽狂澜：破除海洋塑料污染》

（Breaking the Plastic Wave）报告显示，塑料行

业的综合循环经济措施可使全球每年进入海洋的塑

料量减少 80% 以上，每年节省 2,000 亿美元，减少

25% 的温室气体（GHG）排放，并到 2040 年将创

造 700,000 个净额外就业机会。26 这表明，在采取

系统性方法应对全球挑战时，循环经济有助于确保

实现更强劲的复苏，这种复苏不仅更具韧性和更加

繁荣，而且满足多项短期和长期的政策目标。例如，

早在疫情爆发之前，欧盟就通过了《欧洲绿色新政》（《循

环经济行动计划》是其支柱内容），在当前形势下已

成为疫情后复苏计划的核心，为振兴经济和确保气

候中和提供了路线图。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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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协作 
以获得系统性解决方案

iv 鎽諦蹺粶乵俋＝曧桹饅粶乵䃾䎪艊桭䗮鄀時瑪絑噴詇梽椨䯖靕 2013妘飨棾瀯跏妘蹁ǹ酽漛、

v ︹窡骶⻙畝㬬慇攢︺唻桽⺸艊鍜羮屟。棞旿艊擊姾屟。詵螻敒屟嶗詵㬉璕屟鰍抲熱鑫桭濱㒄烢、▕鲋孉粶鄽牨囑賒䯖㛫慇啂昷㾗暅

鮪薶墮窡骶⻙啈噯桖䂏䯖曀鲋螻敒䯖妛飨桖桹濕鲋粶乵嶗桽⺸墡鳏擊姾艊昷媀羠鲲、

应对全球危机需要各国协调一致的复苏努力。新冠

疫情的爆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所有人。这种

情况下，协调一致的国际对策至关重要。28 要塑造疫

情后包容性的未来，推进重新定义的增长，迈向下一

波繁荣，同时提高社会韧性，应对未来冲击，强有力

的公私合作至关重要。通过循环经济实现的这种转

型将需要政府、投资界、行业、企业、学术界和民间

组织之间的合作。例如，2019 年第四届联合国环境

大会（UNEA-4）在疫情爆发前就展示了国际合作

的价值，iv 其会议重点是“环境挑战创新解决方案，

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29 会议召集了五位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157 位部长和副部长，以及来自 179

个国家的近 5,000 名与会者，通过了《部长宣言》和

关于以下主题的 26项专题决议：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资源效率，化学制品和废弃物；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环境治理。30

应对全球系统性挑战需要综合协作方法。正如可持

续发展高等研究所所述，“系统风险，尤其是疫情的

治理是一项真正的跨学科工作”。31 但是，孤立的工

作方式在许多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挑战解决方式中已

经根深蒂固。例如，一项研究强调，由于政策制定者

单一地追求就业和增长等优先事项，在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以及随后在 2011-2012 年达到顶

峰的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奉行的政策未能实现既定的

综合目标。32 利用循环经济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也

存在类似的挑战。也就是说，循环经济战略很可能

会被缩减为废弃物管理政策，孤立于其他经济决策

之外。相反，综合性合作方法才有助于管理跨界的系

统性挑战。这需要与跨领域专题小组或部门合作，

引入新的视角，帮助发掘满足多个政策目标的新解

决方案。例如，将循环经济纳入相互关联的政策领域

（例如，建筑、运输和城市规划政策）和专题战略（例

如，工业升级、气候变化、韧性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 33）的主流有助于增强协同效应，从而推动解决就

业、增长和脱碳等关键优先事项。这有助于建立一个

共同愿景，并使转型从不同参与者的专业知识和领

导才能中受益。

随着经济从疫情中恢复，重塑全球贸易和价值链不

可避免，34 将循环经济实践纳入贸易政策将是未来

关键的合作领域。向更加循环的经济转型将不可避

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然而，确保将循环经

济实践纳入贸易政策，就要提高政策的连贯性。35 依

据欧洲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这可能包括：更好地协调

复苏方案；规范定义和标准；审查监管制度；推进将

循环经济纳入欧盟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协定；支持

循环经济商品的贸易激励措施；以及增加各国之间

的合作。36 

循环经济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系统方法”，这对

于刺激协作、实现创新以及建立新冠疫情后的韧性

未来至关重要。它通常涉及整个价值链的利益相关者，

以及通过协作来促进重新思考产品的制造和使用方

式。如上文各段所述，全球挑战过于复杂，单独采取

应对措施于事无补。涉及到塑料、纺织品或食品等材

料流的复杂挑战时，材料循环利益相关人需要在预竞

争阶段作出高水平的承诺，并采取激励措施和行动。

例如，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循环时尚倡议的“牛仔

裤再造倡议”37 便汇集了来自学术界、品牌、零售商、

制造商、收集方、分拣员和非政府组织的40多位专家，

共同制定了循环牛仔裤准则 v。

这种机遇不仅存在于特定的产品供应链中，也存在于

包括更外围参与者的整个行业中。雄心勃勃的战略

和协作平台在设定发展方向以及实现共同创造、创新、

知识交流和协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欧盟委

员会在其关于《欧洲新产业战略》提案中也提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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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关注工业生态系统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这些生态系统涵盖了在价值链中的所有参

与者，他们各有自己的特定专业知识，和不同的研究

和创新技能。有鉴于此，委员会表示愿意与行业本身，

社会伙伴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设计和创建解

决方案，确保该行业能够成功地领导生态和数字化

转型，提高竞争力。39 欧洲电池联盟是系统层面协作

的另一个优秀例子，汇集了代表整个电池价值链的

120 多个欧洲和非欧洲利益相关者。它让欧盟成为

该关键技术的行业领跑者。此外，协会联盟还可以利

用中小型企业、大公司、研究人员和地区相关方的知

识，帮助消除创新障碍并提高政策一致性，从而帮助

引导工作并为整个欧洲具有积极协同效应的大型项

目提供资金。 

循环经济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建设对于推进加速向可

持续复苏转变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关键参与者

和地区之间分享复苏计划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对

于确保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实现复苏目标至关重要。40

例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正在从其八个国际公

私伙伴关系（PPP）中心网络中动员专家，开发关于

PPP 的知识及指导意见，以促进疫情后实现更好的

重建。41 齐心协力才有机会重建信心，展现一条清晰

明确的前进道路，创造更美好、更具韧性的未来。42

正如在建成环境中看到的那样，如果必要的能力和

技能在整个行业中已经普及，则可以广泛应用支持

循环实践（例如，灵活耐用的设计以及工业化施工

流程）的颠覆性技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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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激励措施， 
推动实现低碳型循环经济

vi 㚾侸跤啢矇麟趵抲辭鑫跫翨諤蹺 70%艊喥趵噷瀕䯖郿擇鄽牨牆誤艊酽約、

vii 磢鍖䯖㫥蟢㩸黌唻粶乵艊嬁閼㫤㫨梥暺薶、

随着经济重启，人们有机会重组中小企业，扩大企业

支持计划，以实现长期韧性。疫情爆发之后，需求和

收入急剧下降，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vi,44 面

临严重的流动资金短缺。45 因此，公共财政支持对

于帮助中小型企业恢复元气，甚至在疫情的影响下

生存下来至关重要。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欧盟的政策

制定者增加了公共支持机制和中小型企业补贴的预

算，46 但其中多数仅关注短期流动性需求。47 然而，

更强健、更具韧性的长期复苏则需要我们抓住机遇

重构中小型企业。例如，提供方案帮助企业实施循

环经济原则来提高竞争力和环境绩效，以及帮助他

们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包容性并增强韧性，抵御未来

冲击。48 疫情还凸显了当地价值链的重要性。人们

现在认识到，依赖于过长的国际供应链的风险更大。

因此，政府可以在支持企业通过维修、翻新、再制造

和本地生产提供更本地化、多样化和分布式生产方

面发挥作用，这些企业可以为实现更具韧性的未来

铺平道路，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vii 在实现这些跨

领域目标的过程中，循环经济是重要的交付机制。

就大型企业而言，政府可以通过在刺激计划、国家

援助和救助基金等方案中附加条件，引导经济向更

清洁、更具韧性的复苏发展。这可以促进人们更多地

采纳有助于实现更强复苏的实践或技术。例如，在

奥地利，政府要求航空公司承诺减少碳排放，以此作

为获得其支持的条件。49 在法国，政府向法航提供

70 亿欧元的国家担保贷款（政府是其股东之一）的

要求是，到 2024 年法航需减少 50% 的国内二氧化

碳排放。50 税收制度是塑造经济活动和应对（新冠

疫情之前已）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的有力工具，为

循环经济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自疫情爆发以来，各项

财政措施旨在减轻经济活动突然下降的直接影响。51

当前的危机也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塑造更加

繁荣的、符合环境目标的长期经济复苏。经合发组织

特别强调，降低劳动力和资本税，对环境有害型消费

和生产征税，可以在刺激创造就业和投资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52 这种税收转移不仅可以在资源资源化

中发挥作用，还可以在刺激劳动密集型循环商业模式

（例如，研发、维修、维护和回收）中发挥作用。53 例如，

一项关于芬兰的研究表明，连续七年（2019-2025年）

减少劳工税，增加与环境有关的税费，逐步取消对环

境有害的补贴可以减少840万吨碳排放量，节省9.24

亿欧元能源进口费用，并增加 115,600 就业人年数

和 129亿欧元国内生产总值。54另一项研究还显示，

许多人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而失去了工作（这些工

作或为服务类，比如零售业，酒店业，社会工作，或

为体力劳动类，比如建筑、制造和维护）。对于这些

人来说，对劳动收入减税在促进就业方面的效果甚

至可以超过其他刺激计划。55 鉴于上述效益，致力于

推动从劳动力向自然资源使用和消费的基本税制转

变的智库 Ex'Tax Project 现已启动了一项有关财政

创新和改革的新研究项目，其最终目的是为荷兰乃

至欧盟迈向绿色和包容性复苏之路提供见解。56 

此外，特定的财政支持在刺激创新和激励循环经济

实践方面也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减少重复使用、

维修和再制造活动的资源化税等税收，可以激励循

环设计和商业模式，并有利于促进有价值的商品、材

料和营养物质的循环。其他财政措施可增加二次材

料的使用，并鼓励采用再生食物生产方式。在这些

工具越来越多地落实到位的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工

具来促进加速转型。

为了促进新冠疫情后的低碳复苏，经合组织强调需

要取消燃料补贴，引入长期碳定价，促使价格信号与

绿色刺激方案保持一致。57 尽管疫情可能打乱了碳

减排计划，但经济脱碳的必要性仍与以往一样迫切。58

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金融框架都基于线性经济。

到本世纪末，在解决排放问题上无所作为的代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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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高达 600 万亿美元。59 循环经济可以

改变我们生产和使用产品的方式，促进实

现全球气候目标。60 仅仅依靠提高能源效

率和转向可再生能源只能减少全球 55%

的温室气体排放。采取循环做法，则可以

解决剩余 45% 的排放。61 然而，在寻求循

环经济机会的过程中，62 企业可能面临多

种市场失灵，包括无法估价的负面外部影

响，交易成本，激励措施分散，信息不完

善，公共产品或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竞争不

足。63 未定价的负面外部性通常发生在原

始材料的开采、产品使用和处置过程中，

这些都无法反映其全部相关环境和社会

成本，针对化石燃料尤为明显，例如，国际

航空和海上运输中使用的燃料通常不受碳

定价倡议的限制。64 对负面外部影响定价

有助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65 扩大循环经

济规模。

此外，政策制定者还可以利用补贴（特别

是在危机时期）来促进未来的增长和就业

领域发展，并通过探索循环机会来激励生

产者将对资源的依赖性降至最低。例如，

应逐步取消对环境有害的补贴，因为这些

补贴会阻碍循环经济的迅速转型，和应对

气候变化等挑战的进展。一些地方已经

采取了这方面的行动，例如，尼日利亚决

定取消对化石燃料消费的补贴。66 不幸的

是，目前这些措施尚未普及，许多补贴仍

然用于不可持续的生产系统。以能源为例，

2019 年化石燃料获得的补贴为 4,780 亿

美元，是可再生能源的两倍多。67 

但是，在反思从过去的绿色刺激方案中汲

取的教训后，经合组织发现只有将取消对

环境有害的补贴与负外部性定价结合起

来，此类措施才能有助于加速碳中和型复

苏，并增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冲击的能

力。68 

重点不在于气候变化的灾难性。而在于，如果我们能从新冠疫情中吸取教

训，那就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更加了解不作为的后果，为拯救生命做好更

充分的准备，防止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当前的全球危机可以让我们学习

该如何应对下一次危机。”

比尔·盖茨，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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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循环投资机遇 
以满足关键的公共优先事项

金融的各个方面在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即时响应以及

复苏阶段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支持向更具韧性的经

济转型。投资者、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公司拥有足够

的规模、影响力和专业知识来支持企业实现向循环

经济的转型。这不仅仅是对完全循环的企业进行投

资或从攫取性企业中撤资，还需要激励各行各业的

公司，与其开展合作，促进他们的转型。政府、央行

和金融监管机构将对私营领域的转变起到补充和推

动作用。正如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最近发表的一项

研究——《融资循环经济：抓住机遇》70 所强调的，

循环经济融资市场正在迅速腾飞，早期的例子表明，

投资者、银行和保险公司已经在各个资产类别和经

济领域抓住了这些机遇。例如，虽然 2017 年还没有

此类基金，但在过去三年，包括贝莱德集团、瑞士信

贷和高盛集团在内的主要提供商已经推出了 10只专

注或部分关注循环经济的公募基金。71

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为循环经济活动和突破性创新

提供直接资金支持，而这些活动和创新有助于塑造

更具韧性的疫情后未来。如上文“开发激励机制以

实现低碳经济复苏”一节中所讨论的那样，各国政府

可以结合税收和补贴，以有利于循环经济的方式促

进增长和就业。然而，公共机构也可以直接投资某

些经济活动和领域，包括以优惠利率发行贷款和担

保，设定价格控制，以及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提供土地

和水等资源。一些国家，例如英国，正考虑建立由国

家支持的绿色投资银行 2.0，确保新冠疫情封锁后

政府领导的复苏使该国在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创造

数千个就业岗位。72 另一个例子是欧洲投资银行，它

凸显了循环经济在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73 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围绕“更加循环的经

济”的各项工作已经启动。欧洲投资银行发起了一项

《关于循环经济的联合倡议》，从 2019-2023 年提

供 100 亿欧元的投资。该倡议将“为符合条件的项

目提供贷款、股权投资或担保，并为不同规模的公共

和私营基础设施、市政当局、私营企业以及研究和创

新项目开发创新的融资结构”。74 最近，欧洲投资银

行还发布了一项支持转型的新指南，该指南除了设定

融资资格标准之外，还包括关于循环经济类别和项

目类型的修订，有关城市的新章节，以及案例研究。75

我们要大胆地投资绿色循环复苏。总体而言，《绿色新政》和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向我们展

示了所需采取的行动。它们就像一种强大的疫苗，可以在其他危机出现或现有危机可能恶

化时保护我们，并帮助我们变得更有韧性。转型已经开始，企业、消费者和公共机构正在认

可和支持可持续发展模式。充分利用这一势头，并利用循环经济重新定义经济重建至关重

要。”

Virginijus Sinkevičius，欧盟委员会专员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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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一危机，中央银行可以尝试调整其债券采

购和财务建模方法的可能性，从而支持向循环经济

的转型。尽管在当前低利率的情况下，非常规的量化

宽松方法有其局限性，并且其刺激经济的有效性仍

在争论中，77 但各国央行可以探索绿色量化宽松。它

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帮助降低循环经济项目的借贷成

本，并刺激央行购买更多对环境有积极影响的绿色

债券。78 例如，可以考虑将循环经济作为欧洲央行研

究其万亿欧元资产采购计划是否能够实现绿色目标

的一个关键交付机制，或者欧洲银行管理局研究绿

色支持因素的一个关键交付机制。更广泛地讲，各国

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将气候变化纳入其风险评

估和财务建模中并从中受益，也可以从循环经济应

对这些风险的潜力中受益。实际上，循环经济可以为

基本解决方案（例如，重新设计产品和服务）的情景

分析提供信息，该方案可以通过需求侧措施（例如，

汽车电气化与汽车共享模式）来补充当前对供给侧

变化的关注。

viii 鮪鄽諦鄩鄬蹺咲䯖駡邁㳕㠳妕鰍擇 GDP艊 12%䯖鮪僨嗴跤蹺咲賒擇 GDP艊 30%、  

ix BREEAM曧瑪絑䎘魯艊岄鉢㓇陝䎋茩。▕蕬㛄昻嶗婠詀詵慁醁屟㛊幫昷熴、呅镾侽㛌時妛儂曑䗮屟镾㡊鲲鮪鞲昦婠勢懲羮嶗敘

㬬艊斾跣婠彾粶乵羠噯囈梕跤艊麽過、

通过公共采购 viii,79 进行投资是复苏阶段社会和经济

重建的重要工具。各国政府在应对紧急事件后重建

其社会和经济时有机会利用公共采购（利用循环经

济标准）推动实现更加繁荣、低碳和韧性的复苏。在

这方面，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关键的交付机制，通过延

长材料的使用，减少对资源的依赖，降低排放，并（通

过多元化供应链）增加韧性。鉴于政府的巨大购买力，

强制在公共采购招标中要求使用与循环经济相容的

再生材料，可以创造需求并加速转型。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此类措施可使循环设计和商

业模型成为公共采购中的默认选项，从而增强了对

循环经济产品和服务，以及更灵活的建筑和基础设

施设计的需求。例如，阿姆斯特丹制定了《循环土地

招标路线图》，其中包括 32 个针对循环经济建筑

开发的绩效型指标 80 该市在 Zuidas 地区 81 该市在

Zuidas 地区 81 开发了这样的循环土地招标流程，

该地区将建造一座多功能综合用途建筑物，其设计

包括材料护照、再生资源和拆卸设计，以及采用了最

高级别的 BREEAMix 可持续性标准。在欧洲层面，

欧盟委员会正依据《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制定若干

行动，从而推动将循环经济原则纳入公共采购。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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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可以通过为循环经

济投资提供标准化的定义和指标来提高透明度，从

而推进低碳型经济复苏。欧盟正在开发的通用分拣

系统或“分拣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目的是鼓

励私人对可持续增长和气候中和型经济进行投资。83

为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关于循环经济活

动（这些活动大大有助于实现具有韧性的低碳型复

苏）的通用语言，有助于扩大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的

努力，跟踪进展，并最终评估所取得的影响。因此，

欧盟的复苏计划将以循环经济为特色的绿色金融分

拣为指导。84 而且，这种系统对于混合融资解决方案

尤其有用，在这种方案中，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为循

环经济基础设施和创新提供资金。

x 酽跀燒蓪旝唻諤跣䎘╪㰊㫧ǹ鑫箏襫扜㚮䯖㛬㓄頴愛·䧍陸䅏緥▕㳟＝鈫䎇䯤怇㬬䋸屟濱蘙矇鄽牨侟飝艊敤詇嶗悅㡊梽㭔、

复苏阶段迫切需要在特定领域和领域进行投资，推

动塑造更繁荣、韧性更强的经济。然而，即使在其《绿

色新政》被视为“复苏的动力”的欧盟机会众多，迄

今为止几乎没有具体的投资计划。有鉴于此，欧盟委

员会强调，“若要使今天的投资规划和决策与向气候

中和转型保持一致，更清晰、更强有力的投资信号不

可或缺”。85 为了确保将投资导向到有助于实现韧性

经济复苏并应对环境挑战的领域，艾伦·麦克阿瑟基

金会提出了分布在五个关键领域的十个有吸引力的

循环经济投资机遇。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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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的概念非常重要，也是基础蓝图。我们想要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不仅是出于社会原

因或环境原因，而是出于投资和绩效方面的考虑认可这是一种好的投资方式。”

拉里·芬克（Larry Fink），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

疫情爆发之后，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拨出数万亿美元

来刺激经济。现在的问题在于，怎样实现这些资金的

最优分配。刺激建立具备长期韧性的系统转变是当

前的主要挑战。这种韧性可以防止经济崩溃，保留工

作和收入，同时支持向动态、繁荣和低碳经济的转型。

各国政府目前正在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塑造全新的时

代发展。因此，循环经济作为实现这一愿景的切实

途径，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基于过去十年对各个行业和地

区的循环经济研究，确定了十个有吸引力的循环投资

机遇，这些机遇可以助力公共和私营领域的短期和

长期目标。每个领域都突出了两个循环投资机会：第

一个机会概述了优化资产、材料和营养物质使用的方

法（即在使用阶段）；第二个机会提出了确保材料和

营养物质能够流通以保持其价值的方法（即在使用

后阶段）。这两个机会通过提供业务资源化、减少资

源价格波动和供应冲击，改善获得高质量且可负担

的健康产品和服务的机会，共同促进了系统的有效性。

从环境影响角度，它们提供了优化资源利用的途径，

同时还通过设计消除废弃物和污染。设计是实现循

环经济的基本前提，它的作用加上数字化和脱碳等

趋势，成为了贯穿每个领域和机遇的跨领域主题。

尽管在这些领域中创建循环经济的投资机遇有很多，

上述机遇被选中是因为它们：有能力为疫情所带来

的关键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例如，通过增强韧性和

使人们能够获得重要商品来应对关键挑战）；符合政

府在经济复苏方面的优先事项（例如，刺激创新、创

造就业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目标）；能

够激发循环经济增长潜力（例如，由创新、政策和不

断变化的客户偏好所驱动）；有助于降低未来遭受冲

击的风险（例如，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关

的冲击）。

以下各章将按领域探讨，在帮助实现更加繁荣、低碳

和韧性的复苏进程中，每个循环经济投资机会将如

何发挥关键作用。

“

10 十大循环投资机会

为低碳和繁荣的未来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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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碳和繁荣的未来铺平道路

这些机遇分布在五个关键领域：

建成环境

1 建筑改造和升级

2 建材重复使用和基础设施回收利用

交通

3 多元交通基础设施

4 机动车翻新、再制造和维修基础设施

塑料包装

5 创新塑料包装的重复使用商业模式

6 塑料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

时尚

7 服装租赁和转售商业模式

8 服装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

食物

9 使农民转向再生农业生产模式

10 过剩食物和副产品的收集、再分配和资源化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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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建成环境领域根深蒂固的缺陷，凸显了普遍存在的建

筑物质量低下，体面住房难以负担，以及当前建筑缺乏灵活性的问题。这些

问题，加上人们对这一高度浪费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日益关注，为该领域

的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依据循环经济原则对建筑物进行改造和升级，

可提高适应性、舒适度并产生积极影响（低碳），从而为所述问题提供解决

方案。此外，增强建筑材料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有助于实现更高

价值循环和资源有效利用，这反过来还能够降低行业在原始材料消耗方面

的负担。对这些循环战略进行投资将有助于塑造更好、更有韧性的未来建

成环境：安全、舒适、成本效益高，并助力实现我们的环境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对建成环境领域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截至 3月底，全球 100 多个国家或

地区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人们限制在自己家中，

并严重限制了建筑供应链的运作能力。106 此

外，必要原始材料的短缺和收回延误，以及许

多建筑工地的关闭使该领域陷入资金短缺的困

境。107 

在高收入国家的城市中，那些居住在不良住房

中的人们被限制在狭小、僵化设计、低能效的建

筑物之中，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览无遗。108

与此同时，卫生设施不足使低收入国家中的许

多人无法遵循指导，阻止病毒传播。109 

同时，模块化建筑和提高适应性等既有循环设

计策略已被加速采用，因为这些策略对部分新

出现的问题展示了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在部

分地区，建筑模块化策略使快速建造重要建筑

物以应对疫情成为可能。

例如，中国武汉仅用十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

由 30 个重症监护病房组成的急诊医院，并增

设了 1,000 张床位。这家医院由预制单元组装

而成，由于其模块化特点，很容易进行拆除，然

后在未来其他建筑中重复使用。110 模块化建筑

使得建设速度大大加快，增强了在未来采用这

种循环解决方案的吸引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以及社交隔离政策预计会降低建设生产力，

大幅减缓项目速度。111 在其他地方，学校、办公

室和娱乐场所等空间的关闭使得住宅不得不承

接它们的各项功能，因此，人们突然对建筑的

适应性有了更大的需求。随着一些地方逐渐重

新开放公共区域，为保持社交距离需要他们具

备更强的调整能力，对空间适应性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112 

建成环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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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撰写本文时，许多地方已经解除了封锁措施，但

预计许多先前存在的趋势将继续对建成环境施加压

力。随着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将导致对建筑的需求日益迫切，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

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到 2040 年将翻一番，印度 2030

年需要的建筑中有 70%尚未建成。113 预计到 2030年，

全球建筑市场将增长 8 万亿美元。114 与此同时，当前

既有的建筑仍需要翻新，提高能源效率是帮助人们摆

脱能源贫困的一项主要举措，同时还有助于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115 所有这些需求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出

现了，到 2040 年，全球基础设施需求与预估用于基础

设施的支出之间的空缺预计将激增至 15 万亿美元。116 

行为和态度的转变也可能给建成环境领域带来挑战。

与疫情前相比，预计人们呆在家里的时间将更长，城

市中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空间预计将增加，而办公室等

公共和共享空间，至少在短期内，必须做出调整以允

许社交隔离。117 此外，公民的环保意识日益增强，而且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建筑行业的资源需求占全球的

40%，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各机构因此很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来解决这些问题，xi,118 预计会

制订更多针对该行业的环境影响的法规。119

循环经济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并助

力行业抓住机遇以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创造安全、

宜居、成本效益高的建成环境，实现气候目标。在一个

循环的建成环境中，这一愿景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

通过在设计之初消除废弃物、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材

料的最高价值并持续使用、将自然系统整合到建筑中，

同时促进自然系统再生。一些有吸引力的循环投资领

域可以帮助实现这一愿景，包括：为改变用途、提高耐

用性和产生积极影响（低碳）而对建筑物进行改造和

升级；建筑材料得以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的基础设施，

以实现价值循环，实现更具竞争力的复苏，以应对全

球挑战；在线平台列出现有未充分利用的建筑空间，供

短期使用；xii 以及采用“产品即服务”模式，提供而非

出售建筑相关服务（例如，照明服务）。尽管所有这些

投资领域都可以帮助创造更好、更具韧性的未来建成

xi 岄鉢鍖㔃䯖茩頌瑪絑醮镾瑧桹饅艊蘙戹敡跤桹 39%棾靕婠詀窹䯖謾跤 28%羾懲羮婠詀窹鲲羠䯖11%羾婠詀窹艊棞旿嶗婠㬬鲲羠、

xii 壺㛄澐薶艊苳諎橅楯墱鄽勢瀕、

环境，但是当前两个循环经济投资机遇特别有吸引力：

1 建筑改造和升级

2 建材得以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的基础设施

这两项机遇别具吸引力，能够帮助实现公共和私营领

域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它们共同为疫情带来的关键挑

战提供了解决方案；符合政府为经济复苏制定的优先

发展事项；提供了经济增长潜力；并有助于降低在未

来遭受冲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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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公共部门（尤其欧洲）一直将改造升级需求视为优先发展事项。

但在撰写本文时，不足一半欧盟成员国为改善存量建筑制定了具体战略措

施。120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建成环境的诸多短板，如果想要实现富有

韧性的低碳型经济复苏，那么改造措施的实施已经迫在眉睫。121

建筑改造被视为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帮助实现气

候目标的有力工具。122 例如，《欧洲绿色新政》

中宣布的改造浪潮被誉为在疫情之后实现经济

复苏且不会加剧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123 与拆

除后新建相比，通过简单地修复、翻新和改造

现有建筑结构的方案更经济、资源消耗更少、

排放更低。124 经合组织国家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到 2060 年，65% 的预计所需建筑已经被

建成，关键是需要将其能源强度提高 50% 至

70%。125 

但是，为了确保改造项目能够带来所预期的经

济和环境效益，应根据循环设计思路对改造和

升级既有建筑物投资。这种循环改造项目将升

级建筑以提高其耐用性（例如，选择更耐用的

材料）、适应性（例如，应用模块化设计）和能

源效率（例如，更好地隔热），同时利用影响力

较小的、可重复使用的再生材料。126 如此，循环

改造将创造出更宜居、污染更少、更容易适应

不断变化的空间需求的建成环境，从而增加建

筑物的使用寿命，使材料的使用时间更长，并从

设计之初就避免废弃物。

循环改造项目为促进地方就业提供了诱人的机

遇。127 情爆发之后，世界各地的失业人数猛增。

据报道，仅在欧洲就有 5,900 万份工作岌岌可

危，128 而国际劳工组织发现，4月下旬全球近

一半的劳动力面临失去生计的危险。129 投资循

环翻新项目可以提供有力方案来解决这些失业

问题，因为这些项目本身具备高度劳动密集和

本地化特征，而建筑业相对容易接纳其他行业

的工人。130 据估计，仅在法国，通过集中改善隔

热差的住宅的能源效率，在十年内就能创造多

达 93,000 个新工作岗位。131 同时，麦肯锡的

一项研究估计，在一个拥有 5,000-7,000 万人

口的欧洲国家，投资改造 200 万所住宅以提高

能效可以创造近 20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132 

采用循环策略进行翻新可以产生一系列经济效

益。政府或地方当局每投资 1 欧元用于改善能

源效率，就可以在一年之内得到 5 欧元公共财

政回报。133 道奇数据分析公司 2016 年的一份

报告还发现，无论是新建还是改造的绿色建筑

的资产价值都比传统建筑高出 7%。134 此外，通

过选择持久耐用的材料来提高建筑的耐用性，

并通过调整空间的多功能和灵活性来增强适应

性可以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增加其使用率，

同时通过减少其长期维护需求来降低成本。135

例如，在中国，与当前的发展路径相比，采用循

环建筑设计的运维成本估计到 2030 年会降低

10%，到 2040 年减低 28%。136 

循环改造项目在帮助实现气候目标方面可发挥

显著作用。目前，建筑施工和建筑材料生产占

据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量的 11%。137 仅选择

改造而不是拆除和建造新建筑物就可以降低

建筑改造和升级
提高适应性、耐用性并产生积极影响（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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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排放。138 特定的循环改造可以进一步减少

该行业的排放，例如通过采取隔热措施来提高

能源效率。例如在欧洲，若通过改造现有建筑

实现 2030 年能耗降低 40%，住宅建筑的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将减少 63%，非住宅建筑将减少

73%。139 

一方面，提高能源效率可以改善建筑物的舒

适性和宜居性，同时降低居民的住宅运行成

本——考虑到全球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都有困

难负担住房，这一点很重要。140 另一方面，由于

全球 30% 的能源消耗和 28% 与能源相关的二

氧化碳排放与建筑物的使用有关，减排还可以

在推动实现气候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符合

政治议程和日益增长的人口比例的要求。141 要

获得这些效益，就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动员投资，

尤其是在欧洲，45% 的建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

历史。对它们改造以提高能源效率需要以当前

两到三倍的速度进行，才能实现气候目标。142 

数字创新应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改造项目中，进

一步实现环境效益。建筑业当前的数字化程度

低于几乎任何其他行业，但在未来，数字化的作

用有望增强，预计会颠覆当前的设计、建造和

运营方式。143 物联网等新技术为智能建筑提供

的解决方案将成为更广泛的需求，得到进一步

的发展，同时也为减少该行业对环境的影响提

供了机会。144 例如，国际能源署在 2017 年发布

一份报告中发现，智能照明和智能恒温器等创

新的数字解决方案可以在 2017 年至 2040 年

之间将建筑物的总能耗降低 10%。145这样一来，

到 2040 年预计累计可节省 65 PWh 的能源，

相当于 2015 年所有非经合组织国家的能源消

耗总量。146 

其他技术创新，例如，材料电子护照（稍后将讨

论），可以快速创建现有建筑物的精确 1:1 基础

模型的激光扫描技术，以及可以找出建筑物中

发生热或冷逸散的任何区域的红外测量，还可

以减轻设计团队的工作，并实现更有针对性、

更有效的改造。147 

此外，通过增加对上述数字创新的投资，这些

创新技术的生产企业可以实现增长并加大供应，

使这些技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反过来可以

促进它们的各种效益在建成环境中加速推广。

因此，在未来的改造项目中，应该仔细考虑数字

创新的作用，以便更好地为建立适应性更强、

更经久耐用，并能产生积极影响的建筑行业作

出贡献。

设计是实现适应性更强、更经久耐用的建成环

境的关键因素。这不仅适用于新建筑，也适用

于需要升级的现有建筑，需要从一开始就仔细

考虑如何进行项目改造。例如，选择来自本地

的可重复使用的二级建筑材料进行改造可以显

敘㬬詵懲镾瑧狆鍣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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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有限资源的使用量。148 这些材料也应该是无毒

的、可再生的，以循环为目的进行设计以实现最大效益。同样，通过有

意地升级空间，使建筑物更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或建造可移动的墙

壁，使它们可以得到更高频的使用，或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后改变用途，

从而减少了无法使用的空间，延长了建筑物的使用寿命。149 因此，应仔

细考虑设计决策（例如，材料选择和空间适应性），确保可以实现改造

项目的最大效益。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如果建筑物最初是按照循环

策略进行设计的，例如，适应性更强、更节能、更易于拆除，那么该建

筑物的未来改造需求就会减少，并且实施升级也更加容易。150除改造外，

这一点对亚洲和非洲等新兴经济体尤其重要，这些国家在未来几年仍

需要大量增加建筑总量。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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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筑材料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提供了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循环投

资机遇，有助于确保更有竞争力和更清洁的疫情后复苏，同时创造了就业

机会。

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基础设

施可以节省大量成本。建筑业目前是全球最大

的资源和原材料消费行业，同时极其浪费。152

到 2025年，预计全球将产生 22亿吨建筑垃圾；

在印度等地，建筑垃圾和拆除垃圾已经占该国

固体废弃物总量的三分之一。153 如果不将这些

材料看成废弃物，而是加以回收并循环利用，

就可以获取其价值，并降低总体建筑成本。例

如，奥雅纳（Arup）的一项研究估计，设计可重

复使用的钢材可以为仓库节省 6-27%，为办公

室节省 9-43%，为整栋建筑节省 2-10% 的环

境影响和资源利用率，并节省多达 25% 的材料

成本。154 

增加建筑材料的循环，可以减少处置费用，开发

二级材料市场可以获得新的收益流。155 与此同

时，建材价格波动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156 开

发二级材料市场还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材料供应

来减少供应链中断风险，从而增强在面对未来

冲击时的复原能力。鉴于原始建筑材料的短缺，

以及在疫情之后建筑企业的现金流较低，具有

成本效益且现成的回收或再制造材料可能会提

供诱人的机会。157 在实现更大规模的材料循环

方面，设计将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如果不能确保

建筑材料从设计伊始就以循环使用为目的（即

在首次使用后更容易从建筑中回收，并能保持

其价值），它们就不能被有效地循环使用。158

更大规模的材料循环可以显著降低建筑行业的

温室气体排放。159 例如，与未加工的骨料相比，

加工再生骨料可以减少 40% 或更多的温室气

体排放。材料经济学公司 2018 年的一份报告

发现，在使用脱碳电力为主的情况下，再生钢铁

可以减少 90% 的排放。160 实际上，研究表明，

通过提高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率，到 2050年，

G7 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可减少 14-18%。161 鉴

于当今仅建筑材料和建造过程的碳排放就占世

界所有碳排放的 11%，上述的减排可以对降低

未来气候危机的风险产生重大影响。162 

投资实体基础设施（特别是循环利用场所和拆

除设施）对于实现建筑材料循环和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至关重要。163 目前已有多个此类办公场

所案例。在加拿大，温哥华市获得了建造其“拆

除中心”的资金，从拆卸的建筑中回收的材料可

以被修复、重新利用、或转售待用。164 同时，位

于欧洲的哥本哈根、汉堡、赫尔辛基万塔（Vantaa）

地区以及大伦敦地区均获得资金，以建立循环

中心。拆除建筑的材料可通过“地平线 2020

再生城市循环建设”（CIRCuIT）项目，被重复

使用或改造翻新。165 这些设施须建在城市中，

靠近其资源以便获取，这样有助于促进更多的

建筑材料重复使用和交换。166 此外，为了使这

些设施实现预期影响，还必须开发技术以支持

创建在线市场，以便通过该市场购买和出售重

复使用建筑材料。Globechain 和 Oxara 就

是这一领域现有的两例创新者。167 

数字基础设施，尤其以跟踪技术和数字建模方

式加速了向循环建成环境的过渡 进进进 能够对建

建材得以重复使用 
和回收利用的基础设施
促进价值循环和有效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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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材料进行端到端的跟踪的材料电子护照，有

助于在材料（第一次）使用寿命结束时识别可

重复使用的材料，从而在一段时间之后仍保持

材料的价值，并鼓励更紧凑的循环。168 通过提

高材料数据的透明度和汇总，材料电子护照还

可以提高对材料和成分组成的了解。增加材料

信息的获取渠道，简化获取流程，可以使建筑

商和建筑设计师能够更加容易地选择建筑材料

（例如，无毒的建筑材料），从而创建更健康的

室内环境。169 欧盟的新《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中也提到了这些电子护照，称其为调动产品信

息数字化潜力的重要因素。170 

使用其他数字创新技术（例如创建建筑物虚拟

模型的建筑信息建模，或精确描绘所使用的每

个组件的 3D 数字孪生技术）的重要性也将日

益提高。171 数字孪生技术有助于跟踪和追踪整

个供应链中的材料，预测材料性能，使预防性

维护成为可能，从而在降低维护成本的同时提

高了重复使用和回收的效率。172 通过使用这些

数字替身，改造者可以轻松和快速地试验不同

的升级和翻新方案，选择在成本效益和碳足迹

等方面最有价值的方案。173 此外，这些数字解

决方案可以远程使用。于是尽管新冠肺炎疫情

封锁期间设计人员无法面对面交流，建筑信息

建模（BIM）在该领域内仍大规模适用。174

材料循环越来越受到政策的支持，并可能在将

来成为法律要求。部分地区以直接财政手段提

供支持，例如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CIRCuIT

项目。175 此外，还可采用制定战略和愿景，甚至

颁布法律的方式提供支持。例如，欧盟新的《循

环经济行动计划》提到了一项新的《可持续建

成环境战略》，旨在降低气候影响并提高材料

效率，据称，其中可能包括“考虑到产品的安全

性和功能性，对某些建筑产品引入再生成分的

要求”。176 

漥茒僡蘚＝澐蕓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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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交通近乎停滞。但这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帮助我们重启

对互联互通、价值创造和更健康环境的追求：使用耐用车辆的多元交通系统

可增强不同交通形式之间的连通性和通达性，提供更加清洁、安全和无缝的

体验；通过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让市民更好的对接多元出行选择；同时保持

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循环利用，从而塑造更具竞争性和更具韧性的未来。

xiii 偧梪頺忞㫼䯖鲮㬦䎘╪啔䅖㣵㫜㪟䯒籌偧觜羮㩱。窹牐。駡邁鲮㬦。靕ǹ㩱嶗澒ǹ䯓䯖鍖䉯鞳裶嶗鞳㫜慘踵㳛砎、

交通 xiii 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面

临着关键经济形势。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封锁、

限制出行、停学、暂停非必要业务以及保持社

交距离等措施产生了重大影响。177 从本地运输

到全球供应链无一幸免，不仅人员，货物流动

也受到了阻碍。 

实际上，根据当前预测，2020 年的全球贸易需

求（按量计算）降幅将高达 13–32%。相较于

2009 年金融危机后降幅（9%），这一数字着实

惊人。178 受波及的领域包括货运物流对城市和

区域经济活动有影响的相关行业、市场和供应

链。数百万人正因此失业。

封锁措施和出行限制，迫使许多市民待在家里。

截至今年 5月，全球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客流

量下降了 70-90%。179 汽车需求也急剧下降，

预计到 2020 年，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和

供应商工厂的汽车产量将减少 750万辆。180 尽

管在撰写本文时，许多地方已放松封锁措施，但

保持社交距离仍极大地影响着公共交通。

此后，人们逐渐广泛采用步行和自行车等主动

交通方式，因为它们被认为比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更健康、更安全。这些根本性变化是导致全

球碳排放量减少 17% 的主要原因之一（截至 4

月初的观察数据）。181 城市的天空更加晴朗，居

民能呼吸更新鲜的空气，身体机能也进一步提

升。这促使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主动型交通

基础设施和电动汽车（EV）进一步得到了投资

支持。182 

展望未来，预计许多趋势将持续下去，进一步

改变全球交通。特别是，人际间保持距离的要

求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交通方式、消费者行为

和运输需求。183 预计远程工作和线上零售将持

续存在，这会导致通勤需求减少，送货上门需

求增加，同时促使城市居民搬到农郊区。184 除

上述变化外，预计人们对电子商务的依赖会增加，

这也是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大趋势。其他

既有大趋势 ( 如汽车共享服务、电动、创新型轻

质材料以及自动驾驶汽车 ) 仍将持续下去。此外，

电子商务、直销和电动汽车等大趋势正在影响

传统定价，此转型的加速有望为汽车价格模型

和设定带来巨大变化。185 然而，未来这些趋势

的状态将取决于疫情的演变、社会各界的应对，

以及恢复计划的制定。186 

瑪絑蘙戹敡㳝謙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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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循环经济方式来进行复苏提供了利用上述趋势

应对挑战的机会，以建立适应性更强、更具韧性，清

洁，互联互通的交通系统，同时满足气候目标。在循

环交通系统中，这一愿景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通

过设计消除废弃物；尽可能长时间地使用，并保持材

料的最高价值；促进自然系统的再生。

对众多有吸引力的循环领域投资可以帮助实现这一

愿景：确保无缝互联、少拥堵、零排放运输系统的多

元交通基础设施；提供车辆使用权而非出售车辆所

有权；设计和生产更耐用并适合共享多元系统的循

环汽车；投资翻新、再制造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以促

进更具竞争力和更具韧性的复苏；倡导零排放运输

方式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确保实现气候目标。

尽管所有这些投资领域都可以帮助创造更好、更具

韧性的交通环境，但是当前两个循环经济投资机遇

特别有吸引力：

3 多元交通基础设施

4 机动车翻新、再制造和维修基础设施

这两项机遇别具吸引力，能够帮助实现公共和私营

领域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它们共同为疫情带来的关

键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符合政府为经济复苏制定

的优先发展事项；提供了经济增长潜力；并有助于降

低在未来遭受冲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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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中，多元共享交通解决方案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整合，这一趋势将

为运输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目前疫情已对交通领域造成严重影响，但我

们相信某些变化只是暂时的。随着危机的消退和卫生措施的实施，主动、共

享、电动和自主（微型）多元交通可能会在疫情之后有所增加。

xiv 斶懪猔苼鑫鮪鍜羮嶗詵㳛侟懲羮艊侸媀鎽㫜跀酛跤㩱㪒懲羮艊嬁閼、

多元交通系统通过增加资产使用和进行系统优

化，实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投资多元交通

基础设施，可为不同交通方式（如自行车、共交通，

共享单车和汽车）的系统整合提供机会，帮助人

们在个人、共享和公共交通之间进行无缝切换。

在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题为《内部增长：增强

欧洲竞争力的循环经济愿景》的研究（2015年）

中讨论了上述系统的效益。此外，该项研究还探

讨了在欧洲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多元共享系统

的影响（该系统从设计上确保无噪音、耐用、无

污染，并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研究结果表明，到

2050 年，该类系统可帮助欧洲家庭节约 70%

的开销，同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经济高效的出

行方案。如将该类系统应用到中国等国家 /地区，

估计 2030 年将带来 1.6 万亿美元的收益（假设

在所有汽车公里数中共享汽车占）42%。187

从环境角度来看，多元系统还可在实现温室气

体减排和气候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排气管

排放量占乘用车排放量的 65-80%，所以减排

理所应当地主要集中关注零碳能源方面，例如

电气化。整合多元交通系统和零碳（微型）交通

在实现气候目标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

为了充分发挥机动车的脱碳潜力，除应对排气

管排放问题外，还需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排

放问题。如未能解决，那么到 2040 年，材料生

产排放量可能占整个生命周期的 60%。188 在设

计和使用中融入循环经济原则或将解决该等排

放问题：共享多元系统不仅促使耐用和重复使

用型共享乘用车数量不断增加，还提供了减排

机会，到 2040 年全球材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将减少 70%，即 4 亿吨。xiv,189 这对民众而

言意味着城市环境更加健康且宜居。190 

通过将主动型交通整合到多元系统之中有可能

会帮助刺激经济增长、促进身体锻炼并减少空

气污染。自疫情爆发以来，自行车和步行等主

动型交通方式已经增加。对多元共享基础设施

进行投资可帮助增加人们的活动量。例如，通

过整合自行车道和其他基础设施（如更多的停

车位和电动自行车充电站）可鼓励更多人使用

自行车。放眼最先受疫情冲击的国家——中国

的主动型交通，共享单车的使用有所增加，尤

其在实行封锁措施后增加了 150%。191 各国政

府意识到，需要增加对主动型交通基础设施的

资金投入。各国政府均希望保护其交通系统，

促进公共卫生并获取清洁空气收益，其中欧洲

出台了更多支持自行车和步行的计划，并增加

了投资。192 事实上，在所有交通方式中，骑自行

车可实现最佳投资回报（例如在英国境内每花

费 1英镑，即可获得 5.50英镑的收益）。193 因此，

自行车的黄金时代可能即将到来。

多元交通基础设施
打造一个更通畅，互联互通，又清洁的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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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受到疫情影响，但电动汽车的受欢迎程度

只增不减。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全球

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达到近 1,000 万辆，电动汽车销

量的持续增长抵消了内燃机汽车销量不断下降的趋

势。194 纵观欧洲，2020 年 6 月汽油和柴油汽车的

注册量同比下降了三分之一，电动汽车销量同期增长

了近三分之二。195 据《福布斯》报道，应对气候变化

和提高当地空气质量的需求将使电动汽车市场继续

保持增长势头，预计疫情后也将保持。196 因此，维持

长期的低碳政策将有助于确保到 2040 年，全球售

出的乘用车中有一半以上是电动汽车（占道路行驶

汽车的 31%）。197 实际上，在疫情期间，中国已开始

加强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而许多欧洲国家也推出

经济刺激计划制定购买电动车的奖励和补贴。198 麦

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法规和激励措施的推动下，

到 2030 年，中国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将达到约 35%

至 50%，欧洲将达到 35% 至 45%。199 为促进电动汽

车的广泛应用，其他国家也在推动建立公私合作伙

伴关系—绿色汽车新政。200 该投资基金旨在通过投

资推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

加速向电动汽车大规模使用的转变，在保留现有工

xv 燆佖䎑饉㛨䇗筧䉳謭銊蹺。跤蹺嶗㒂漥蹺咲䯒熴蹺。孭蹺。嶯俋濕。㒂紬窛嶗餚蹺䯓踽㒄╙壈艊 5,000謖嗋炓婩嗴㜉榺、

作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些趋势将确保电动

汽车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脱颖而出，拥有较疫情

前预测更加稳固的市场地位。201

预计疫情之前攀升的汽车共享将在危机过后恢复，

从而打造具有成本效益且易于使用的交通未来。在

循环经济中，多元交通系统包括帮助实现最大车辆

使用率和占用率的共享。他们通过循环设计，设计具

有耐用性、模块化和可重复使用的汽车来促进材料

循环利用。这些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机会有望

颠覆和改变整个汽车行业。随着客户偏好开始转向

基于服务的解决方案，2019 年建立的全球汽车共享

市场规模已超过 25 亿美元。202 估计 2020-2026

年期间，该市场将以每年 24% 的速度增长。在中国，

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多项鼓励共享汽车发展的政

策；203 由于汽车共享行业受疫情严重冲击，部分企

业可能无法幸免。尽管如此，研究和调查指出，“当

今多种模式组合中的许多变化都是暂时的，共享交通

（包括公共交通）将会增加并持续获得额外市场份

额”。204 实际上，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

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前共享出行的重度用户中约

有 67% 至 76%xv 计划在疫情后继续（或增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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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出行模式——其中包括单独或共享叫车服

务、出租车、共享汽车、自行车和电动踏板车。205 

同时，Zipcar 等汽车共享企业正在探索创造性

的解决方案，例如为期数天的专属车辆使用，

这项服务自夏季起，需求量不断增加。206 日本

最大二手车集团之一的 Idom 今年 2 月开始推

出每月 280 美元的会员制租赁服务，服务一经

推出，订单在短短两个月内就翻了一番。207 这

是疫情爆发后在日本出现的一种相对较新的趋

势。这一趋势日益受到关注，可能预示着社会内

部的转变，即，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仅使用而不

是拥有车辆。同样，尽管经济存在巨大的不确

定性，被称为“汽车会员制租赁中的 Netflix'”

的德国初创公司 Cluno 服务增长了 53%。208

因此，会员制租赁服务目前正在填补汽车所有

权和汽车租赁或共享之间的需求。许多客户也

将其视为透明可靠的替代方法，以代替高风险、

谈判耗时的现金购买或租赁。209 在多重手段作

用下，这一势头将继续发酵。例如，即将出台的《欧

洲可持续与智能交通综合战略》探讨了如何增

强与循环经济转型的协同效应，重点关注促进

交通系统中“产品即服务”的采用。210

为整合所有交通方式，为市民提供更多选择，

还需对多元共享交通中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投

资。例如，全面整合后的数字用户应用程序可帮

助市民更好地无缝连接多种交通方式，更好地

规划和优化行程，并避开交通拥堵。由于远程

工作，电子商务和送货上门等趋势可能会在疫

情后继续存在，数字解决方案可进一步减少物

理接触点，加速服务产品数字化（例如，买票付

款），提高运营韧性（例如，允许设置灵活规划），

以及优化物流并支持货运服务和逆向物流的整

合。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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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再制造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促进了高价值组件和材料的循环利用，

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经济机会，不仅能够在疫情危机下促进有竞争力和更具

韧性的经济复苏，还可帮助应对全球环境挑战。

翻新、再制造和回收利用汽车零件的设施是有

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但却往往被低估。对此类

设施的投资在确保汽车可拆卸和可维修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汽车更耐用，可重复使用，

且能更适用服务业务模式。多元共享交通系统，

采用易于维护和可重复使用的汽车，实现回报

的最大化。此类投资必须与建立报废零件市场

同步进行（基于零件的标准化质量度量）。这也

是确保对高质量翻新、再制造和维修汽车零件

需求的关键步骤。

在确保设计可拆卸和可重复使用的汽车的基础

上，翻新、再制造和回收利用具备强有力的创造

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的潜力。疫情过后，全球

汽车共享服务可能会反弹，而该类重复使用活

动可为从事此领域工作的公司提供强有力的经

济价值。举例来说，与新制造的零件相比，再制

造汽车零件的成本更低。通过这一工艺，可对材

料的总价值进行回收，同时减少对原始、不可再

生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在美国，此类再制造活

动已纳入法律，如 2015 年生效的联邦汽车维

修成本节约法案，该法律鼓励美国所有联邦车

辆在使用阶段对再造零件加以利用。212

汽车零件的再制造也可以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

会。例如，可以使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高达

120%。213对于整个再制造行业的保守估计表明，

随着投入成本的减少和人工支出的增加，毛利

润仍可增加 50%，进而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214 

再制造活动还可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并帮助

提高韧性。例如，雷诺汽车已经证明可以将车

辆设计为 85% 可回收，95% 可收集。215 另外，

其 43% 的发动机可以在 Choisy-le-Roi 工厂

进行再制造。216 再制造工艺可帮助节省至少

80% 的能源、水和化学品。217 客户可以从所提

供的“完好如初”的保修中受益，与新的替换零

件相比，这些零件的价格低 30% 到 50%。218

此外，随着本地化翻新和再制造的运用增加，供

应链会进一步缩短。从客户那里获得零部件并

将其重新用于生产带来了一定的灵活性，同时

帮助增强供应链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当前

形势下，这一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建立促进高价值材料回收利用的设施方面也

存在投资机会，这一转变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政

策支持。该类基础设施可帮助确保在拆卸，回

收和处理汽车时可以将材料和质量损失降到最

低。欧洲的政策发展方向将需要此类投资。例

如，《欧洲报废汽车指令》已设定了每年每辆车

95% 可回收的目标。219 有关强制回收内容和提

高回收效率的规章也正在商议中。目的是使上

游设计和下游报废工艺更加一致，从而强化二

次材料和部件市场。

机动车翻新、再制造 
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
促进材料循环和资源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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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向电动汽车转变的步伐加快，对再制造和回收

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将在确保电动汽车及其电池的使

用寿命和重复使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通过移

动应用或固定式能量电池存储系统，因电荷能力过

低而难以在汽车中继续使用的电动汽车电池可获得

长约 10 年的二次寿命。220 在电池回收利用方面，目

前的回收利用率约为 50%，但是通过富腾（Fortum）

和 Crisolteq 设计的新工艺，可将其提至 80%，并实

现金属的循环利用。221 再利用、再制造和回收利用

等方面的发展效益显著；一份报告显示，全面实施这

些措施可能会“促使新电池的需求量减少 25%。”222

我们已经看到，对这一方面的监管正在不断加强。例

如，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以电池

为中心的新的监管框架，以帮助促进电池重复使用（可

充电）、有价值材料回收、电池回收利用以及再生成

分使用。223 该项计划建立在 2018 年制定的《欧洲

电池联盟战略行动计划》基础之上，其目标是在循

环经济背景下在欧洲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并可持续

的电池制造行业。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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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塑料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特别是在保护一线工作者以维持医院运转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疫情进一步凸显了一次性包装的浪费。在我们抗

击疫情、推动有韧性的经济复苏并减轻全球风险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采

取应对措施确保塑料永远不会变成废弃物。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投资

于重复使用模式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机遇，可以满足公众需求、节省材料

成本并减少对一次性包装的需求。若再加上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的基

础设施，则可助力实现塑料与有限资源的消耗脱钩，同时大大减少流入

自然系统的塑料垃圾。该类投资将帮助促进塑料包装行业的经济复苏，

这种复苏不仅兼具竞争力和韧性，还可产生明显的气候和环境效益。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塑料已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中愈加重要的产品，主要表现

为全球医疗工作者需要防护设备，顾客囤积

卫生用品，超市增加食品包装以及零售商依

赖电子商务货运等。由此，自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以来，世界各国对医疗用品和其他一次性不

可循环必需品的需求不断增长。225 

按照这种速度计算，到 2021 年，预计全球包

装市场规模将从 2019 年的 9,090 亿美元增

长至 10,130 亿美元，其中塑料制品的市场份

额最大。226 本文重点关注的塑料包装是当前

以及未来使用量最大的；2017 年，包装占塑

料使用总量的 30% 左右。227

随着卫生措施成为疫情期间防控的重中之重，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初就解除或推

迟了对某些一次性塑料包装的禁令。这种举

措源自一种错误的观念：一次性塑料包装比

可重复使用和可堆肥替代品更加安全。近日，

对于可重复使用包装加剧病毒传播的担忧现

在已经消退。2020 年 6 月 22 日，来自不同

国家的科学家签署了一项声明，表明通过采

取基本卫生措施即可确保可重复使用包装的

使用安全。228 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还迫使许

多回收中心在此期间关闭或暂停运行。常规

废弃物管理实践也承受了额外压力，导致出

现了不当的应对策略，包括移动焚化、直接填

埋和就地焚烧等。229 此外，当前每年全球经

济白白损失 95% 的塑料包装材料价值（相当

于 800 亿 - 1,200 亿美元），而仅有 14% 的

塑料包装被收集和回收利用。230 另外，受疫

情影响，全球石油价格暴跌至每桶约 40 美元

（截至 2020 年 9月），给回收料市场带来更

大的挑战。231 

展望未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可能会改变或

放大包装业的一些大趋势。232 随着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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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开始在家办公和企业线上服务的发展，将有更多

人倾向于网上购物并选择送货上门服务，使得电子商

务出货量大幅上升。客户也开始改变自身的行为，比以

前更加注重价格和健康。疫情还迫使许多企业面临不

确定性，那些能利用数字资产快速应对突发状况的企

业则具有更高的韧性。

循环经济可在解决塑料废弃物问题以及促进经济复

苏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循环经济模式下的塑料

包装系统不仅可以节省成本和材料，还可以防止废弃

物和环境污染。在循环塑料包装系统中，这一愿景可

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淘汰我们不需要的塑料制品；进

行创新，使我们需要的塑料均能够被设计成可安全地

被重复使用、回收利用或堆肥；将塑料保留在经济系

统中循环，而不是进入自然环境中。

许多有吸引力的循环投资领域可帮助实现这一愿景，

包括：可帮助淘汰有问题或不必要的塑料包装的新交

付模式；可减少对一次性包装需求的创新性重复使用

商业模式；在可回收和可堆肥替代品领域进行材料创

新以提高回收利用的质量，避免有害化学物质，并使

塑料与有限的原料消耗脱钩；以及收集、分拣和回收

利用基础设施，以扩大高质量二次材料的生产规模，

并防止塑料进入环境。

尽管所有这些投资领域都可以帮助创造更有韧性的塑

料包装系统，但是当前两个循环经济投资机遇特别有

吸引力：

5 创新塑料包装的重复使用商业模式

6 塑料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

这两项机遇别具吸引力，能够帮助实现公共和私营领

域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它们共同为疫情带来的关键挑

战提供了解决方案；符合政府为经济复苏制定的优先

发展事项；提供了经济增长潜力；并有助于降低在未

来遭受冲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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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50 年，海洋中塑料将超过鱼类重量，这一不乐观的前景使得早在

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对塑料污染的意识已经有所提高。233 创新性重复使

用解决方案可确保塑料不会变成废弃物。该类措施可带来显著的用户和

商业效益，共同帮助实现更具韧性的、低碳经济复苏。

投资于可重复使用的商业模式有助于减少对

一次性包装的需求，同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

益。该模式促进了高质量材料在经济中进行

循环，节省了大量的材料，产生了巨大的社会

和环境效益。然而，重复使用模式目前仅占包

装商品市场总量的一小部分。虽然有超过三

分之一的《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包装商品领

域签署方正在探索重复使用商业模式，但已

践行的仅占 3%。234 但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可重复使用模式来取代仅 20% 的一次性塑料

包装，则可提供至少价值 100 亿美元的经济

机会，同时还能节约 600万吨左右的材料。235

此外，可重复使用包装可帮助推助“物理互联网”

（一种基于标准化、模块化、共享资产的物流

系统），进而释放巨大的经济价值。如仅在美

国，每年预计就可产生 1,000 亿美元的经济

价值。236 然而，这些机会仍未得到充分利用，

预计可重复使用包装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

到 2026 年达到 1,450 亿美元。237 

除产生经济效益外，重复使用商业模式还可

在应对污染问题，创造用户和商业效益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例如，根据材料经济学公司

的一份报告估计，到 2050 年，增加塑料产品

重复使用的商业模式每年可减少约 300万吨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38 与目前传统的一次性

瓶相比，可重复使用的个人和家庭护理瓶以

及创新性交付模式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80-85%。239 加上数字技术和客户偏好变化

的影响，它们还可为企业和客户带来效益。240

例如，可通过增强可重复使用包装的外观、触

感或功能来提供卓越的用户体验，同时还能

提供产品定制方案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可通过在可重复使用的包装系统中应用射频

识别（RFID）标签、传感器和 GPS 跟踪等数

字技术，帮助收集关于用户偏好和系统性能

的信息，以提高服务质量。此外，企业可通过

引入押金和奖励计划来帮助提高品牌忠诚度

和客户粘性。还可通过建立分销和物流的规

模经济来优化运营，同时提供针对可重复使

用容器的压缩型再填充产品来降低包装和运

输成本。

促进可重复使用包装解决方案发展的有利条

件在疫情之前就已开始建立。全世界许多国家

（包括秘鲁、澳大利亚和津巴布韦等）已经制

定了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法规，共同努力开

始解决塑料垃圾污染问题。欧盟委员会特别

推出了《一次性塑料指令》，旨在于 2021 年

前禁止使用 10 种一次性塑料产品，并且制定

相关法规以确保到 2030 年欧盟市场上的所

有包装均可通过经济上可行的方式进行重复

使用或回收利用。241 世界各地采取的其他措

施包括：生产者责任延伸计划，押金退还系统、

垃圾填埋税，以及建立针对包装的强制性要求，

如再生成分和减废措施。因此，可重复使用模

创新塑料包装的重复使用商业模式 
提高材料生产率，减少其流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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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继续存在，预计可返还包装市场市值将从 2018

年的 370 亿美元增长到 2026 年的 590 亿美元（各

行业），复合年增长率为 5.9%，塑料行业有望在价值

和数量方面皆引领可返还包装市场。242

在科学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有证据表明即

使在疫情情况下，可重复使用包装系统也可以被安全

地继续使用。2020 年 6月 22 日，来自 18 个国家的

100 位科学家表示：“有明显证据表明，基于现有最

佳技术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指导，可在采取基本

卫生措施的前提下安全地使用可重复使用系统”。243

此后，人们对可重复使用包装的安全性担忧逐渐消

退。因此，无论对于一次性还是重复使用包装系统

来说，建立高标准和准则以确保卫生和安全均是其

重要组成部分。244 安全和卫生并不取决于一次性或

可重复使用的物品，而是取决于包装和容器的管理

和处置方式。

大多数重复使用系统（包括已使用数十年之久的系统）

都已经抵御住了疫情影响，它们无需更改其清洁过

程。提供送货上门、提货和 / 或退货服务的重复使

用业务模式继续平稳运行，甚至在疫情期间更为景

气。例如，在遭遇疫情的数月，Loop 和 Vessel 等向

客户提供可重复使用容器的公司经历了最大幅度的

需求激增。245 另一个例子是 Algramo，Algramo

是一家提供可重复使用包装外出再填充系统的供应

商，该公司在智利圣地亚哥的无客户接触点三轮车

配送系统在封闭期间得到快速发展。246 在 4—6月，

销售增长了 356% 之多，考虑到圣地亚哥市一直处于

军事禁闭状态，这一成就更令人引人瞩目。在疫情期

间，受到挑战的重复使用模式只有“外出再填充系统

（refill-on-the-go）”，247 在某些情况下转向了一

次性用品。在食品服务领域，这包括使用可重复使用

的购物袋以及自备杯子和容器。尽管面临一次性用

品激增的情况，上述模式仍被证明具有韧性。为限制

人员接触，人们已对系统进行了重新配置。此外，还

向公众提供了关于安全继续使用可重复使用产品的

明确指导。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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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能够扩大优

质材料循环并建立二级市场的。经济复苏可在满足气候目标的同时，使塑

料包装使用与化石原料消耗脱钩，并防止塑料进入海洋和土壤。

需要对物理基础设施和技术升级进行投资，以

便从根本上改善回收利用的经济性、质量以及

应用。2016 年，全球不当管理的塑料占比约为

41%，预计到 2040 年将增至 56%，导致每年进

入海洋的塑料增加了近乎两倍。249 造成该现象

的部分原因是目前全球仍有大量塑料废弃物未

被收集，而收集的废弃物中会有一部分最终直

接被倾倒到环境中。为更好管理塑料的收集，

需要重点对农村地区进行投资，这是因为在未

收集废弃物中，农村地区占 45%，其对进入海

洋的塑料贡献也接近这一比例。对于中 / 低收

入国家，虽然资金较少，但非正规人员在收集

全球 59% 的再生塑料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对这类活动正规化投资可帮助增加使用后

塑料包装的价值，并减少材料流入自然的可能

性。250 

由于加工过程中的大量损失，在通过当前分

拣和回收利用过程所收集的塑料中，目前仅有

35-40% 的原始材料价值被保留到下一个使用

周期，这表明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采取措施

大幅提高循环利用效率、质量和经济性。251 为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利用最新技术升级，例如

过程控制、化学标记技术和自动化技术进步的

同时进行直接投资，以进一步推广分拣和回收

利用过程。然而，是否能够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创造高纯度的用后材料流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包装和材料设计；这是可帮助释放回收利用

和再处理潜在效益的关键上游措施。艾伦·麦克

阿瑟基金会 2017 年的报告《新塑料经济：催化

行动》中估计，该类措施加上为回收利用而设

计的包装可将经合组织国家回收利用的 经济

效益提高至约 190-290 美元 / 吨或 20 亿 -30

亿美元 / 年。252 为实现这些益处，需要未来五

年内在收集和再处理方面投资至少 1,500 亿美

元，以确保对我们所需的塑料进行循环。253 这

塑料收集、分拣 
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
促进材料循环，从设计之初避免废弃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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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聚烯烃循环经济平台（PCEP）等诸多机构呼吁

做出投资决策（作为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以帮

助建造前瞻性基础设施，从而加速向循环经济的转

型。254 但是，如果不采取淘汰一次性塑料制品和重

新设计塑料包装等重大措施，上述成本将会大大增

加。

包装设计对回收利用的经济性有着直接关键影响。

如未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设计和创新，约 30% 的塑料

包装将永远无法重复使用或实现回收利用，而且，不

可回收材料进入循环流还会增加净成本。例如，在法

国，不透明的难以回收利用的 PET 瓶每年估计可使

循环系统的成本增加 100 万 -200 万美元，而这些

成本本来可以避免。255 

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出台帮助改善

回收经济和支持建立再生塑料市场的政策。例如，欧

盟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对不可再生塑料包装废弃

物征收新税（每公斤 0.80 欧元或每吨 800 欧元），

以期提高回收率。256 然而，在解决系统性问题方面，

该项措施的有效性仍有争议。257 新冠肺炎疫情前采

取的其他措施，如欧盟循环经济中的塑料战略，制定

了到2030年使分拣和回收利用能力翻两番的目标。

欧盟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通过采取以下政策

来实现这一目标：改进产品设计以提高可重复使用

和可回收性；降低包装材料的复杂性；提高产品的再

生成分；完善塑料废弃物分拣收集；并在必要时减少

一次性塑料的使用。258

对回收利用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可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材料经济学公司的一项研

究表明，在欧洲推广高质量回收利用可提供塑料生

产所需的多达 60%-70% 的原料，接近目前铝的回

收利用水平。259 通过回收利用，可使新产品产生的

CO2 排放减少 90%，这将产生重大影响。260 这些

技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气候目标，而且还可以在

高收入经济体中创造就业机会。部分研究发现，与垃

圾填埋相比，仅处理一吨可回收物就可带来多 20 倍

的工作，而使用再生材料的塑料制造商所提供的就

业机会是垃圾填埋场的 100 倍之多。261 

对世界上的新兴城市和低收入城市而言，对用后基

础设施的投资提供了这些城市发展急需的经济和社

会机会。在全球范围内，估计有 1,500–2,000 万拾

荒者通过非正式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丢弃物来维

持生计。262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收集的、用于回收利

用的塑料甚至可能比正规收集量都多，占全球收集

量的 15%-20%。263 对于 2/3 的拾荒者来说，这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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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他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超过 3/4 的拾荒者

主要将收集到的废弃物出售给正规企业。264 然而，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非正式社区受到重大影响，

在健康、安全和生计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由

于获得医疗健康服务、卫生用品和防护设备的机会

有限，他们的健康受到威胁。回收中心的临时关闭又

使他们面临着失业风险。因此，通过对该领域进行

投资并使之正规化，可在改善卫生条件并促进减贫

的同时，为材料流通提供巨大的机会。

但是，要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仅靠收集、分拣和回

收利用是远远不够的。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和

SYSTEMIQ 公司于 2020 年 7月发布的报告《破除

海洋塑料污染，采用仅专注于回收利用的战略（包括

雄心勃勃的回收利用设计以及推广收集、分拣和回

收利用基础设施），到 2040 年仍将有“每年有 1,800

万吨塑料流入海洋”。265 与在 2021-2040 年间采用

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方法（见下文）相比，仅关注回收

利用将使政府的成本增加 2,500 亿美元。266 因此，

任何仅基于废弃物管理和回收利用的解决方案都不

可能成功地防止塑料污染——因为它们在技术上或

财务上不可行。我们需要通过全面发展塑料循环经济，

使塑料永远不会成为废弃物或污染物。

为此，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来部署上游和下游解决

方案，以便有效地应对塑料污染。这包括在全球范围

内落实由行业和政府实施的多重协同系统干预，例

如淘汰有问题和不必要的塑料包装、从一次性塑料

转向重复使用，扩大废弃物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

并在必要时以其他材料替代。与往常的经营模式相

比，综合循环经济措施有可能使全球每年进入海洋

的塑料量减少 80% 以上，每年节省 2,000 亿美元，

减少 25% 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到 2040 年将创造

700,000 个净额外就业机会。267

为促成向这种综合性方法转变，我们需要在共同方

向的驱动下开展跨领域和跨区域协作。因此，在过去

四年中，新塑料经济倡议一直在集合企业和政府的

力量，以帮助实现其对塑料循环经济的共同愿景。目

前，通过《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和《塑料公约定》

网络，这一愿景将整个塑料价值链、公共和私营领域

中的 850 多家组织联合了起来。268 这些举措推动了

各方采取了以下方面的集体行动：淘汰我们所不需

要的塑料制品；进行创新，使我们需要的塑料均能够

被设计的可安全地被重复使用、回收利用或堆肥；将

它们保留在经济系统中循环，而不是进入自然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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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时尚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时尚行业，造成大规模供应链中断，同时使消费者重

新评估了他们的购物习惯。经济衰退后的复苏之际，消费者越来越对价格

高度敏感，并意识到当前线性时尚行业资源密集和浪费的本质。要应对以

上问题，该行业将需要新的解决方案。从“促进生产和销售”转向“促进使用”

的商业模式（例如，基于数字技术的租赁和转售）可提供更多诱人机遇。这

些模式不仅吸引越来越多注重价格和环保的客户，还会减少对原生材料使

用的压力，增加每件服装的收益流。这些投资与服装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

基础设施的发展相结合，则可保留大量材料价值，并将有助于塑造一个不

但更符合消费者需求，而且更具韧性，对环境更有利的时尚行业。

整体来说，时尚行业和服装行业属于受疫情影

响最严重的消费品行业，269 预计 2020 年全球

时尚行业的收入将同比减少 27-30%。270 与其

他行业一样，该行业对全球供应链的严重依赖

为试图从制造商处获取产品的企业带来了困

难。271 

随着零售商被迫关闭实体店并将销售转移到

网上，首次通过电商购买时装的美国和中国购

物者分别增长了 14% 和 17%。272 尽管如此，鉴

于人们在这一不确定时期缺乏购买非必需品的

意愿，疫情期间的网上销售总额大幅下降：欧

洲下降 5-20%，美国下降 30-40%，中国下降

15-25%。273 销售额下降导致到 4月份约 29 亿

美元的出口被取消或暂停，影响了 200 多万工

人的生计。274 

在疫情爆发之前，衣物的利用率不足和缺乏回

收利用每年造成超过 5,000 亿美元的损失价

值。275 目前，受封锁和保持社交隔离等措施的

影响，许多零售商无法在预期季节及时销售服

装和配饰，因此处理积压库存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276 该行业对环境的危害及其造成的浪

费等问题正日益紧迫，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疫情前已在时尚行业中呈现的趋势预计将在疫

情后的数月和数年内加速发展。随着网上销售

持续从实体零售店夺取更多的市场份额，电子

商务有望继续增长。277人们普遍认为在整个价

值链中具有内置数字和分析能力的公司在疫情

期间复原能力更强，因此，预计更多公司会进行

“数字化转型”，即调整成本结构，并使价值链

的每一环节变得更好、更快、更便宜。278 此外，

消费者预计会愈加关注可持续议题，从而减少

购物，更多地交换商品，并越来越偏爱有社会

责任的品牌。279 然而，总结过去来看，此类产

品价格较高，消费者通常无法负担，因此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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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与传统的规模经济竞争，未被大规模采纳。280

再加上经济低迷使许多希望削减非必需品购买成本

的消费者对价格愈加敏感。281 这将促使时尚企业重

新评估其当前的商业模式，并考虑新的机遇，如采用

无季节性设计和低价转售。282

对于时尚行业来说，要想在充分利用未来趋势的同

时有效地应对这些新的挑战，那么投资于这些能够

促进使用而不是增加消费的循环经济机遇能够提供

诱人的机遇。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为时尚行业提出

了一个愿景，即，衣服被更多的使用、为再造而造，并

由安全的回收再生或可再生材料制成。为了更快实

现这一愿景，投资可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租赁和转

售商业模式；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材料

创新，以提高耐用性和可回收性，减少微塑料排放；

以及更好地追踪资源的数字技术。

尽管所有这些投资领域都有助于为打造未来更具韧

性和对环境更有益的时尚行业，但是当前两个循环

经济投资机遇特别有吸引力：

7 服装租赁和转售商业模式

8 服装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

这两项机遇别具吸引力，能够帮助实现公共和私营

领域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它们共同为疫情带来的关键

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符合政府为经济复苏制定的

优先发展事项；提供了经济增长潜力；并有助于降低

在未来遭受冲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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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投资租赁和转售等使产品得到持续使用的循环商业模式是为时尚行业制定

更快、更适合未来发展的恢复和增长计划的有效方法。

投资租赁和转售商业模式可以增加服装使用量，

迎合客户需求，进而产生大量经济效益。成衣租

赁和转售模式可以使一件商品在整个生命周期

内被多位客户使用，从而增加每件服装的收益流，

相比之下，传统的线性模式只依靠出售的数量来

产生收益。283 提高利用率，减少原材料需求可以

降低成本，继而降低每件服装（销售或租赁）的

价格。284 因此，转售和租赁模式可以作为开发对

价格更敏感的新客户群的有效工具。疫情后的经

济不确定性预计将显著增加这一细分市场的客户

份额，因此，这对于行业发展尤其有价值。285 大

约一半的人预计疫情过后服装支出有所减少这

一趋势还会继续。286 值得一提的是，消费者在削

减服装和鞋类支出之前，可能会先削减饰品、珠

宝和其他非必需品方面的支出。还有证据表明，“服

装即服务”模式，比如租赁，可能会提高客户对服

务提供商的忠诚度，从而产生持续的收益流。例如，

服装租赁技术平台 CaaStle 的数据显示，在疫情

前利用该平台提供租赁服务的时尚业商户发现

其活跃消费者的支出同比增长了 125–175%。287 

这些商业模式的支柱是消费者对服装消费和所

有权看法的改变。麦肯锡（McKinsey）的一项

研究表明，疫情后 20% 的消费者希望减少服

装消费。288 此外，71% 的消费者对诸如租赁、

转售和翻新之类的循环商业模式表现出更大的

兴趣；也有许多人对投资高质量服装表示了兴

趣。28954% 的服装和纺织品品牌可持续发展领

导者指出，自疫情爆发以来，客户的环保意识以

及对相关产品的兴趣与日俱增，行业参与者也

已对此有所察觉。290

租赁和转售模式可以提供环境效益，逐渐受

到政策制定者和消费者的追捧。例如，只要将

服装的使用寿命延长三个月（假设服装购买量

也随之减少），就可以减少其 5-10% 的碳、水

和废弃物足迹。291 实际上，与购买新产品相

比，购买一件二手产品平均可节省 1千克废弃

物、3,040 升水和 22 千克二氧化碳。292 此外，

2019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65% 在美国和英国，

41% 在中国的二手服装购买成功避免了新商品

购买。293 考虑到目前时尚行业对环境造成的破

坏，这些节省是相当可观的。2015 年，纺织品

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12 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产生的

温室气体总量。294按照目前的趋势，到 2050年，

纺织业将占全球碳预算的 26% 以上。295 同时，

根据 thredUp 的《2020 年转售行业报告》，

在疫情之后，70% 的消费者认为，时尚行业应

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296

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关注时尚行业对环境的影

响。法国《循环经济法》已经禁止销毁未售出

或客户退回的物品，诸如联合国可持续时尚联

盟和经合组织服装和鞋类负责任供应链尽职

调查等组织也已成立，旨在解决时尚行业的可

持续性问题。297 不断增加的压力，加上消费者

对环保衣物日益上升的需求波及整个时尚行业，

并进一步增强了新商业模式（如出租和转售）作

为投资机遇的吸引力。

服装租赁和转售市场正在大幅增长，预计未来

将继续保持。依据疫情前预计，租赁和转售商

业模式将出现强劲增长。租赁模式的收入有

服装租赁和转售商业模式
从生产和销售更多产品转向促进产品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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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 2019-2023 年之间增加 8.01 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接近 11%；而服装转售行业有

望在 2018-2023 年间增长 50 亿 -230 亿美

元。2982019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渴望尝试转

售模式的服装零售商多达 87%，而想要尝试租

赁模式的达到 61%。299 

这些趋势预计在危机之后会进一步发展，人们

对时尚行业的严重环境影响的意识和关注会进

一步提高，消费者也会越来越青睐对环境负责

的服装。300 事实上，自疫情爆发以来，转售平台

thredUp 发布的一项研究预测，二手市场总额

将从 2019 年的 280 亿美元增长到 2029 年的

800 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几乎达到快时尚市场

规模的两倍。301 预计转售模式将推动这一增长，

在未来五年中预计增长 414%，而同期整体零售

市场预计将萎缩 4%。302 尽管服装租赁模式由

于人们被限制在家以及人们对卫生状况的担忧

而受到冲击，但随着全球限制措施的放松和社

交聚会的重新开始有望实现相对快速反弹。303

这一点在中国已经得到了证明，随着封锁措施

的放松，服装租赁平台 YCloset 的业务开始逐

渐复苏。304 此外，部分新零售商也开始在疫情

期间采用了这些商业模式，例如 Selfridges 在

2020 年夏季首次推出了服装租赁模式。305

同时，许多公司已经证明了转售商业模式的实

力和复原能力，在进行了创新性调整以提高运

营卫生水平（例如，启用非接触式送货上门）之

后，这些公司在疫情期间得到了蓬勃发展。如

Depop 和 Vestiaire Collective 等 P2P 转售

企业报告称，美国 4月中旬的销售额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了 150%，与 2 月相比，5 月初的销

售额增长了 54%。306 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

从事服装租赁和转售，可以采用 B2C、C2C、

C2B2C 等多种商业模式。对于大型时装零售

商来说，相较于内部能力建设，与更灵活的创

新服装租赁和转售机构合作可以通过更具吸引

力的快捷且简便的方式应用该等商业模式，同

时创造了更多服装修理和翻新等工作机会。307

各类参与者已建立该等合作关系；例如，The 

Renewal Workshop 和 Trove 为 Carhartt

和 Patagonia 等服装品牌建立和运营转售机

制，提供品牌二手服装的收集、清洁、修复、甚

至是销售服务。308  

数字技术的普遍将使这些商业模式得到更广泛

的应用。自疫情爆发以来，时装电子商务实现了

加速发展。2020 年 4月开展的一项德国和英

国消费者调查显示，43% 的受访者在疫情后首

次通过线上渠道采购时尚物品，28% 的受访者

预计缩减未来实体店采购的开支。309 因此，投

资发展电商平台以促进服装租赁和转售吸引客

户至关重要，并且还能使较小的品牌和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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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进入市场，从而可能创造就业机会。310实际上，

许多较小的时装品牌都将这些策略成果归因于其抵

御疫情冲击的能力。例如 Baja East，该公司更加侧

重直接面向消费者和数字营销的方式，与 3月相比，

其 4月的销售额增长了64%。311 其他数字解决方案，

例如借助社交媒体的创新消费者互动方式，将实体

商店转变为虚拟购物的直播活动，以及全渠道库存

功能在疫情期间增加了销售额和消费者互动，证明了

自身对企业的价值。312 为了吸引和激励消费者使用

这些平台，它们的设计和开发需要谨记提供方便的用

户体验，因为消费者们越来越因大量的选择不知所

措 313，也日益关注平台界面和交付方式。314 为了让

服装租赁和转售企业具备更强的复原能力，并迎合

不断变化的需求，投资还应被用来提高这些公司的

数字能力。

设计将在服装租赁和转售业务的成功中发挥关键推

动作用。为了保证服装能够安全地长时间循环，服装

必须采用耐用无害的、能够多次循环使用的材料制

成。315 与此同时，设计决策应确保延长物品的情感

耐用性，即让消费者继续重视并想要穿戴它，以发挥

其最大循环潜力。316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用“永

恒”设计（即经典的、无季节性的图案和轮廓设计），

或者提高服装适应性等解决方案，以避免产品过早

过时。317 例如，Petit Pli设计的儿童服装可以延展，

以适应孩子的成长。318为了从投资中获得最大价值，

投资者还应该确保其投资的租赁和重复使用业务也

要考虑到这些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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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再生纤维有望加速替代纺织行业中的原生材料，对服装收集、分拣和回收

利用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可以带来许多经济和环境效益，这将有助于在未来

创建更具韧性的时尚行业。319 

投资于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可以保

留显著的经济价值，同时降低处理成本。目前

用于服装的纤维中有 87% 被填埋或焚烧，相当

于每秒燃烧装满一辆垃圾车的纺织品。320 仅有

13% 的纺织品在服装使用后以某种方式被回收

利用，12%通过价值较低的应用进入降级循环，

且通常很难再次循环，而只有 1% 的纺织品被

回收利用来制作新衣服。321 此外，废弃的服装

和剩余面料占了行业资源的四分之一。322 疫情

加剧了这些问题，再加上销售量下降导致生产

后一些订单被取消，进而造成更大量的滞留库

存。323 如果在明年不能重新利用或保存这些库

存，那么企业可能会销毁自己的产品以避免其

大量涌入市场，加剧废弃物总量激增的风险。324

如果这些材料不被焚烧或填埋，而是被收集并

循环，那么每年就可以挽回超过 1,000 亿美元

的纺织废弃物价值损失，相关设施运行也将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325 提升服装的收集、分拣和

回收利用率也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可以通

过加强材料循环，避免产生服装废弃物管理相

关的处理费用；另一方面，被回收利用的纺织品

的增加可以降低材料总成本。这些节省相当可

观。仅在纽约，每年用于填埋和焚化纺织品（其

中大部分是服装）的费用超过 2 千万美元，在英

国，每年掩埋服装和家用纺织品的成本估计约

为 8,200 万英镑，因此，增强纺织品的循环利

用蕴含重大经济机遇。326  

更多的服装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也可通过减

少工业提取和污染创造环境效益。更多的服装

得到回收利用可以帮助减轻原始原料的种植和

生产对自然资源造成的压力。例如，减少该行

业对原始资源的依赖每年可以节省 930 亿立

方米用于纺织品生产的水，同时还可以降低服

装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327 如果不使纺织品

在第一次使用寿命结束后即被填埋，则可以避

免有害甲烷的大量释放，并避免浸出的染料和

化学物质对地下水造成的潜在污染。328 更多的

衣物得到回收利用也有助于减少排放等环境负

担，降低未来发生气候危机的风险。此外，随着

消费者环保意识逐渐提高，负责任的购物习惯

预计会快速增长，践行收集和回收利用的公司

也能更好地争取和留住消费者。329

各类财政措施和法规的制定实施表明，增加服

装循环的政策支持力度正在加大。在某些地区，

企业已经可以通过参与收集和回收计划享受税

收优惠。例如，有机棉内衣初创公司 Knickey

通过将他们从客户处收集的内衣转发给非营

利机构进行回收而获得了税收优惠。330 除了提

供激励措施外，对纺织品废料的更严格监管可

能也会变得更加普遍，使收集、分拣和回收利

用更多衣物成为一项要求。例如，根据欧盟修

订后的《废弃物框架指令》，所有成员国必须

在 2025 年之前制定纺织废弃物的分拣收集计

服装收集、分拣 
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
保持材料价值，实现清洁且有竞争力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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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331 预计收集量的增加将在未来几年内对当

地的分拣 / 再处理 /回收利用施加压力，因此，

在这些领域及时投资便更具吸引力。

设计在确保衣物持续循环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在时尚循环经济中，服装在制作伊始就应考虑

到未来的循环利用。因此，在材料耐用性（使物

品和材料被更多地使用，并经得起回收利用）、

服装构造（使材料和部件易于分离）和加工（例

如染色）方面，必须做出明智决定，确保所有这

些因素均有助于服装保持最高价值，使其被更

多地使用，并可以在使用寿命结束时通过现有

基础设施回收利用。332

为了获得这些效益，需要对收集、分拣和回收

利用基础设施进行重大投资。这些投资有助于

创建可以有效大规模运行的纺织品废弃物循环

利用网络。当前的结构通常呈现碎片化特征，因

此无法大量有效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

投资发展正规的实体服装收集、分拣和回收利

用基础设施十分必要。当前，世界各国服装回

收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类型之间存在巨大差

异。在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地方，提供了许多正规

的服装处理选择，而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在

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则仅依赖非正规的收集系

统。333 即使在收集率很高的国家（例如在德国，

纺织品收集率达 75%），大部分收集到的服装

最终仍会出口到缺乏收集基础设施的国家。334

这样造成了双重后果。首先，尽管服装利用率有

所提高，但最终结果是仅将废弃物转移到国外

（通常是低收入国家），对其造成污染和其他问

题。335 其次，由于许多旧服装接收国已经禁止

此类进口以遏制病毒的传播，西方国家已经关

闭了收集旧衣服的终端市场。对外部终端市场

的严重依赖，加上自身的回收利用基础设施不

发达，许多旧服装出口商现在面临着难以储存

收集到的服装并从中获得部分价值等挑战。336

因此，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实现大规模改变，

就得确保在所有产生和处理衣物废弃物的地区

（尤其目前不具备该等基础设施的地区）开发

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基础设施。337 

技术基础设施也应得到优先发展，尤其是为

了改善服装的分拣和回收利用。自动化光学分

拣技术（比如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和技术创

新实现了材料跟踪和产品信息编码（比如射频

识别标签），可以大大提高物品分拣的速度和

准确性，极大地优化了分拣过程。338 这对于回

收商获得高质量原料，更好地加以利用至关重

要。339 鉴于运营成本下降，和回收物吸引更高

价值市场的能力，回收利用的规模以及提高再

生材料相对于原始资源的成本竞争力会大幅提

高，迅速收回回收成本。340 与此同时，纺织品

回收利用基础设施和技术本身也需要投资。为

了保持材料的最大价值，应优先考虑实现服装

到服装循环的创新技术和工艺，而不是使材料

降级循环的技术和工艺。例如，与原始尼龙相

比，Aquafil 通过其化学循环过程，能够以有竞

争力的价格生产再生尼龙。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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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食物

疫情暴露了当前食物系统的脆弱性，以及部分地区在保障食物供应方面的

欠缺，但这也激发了人们与食物重建联系的渴望。在公共健康危机期间，有

益于而不是破坏自然的营养食物的价值日益凸显，增强了向再生食物生产

模式转型的动力。同时，为了保障较高的食物价值和通畅的获取渠道，改善

和建立食物收集、重新分配和资源化利用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十分明显。因

此，对该等领域的投资将是建立更有韧性，更健康食物系统的关键，该系统

既可以改善保障食物供应，又促进了人与自然繁荣发展。

疫情对食品行业产生的影响很复杂。一方面，

初期全球封锁降低了外出就餐和外卖支出；另

一方面，做饭的频率增加提高了买菜的支出。342

同时，为了避开人群和减少远途出行，人们倾向

于从居所附近的小型零售店购买食物，或直接

向农民订购。343 

在一些地方，这种趋势日益增长，因为人们为了

应对封锁令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在线订购和送

货上门服务，导致仅英国的在线食物购买就比

前一年增长了 11.5%。344 我们也发现，在疫情

期间，对更安全、更健康的食物需求出现了激

增。345  

与此同时，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供应链上游的

参与者，如农民，也面临着供大于求的问题。在

部分地区，交通限制造成了季节性流动农民工

短缺，为了保障食物供应，一些国家紧急为这些

“必要的工人”提供了专门准入和签证延期方

便。346 封锁和关闭边境也使生产者难以将货物

运输到有需要的地方。347 一味追求效率和供应

链专业化导致基础设施的短缺和僵化进一步加

剧了供过于求的问题。一贯为餐饮场所供应食

材的农民遭遇学校、餐馆和其他 B2B 客户取消

订单，他们只得为其产品寻找替代市场，努力调

整其生产、包装和分配系统以适应零售消费者

的需求。348 重新分配这些存货非常困难，导致

采收后食物的大量浪费。349 

食品行业疫情期间出现的许多趋势预计也将持

续下去。例如，消费者的健康意识有所提高，对

本地经过认证的健康有机食物的需求会上升，

这些食物可以通过供应链追溯其起源以确保安

全。350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远程工作，延长了

居家时间，进而使居家做饭和进餐的趋势有望

继续。351 同时，相较于疫情前，食品电商，超市

和餐馆的外卖需求预计将保持较高水平，甚至

继续增长。352 随着消费者对食物安全的关注

越来越高，有关的法规也会更加严格。353 预计

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增加到 97 亿，食物系

统需要变革才能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营

养。354 那时，预计全世界 80% 的食物将供应城

㶃鲋肣嵔唻斾鉢

鄽牨艊嬁閼䯖䎖㚧

2020灭瑪跫翨啔
桹 2.65唉鳏䉳踮
跛㳛艊䏴窹辭姉醭

㢹䏣䅺、

50



市，城市地区的消费模式也将对上游产生更大的影响，

甚至可能重新定义城乡动态，例如，更加注重与当地

生产的联系。355

全世界正着手资助农业领域复苏，因此需进一步保

证资金将用于能够有效应对未来趋势和挑战的领域。

但目前仍缺少明确的方向。例如，法国总计划拨款

10 亿欧元用于农业复苏，但未能设置特定条件，比

如确保此资金应用到与支持生态转型和实现气候目

标等的领域方向一致。356 如果没有制定任何相关条

件，那么投资可能只被用于短期营救，却无法关注可

以长期提高食物系统的整体适应能力的领域。

循环经济提供了有效蓝图，可助力食物领域实现更

强劲的复苏。它提供了诸多解决方案，既利用了未来

趋势，又解决了食品行业已发现的问题。这些解决方

案包括：采用再生农业方法；食尽其用，避免食物浪

费，建造食物副产品收集和资源化基础设施；重新与

当地食物生产建立联系；扩大室内循环农业的规模；

以及使食材更多样化，比如蛋白质——开发工业生

产动物产品的替代品。尽管所提到的方案皆有助于

建立更好、更具韧性的未来食物系统，但是基于现有

情况，以下两个循环经济投资机遇尤其值得关注：

9 使农民转向再生农业生产模式

10 过剩食物和食物副产品的收集、再分配和资源化 

基础设施

这两项机遇别具吸引力，能够帮助实现公共和私营

领域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它们共同为疫情带来的关

键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符合政府为经济复苏制定

的优先发展事项；提供了经济增长潜力；并有助于降

低在未来遭受冲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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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加剧了人们对食物安全的担忧，同时突显了当前食物系统的不健康状

况。357 食物领域要想从疫情中恢复，提高系统韧性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将

至关重要。358 一个更健康、更具韧性的未来食物体系有益于自然系统，也

同样有益于人类。要实现这一愿景，就要加大投资，推进向再生农业更快、

更全面的转变。

xvi 羠尓跀酛桽烏藥愥靕磢羠尓跀酛鲲羠艊諤蟢敒苩䯒偧烐僕誼䯖嚙慘窹戦貾嶗羠鲲䯓、

投资于加速再生农业的发展可以减少成本、增

加利润，同时迎合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世

界经济论坛的一份近期报告指出，到 2030年，

通过改革食物、土地和海洋利用，更多地采用

再生农业实践可以创造 1.91 亿个就业机会和

3.56 万亿美元经济机遇。359 在再生系统中，通

过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并在不同作物和动物

物种之间建立互利关系，可以降低投入成本，

从而减少农业对杀虫剂和合成肥料的依赖。例

如，投资 780 亿 -1,160 亿美元推广种植覆盖

作物、免耕和多次轮作等实践加速再生农业的

规模化发展，估计可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节省 2.3

万亿 –3.5 万亿美元的运营成本。360 

促进作物种植多样化还可以使农民收入更加多

元，从而既提高作物的抗灾能力，也增强生产者

在面对诸如气候变化造成的冲击时的韧性。361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再生农业的盈利能力甚至

比传统食物生产系统还要高。例如，2018 年对

玉米田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传统耕种田地相比，

采用再生管理的田地的利润增加了 78%。362 自

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对健康食物的需求不断增长，

经调查，72% 的欧洲人称未来将加大对健康食物

的投入。这进一步增加了再生农产的吸引力。363 

再生食物生产系统也可以通过增强其所依赖的

生态系统，创造巨大的环境效益。当前的线性

工业化农产品生产系统建立在对自然系统的极

度攫取和破坏上。就线性耕作方式而言，农业

产量的增加与合成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量增加

有关。此举侵蚀了土壤，耗尽了土壤中宝贵的矿

物质资源，并损害了土壤的长期肥力。2015 年

的一项研究估计，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壤都处于

中度至高度退化的状态，威胁到未来的食物供

应保障。364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就必须

向再生食物生产系统转变。再生食物生产旨在

建立健康、具有生物活性的生态系统：改善而

不是破坏食物种植或饲养的环境。365 这些目标

可以通过多种实践来实现，例如，作物轮作和

多元化以提高生物多样性，推进免耕农业，提

升覆盖作物使用率，以及促进放牧管理。366 

再生食物生产系统强调改善其所处的生态系统，

它与自然是合作，而非对立关系。Farmland 

LP 在 2017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价值

8,500 万美元的耕地在常规耕作方式下将对生

态系统造成 850 万美元的损害，而在进行再生

耕种后能够创造价值 1,290 万美元的生态系统

服务。xvi,367 

 
使农民转向 
再生农业生产模式的工具
建立使人与自然皆蓬勃发展的食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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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鼓励生产系统的多元化，摆脱单一作物的

种植方式，再生农业还可以增加生物多样性，

并加强土壤健康和农民生计的韧性。368 生物多

样性丧失已确认成为未来全球的主要挑战，并

被纳入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369 因此，再

生农业增加生物多样性的能力也可有效减少未

来危机的风险。

此外，再生生产减少了合成除草剂和杀虫剂的

使用，避免了有害排放，降低了环境毒性，同时

避免了清理污染的相关的费用。370 再生模式减

少对化石原料合成肥料的依赖，采用免耕措施，

保守估计下，每年至少可减少 17% 的农业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371 由于目前食物生产和农业所

产生的温室气体占排放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

这一领域的改善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372 此

外，人们还发现再生模式对土壤碳封存有积极

的贡献，这进一步提高了再生模式缓解气候变

化的能力。事实上，据估计，25 年内仅土壤就

能封存超过 10% 的人为碳排放。373 

另外，将再生方法应用于动物产品的生产可以

进一步减少食物生产的排放总量。若当前的线

性集约化牲畜饲养方式被作物和牲畜综合经营

等再生方式所取代，即可避免工业牲畜饲养所

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农场的碳封存能力

也可以得到提高。374 考虑到在传统线性模式下

牲畜饲养约占 2009 年农业生产相关的总排放

量的三分之二，上述方式的减排效果会十分明

显。375 此外，为确保在减排方面获得最大收益，

多元化我们餐桌的蛋白质来源至关重要。

投资于技术工具以促进农民采用再生食物生产

方式是实现这些效益的关键。增加特定设备和

非合成肥料的可获性将有助于转型，例如生物

肥料，保持土壤结构的垂直耕作工具，以及可

以去除无用植物但不释放毒性的“指状簧齿除

草机”。此外，新兴的数字技术和科技正在被应

用于新的工具，为土壤质量以及作物和动物福

利等提供支撑和解决方案。376 此外，新兴的数

字技术和科技正在被应用于新的工具，为土壤

质量以及作物和动物福利等提供支撑和解决方

案。377 大型农场还可以利用数字农业，即将数

据收集、存储、分析和决策建模相结合，利用大

数据和物联网解决方案来实现最佳成果。378 这

些解决方案的示例已经过测试和使用，人工智

能移动应用程序“Nuru”使用机器学习从照片

中识别植物病害症状，379FarmShots 和 Vine 

View 等服务提供商通过空中和无人机镜头来

测量农作物的水分、健康和病害情况。380 

投资农民培训来确保这些技术解决方案和再

生实践得到应用。为了提高培训的成功率和

可及性，有必要对线上解决方案和现场农业

教学进行投资。为了确保培训效果，让农民更

易于接受培训内容，对培训进行本地化调整

至关重要。381 现有机构帮助农民向再生实践

转型的例子包括：美国的霍恩农场农业教育

中 心（Horn Farm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Education）382 中 美 洲 的 Sustainable 

Harvest International383 提供现场培训。而

其他机构，如 Savory Institute 和生态农业协

会（EcoFarm）则提供线上课程和相关资源链

接。384 为了使农业生产实现更快、更广泛的再

生转型，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改善农民对这些资

源的获取途径。

需要投资于市场培育工具，为用再生方法种植

的食物打开市场。数字和技术解决方案可以提

供及时，有效且准确的再生农业影响力数据，这

些解决方案要求我们对生产者和公司进行投资，

帮助他们清楚地向消费者传达再生食物的好处，

为这些产品创造更大的吸引力。这种解决方案

的一个例子是土壤条件分析系统（SCANS），

该系统将自动化的土样传感系统与先进的统计

建模和分析相结合，可以可靠地估算土壤碳储

量。385 还可以利用区块链和其他技术增强可追

溯性，以建立消费者对产品来源，所使用的耕

作技术，营养成分和环境影响的认识，从而创

造对再生农产品的更大需求。386 此外，电商平

台可以为农民直达消费者市场提供优化渠道。

例如，SiembraViva 为哥伦比亚的农民提供培

训，帮助他们更多采用再生实践，然后通过电

商平台将他们的农产品直接送到城市居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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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387 采用这些方案可以创造更多的需求，这些需求

反过来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民采用这些实践，从而增加了

再生模式所能带来的效益。

政策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再生农业系统投资。部分政策虽

然与再生农业没有直接关系，但也有利于向这种生产方

式的过渡，并增强了它的未来吸引力。例如，澳大利亚政

府成立了一项减排基金，使用更低排放生产方法的农民

可以获得信用，甚至可以将信用出售给他人。388 同时，

欧盟的“农场到餐桌”战略提出了到 2030 年肥料用量

减少20%，到 2050年化学农药用量减少 50%的目标。389

虽然这些目标尚未在欧盟一级的立法中确定，但该战略

的基调是明确的，并将指导未来的国家层面的实施措施，

特别是依据《共同农业政策》（CAP），即通过支持更环

保的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指导。390 此外，鉴于越来越多

的利益相关者倡导建立更具韧性的食物生产系统，例如，

2019 年成立的“可持续性商业促进生物多样性”跨部门

联盟，391 未来支持再生模式的政策会日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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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渐关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食物废弃物。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也

明确设定了到 2030 年将全球食物损失和浪费减半的目标。392 保留食物废

弃物价值的经济性，则有必要创建一个循环食物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过剩

的可食用食物被重新分配，不可食用的副产品被收集并转化为有价值的产

品，而不是像当前在线性模式中那样被丢弃。为了实现这一愿景，需要在收集、

重新分配和资源化基础设施方面进行重大投资。

投资食物收集、再分配和资源化基础设施可以

保留大量经济价值，创造新的收益流。全世界

每年浪费 16 亿吨食物，相当于 1 万亿美元的经

济损失。393 这些损失包括过剩的可食用食物和

不可食用的副产品，通过加大收集、再分配和

资源化力度，两者都可以从高额的负担转变为

诱人的经济机遇。实际上，到 2030 年，减少食

物废弃物每年可带来 1,550 亿 -4,050 亿美元

的经济机遇。394 过剩的可食用食物可以通过诸

如食物银行等重新分配，帮助保障食物供应、

抵抗饥饿，或者进行加工以创造新的食品和收

入。395 后一种选择有助于食品制造商节省成本

并吸引大量投资。例如，利用豆腐和豆奶生产

中产生的食物副产品作为原料的面粉生产企业

Renewal Mill 在 2019 年获得 250 万美元种

子轮融资。396 

反过来，不可食用的食物副产品也可以通过资

源化利用来作为农业，新材料和生物能源的原

料，这取决于副产物种类和加工技术。不可食

用的食物副产品的创新资源化解决方案可以

为产生副产品的农民和食品企业创造新的收益

渠道，同时提供机会进入新兴市场。例如，从

2019 年到 2024 年，全球堆肥市场预计将以

6.8%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 2024 年将达到

92 亿美元，投资将不可食用的食物副产品转化

为堆肥可以为食物生产者和公司带来诱人的经

济回报。397 在某些情况下，食物副产品甚至非

常适合被转化用于生物经济；例如，Ananas 

Anam 公司利用现有农业的副产品——通常

会被丢弃的凤梨叶，生产了一种名为 Piñatex®

的类皮革材料。398 

此类基础设施还将在释放食物系统的各种环境

效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目前，每年全球生产

的食物有三分之一被浪费。399 而且，几乎没有

任何废弃物得到保留和资源化利用；欧洲仅收

集了 16% 的食物废弃物，400 而在全球范围内，

城市食物废弃物和副产品中所有有价值的营养

物质中只有不到 2% 得到了资源化利用。401 其

结果是，用于种植、收获、运输和包装这些废

弃物的能源和资源也流失了，填埋这些废弃物

产生的甲烷也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402 实际

上，食物废弃物约占人为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过剩食物和食物副产品的 
收集、再分配和资源化基础设施
最大化利用食物并增强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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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403 相反，如果采用循环解决方案来防

止食物浪费，加强可食用的过剩食物的利用率，

同时通过堆肥增加不可避免的食物副产品和绿

色废弃物的价值，每年则可减少 17亿吨二氧化

碳排放。404 此外，通过加大对过剩食物和不可

食用食物副产品的收集、再分配和资源化力度，

现有系统的 7,000 亿美元环境成本中的一部分

则可以避免。405 疫情期间，农民无法将农产品

运到市场上，导致食物废弃物量激增，因此，对

过剩食物和不可食用的食物副产品进行收集、

再分配和资源化的循环解决方案，对于减轻食

物系统的环境压力将变得愈加重要。

要想获得这些效益，就需要对低收入国家的实

体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比如，对能够储存、加工

和分配可食用食物的冷链进行投资。在低收入

国家，大多数食物损失是因为收获之后没有足

够的基础设施来储存或加工过剩的食物。406 以

印度为例，冷链、分配和运输基础设施的不足

阻碍了行业的发展。407 

由于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封锁和食物流通严重中

断，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在非洲，封

锁边境阻止了农产品运输，导致仓库堆满了腐

烂的农作物。408 增加冷链或特定食物加工基础

设施的可获性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同时改

善这些地区食物浪费的主要诱因。例如，利用冷

冻干燥基础设施来处理食物，可以防止食物还

没有到消费者面前就变质，同时还能保留高达

98% 的食物营养价值。409 这些解决方案已在

市场中试用；例如，乌干达果蔬脱水机 Sparky 

Dryer 可以处理花园垃圾，并将食品的保质期

从数天延长至数月。410 但是存储和加工基础设

施方面仍需要大量投资，以有效应对可食用过

剩食品的挑战。

高收入国家需要建设过剩可食用食物的再分

配基础设施。与低收入国家的情况相反，高

收入国家的大部分食物浪费发生在消费后阶

段。411 粮农组织 2011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欧

洲和北美消费者每年人均产生 95-111 千克食

物废弃物，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 / 东

南亚消费者的相应数量仅为 6-11 千克。412 这

些被浪费的食物大多仍可以食用，但是由于诸

如标签不明或不够美观等因素被丢弃。413 为了

防止这些可食用的食物被浪费，必须投资再分

配系统，让零售商、餐馆和消费者能够恰当处

理多余的食物。这种系统已经有许多可以广泛

采用和进一步发展的例子，例如，FareShare 

FoodCloud 平台将大型零售商的多余食物送

至当地慈善机构，丹麦 WeFood 超市以超低

折扣出售超过最迟销售日期的产品；移动应用

Karma 可以显示消费者在附近可以以半价购

买的餐厅未售出的饭菜。414 

收集废弃的不可食用食物副产品并使其资源化

的加工基础设施同样至关重要。例如，上门收

集系统可以为城市有机废弃物资源化提供有吸

引力的机遇。尽管起初成本较高，但这些系统

已被证实可产生更高产量、更纯净、更高质量

的副产品，从而降低处理成本，并进一步减少

价值链中的废品。415 更高的纯度反过来又可以

将不可食用物质流投入更高价值的应用，提高

资源化回报。例如，高纯度不可食用副产品流

可制成有机肥料，其中宝贵的营养物可返回土壤，

有助于种植新食物。比如 Safi Organics 帮助

农民将稻壳等农业废弃物转化为肥料混合物，

提高产量达 30%。416 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这

些有价值的食物副产品可以转化为各种生物基

材料；例如，织物制造公司 Orange Fiber 使

用柑橘汁副产品——果皮来生产其材料。417 

然而，为了使这些收集到的物质流得到资源化

利用，需要同时对加工基础设施和逆向物流进

行投资。这包括产生沼气和生物肥料的厌氧消

化池，生产蛋白质饲料、生物肥料和生物化学品

的生物精炼厂，生产有价值的堆肥或沼气的堆肥

设施等大型设施，以及其他创新加工解决方案，

例如，像 AgriProtein 公司这一利用昆虫将有

机废弃物流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418 这些都需

要进行开发和分配，确保可以使用这些设施实

现其效益。419同时，能在现场使用的较小型系统，

如厌氧分解设备Waste Transformer，也可以

提供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为较少量的不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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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食物副产品和废弃物实现资源化。420

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食物追踪绘图技术，将

在食物网络的兴起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消

费者很难了解食物是从哪里来的，生产者也往

往不知道食物最后到哪里去了。人们已经就食物

追踪绘图进行了初步尝试，例如，在粮农组织城

市地区食物系统（CRFS）下开展的地区性工作，

在全世界 7个城市测试了快速食物追踪绘图。421

同样，美国在 2019 年绘制出了第一张食物供应

链示意图，揭示了全国各县之间价值链参与者之

间 950万条联系。422 然而，由于食物供应链具

备全球性，需要进一步投资开发全球食物追踪

示意图，让这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更加清晰。

访问这些数据也将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并可以提高系统韧性，还可增加食物来源的透

明度（价值链的所有步骤考虑在内），有助于消

费者能够根据其需求做出更多更明智的购买决

定。423同时，再生食物生产商可以更容易被识别，

从中获益，这样就可以简化供应链，从而更好地

将这些农民直接与对他们的产品感兴趣的买家

联系起来。食物废弃物流也可以更容易地被追

踪，甚至可能通过绘图来规避，424 而对于不可

避免的食物废弃物，再分配和资源化也会更加

容易。

数字技术将在实现更大的可追溯性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对其投资。区块链技术实

现了实时可追溯性，提高了消费者对食物安全

的信心，这一点在疫情爆发后更加重要。425 例如，

物联网解决方案可以结合自动捕获和报告运输

过程中食物状态的食物感测技术，有助于抉择

是否要重新分配未售出的食物或以其他方式对

这些食物资源化利用。426 

尽管这些技术在食品领域内的应用实例不多，

但创新不断涌现。例如，2020 年 9月 Farmers 

Business Network 推出 GRO Network ™平

台，将谷物种植者提供的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

合，得出低碳谷物评分，然后买家可以借此进一

步了解采购商品的影响。427

政策环境越来越有利于食物循环和资源化利用

方面的投资。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日益意识

到食物废弃物对经济和环境的有害影响，同时

也开始看到资源化利用可以带来的机遇。因此，

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倡议和法规。日本

于 2001 年制定了《食物废弃物循环利用法》，

提高了与食物相关企业的回收利用率。4282017

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国家食物废弃物战

略》，旨在到 2030 年将该国的食物废弃物减少

一半。429 同时，欧盟的 2020 年“农场到餐桌”

战略为每个成员国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

少食物废弃物的目标，旨在促使所有成员国到

2030 年实现人均食物废弃物减半。430 随着更

多的食物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方法的出现，

以及人们对食物废弃物问题日益关注，未来有

关政策也会变得更加普遍，并更受人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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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靕磢詵慁醁僨嗴䯒梕騷䯓䯖︹肣嵔謚鄽牨敤詇跤艊擊姾嶗詵慁醁屟︺䯒2020妘 6桸 17暀䯓䯥Tienhaara, K. A.䯖︹粶乵敤詇嶗熎絔䯖

跏俋戰梽艊敭鲇䯤瑪絑㳟@戰梽唻瑪絑粶乵戰梽嶯嚌菑鳘躅︺䯒2010妘䯓

33 跫翨鄽牨㛀韃䯖︹昦靕磢鄽牨跀燒悞鶯︺䯒2020妘 7桸 14暀䯓

34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䯖︹昦獰鑑矈肣嵔䯤肣嵔謚瑪絑㠾曀醮辭姉䀍︺䯒2020妘 8桸 27暀䯓

35 漥爳粶乵敤詇蔠裮跤宆䯖︹漥茒孉粶鄽牨醮㠾曀䯤抲䗮敤詇酽靪屟飨釣㫧詵慁醁僨嗴︺䯒2019妘䯓

36 讜醢

37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窡骶⻙畝㛄㚧慇攢︺䯒2019妘䯓

38 漥茒僡蘚＝䯖︹漥爳鲲趵徔耚︺䯒2020妘䯓

39 漥茒僡蘚＝䯖︹漥爳昦鲲趵徔耚︺䯒2020妘 3桸 10暀䯓

40 鎽㮳粶乵。靕磢墮悜。婠詀嶗樮呏瑪㯵䯖跫翨㡊瑧蔠裮忞䯖︹饅鲋姉唻昦獰肣嵔嶗鄽牨戰梽艊瑪絑唻㛣䯤醮詵慁醁僨嗴茩槪嶗 <墴

䧵鄖呯 >墮慁酽靪䯖㳛婠桖銊偡艊咲艤︺䯒2020妘䯓

41 鎽諦蹺漥爳鄽牨僡蘚＝䯖︹鎽諦蹺漥爳鄽牨僡蘚＝誤蘚豕咲壽呯饅鲋駡蟔．飽饅跀艊慇啂嶯㓄䯖釣㫧肣嵔謚呺粷桖偡艊㳛婠︺

䯒2020 妘䯓

42 Diplomatic Courier䯖︹駡蟔．飽饅跀鮪肣嵔謚侟飝跤艊昦慘羮︺䯒2020妘 6桸 12暀䯓

43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跤蹺╙壈嶗鲲趵攝昦艊孉粶鄽牨梽㭔︺䯒2018妘䯓

44 蹺䅕㠾曀跤宆䯖︹2020妘跤啢矇麟趵覅鲅撾嗴梐ⅩⅩ昦獰肣嵔䯤㢋俋㓇浧啌䀐倀謾唻啢矇麟趵艊嬁閼︺䯒2020妘䯓

45 讜醢

46 攝昦諎絔䯖︹跤啢矇麟趵攝昦䯤︹昦獰肣嵔謚艊鴛俋敆慁〓魯僨嗴鲇䎋︺䯒2020妘 7桸 7暀䯓

47 讜醢

48 蹺䅕㠾曀跤宆䯖︹2020妘跤啢矇麟趵覅鲅撾嗴梐ⅩⅩ昦獰肣嵔䯤㢋俋㓇浧啌䀐倀謾唻啢矇麟趵艊嬁閼︺䯒2020妘䯓

49 氈悞䯖︹漥爳醠倫啔炚鎬恔㜀醮 260鳗漥廬鞳裶駡誒敿錫㚧陝慂㾸︺䯒2020妘 4桸 30暀䯓

50 熴蹺 24翄㓉詬䯖︹㯵䂏ィ蛵䯖熴鞳宍䎍鬆謙蹺廟鞳紬飨懙僉蹺咲挌錫︺䯒2020妘 5桸 24暀䯓

51 鄽諦鄩鄬䯖︹姉唻獰笶胟瀴戰梽艊衃敒嶗㠨敤敤詇䯤亱媰惡宆醮䋸屟︺䯒2020妘 5桸 19暀䯓

52 鄽諦鄩鄬䯖︹㚯醠頥侟飝踵喥趵。敒駱嶗亱䂏桽烏︺䯒2020妘 9桸 14暀䯓

53 漥茒僡蘚＝䯖︹縟趵橉籌䯤孉粶鄽牨嶗漥爳叧梕︺䯒2014妘䯓

54 Ex'tax䎋茩䯖︹悞鶯䯤樰懪颣賣孉粶鄽牨㣵鄡蹕㜉斾㠨敤敤詇︺䯒2018妘䯓䯥漥爳醠頥䎖誽䯖Ex'tax䎋茩䯖漥爳粶乵敤詇蔠裮跤宆䯖

蘇橯㚧㳝䯖︹樰懪颣賣孉粶鄽牨㣵鄡蹕㜉斾㠨敤敤詇︺䯒2018妘䯓

55 VoxEU䯖︹鬆謙俠烏衃桹錫鲋峈侟罌肣嵔俢詛艊喥趵梽＝︺䯒2020妘 6桸 28暀䯓

56 Ex'tax䎋茩䯖︹昦䎋茩䯤駻賣孉粶衃壽︺

57 鄽牨諦慘醮僨嗴鄩鄬䯖︹昦獰肣嵔醮濱蘙㩸矇䯤嬁閼嶗詵镾艊姉唻敤詇︺䯒2020妘 6桸 26暀䯓

58 ︹鄽牨叧鳏︺棇宺䯖︹跫翨㫷賽䈑㒄怳俋蘙麽樴艊懲羮餱縶︺䯒2020妘 5桸 23暀䯓

59 㳟@暚悞䯖︹彿髦镾壠讜暚姉唻炚鎬黌誼嶗肣嵔謚侟飝䯩︺䯒2020妘 5桸 7暀䯓

60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棞旿鄽牨叧䯖︹孉粶鄽牨䯤㓦噴炚鎬黌誼艊詆酽約鰤蹕︺䯒2019妘 9桸 26暀䯓

61 讜醢

62 讜醢

59

https://sdg.iisd.org/commentary/policy-briefs/what-did-unea-4-do-for-the-environment/#:~:text=and%20technical%20assistance.-,Innovative%20Solutions%20for%20Environmental%20Challenges%20and%20Sustainable%20Consumption%20and%20Production,SCP%20resolution%20(UNEP%2FEA.
https://sdg.iisd.org/commentary/policy-briefs/what-did-unea-4-do-for-the-environment/
https://www.iass-potsdam.de/en/blog/2020/04/coronavirus-systemic-risk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893-020-0563-0
https://dfedericos.files.wordpress.com/2012/02/tale-of-two-crises-what-the-global-financial-crisis-means-for-the-global.pdf
https://dfedericos.files.wordpress.com/2012/02/tale-of-two-crises-what-the-global-financial-crisis-means-for-the-global.pdf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new-nature-economy-report-series
https://www.iiss.org/blogs/research-paper/2020/08/covid-19-trade-and-supply-chains
https://ieep.eu/uploads/articles/attachments/f560794d-c411-4895-8ae9-910c65548f33/EU%20trade,%20CE%20and%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IEEP%202019)%20FINAL.pdf?v=63741577228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Jeans-Guidelines-MASTER.pdf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european-industrial-strategy_en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communication-eu-industrial-strategy-march-2020_en.pdf
https://files.wri.org/s3fs-public/uploads/bmu-wri-dialogue-summary.pdf
https://files.wri.org/s3fs-public/uploads/bmu-wri-dialogue-summary.pdf
https://www.unece.org/info/media/news/trade/2020/unece-mobilizes-experts-to-develop-guidance-on-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to-help-build-back-stronger-from-the-covid-19-pandemic/doc.html
https://www.diplomaticourier.com/posts/the-new-role-of-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in-post-pandemic-recovery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circular-economy-opportunity-for-urban-industrial-innovation-in-China_19-9-18_1.pdf
https://www.intracen.org/uploadedFiles/intracenorg/Content/Publications/ITCSMECO2020.pdf
https://innovationmanagement.se/2020/07/07/sme-innovation-10-priorities-for-support-post-covid-19/
https://www.intracen.org/uploadedFiles/intracenorg/Content/Publications/ITCSMECO2020.pdf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0/apr/30/link-climate-pledges-to-26bn-airline-bailout-say-europes-greens-environment
https://www.france24.com/en/20200524-air-france-must-slash-domestic-traffic-in-exchange-for-state-aid-minister-says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ax-and-fiscal-policy-in-response-to-the-coronavirus-crisis-strengthening-confidence-and-resilience-60f640a8/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making-the-green-recovery-work-for-jobs-income-and-growth-a505f3e7/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integration/green_semester/pdf/Session_report_5-4.pdf
https://ex-tax.com/reports/finland/
https://ex-tax.com/wp-content/uploads/2019/09/Aligning_Fiscal_Policy_with_the_Circular_Economy_Roadmap_in_Finland_Extax_Sitra_GBE_IEEP_Final_report_final-08-01-19.pdf
https://voxeu.org/article/cutting-labour-taxes-brings-back-jobs-lost-covid-19
https://ex-tax.com/new-project-circular-tax-system-in-the-netherlands/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ovid-19-and-the-low-carbon-transition-impacts-and-possible-policy-responses-749738fc/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0/05/23/the-world-urgently-needs-to-expand-its-use-of-carbon-prices
https://www.ft.com/content/9e832c8a-8961-11ea-a109-483c62d17528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Completing_The_Picture_How_The_Circular_Economy-_Tackles_Climate_Change_V3_26_September.pdf


63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呺粷孉粶鄽牨䯤敤詇壽呯鍎墡錨藥︺䯒2015妘䯓

64 漥茒僡蘚＝䯖︹鞳裶䎘╪艊衃敒倀謾嬁閼︺䯒2019妘 6桸䯓

65 駻賣蹺䅕䇗筧鄽牨䎘╪䯖︹㳛昦屒鍊謭孉粶鄽牨頌㫧艊㭠㣵︺䯒2020妘 1桸䯓

66 嫼贜蛼䯖︹蓴熌戰梽醣喺暀濕鲡醭䎐媰砮儂唻鄮澏禯旿ゔ㠺︺䯒2020妘 5桸 9暀䯓

67 Energy Post䯖︹瑪絑誼蓴禯旿狆㠿ゔ㠺䗮㫊 4,000 鳗銊廬䯖曧詵畝羠镾瑧ゔ㠺艊跏縛︺䯒2019 妘 6桸 20暀䯓䯥鄽牨諦慘醮

僨嗴鄩鄬䯖︹醭昢亱䂏艊誼蓴禯旿敆慁唻婠㛄桖擊姾嶗頠偡炚鎬艊梥棾椨彾鑫儨鑚︺䯒2020 妘䯓

68 愛斣鄽牨叧䅳䯖︹昦獰肣嵔謚鄽牨侟飝梕䄄艊蘙呯麽︺䯒2020妘 5桸 15暀䯓

69 GatesNotes䯖︹昦獰肣嵔嬟詵尵䯖鍖炚鎬黌誼詵镾＝桖趖︺䯒2020妘 8桸 4暀䯓

70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㡊孉粶鄽牨䯤悁賓梽㭔︺䯒2020妘 9桸䯓

71 讜醢

72 㳟@暚悞䯖︹餚蹺㯵䂏㓇陝＃醠頥悅㡊䀅ǹ 2.0￥︺䯒2020妘 7桸 15暀䯓䯥氈悞䯖︹餚蹺敤姛㚧陝婠襫昦艊醠頥悅㡊䀅ǹ︺䯒2020

妘 7桸 15暀䯓

73 ENDS Europe䯖︹漥茒悅㡊䀅ǹ媰㜉䯖孉粶鄽牨唻鲋昦獰肣嵔謚侟飝靧饅㳛㒄︺䯒2020妘 5桸 19暀䯓

74 漥爳悅㡊䀅ǹ䯖︹100鳗漥廬敆慁漥茒孉粶鄽牨︺䯒2019妘 7桸 18暀䯓

75 ENDS Europe䯖︹漥茒悅㡊䀅ǹ媰㜉䯖孉粶鄽牨唻鲋昦獰肣嵔謚侟飝靧饅㳛㒄︺䯒2020妘 5桸 19暀䯓

76 漥茒僡蘚＝䯖︹豕蘚 Virginijus Sinkevičius鮪漥爳㚴＝粶乵僡蘚＝＝㚴醢僨ィ㚸㛣︺䯒2020妘 5桸 12暀䯓

77 olton, P.訵䯖︹醠俍䥢䯤炚鎬黌誼暚魍艊跤俖䀅ǹ嶗㳟@袊呯︺䯒2020妘 1桸䯓

78 樴楁儨熎敤熎鄽牨蔠裮跤宆䯖︹醠頥㳝誼哃椡镾侽謙醿瑪絑黌枦讖䯩︺䯒2018妘 7桸䯓

79 One Planet Network䯖︹啔詵慁醁艊駡邁㳕㠳鄐駱昦獰肣嵔㠨敤唻詇︺䯒2020妘 6桸 29暀䯓

80 Gemeente Amsterdam䯖︹孉粶鮃鰱愇槪㣵鄡蹕䯤 孉粶婠詀䎋茩㣵鄡蹕︺䯒2017妘䯓

81 孉粶鄽牨駡誒醮 Copper8䯖︹䅏働昤竑踹孉粶鄽牨䯤㛊幫嶗ǹ誤㓉㓕︺䯒2018妘䯓

82 漥茒僡蘚＝䯖︹孉粶鄽牨駡邁㳕㠳䯤頠偡呺㣻嶗慇啂︺䯒2017妘䯓

83 漥爳絔鲇＝䯖漥爳鎽茒絔鲇＝䯖︹詵慁醁㳟@䯤絔鲇＝㳕羮酛酽艊漥茒鰓愔跀酛︺䯒2020妘 4桸 15暀䯓

84 edie.︹獰笶胟瀴䯤漥茒 7500 鳗漥廬侟飝▕㳟踵炚鎬ǹ誤抲辭㡊㳟︺䯒2020 妘 5桸 27暀䯓䯥漥茒僡蘚＝䯖︹詵慁醁㳟@氥㫼︺

䯒2020 妘䯓

85 漥茒僡蘚＝䯖︹亱媰漥爳 2030妘炚鎬䇕宆䯤悅㡊炚鎬傖偡矇梥棾䯖㬬螆漥爳鳏炓︺䯒2020妘 9桸 17暀䯓

86 Copenhagen Economics䯖︹悅㡊婠詀頺镾敘㬬艊侸㳛敱苩䯤唻駡邁㠨敤艊嬁閼︺䯒2012妘 10桸 5暀䯓

87 倿䇖鄐䯖︹婠彾粶乵跤艊孉粶鄽牨︺䯒2016妘 9桸䯓

88 鮪酽跣愗桹 5,000醐 -7,000醐鳏訥艊漥爳蹺咲、慍獿姪敘㬬䯒藥愥硰燢䯓幫㚧、䧍鑃䀰饉㛨駡誒䯖︹肣嵔謚書発扥昻偧駁攝㬬喥

趵。敘櫞炚鎬︺䯒2020妘 5桸 27暀䯓

89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棧姪孉粶鄽牨䯤㳛昦屒鍊亱䂏䯖呺粷䂏梕逫駥︺䯒2016妘 12桸 5暀䯓

90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倿䇖鄐䯖︹跤蹺╙壈嶗鲲趵攝昦艊孉粶鄽牨梽㭔︺䯒2018妘䯓

91 蹺䅕㡊瑧豕咲鄩醮鎽諦蹺粶乵㓇陝鉣䯖︹㳛昦呯躏麽過䯤壽㬬趵䉺噯Ⅹ敤詇壽呯鍎揊㒄︺䯒2018妘䯓

92 誆桹雩鍊鹷鍜羮屟㛄㚧暚、頴愛·䧍陸䅏緥▕㳟＝醮棞旿鄽牨叧䯖︹孉粶鄽牨䯤㓦噴炚鎬黌誼艊詆酽約鰤蹕︺䯒2019妘䯓

93 蹺䅕镾瑧鉣䯖︹翄誤焹㩱鞔妘艊䀏㳝悿嬿賓鑫昦獰鑑矈肣嵔唻瑪絑焹㩱壈鯫艊賠韌︺䯒2020妘 6桸 15暀䯓

94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繳誼ǹ誤︺䯒2017妘䯓

95 燚寫昤蔠裮忞醮擊瑪㡊瑧諎絔䇗筧䯖︹桖侸艊墡慘梽＝䯖桖啨艊焑榟䯤銊蹺孉粶鄽牨僨嗴︺䯒2011妘䯓䯥銊蹺鰱昷靕撾桖羠蔠裮忞䯖︹攝

㬬孉粶濕羮趵烏︺䯒2002妘 2桸 1暀䯓

60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EllenMacArthurFoundation_PolicymakerToolkit.pdf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0b1c6cdd-88d3-11e9-9369-01aa75ed71a1
https://think.ing.com/uploads/reports/Rethinking_the_road_to_the_circular_economy_FINAL_RB1.pdf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5-09/oil-crash-spurs-nigeria-to-end-fuel-subsidies-risk-backlash
https://energypost.eu/400bn-in-global-fossil-fuel-consumption-subsidies-twice-that-for-renewables/
http://www.oecd.org/fossil-fuels/data/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publication/pricing-carbon-during-the-economic-recovery-from-the-covid-19-pandemic/
https://www.gatesnotes.com/Energy/Climate-and-COVID-19#:~:text=In%20a%20lower%20emissions%20scenario,economic%20picture%20is%20also%20stark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Financing-the-circular-economy.pdf
https://www.ft.com/content/3350252b-6511-415d-9c19-e03351f646f9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0/jul/15/uk-government-planning-new-green-investment-bank
https://www.endseurope.com/article/1683671/eu-investment-bank-highlights-role-circular-economy-covid-19-recovery
https://www.eib.org/en/press/all/2019-191-eur-10-billion-to-support-the-circular-economy-in-the-eu
https://www.endseurope.com/article/1683671/eu-investment-bank-highlights-role-circular-economy-covid-19-recovery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commissioners/2019-2024/sinkevicius/announcements/commissioner-virginijus-sinkevicius-speech-envi-committee-brussels-12-may-2020_en
https://www.bis.org/publ/othp31.pdf
https://www.feps-europe.eu/attachments/publications/feps%2520gperc%2520policybriefgreenqe.pdf
https://www.oneplanetnetwork.org/making-sustainable-public-procurement-part-covid-19-fiscal-response
https://assets.amsterdam.nl/publish/pages/887420/roadmap_circular_land_tendering_v09_fht.pdf
https://www.copper8.com/wp-content/uploads/2018/03/Amsterdam-Circular-Evaluation-and-Action-perspectives-English.pdf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gpp/pdf/CP_European_Commission_Brochure_webversion_small.pdf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04/15/sustainable-finance-council-adopts-a-unified-eu-classification-system/
https://www.edie.net/news/6/-Do-no-harm---EU-recovery-fund-has-green-strings-attached/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what-sustainable-finance_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0DC0562&from=EN
https://www.resourcepanel.org/reports/re-defining-value-manufacturing-revolution
https://www.iea.org/news/electric-car-sales-this-year-resist-covid-19-s-blow-to-global-car-market
https://ilsr.org/recycling-means-business/
https://ilsr.org/recycling-means-business/


96 悞鶯醮斶懪䯖︹2016-2026妘詵螻敒藥⺸壈鯫囑棞旿。貙矇。鄮覜羮忊嶗鄫鰓壈鯫䎖牣︺䯒2019妘 9桸䯓

97 芕喒帍櫞惡怐▕㳟＝嶗 SYSTEMIQ䯖︹怇蕚⿷旿犗痐䯤唻㭜壽犦爁⿷旿焑榟㬠嬛艊醝諦㛊幫︺唻㭜壽犦爁⿷旿焑榟㬠嬛艊醝諦㛊

幫︺䯒2020妘䯓

98 Farfetch䯖QSA䯖ICARO嶗愛斣姠婮窹孉粶濕羮絔鲇＝䯒LWARB䯓䯖︹鑫㓦㠳龈鲈忲暚⺸艊粶乵敱苩︺䯒2020妘 6桸 18暀䯓

99 樰懪孉粶郻醎鞏㚴䯒Circular Fibres Initiative䯓唻棞旿擇瀷艊鰓椷飨倀櫵鄎 2.8銊廬 /駡昒嶗狾鄕鄎 1.7銊廬 /駡昒艊麽樴㫧

ǹ幫誽、䯒贋㓄 http://www. globaltexassociates.com/price.html䯓䯥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鄛鄬鄽牨䯤㳛⿷暚⺸艊梥棾︺

䯒2017妘 11桸 28暀䯓

100 2020妘 4桸呝彾壈鯫斶懪鰓椷䯖藥愥昦獰鑑矈肣嵔艊嬁閼、thredUP䯖︹2020妘㩸綈悞鶯︺䯒2020妘 6桸䯓

101 瑪絑暚啹㚴蠿嶗䧍鑃䀰饉㛨駡誒䯖︹2020妘 CEO㚴蠿䯤COVID-19穼︺䯒2020妘 5桸 19暀䯓

102 㬞謙謙戹䎋茩䯖︹妘姪畝羠鍡慘︺

103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䏴窹犗㠿㢹㬅ⅩⅩ瑪㯵彾梪熴ⅩⅩ桭鄮悞鶯︺䯒2014妘䯓

104 樰懪 2020妘 4桸 FMCG Gurus䉳謭 23,000鳏艊㜉榺、Food Navigator䯖︹獰笶胟瀴澐敘黌彿髦艊䒃䏴昷媀讖䯩︺䯒2020

妘 5桸 11暀䯓

105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棞旿鄽牨叧䯖︹酑喥鰤蹕䯤孉粶鄽牨偧駁姉唻炚鎬黌誼︺䯒2019妘 9桸 26暀䯓

106 BBC䯖︹獰笶胟瀴䯤瑪絑啌䀐嵔騙蛵嶯蹕︺䯒2020妘 4桸 7暀䯓

107 SNC-Lavalin䯖︹昦獰肣嵔唻婠詀壈鯫艊疦鮪嬁閼︺䯒2020妘 4桸 9暀䯓䯥䧍鑃䀰饉㛨駡誒䯖︹肣嵔謚婠詀趵㛫偧駁黌媰︺䯒2020

妘 5桸 8暀䯓

108 蛼＝壈鯫▕㳟＝䯖︹応嗙。擊姾嶗昦獰鑑矈䯤賓応棷鬣墬＝鎢談獰笶胟瀴戰梽︺䯒2020妘 4桸 2暀䯓

109 㠨敤蔠裮忞䯒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䯓䯖︹濱敒駱蹺咲㳕僉獰笶胟瀴䎖䅂扥昻䉳踮瀟鲢慙徔︺䯒2020妘 3桸 30暀䯓

110 縟趵廟奟䯖︹酽謖婠詀豕咲鞯鄻鑫跤蹺偧駁鮪蓪蓪 10俍廟婠彾屜㛐語䅳飨熎聴澓烲獰笶胟瀴崣鍎︺䯒2020妘 2桸 5暀䯓

111 跫翨鄽牨㛀韃䯖︹昦獰鑑矈肣嵔謚杶镾婠詀敘黌応嗙婠詀艊昷媀︺䯒2020妘 8桸 7暀䯓

112 氈悞䯖︹㚧陝樰懪墮慁蛼鲮㣣蟇艊㓇呯㳛昦婩敡＃玈龉跤￥艊餚樴賣縟姎︺䯒2020妘 6桸 5暀䯓 

113 瑪絑蘙䎋茩嶗窡爠鄽牨蔠裮䅳䯖︹2030妘瑪絑婠詀趵䯤婠詀趵 2030妘瑪絑䎖牣︺䯒2015妘 11桸 10暀䯓䯥頴愛·䧍陸䅏緥▕㳟

＝嶗倿䇖鄐䯖︹跤蹺╙壈嶗鲲趵攝昦艊孉粶鄽牨梽㭔︺䯒2018妘 9桸 20暀䯓䯥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棧姪艊孉粶鄽牨䯤 㳛昦屒

鍊亱䂏䯖呺粷䂏梕逫駥︺䯒2016妘 12桸 5暀䯓

114 瑪絑蘙䎋茩嶗窡爠鄽牨蔠裮䅳䯖︹2030妘瑪絑婠詀趵䯤婠詀趵 2030妘瑪絑䎖牣︺䯒2015妘 11桸 10暀䯓

115 漥爳婠詀屟镾蔠裮忞䯖︹敘㬬犗痐ǹ誤㚧陝䯤鮪漥爳邁讜呺粷詵慁醁婠詀︺䯒2020妘 4桸䯓

116 跫翨鄽牨㛀韃䯖︹彿髦㬦㫓誤蘚蟔鬫䎘╪棾夎錫媗諦瑪絑▕蕬㛄昻悅㡊鈇訥︺䯒2019妘 10桸 23暀䯓

117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㳛⿷昦獰鑑矈肣嵔謚艊窩駡咇嶗墡慘羠牆︺䯒2020 妘 6桸 8暀䯓䯥䧍鑃䀰饉㛨駡誒䯖︹怇㬬昦獰鑑矈謚艊

藥⺸昦夠尓︺䯒2020 妘 5桸 26暀䯓

118 孉粶鄽牨駡誒醮跫翨麟趵烔醁僨嗴僡蘚＝䯖︹怳俋孉粶婠彾粶乵䯤縟趵嶗敤姛㬠嬛︺䯒2018妘 11桸䯓跫翨醠頥婠詀鄖＝䯖︹䆡塒蘙

荁饅鲇呺︺䯒2019妘䯓

119 漥茒僡蘚＝䯖︹昦孉粶鄽牨ǹ誤㚧陝䯤婠㛄桖玜燳。桖錨覅鲅撾艊漥爳︺䯒2020妘 3桸 11暀䯓 

120 漥爳婠詀屟镾蔠裮忞䯖︹漥茒彾蘚蹺 2020䂏梕敘㬬徔耚咁榺︺䯒2020妘 9桸䯓

121 漥茒誤尓䯒Euractiv䯓䯖︹漥茒婠詀＃敘㬬犗痐￥㚧陝鲋 9桸蕓誤︺䯒2020妘 5桸 7暀䯓

122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肣嵔謚書発扥昻偧駁攝㬬喥趵。敘櫞炚鎬︺䯒2020妘 5桸 27暀䯓䯥詵慁醁僨嗴醮蹺䅕饅跀蔠裮䅳䯒IDDRI䯓䯖︹熴

蹺侟飝㚧陝跤艊婠詀镾瑧敘㬬䯤悁賓梽㭔。㮌婩䆈䅁︺䯒2020妘 6桸 23暀䯓

123 漥茒誤尓䯒Euractiv䯓䯖︹漥茒婠詀＃敘㬬犗痐￥㚧陝鲋 9桸蕓誤︺䯒2020妘 5桸 7暀䯓䯥漥爳婠詀屟镾蔠裮忞䯖︹敘㬬犗痐ǹ誤㚧陝䯤

鮪漥爳邁讜呺粷詵慁醁婠詀︺䯒2020妘 4桸䯓

124 Ecorys駡誒醮灧梪閾樰㡊瑧蔠裮忞䯖︹婠詀ǹ趵艊㡊瑧敱籹︺䯒2014妘 5桸 23暀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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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portsanddata.com/report-detail/returnable-packaging-market
https://www.pewtrusts.org/-/media/assets/2020/07/breakingtheplasticwave_report.pdf
http://www. globaltexassociates.com/price.html
https://www.globalfashionagenda.com/publications-and-policy/ceo-agenda-covid-19-edition/
http://www.fao.org/3/a-i3991e.pdf
https://www.foodnavigator.com/Article/2020/05/11/Is-coronavirus-changing-how-we-eat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52103747
https://www.snclavalin.com/en/beyond-engineering/possible-impacts-covid-19-on-construction-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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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mf.co.uk/commentary_podcasts/homes-health-and-covid-19-how-poor-housing-adds-to-the-hardship-of-the-coronavirus-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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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icy.ciob.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GlobalConstruction2030_ExecutiveSummary_CIO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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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鎽諦蹺粶乵㓇陝鉣䯖︹婠㛄䈇戹敡。䗮敱。桹䋸屟艊婠詀昻墡ǹ趵䯤2017妘瑪絑粷笶悞鶯︺䯒2017妘䯓

126 One Click LCA䯖︹濱蘙錼昦䯤謙啨䆡塒蘙戹敡艊鴛俋昷熴︺

127 漥茒誤尓䯒Euractiv䯓䯖︹漥茒婠詀＃敘㬬犗痐￥㚧陝鲋 9桸蕓誤︺䯒2020妘 5桸 7暀䯓

128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墮䆭漥爳羠㚧䯤謙㪇昦獰鑑矈唻喥趵艊嬁閼︺䯒2020妘 4桸 19暀䯓

129 蹺䅕俠墡鄩鄬䯖︹蹺䅕俠墡鄩鄬䯤俢趵籹擳緣䯖瑪絑㫝酽約俠誤撾䉳踮俢詛羠㚧艊䏣䅺︺䯒2020妘 4桸 29暀䯓

130 蹺䅕俠墡鄩鄬䯖︹婠詀ǹ趵偧駁夎錫媆䎘鄽牨侟飝︺䯒2020妘 5桸 11暀䯓

131 詵慁醁僨嗴醮蹺䅕饅跀蔠裮䅳䯒IDDRI䯓䯖︹熴蹺侟飝㚧陝跤艊婠詀镾瑧敘㬬䯤悁賓梽㭔。㮌婩䆈䅁︺䯒2020妘 6桸 23暀䯓

132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肣嵔謚書発扥昻偧駁攝㬬喥趵。敘櫞炚鎬︺䯒2020妘 5桸 27暀䯓

133 Copenhagen Economics䯖︹悅㡊婠詀頺镾敘㬬艊侸㳛敱苩䯤唻駡邁㠨敤艊嬁閼︺䯒2012妘 10桸 5暀䯓

134 㭠倇斶懪醮鰓椷䯖︹2016妘跫翨醠頥婠詀㢑獻䯤僨嗴跤壈鯫鎢㬫瑪絑醠頥亱䂏︺䯒2016妘䯓訅 1䎇

135 倿䇖鄐䯖︹婠彾粶乵跤艊孉粶鄽牨︺䯒2016妘 9桸䯓

136 愛·䧍陸䅏緥▕㳟＝醮倿䇖鄐䯖︹跤蹺╙壈嶗鲲趵攝昦艊孉粶鄽牨梽㭔︺䯒2018妘 9桸 20暀䯓

137 跫翨醠頥婠詀鄖＝䯖︹䆡塒蘙荁饅鲇呺︺䯒2019妘䯓

138 氈悞䯖︹応嗙婠㛄＆艊蘙㢹㬅曧鳘躅︺䯒2010妘 10桸 14暀䯓

139 漥爳㚴＝䯖︹扢誤婠詀敘㬬䯤 镾踵漥爳夃棾桹瀟鲢疦撾嶗麽過䯩︺䯒2016妘 10桸䯓

140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姉唻跫翨鄽牨㬎羮応慙徔︺䯒2014妘 10桸 1暀䯓

141 鎽諦蹺粶乵㓇陝鉣䯖︹婠㛄䈇戹敡。䗮敱。桹䋸屟艊婠詀昻墡ǹ趵䯤2017妘瑪絑粷笶悞鶯︺䯒2017妘䯓䯥漥茒誤尓䯒Euractiv䯓䯖︹躜

啯飝惛·漚孭驌峐䯒Ursula von der Leyen䯓ィ蛵䯤醠頥昦敤啔彾踵＃扢誤侟飝艊誤撾￥︺䯒2020妘 4桸 29暀䯓

142 棞旿鄽牨叧駡誒䯖︹孉粶鄽牨曧醿㓦炚鎬黌誼艊媰俋誤撾䯤逫駥艊濱蘙ǹ趵艊黌䉺屟攝昦︺䯒2018妘䯓

143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婠詀趵醣酽夠尓䯤蕚鰥澐偧駁㳛⿷跫翨醢桭俋艊羠尓跀酛︺䯒2020妘 6桸䯓

144 讜醢

145 蹺䅕镾瑧鉣䯖︹斶叄誼醮镾瑧︺䯒2017妘 11桸䯓

146 讜醢

147 倿䇖鄐䯖︹㩸矇醮㳛侟懲羮䯤晼桹婠詀艊濱蘙梕㠭︺䯒2020妘䯓

148 頴愛·䧍陸䅏緥▕㳟＝嶗倿䇖鄐䯖︹㳕羮詵狆䅵姠婮窹嶗敆慁棞旿孉粶艊昦恖梮婩嗴婠詀昻墡墡蠿︺䯒2019 妘䯓䯥One Click 

LCA䯖︹濱蘙錼昦䯤謙啨䆡塒蘙戹敡艊鴛俋昷熴︺

149 倿䇖鄐䯖︹婠彾粶乵跤艊孉粶鄽牨︺䯒2016妘 9桸䯓

150 孉粶鄽牨駡誒醮跫翨麟趵烔醁僨嗴僡蘚＝䯖︹怳俋孉粶婠彾粶乵䯤縟趵嶗敤姛㬠嬛︺䯒2018妘 11桸䯓

151 瑪絑蘙䎋茩嶗窡爠鄽牨蔠裮䅳䯖︹2030妘瑪絑婠詀趵䯤婠詀趵 2030妘瑪絑䎖牣︺䯒2015妘 11桸 10暀䯓

152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棧姪孉粶鄽牨䯤㳛昦屒鍊亱䂏䯖呺粷䂏梕逫駥︺䯒2016妘 12桸 5暀䯓

153 婠詀㛄㚧醮昻墡棇宺䯖︹2025 妘瑪絑婠詀纍鯝䎖㚧錼耡︺䯒2018 妘 3桸 22暀䯓䯥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棧姪孉粶鄽牨䯤㳛

昦屒鍊亱䂏䯖呺粷䂏梕逫駥︺䯒2016 妘 12桸 5暀䯓

154 倿䇖鄐䯖︹婠彾粶乵跤艊孉粶鄽牨︺䯒2016妘 9桸䯓

155 F.C. Rios訵䯖︹惖趙醮㓦椨㛄㚧ⅩⅩ-慙徔醮梽㭔︺䯖Procedia Engineering梕騷䯒2015妘䯓䯥倿䇖鄐䯖︹婠彾粶乵跤艊孉粶鄽牨︺

䯒2016妘 9桸䯓

156 倿䇖鄐䯖︹婠彾粶乵跤艊孉粶鄽牨︺䯒2016妘 9桸䯓

157 孭勛䯖︹昦獰鑑矈唻墡蠿嶗婠詀ǹ趵艊嬁閼︺䯒2020妘 4桸 1暀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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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orldgbc.org/sites/default/files/UNEP%20188_GABC_en%20%28web%29.pdf
https://www.oneclicklca.com/low-carbon-refurbishment/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news/eu-building-renovation-wave-set-for-launch-in-september/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and-social-sector/our-insights/safeguarding-europes-livelihoods-mitigating-the-employment-impact-of-covid-19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43036/lang--en/index.htm
https://iloblog.org/2020/05/11/the-construction-sector-can-help-lead-the-economic-recovery-heres-how/
https://www.iddri.org/en/publications-and-events/blog-post/energy-renovation-buildings-french-recovery-plan-opportunity-be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how-a-post-pandemic-stimulus-can-both-create-jobs-and-help-the-climate
https://www.copenhageneconomics.com/dyn/resources/Publication/publicationPDF/8/198/0/Multiple%20benefits%20of%20EE%20renovations%20in%20buildings%20-%20Full%20report%20and%20appendix.pdf
https://www.worldgbc.org/sites/default/files/World%20Green%20Building%20Trends%202016%20SmartMarket%20Report%20FINAL-2.pdf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circular-economy-in-the-built-environment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circular-economy-opportunity-for-urban-industrial-innovation-in-China_19-9-18_1.pdf
https://www.worldgbc.org/embodied-carb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green-living-blog/2010/oct/14/carbon-footprint-hous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6/587326/IPOL_STU(2016)587326_EN.pdf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urbanization/tackling-the-worlds-affordable-housing-challenge
https://www.worldgbc.org/sites/default/files/UNEP%20188_GABC_en%20%28web%29.pdf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environment/news/green-deal-will-be-our-motor-for-the-recovery-von-der-leyen-says/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environment/news/green-deal-will-be-our-motor-for-the-recovery-von-der-leyen-says/
https://materialeconomics.com/publications/the-circular-economy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Capital%20Projects%20and%20Infrastructure/Our%20Insights/The%20next%20normal%20in%20construction/The-next-normal-in-construction.ashx
https://www.iea.org/reports/digitalisation-and-energy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promotional-materials/section/transform-and-resuse-low-carbon-futures-for-existing-buildings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3_Buildings_Making_Mar19.pdf
https://www.oneclicklca.com/low-carbon-refurbishment/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circular-economy-in-the-built-environment
https://docs.wbcsd.org/2018/12/Scaling_the_Circular_Built_Environment-pathways_for_business_and_government.pdf
https://policy.ciob.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GlobalConstruction2030_ExecutiveSummary_CIOB.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Circular-economy-in-India_5-Dec_2016.pdf
https://www.bdcnetwork.com/global-construction-waste-almost-double-2025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Circular-economy-in-India_5-Dec_2016.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Circular-economy-in-India_5-Dec_2016.pdf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circular-economy-in-the-built-environment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7705815021402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circular-economy-in-the-built-environment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circular-economy-in-the-built-environment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covid-19/understanding-the-sector-impact-of-covid-19--engineering---const.html


158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㜽潣䯖︹㬦㫓縟趵惖䅵嶗㳛侟懲羮釣㫧孉粶鄽牨︺䯒2019妘䯓

159 倿䇖鄐䯖︹婠彾粶乵跤艊孉粶鄽牨︺䯒2016妘 9桸䯓

160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棧姪孉粶鄽牨䯤㳛昦屒鍊亱䂏䯖呺粷䂏梕逫駥︺䯒2016妘 12桸 5暀䯓䯥棞旿鄽牨叧駡誒䯖︹孉粶鄽牨曧醿

㓦炚鎬黌誼艊媰俋誤撾䯤逫駥艊濱蘙ǹ趵艊黌䉺屟攝昦︺䯒2018妘䯓

161 蹺䅕㡊瑧僡蘚＝䯖︹㡊瑧敱籹嶗炚鎬黌誼䯤棞旿敱籹詇耚彾喥濱蘙梥棾︺䯒2020妘䯓

162 跫翨醠頥婠詀鄖＝䯖︹䆡塒蘙荁饅鲇呺︺䯒2019妘䯓

163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㜽潣䯖︹㬦㫓縟趵惖䅵嶗㳛侟懲羮釣㫧孉粶鄽牨︺䯒2019妘䯓

164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倿䇖鄐䯖︹壈敤姛倀謾鮪釣㫧孉粶鄽牨㩸矇跤艊慘羮䯤╙壈敤詇棎棶氥㓋︺

165 漥茒僡蘚＝䯖︹畝羠╙壈孉粶婠㛄䯒CIRCuIT䯓︺䯒2020妘 2桸 24暀䯓

166 F.C. Rios訵䯖︹惖趙醮㓦椨㛄㚧ⅩⅩ-慙徔醮梽㭔︺䯖Procedia Engineering梕騷䯒2015妘䯓

167 倿䇖鄐䯖︹婠彾粶乵跤艊孉粶鄽牨︺䯒2016妘 9桸䯓䯥Oxara；Globechain

168 SYSTEMIQ。頴愛·䧍陸䅏緥▕㳟＝嶗 SUN蔠裮忞䯖︹呺粷＃廟㯵亱䂏￥︺䯒2017妘 1桸䯓

169 麟趵䎘ㆴ啢鄩䯖贜咃䯤︹棞旿悜礣䯤啔孉粶鄽牨媆駱婠詀ǹ趵︺䯒2018妘 6桸 21暀䯓

170 漥茒僡蘚＝䯖︹昦孉粶鄽牨ǹ誤㚧陝䯤婠㛄桖玜燳。桖錨覅鲅撾艊漥爳︺䯒2020妘 3桸 11暀䯓

171 倿䇖鄐䯖︹㩸矇醮㳛侟懲羮䯤晼桹婠詀艊濱蘙梕㠭︺䯒2020妘䯓

172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婠詀趵醣酽夠尓䯤蕚鰥澐偧駁㳛⿷跫翨醢桭俋艊羠尓跀酛︺䯒2020妘 6桸䯓

173 倿䇖鄐䯖︹㩸矇醮㳛侟懲羮䯤晼桹婠詀艊濱蘙梕㠭︺䯒2020妘䯓

174 跫翨鄽牨㛀韃䯖︹昦獰鑑矈肣嵔謚杶镾婠詀敘黌応嗙婠詀艊昷媀︺䯒2020妘 8桸 7暀䯓

175 漥茒僡蘚＝䯖︹畝羠╙壈孉粶婠㛄䯒CIRCuIT䯓︺䯒2020妘 2桸 24暀䯓

176 漥茒僡蘚＝䯖︹昦孉粶鄽牨ǹ誤㚧陝䯤婠㛄桖玜燳。桖錨覅鲅撾艊漥爳︺䯒2020妘 3桸 11暀䯓

177 跫翨䀅ǹ䇗筧䯖︹跫翨䀅ǹ䇗筧姉唻肣嵔夃棾艊鲮㬦䎘╪熱ǹ戰梽艊扥昻Ⅹ怱ǹ氥㒄︺䯒2020妘 4桸 2暀䯓

178 跫翨㠾曀鄩鄬䯖︹2020妘醢約妘㠾曀屜談醣瓁︺䯒2020妘 6桸 22暀䯓䯥跫翨㠾曀鄩鄬䯖︹跫翨㠾曀鄩鄬斶懪ィ暺䯖2009妘瑪絑

鄽牨ヮ㬌懲㠾曀醣䅝 9%︺䯒2009妘 3桸 23暀䯓

179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肣嵔唻梥棾鲮㬦㓦噴昷橉艊嬁閼︺䯒2020妘 5桸 4暀䯓

180 讜醢

181 箏襫悞䯖︹炚鎬戰梽䯤昦獰鑑矈肣嵔啂靪瑪絑蘙戹敡謙啨 17%︺䯒2020妘 5桸 19暀䯓䯥靕磢䯒棇宺䯓䯖︹鮪肣嵔䅂扡蝫䃽梕䄄枃暚

謙啨瑪絑鲈炶誼蘙艊暀戹敡㳝︺䯒2020妘 5桸 19暀䯓

182 孉粶䯖︹囁諫鮪肣嵔㫓謚㫧ǹ玜燳鲮㬦悅㡊︺䯒2020妘 5桸 28暀䯓䯥Eltis䯖︹昦獰鑑矈肣嵔謚艊羠牆䯤漥爳壔梐墮慁壈廟晹㩱㬦ǹ︺

䯒2020妘 7桸 8暀䯓

183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梥棾肣嵔啔唻餚蹺艊鲮㬦鲲羠駁蟢嬁閼︺䯒2020妘 6桸 17暀䯓

184 箏襫悞䯖︹㬏螻謭醣䯤鳏髦曧壠＝鮪肣嵔謚蟇婩╙壈䯩︺䯒2020妘 8桸 12暀䯓䯥瀯暀翄㚵悞䯒Telegraph䯓䯖︹蠩嗋雯醣䯤壈炓㬏蟇

╙壈摌螻嚙棡䯖㳛粷證諍︺䯒2020妘 5桸 26暀䯓䯥Tokyo Review䯖︹昦獰鑑矈肣嵔镾壠釣㫧暀梪㫍嗋嚙棡︺䯒2020妘 7桸 31暀䯓

185 ≧欨屨䯖︹昦㩱粷呺呯麽ⅩⅩ翄厸縟烏。茻䀏嶗翄誤焹㩱偧駁鞲樰梪醢敘黌昦㩱呯麽︺䯒2020妘 9桸 11暀䯓

186 孭勛䯖︹肣嵔謚艊鲮㬦僨嗴Ⅹ昦獰鑑矈肣嵔躐謚艊鲮㬦鯫杛︺䯒2020妘 5桸 22暀䯓

187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倿䇖鄐䯖︹跤蹺╙壈嶗鲲趵攝昦艊孉粶鄽牨梽㭔︺䯒2018妘䯓

188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䈇蘙焹㩱䯤醣酽澒㚧陝謙啨棞旿戹敡︺䯒2020妘 9桸 18暀䯓

189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棞旿鄽牨叧䯖︹酑喥鰤蹕䯤孉粶鄽牨偧駁姉唻炚鎬黌誼︺䯒2019妘 9桸 26暀䯓

190 讜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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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google-deconstruction-and-reuse.pdf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circular-economy-in-the-built-environment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Circular-economy-in-India_5-Dec_2016.pdf
https://materialeconomics.com/publications/the-circular-economy
https://materialeconomics.com/publications/the-circular-economy
https://www.resourcepanel.org/reports/resource-efficiency-and-climate-change
https://www.worldgbc.org/embodied-carbon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google-deconstruction-and-reuse.pdf
https://transweb.sjsu.edu/mntrc/research/Advances-Repurposing-and-Recycling-Post-Vehicle-Application-Lithium-Ion-Batteries
https://cordis.europa.eu/project/id/82120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7705815021402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circular-economy-in-the-built-environment
https://oxara.ch/technology/
https://globechain.com/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chieving-Growth-Within-20-01-17.pdf
https://www.corporateleadersgroup.com/reports-evidence-and-insights/news-items/blog-materials-passport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83933814386&uri=COM:2020:98:FIN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promotional-materials/section/transform-and-resuse-low-carbon-futures-for-existing-buildings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Capital%20Projects%20and%20Infrastructure/Our%20Insights/The%20next%20normal%20in%20construction/The-next-normal-in-construction.ashx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promotional-materials/section/transform-and-resuse-low-carbon-futures-for-existing-building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8/here-s-how-smart-construction-could-transform-home-building-after-covid-19/
https://cordis.europa.eu/project/id/82120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83933814386&uri=COM:2020:98:FIN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375701590520360473/COVID-19-and-Transport-A-Mobility-Crisis.pdf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58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09_e/pr554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09_e/pr554_e.htm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utomotive-and-assembly/our-insights/the-impact-of-covid-19-on-future-mobility-solutions?cid=other-eml-onp-mip-mck&hlkid=7e1eb716dfce4f899bbd01b77eae72d7&hctky=9960495&hdpid=cd7debef-6f65-4485-ac80-dfe8bf5a907a
https://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coronavirus-climte-change-greenhouse-gas-emissions-lockdown-impact-carbon-a9522456.html
https://idp.nature.com/transit?redirect_uri=https%3A%2F%2Fwww.nature.com%2Farticles%2Fs41558-020-0797-x&code=fe752ee7-a868-4ced-b88c-f5927477aa53
https://idp.nature.com/transit?redirect_uri=https%3A%2F%2Fwww.nature.com%2Farticles%2Fs41558-020-0797-x&code=fe752ee7-a868-4ced-b88c-f5927477aa53
https://www.eltis.org/in-brief/news/life-after-covid-europeans-want-keep-their-cities-car-free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utomotive-and-assembly/our-insights/moving-forward-how-covid-19-will-affect-mobility-in-the-united-kingdom
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people-leaving-cities-london-manchester-coronavirus-pandemic-lockdown-a9612116.html
https://www.telegraph.co.uk/global-health/science-and-disease/moving-country-history-repeats-urbanites-flee-virus-hit-cities/
https://www.telegraph.co.uk/global-health/science-and-disease/moving-country-history-repeats-urbanites-flee-virus-hit-cities/
https://www.tokyoreview.net/2020/07/will-the-coronavirus-pandemic-spruce-up-rural-relocation-in-japan/
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PDF-133/Accenture-Vehicle-Pricing-In-The-New-Automotive-Reality.pdf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economy/covid-19/future-of-mobility-after-covid-19-transportation-scenarios.html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circular-economy-opportunity-for-urban-industrial-innovation-in-China_19-9-18_1.pdf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the-zero-carbon-car-abating-material-emissions-is-next-on-the-agenda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Completing_The_Picture_How_The_Circular_Economy-_Tackles_Climate_Change_V3_26_September.pdf


191 燆佖䎑饉㛨䇗筧䯖︹昦獰鑑矈肣嵔偧駁⿷㬬╙壈鲮㬦︺䯒2020妘 6桸 16暀䯓

192 跫翨鄽牨㛀韃䯖︹曧壠＝罌踵肣嵔鍖㫚棾靕ǹ㩱艊䧫㳟暚魍䯩︺䯒2020妘 5桸 13暀䯓

193 鲮㬦㯵䯖︹悅㡊䖧靕ǹ㩱嶗澒ǹⅩⅩ㳕僉ǹ誤艊鄽牨絔羾︺䯒2015妘 3桸䯓

194 蹺䅕镾瑧鉣䯖︹翄誤焹㩱鞔妘艊䀏㳝悿嬿賓鑫昦獰鑑矈肣嵔唻瑪絑焹㩱壈鯫艊賠韌︺䯒2020妘 6桸 15暀䯓

195 JATO䯖︹6桸麋漥爳翄誤㩱䈑烢慁醁醭謙︺䯒2020妘 7桸 28暀䯓

196 螆壉昤䯖︹瑪絑肣嵔醭＝䅋澏鳏髦㩸謭翄誤焹㩱︺䯒2020妘 6桸 30暀䯓

197 BloombergNEF䯖︹翄誤焹㩱 2020妘嗴梐︺䯒2020妘䯓

198 跫翨鄽牨㛀韃䯖︹跤蹺偧駁鮪肣嵔梕䄄鎢媰翄誤焹㩱壈鯫︺䯒2020妘 5桸 28暀䯓䯥蹺䅕玜燳鲮㬦僡蘚＝䯖︹昦獰鑑矈肣嵔醣鄽牨

侟飝㚧陝䯤漥爳翄誤焹㩱僨嗴艊剴酽誤撾︺䯒2020妘 8桸 3暀䯓

199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戰梽謚艊翄誤鲮㬦䯤踵鳘躅焹㩱謙㬫醭＝澼倀翄誤焹㩱䈑烢︺䯒2020妘 9桸 16暀䯓

200 㫪鄡䯖︹濕羮翄誤焹㩱㳛婠墱坽瑑艊焹㩱墡趵︺䯒2020妘 6桸 16暀䯓

201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戰梽謚艊翄誤鲮㬦䯤踵鳘躅焹㩱謙㬫醭＝澼倀翄誤焹㩱䈑烢︺䯒2020妘 9桸 16暀䯓

202 瑪絑壈鯫爗唒駡誒䯖︹焹㩱邁鲶壈鯫㓇浧醮ǹ趵鰓椷悞鶯䯒2020 – 2026䯓︺䯒2019妘䯓

203 鈵賣㠣樴蹺䅕諎絔饉㛨駡誒䯖︹跤蹺艊焹㩱邁鲶︺䯒2017妘䯓

204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肣嵔唻梥棾鲮㬦㓦噴昷橉艊嬁閼︺䯒2020妘 5桸 4暀䯓︹踵駁邁鲶鲮㬦桹梐鮪戰梽謚脹鮃㳛棾︺䯒2020妘

7桸 15暀䯓

205 燆佖䎑饉㛨䇗筧䯖︹昦獰鑑矈肣嵔偧駁⿷㬬╙壈鲮㬦︺䯒2020妘 6桸 16暀䯓

206 氈悞䯖︹昦獰鑑矈肣嵔䎴㒉㫜㪟ǹ趵䯖焹㩱䀏㳝䆠躐醢緣䯖焹㩱鐭麋駡誒鰿綫僨嗴︺䯒2020妘 8桸 12暀䯓

207 㳟@暚悞䯖︹龈㩱艊暚梽曧壠墱勢棾䯤趵翨壔梐鞲肣嵔镾跤荱勢酽鄡壔梐︺䯒2020妘 5桸 20暀䯓

208 㳟@暚悞䯖︹龈㩱艊暚梽曧壠墱勢棾䯤趵翨壔梐鞲肣嵔镾跤荱勢酽鄡壔梐︺䯒2020妘 5桸 20暀䯓䯥Silicon Canals䯖︹孭蹺

ClunoⅩ焹㩱＝蘚壽蟿㡇趵烏跤艊＃Netflix￥㬦㫓鍋烏@㡊誈䇗鑫 1.4鳗漥廬㡊㳟︺䯒2019妘 9桸 25暀䯓

209 ≧欨屨䯖︹昦㩱粷呺呯麽ⅩⅩ翄厸縟烏。茻䀏嶗翄誤焹㩱偧駁鞲樰梪醢敘黌昦㩱呯麽︺䯒2020妘 9桸 11暀䯓

210 漥茒僡蘚＝䯖︹孉粶鄽牨ǹ誤㚧陝䯤婠㛄桖玜燳。桖錨覅鲅撾艊漥爳︺䯒2020妘䯓

211 鲡緥·㫶呠·絔竑䯒Arthur D. Little䯓䯖︹昦獰鑑矈肣嵔謚艊鲮㬦梥棾䯤誼戰梽踵梽＝䯖釣㫧桖錨詵慁醁屟。䋸屟嶗飨鳏踵梪艊╙壈

鲮㬦跀酛艊鎢㬫僨嗴︺䯒2020妘 7桸䯓

212 蹺＝䯖訅 114嗘銊蹺蹺＝䯒2015-2016妘䯓︹銊蹺‖㚴䅳悞鶯䯒114-266䯓Ⅹ2015妘鎽㮳焹㩱醎販彾梪頺郿熴橉︺䯒2015妘䯓

213 蹺䅕㡊瑧豕咲鄩醮鎽諦蹺粶乵㓇陝鉣䯖︹㳛昦呯躏麽過䯤壽㬬趵䉺噯Ⅹ敤詇壽呯鍎揊㒄︺䯒2018妘䯓

214 瑪倫㚴＝詵慁醁㡊瑧啢鄩䯖︹畝壽㬬ⅩⅩ㩸謭㡊瑧敱籹鄽牨︺䯒2014妘䯓

215 䈈㜀焹㩱䇗筧䯖︹䈈㜀駡誒鮪斾跣焹㩱羠噯囈梕廟蠘椥僨嗴孉粶鄽牨︺䯒2017妘 5桸 30暀䯓

216 漥爳縟趵鎽諦＝孉粶鄽牨䯖︹䈈㜀䈇㯵鬣畝壽㬬︺䯒2017妘 4桸 11暀䯓

217 讜醢

218 讜醢

219 漥爳焹㩱壽㬬縟鄖＝䯖︹孉粶鄽牨︺䯒2019妘䯓

220 䈈㜀焹㩱䇗筧䯖︹孉粶鄽牨鮪翄誤焹㩱跤艊姉羮︺䯒2020妘 6桸 19暀䯓

221 Fortum䯖︹䀑蟇厸翄焏孉粶濕羮㓦噴昷橉︺

222 昤鬢孭䀟倇䯒Standridge, C. R.䯓。蟨喺啯䯒Corneal, L.䯓嶗㠣峐䯒Baine, N.䯓䯖︹㩱㪉䀑翄焏艊畝濕羮嶗孉粶濕羮艊㫧嗴︺䯒2018

妘 4桸䯓

223 漥茒僡蘚＝䯖︹孉粶鄽牨ǹ誤㚧陝䯤婠㛄桖玜燳。桖錨覅鲅撾艊漥爳︺䯒2020妘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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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cg.com/en-gb/publications/2020/how-covid-19-will-shape-urban-mobility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covid-19-usher-golden-age-cycling-coronavirus-pandemic-bike-cycle/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77511/cycling-and-walking-business-case-summary.pdf
https://www.iea.org/news/electric-car-sales-this-year-resist-covid-19-s-blow-to-global-car-market
https://www.jato.com/european-demand-for-electrified-vehicles-continues-in-june/
https://about.bnef.com/electric-vehicle-outlook/?utm_source=newsletter&amp;utm_medium=email&amp;utm_campaign=newsletter_axiosgenerate&amp;stream=top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how-china-is-strengthening-its-electric-vehicle-market-during-the-pandemic/
https://theicct.org/blog/staff/economic-recovery-covid-19-ev-europe-aug2020
https://theicct.org/blog/staff/economic-recovery-covid-19-ev-europe-aug2020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utomotive-and-assembly/our-insights/electric-mobility-after-the-crisis-why-an-auto-slowdown-wont-hurt-ev-demand
https://www.wired.com/story/the-auto-industry-is-wrecked-lets-rebuild-it-with-electric/?bxid=5cc9e0ee2ddf9c1a7addc7e4&amp;cndid=38293571&amp;esrc=AUTO_OTHER&amp;source=EDT_WIR_NEWSLETTER_0_DAILY_ZZ&amp;utm_brand=wired&amp;utm_campaign=aud-dev&amp;utm_mailing=WIR_Daily_061620&amp;utm_medium=email&amp;utm_source=nl&amp;utm_term=list2_p5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utomotive-and-assembly/our-insights/electric-mobility-after-the-crisis-why-an-auto-slowdown-wont-hurt-ev-demand
https://www.gminsights.com/industry-analysis/carsharing-market
https://www.rolandberger.com/en/Publications/Chinese-car-sharing-is-blossoming.html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utomotive-and-assembly/our-insights/the-impact-of-covid-19-on-future-mobility-solutions?cid=other-eml-onp-mip-mck&amp;hlkid=7e1eb716dfce4f899bbd01b77eae72d7&amp;hctky=9960495&amp;hdpid=cd7debef-6f65-4485-ac80-dfe8bf5a907a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utomotive-and-assembly/our-insights/why-shared-mobility-is-poised-to-make-a-comeback-after-the-crisis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0/how-covid-19-will-shape-urban-mobility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aug/12/car-sales-covid-19-coronavirus-uber-zipcar
https://www.ft.com/content/488d5886-c6af-4e80-a479-36aca26edd1d
https://www.ft.com/content/488d5886-c6af-4e80-a479-36aca26edd1d
https://siliconcanals.com/news/startups/germany-based-cluno-the-netflix-of-car-subscriptions-raises-e140m-in-debt-financing/
https://siliconcanals.com/news/startups/germany-based-cluno-the-netflix-of-car-subscriptions-raises-e140m-in-debt-financing/
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PDF-133/Accenture-Vehicle-Pricing-In-The-New-Automotive-Reality.pdf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circular-economy/pdf/new_circular_economy_action_plan.pdf
https://www.adlittle.com/en/future-mobility-post-covid
https://www.adlittle.com/en/future-mobility-post-covid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report/114th-congress/house-report/266/1
https://www.resourcepanel.org/reports/re-defining-value-manufacturing-revolution
https://www.policyconnect.org.uk/apsrg/sites/site_apsrg/files/report/507/fieldreportdownload/apsrg-remanufacturingreport.pdf
https://group.renault.com/en/news-on-air/news/renault-actively-developing-circular-economy-throughout-vehicles-life-cycle/
http://www.circulary.eu/project/renault-spare-parts/
https://www.acea.be/industry-topics/tag/category/circular-economy
https://easyelectriclife.groupe.renault.com/en/outlook/technology/the-circular-economy-applied-to-electric-vehicles/
https://transweb.sjsu.edu/mntrc/research/Advances-Repurposing-and-Recycling-Post-Vehicle-Application-Lithium-Ion-Batteries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circular-economy/pdf/new_circular_economy_action_plan.pdf


224 漥茒僡蘚＝䯖︹漥爳ǹ誤ⅩⅩ漥爳艊詵慁醁鲮㬦䯤呏瑪。㫪㬦嶗玜燳䯖䅔鬣 2䯤翄焏徔耚ǹ誤㚧陝︺䯒2018妘䯓䯥PV棇宺䯖︹漥茒

醠頥礣暺挌錫Ⅹ漥茒翄焏鎽茒︺䯒2019妘 12桸 11暀䯓

225 Research and Markets䯒壈鯫鰓椷悞鶯桽烏辭姉縟䯓䯖︹瑪絑語羮⿷旿壈鯫嗴梐 2020-2021䯤昦獰鑑矈肣嵔嬁閼㛊幫︺䯒2020

妘 5桸 15暀䯓䯥C&EN䯖︹肣嵔梕䄄艊⿷旿䯤昦獰鑑矈肣嵔懲⿷旿壈鯫僨羠鑫㩸黌䯖鏅諦窹壽㬬縟澐㫚俧㡼醢︺䯒2020妘 6桸 22暀䯓

226 銊蹺縟趵㡊㚵䯖︹肣嵔唻藥⺸壈鯫棞旿貙矇。姉羮嶗鰱嶼艊嬁閼 -2021妘頌艊瑪絑䎖牣︺䯒2020妘 5桸 11暀䯓

227 Statista䯖︹2017妘瑪絑⿷旿狆㠿㳝鰓壉嵔騙䯒慍姉羮䯓︺䯒2020妘 5桸 11暀䯓

228 ︹氈羠豕咲饅鲋詵㳛侟懲羮窹閔鮪肣嵔梕䄄呏瑪屟艊佪暺︺䯒2020妘 6桸䯓

229 蟨叧䯖︹昦獰鑑矈肣嵔梕䄄艊⿷旿姠婮窹踙蠘︺䯒2020妘 9桸 11暀䯓䯥螆壉昤䯖︹肣嵔。⿷旿嶗唻詵慁醁屟艊慁醁㬉烢︺䯒2020

妘 4桸 14暀䯓

230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儂屒⿷旿艊梥棾︺䯒2016妘䯓

231 螆壉昤䯖︹肣嵔。⿷旿嶗唻詵慁醁屟艊慁醁㬉烢︺䯒2020妘 4桸 14暀䯓䯥餚蹺艎咲誼叧叧＝䯖︹熌麽柟㣒燆倀誼叧閔羠鲲︺䯒2020

妘 5桸 26暀䯓䯥Statista䯖︹2020妘壉愛竑囑熌。OPEC酽挘厸囑熌嶗WTI囑熌瀯囈麽樴︺䯒2020妘 10桸 21暀㛅䃾䯓

232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藥⺸ǹ趵偧駁姉唻昦獰肣嵔︺䯒2020妘䯓

233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儂屒⿷旿艊梥棾︺䯒2016妘䯓

234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瑪絑恔㜀䯤2019妘㫧嗴悞鶯︺䯒2019妘䯓 

235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繳誼ǹ誤︺䯒2017妘䯓

236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儂屒⿷旿艊梥棾︺䯒2016妘䯓䯥R. Meller訵鳏䯖︹鞲浵謭鄖慘勢呺鉢鲒鎽鈫䯤㳝誼謭鲒鎽窹

牐跀酛㩸黌㫓蠿跤唻詵慁醁屟嶗濕猀艊嬁閼䯖CELDi呺鉢鲒鎽鈫䎋茩酽梕艊桭鄮蔠裮悞鶯︺䯒2012妘䯓

237 ResearchDive䯖︹昦獰鑑矈肣嵔梕䄄鄽牨玈煋䯖貶勢 2026妘䯖瑪絑粶墮䏴閔藥⺸壈鯫䎖㚧啔㫊勢 2,487鳗銊廬ⅩⅩ箏咲悞鶯︺

䯒2020妘 7桸 29暀䯓

238 棞旿鄽牨叧駡誒䯖︹墡趵㩸矇 2050䯤漥茒㳛墡趵呺粷僕䈇戹敡艊㬠嬛︺䯒2019妘䯓

239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繳誼ǹ誤︺䯒2017妘䯓䯥▕鲋 Replenish忞抲辭艊梽哣斶懪嗴婩艊昦⿷旿鄽牨鰓椷、

240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㳛侟懲羮䯤⿷旿藥⺸儂屒︺䯒2019妘䯓

241 漥茒僡蘚＝䯖︹孉粶鄽牨ǹ誤㚧陝䯤婠㛄桖玜燳。桖錨覅鲅撾艊漥爳︺䯒2020妘䯓䯥漥爳䈇姠婮窹䯖︹僨壉酽漛屟⿷旿慇魑䯤敤詇誖悞︺

䯒2019妘 5桸䯓

242 悞鶯醮斶懪䯖︹2016-2026妘詵螻敒藥⺸壈鯫囑棞旿。貙矇。鄮覜羮忊嶗鄫鰓壈鯫䎖牣︺䯒2019妘 9桸䯓䯥粶絑翄㚵蛼悞鶯醮斶懪䯖

︹勢 2026妘䯖詵螻敒藥⺸壈鯫壈過啔㫊勢 592.4鳗銊廬︺䯒2019妘 9桸 10暀䯓

243 ︹氈羠豕咲饅鲋詵㳛侟懲羮窹閔鮪肣嵔梕䄄呏瑪屟艊佪暺︺䯒2020妘 6桸䯓 

244 Resource䯖︹肣嵔㫓謚詵㳛侟懲羮窹閔啔駁詛駁鞲䯩︺䯒2020妘 6桸 15暀䯓

245 Waste Dive䯖︹麹磢肣嵔懲 BYO獫瓔椊㚧陝枃暚挧鉝䯖貶鄽狆瀴艊詵㳛侟懲羮跀酛詵镾＝乁ゔ㫥酽裶艀︺䯒2020妘 3桸 25暀䯓䯥

Packaging Insights妕詬䯖︹孉粶䯤TerraCycle艊詵螻敒藥⺸㚧陝墱怳嗴勢鲕俋壈鯫︺䯒2020妘 5桸 1暀䯓

246 Algramo 

247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㳛侟懲羮䯤⿷旿藥⺸儂屒︺䯒2019妘䯓

248 Keep Cup䆠㦳獫瓔椊䯥SmartBins駡誒䯥Resource䯖︹肣嵔㫓謚詵㳛侟懲羮窹閔啔駁詛駁鞲䯩︺䯒2020妘 6桸 15暀䯓䯥︹氈

羠豕咲饅鲋詵㳛侟懲羮窹閔鮪肣嵔梕䄄呏瑪屟艊佪暺︺䯒2020妘 6桸䯓

249 芕喒帍櫞惡怐▕㳟＝嶗 SYSTEMIQ䯖︹怇蕚⿷旿犗痐䯤唻㭜壽犦爁⿷旿焑榟㬠嬛艊醝諦㛊幫︺唻㭜壽犦爁⿷旿焑榟㬠嬛艊醝諦㛊

幫︺䯒2020妘䯓

250 讜醢

251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儂屒⿷旿艊梥棾︺䯒2016妘䯓

252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繳誼ǹ誤︺䯒2017妘䯓䯥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儂屒⿷旿艊梥棾倀釣㫧ǹ誤︺

䯒2017妘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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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europa.eu/transport/sites/transport/files/3rd-mobility-pack/com20180293-annex2_en.pdf
https://www.pv-magazine.com/2019/12/11/eu-green-lights-aid-for-european-battery-alliance/
https://www.pv-magazine.com/2019/12/11/eu-green-lights-aid-for-european-battery-alliance/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0/05/15/2034060/0/en/Global-Medical-Plastics-Market-Outlook-2020-2021-Impact-Assessment-of-the-COVID-19-Pandemic.html
https://cen.acs.org/materials/polymers/Plastics-during-pandemic/98/i24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00511005497/en/COVID-19-Impact-Packaging-Market-Material-Type-Application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002055/plastic-consumption-share-worldwide-by-application/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planet4-international-stateless/2020/06/26618dd6-health-expert-statement-reusables-safety.pdf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9/6509/1314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New-Plastics-Economy-Rethinking-the-Future-of-Plastics.pdf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26017/weekly-crude-oil-prices/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Paper%20and%20Forest%20Products/Our%20Insights/How%20the%20packaging%20industry%20can%20navigate%20the%20coronavirus%20pandemic/How-the-packaging-industry-can-navigate-the-coronavirus-pandemic.ashx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New-Plastics-Economy-Rethinking-the-Future-of-Plastics.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Global-Commitment-2019-Progress-Report.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New-Plastics-Economy_Catalysing-Action_13-1-17.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New-Plastics-Economy-Rethinking-the-Future-of-Plasti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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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饅鲋＃怇蕚⿷旿犗痐￥蔠裮艊荱熴䯤⿷旿焑榟孉粶鄽牨㓦噴昷橉︺䯒2020妘䯓

254 Packaging Europe䯖︹PCEP誑詿豕燍孉粶鄽牨艊昦獰鑑矈肣嵔鄽牨侟飝㚧陝︺䯒2020妘 6桸 8暀䯓

255 壺㛄熴蹺 50%-75%艊 PET罝⺖敒䇗嶗孉粶濕羮、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旿鄽牨䯤儂屒⿷旿艊梥棾倀釣㫧ǹ誤︺䯒2017妘䯓䯥

Cotrep䯖︹艀頥醭㬛暺 PET罝艊亱鎢唻 PET藥⺸孉粶濕羮艊嬁閼︺䯒2013妘䯓

256 Resource䯖︹漥茒噴呯嬕敒⿷旿衃唻ǹ趵靧饅㳛㒄︺䯒2020妘 7桸 28暀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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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漥茒僡蘚＝䯖︹孉粶鄽牨ǹ誤㚧陝䯤婠㛄桖玜燳。桖錨覅鲅撾艊漥爳︺䯒2020 妘䯓䯥漥茒僡蘚＝䯖︹漥爳孉粶鄽牨跤艊⿷旿徔耚︺

䯒2018 妘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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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暚啹縟趵㛊㛀醮䧍鑃䀰饉㛨駡誒䯖︹2020妘暚啹粷笶䯤昦矇獰笶胟瀴︺䯒2020妘 4桸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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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燆佖䎑饉㛨䇗筧䯖︹暚啹艊俋㳛鉝︺䯒2020妘 6桸 1暀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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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_circular_economy_solution_to_plastic_pollution_July_2020.pdf
https://packagingeurope.com/pcep-calls-for-a-circular-economy-focused-covid-19-recovery/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NPEC-Hybrid_English_22-11-17_Digital.pdf
https://www.cotrep.fr/content/uploads/sites/3/2019/02/np01-preliminary-notice-impact-of-opaque-pet-on-pet-recycling.pdf
https://resource.co/article/industry-critical-eu-set-introduce-plastics-tax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circular-economy/pdf/new_circular_economy_action_plan.pdf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circular-economy/pdf/plastics-strategy-brochure.pdf
https://materialeconomics.com/publications/industrial-transformation-2050
https://materialeconomics.com/publications/the-circular-economy
https://www.nrdc.org/sites/default/files/glo_11111401a.pdf
https://ilsr.org/recycling-means-business/
https://ilsr.org/recycling-means-business/
https://books.google.co.uk/books?id=3BqfDQAAQBAJ&amp;pg=PA249&amp;lpg=PA249&amp;dq=15-20%2Bmillion%2Bwaste%2Bpickers&amp;source=bl&amp;ots=3JZthzrCqU&amp;sig=ACfU3U0ig_AqDxsWgWZfMmTVF6xCHWZdWw&amp;hl=en&amp;sa=X&amp;ved=2ahUKEwj27LemxprqAhWoThUIHZsvCqIQ6AEwBnoECAkQAQ%23v%3Donepage&amp;q=15-20%20million%20waste%20pickers&amp;f=false
https://www.pewtrusts.org/-/media/assets/2020/07/breakingtheplasticwave_report.pdf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covid19-is-a-threat-to-waste-pickers-heres-how-to-help-them/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covid19-is-a-threat-to-waste-pickers-heres-how-to-help-them/
https://www.wiego.org/informal-economy/occupational-groups/waste-pickers
https://www.pewtrusts.org/-/media/assets/2020/07/breakingtheplasticwave_report.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_circular_economy_solution_to_plastic_pollution_July_2020.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our-work/activities/new-plastics-economy/global-commitment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our-work/activities/new-plastics-economy/plastics-pact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our-work/activities/new-plastics-economy/plastics-pact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coronavirus-covid19-consumers-shopping-goods-economics-industry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retail/our%20insights/its%20time%20to%20rewire%20the%20fashion%20system%20state%20of%20fashion%20coronavirus%20update/the-state-of-fashion-2020-coronavirus-update-final.pdf
https://www.bcg.com/en-gb/publications/2020/fashion-industry-reset-covid.aspx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retail/our%20insights/its%20time%20to%20rewire%20the%20fashion%20system%20state%20of%20fashion%20coronavirus%20update/the-state-of-fashion-2020-coronavirus-update-final.pdf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health-coronavirus-bangladesh-exports/garment-exporter-bangladesh-faces-6-billion-hit-as-top-retailers-cancel-idUKKBN21I2R9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52417822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52417822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s://www.bbc.co.uk/news/entertainment-arts-52394504
https://www.bcg.com/en-gb/publications/2020/fashion-industry-reset-covid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fashions-digital-transformation-now-or-never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02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025
https://www.bcg.com/en-gb/publications/2020/fashion-industry-reset-covid.aspx
https://www.vogue.co.uk/fashion/article/sustainable-fashion-affordable
https://www.businessoffashion.com/articles/opinion/sustainability-consumer-spending-environment-social-impact-allbirds-patagonia-covid-19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retail/our%20insights/its%20time%20to%20rewire%20the%20fashion%20system%20state%20of%20fashion%20coronavirus%20update/the-state-of-fashion-2020-coronavirus-update-final.pdf
https://www.vogue.co.uk/fashion/article/sustainable-fashion-affordable
https://www.vogue.co.uk/fashion/article/sustainable-fashion-affordable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retail/our%20insights/its%20time%20to%20rewire%20the%20fashion%20system%20state%20of%20fashion%20coronavirus%20update/the-state-of-fashion-2020-coronavirus-update-final.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circular-economy-opportunity-for-urban-industrial-innovation-in-China_19-9-18_1.pdf


284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鄛鄬鄽牨䯤㳛⿷暚啹梥棾︺䯒2017妘 11桸 28暀䯓

285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狆㠿鍎艊嵔酻嶗ǹ踵酭醁儂曑熱昦獰鑑矈肣嵔戰梽艊醭薶呯屟︺䯒2020妘 7桸 8暀䯓

286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㜉榺䯤狆㠿鍎唻詵慁醁暚啹艊荱熴︺䯒2020妘 7桸 17暀䯓

287 Vogue Business縟趵剓鉢䯖︹＃桽⺸張桽烏￥艊荁饅蓜㛌︺䯒2019妘 11桸 26暀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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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Vogue棇宺䯖︹昦獰肣嵔謚暚啹蟿㡇壈鯫㫤镾侟飝讖䯩︺䯒2020妘 5桸 17暀䯓

305 BBC䯖︹Selfridges啔糴粶乵嬁閼抲辭桽⺸蟿㡇︺䯒2020妘 8桸 18暀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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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Vogue Business縟趵剓鉢䯖︹愪敿昦蠻暚啹閔窅︺䯒2020妘 5桸 20暀䯓

311 讜醢

312 暚啹縟趵㛊㛀醮䧍鑃䀰饉㛨駡誒䯖︹2020妘暚啹粷笶䯤昦矇獰笶胟瀴︺䯒2020妘 4桸䯓

313 Retail Insight䯖︹桽⺸䈇綈縟宍䎍㮌鋁㬕愞㫓侸︺䯒2018妘 8桸 2暀䯓

314 燆佖䎑饉㛨䇗筧䯖︹暚啹艊俋㳛鉝︺䯒2020妘 6桸 1暀䯓

315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鄛鄬鄽牨䯤㳛⿷暚啹梥棾︺䯒2017妘 11桸 28暀䯓

316 讜醢

317 讜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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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arketing-and-sales/our-insights/a-global-view-of-how-consumer-behavior-is-changing-amid-covid-19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survey-consumer-sentiment-on-sustainability-in-fashion
https://www.voguebusiness.com/technology/clothing-as-service-caas-rental-rent-the-runway
https://www.globalfashionagenda.com/updated-sustainability-agenda-to-guide-fashion-leaders-through-covid-19-crisis/
https://www.drapersonline.com/news/fashion-sustainability-investments-take-a-backseat
https://www.britishfashioncouncil.co.uk/uploads/files/1/NEW Fashion and Environment White Paper.pdf
https://cdn-static.farfetch-contents.com/content/UP/PRODUCTION/LANDING-PAGES/SUSTAINABILITY-CALC/Understanding the Environmental Savings of Pre-owned_Farfetch Report 2020.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s://www.thredup.com/resale/
https://www.thefashionlaw.com/new-french-legislation-prohibits-the-destruction-of-unsold-goods-including-clothing/
https://unfashionalliance.org/
https://unfashionalliance.org/
http://www.oecd.org/industry/inv/mne/responsible-supply-chains-textile-garment-sector.htm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00427005635/en/Clothing-Rental-Market-2019-2023-Growing-Trend-Fast
https://www.thredup.com/resale/2019?tswc_redir=true
https://www.thredup.com/resale/2019?tswc_redir=true
https://www.thredup.com/resale/2019?tswc_redir=true
https://www.thredup.com/resale/2019?tswc_redir=true
https://www.bcg.com/en-gb/publications/2020/fashion-industry-reset-covid
https://www.thredup.com/resale/2019?tswc_redir=true
https://www.retail-insider.com/retail-insider/2020/4/buying-second-hand-goods-and-clothing-rentals-expected-to-grow-post-covid-19
https://www.instyle.com/fashion/clothing/clothing-rental-or-resale-post-coronavirus
https://www.vogue.co.uk/fashion/article/will-the-fashion-rental-market-recover
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53805033
https://www.businessoffashion.com/articles/professional/fashion-resale-poshmark-thredup-depop-stockx-coronavirus?utm_source=daily-digest-newsletter&amp;utm_campaign=1665299951951546&amp;utm_term=11&amp;utm_medium=email
https://fashionunited.uk/news/fashion/resale-growth-during-covid-19-sellers-engage-in-quarantine-clean-out-frenzies/2020060849257
https://fashionunited.uk/news/fashion/resale-growth-during-covid-19-sellers-engage-in-quarantine-clean-out-frenzies/2020060849257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s://renewalworkshop.com/pages/becoming-a-brand-partner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survey-consumer-sentiment-on-sustainability-in-fashion
https://www.voguebusiness.com/fashion/saving-emerging-fashion-brands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retail/our%20insights/its%20time%20to%20rewire%20the%20fashion%20system%20state%20of%20fashion%20coronavirus%20update/the-state-of-fashion-2020-coronavirus-update-final.pdf
https://www.retail-insight-network.com/comment/clothing-retailers-must-avoid-choice-overload/
https://www.bcg.com/en-gb/publications/2020/fashion-industry-reset-covid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318 Petit Pli 

319 跫翨鄽牨㛀韃䯖︹鄛鄬趵偧駁夎錫諤蹺呺粷肣嵔鄽牨侟飝︺䯒2020妘 8桸 10暀䯓

320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鄛鄬鄽牨䯤㳛⿷暚啹梥棾︺䯒2017妘 11桸 28暀䯓

321 讜醢

322 餚蹺暚啹鄖＝䯖DHL䯖Julie＂s Bicycle 飨倀詵慁醁暚啹跤宆䯖︹暚啹醮粶乵䯤暚啹艊粶乵嬁閼嶗ǹ誤梽＝氥㫼︺䯒2019妘 9桸 13暀䯓

323 暚啹縟趵㛊㛀醮䧍鑃䀰饉㛨駡誒䯖︹2020妘暚啹粷笶䯤昦矇獰笶胟瀴︺䯒2020妘 4桸䯓

324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倿䇖鄐䯖︹跤蹺╙壈嶗鲲趵攝昦艊孉粶鄽牨梽㭔︺䯒2018妘 9桸 20暀䯓

325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鄛鄬鄽牨䯤㳛⿷暚啹梥棾︺䯒2017妘 11桸 28暀䯓GreenBiz䯖︹桭昦暚啹痐牐䯩踵鳘躅 H&M嶗謾骼俋

閔窅㒄悅㡊桽⺸孉粶濕羮︺䯒2020妘 1桸 22暀䯓

326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鄛鄬鄽牨䯤㳛⿷暚啹梥棾︺䯒2017妘 11桸 28暀䯓

327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鄛鄬鄽牨䯤㳛⿷暚啹梥棾︺䯒2017妘 11桸 28暀䯓䯥颣賣粶乵蔠裮忞䯖︹㬦㫓螻敒⿷旿嶗鄛鄬閔棾壽㬬鲲閔䯖

鞲鍖謙啨珕咇炚鉢戹敡︺䯒2007妘䯓

328 Coles, S.䯖︹Mottainai醮翀硻䯤鄛鄬閔孉粶濕羮橉籌︺䯒2016妘䯓

329 Vogue Business縟趵剓鉢䯖︹暚啹翨唻ょ窹孉粶濕羮艊蠻㢩暀苩牰驟︺䯒2019妘 8桸 21暀䯓䯥暚啹縟趵㛊㛀嶗䧍鑃䀰饉㛨駡誒䯖

︹2020妘暚啹粷笶䯤昦矇獰笶胟瀴︺䯒2020妘 4桸䯓

330 Vogue Business縟趵剓鉢䯖︹暚啹翨唻ょ窹孉粶濕羮艊蠻㢩暀苩牰驟︺䯒2019妘 8桸 21暀䯓

331 漥茒僡蘚＝䯖︹昦姠婮窹熴㓇啔懲漥茒彾踵姠婮窹諎絔嶗孉粶濕羮䎘╪艊瑪絑䎘㣗鍎︺䯒2008妘 4桸 18暀䯓

332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鄛鄬鄽牨䯤㳛⿷暚啹梥棾︺䯒2017妘 11桸 28暀䯓

333 讜醢

334 讜醢

335 漥爳㚴＝䯖︹鄛鄬嶗桽⺸ǹ趵艊粶乵嬁閼䯤狆㠿鍎䈑㒄鑫㓦艊莏荁︺䯒2019妘 1桸䯓

336 Recycling International䯖︹蹺䅕鲈忲桽⺸壈鯫僨嗴匯瓐︺䯒2020妘 5桸 6暀䯓

337 跫翨鄽牨㛀韃䯖︹扢誤暚啹ǹ趵㩸黌艊嗎俋㡊㳟誈䇗昷媀︺䯒2020妘 1桸 22暀䯓

338 蹺䅕蛼＝㠩麇㚪㛇鄩鄬䯖︹悞姠鄛鄬閔艊鰓愔恖梮︺䯒2016妘 5桸 9暀䯓

339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鄛鄬鄽牨䯤㳛⿷暚啹梥棾︺䯒2017妘 11桸 28暀䯓

340 蹺䅕蛼＝㠩麇㚪㛇鄩鄬䯖︹悞姠鄛鄬閔艊鰓愔恖梮︺䯒2016妘 5桸 9暀䯓

341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倿䇖鄐䯖︹跤蹺╙壈嶗鲲趵攝昦艊孉粶鄽牨梽㭔︺䯒2018妘 9桸 20暀䯓

342 跫翨鄽牨㛀韃䯖︹㫥鲢蹕ィ朄蛵鑫昦獰鑑矈肣嵔偧駁敘黌鑫跫翨諤鰱艊狆㠿敆熱︺䯒2020妘 5桸 2暀䯓䯥暚魍囈騷䯖︹彿髦艊䒃䏴

罌踵昦獰肣嵔澐鮪僨羠黌誼、彿髦曧壠鮪謭偡艊昷謭僨嗴䯩︺䯒2020妘 4桸28暀䯓䯥縟趵廟奟䯖︹肣嵔㚯䃽䃸醭熱艊銊蹺鳏㩸謭硋碶䯖

踵鑫瓕㢹発亱艊䈑烢䯖㲃瀭嶗䉳貾壽㬬縟澐鮪羠鲲㚯倉嶯嶎醭勢艊鲲閔︺䯒2020妘 3桸 31暀䯓

343 Politico䯒銊蹺敤熎昦䄋鈫襽䯓䯖︹獰笶胟瀴㚯桖侸艊銊蹺鳏茻扟謭嚙鯫㠳龈䏴窹︺䯒2020妘 3桸 31暀䯓䯥Food Navigator䯖︹壈

鯫蔠裮䯤獰笶胟瀴啂靪熴蹺唻嫕鰱嶗嗚镾屟䏴窹艊䈑烢醢緣︺䯒2020妘 5桸 20暀䯓

344 Food Navigator䯖︹鮪鄡䏴窹㱚㬍ⅩⅩ昦獰肣嵔稜僨鑨杛醣艊＃綾酽㡨咲￥︺䯒2020妘 3桸 19暀䯓

345 Food Navigator䯖︹獰笶胟瀴＃錫撾￥桹梽䏴窹䯤擊姾戰梽唻狆㠿鍎䈑烢桹䂏梕嬁閼︺䯒2020妘 5桸 6暀䯓䯥Food Navigator䯖

︹壈鯫蔠裮䯤獰笶胟瀴啂靪熴蹺唻嫕鰱嶗嗚镾屟䏴窹艊䈑烢醢緣︺䯒2020妘 5桸 20暀䯓

346 蹺䅕俠墡鄩鄬䯖︹叝頺屟牐誤墡鳏㚧陝䯤鮪昦獰鑑矈鑨杛醣㳛昦屒鍊▕梪囑絔嶗梽壽︺䯒2020妘 5桸䯓

347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㬦㫓桹敱艊窹牐姉唻昦獰鑑矈稜僨唻䏴閔麽過䀍艊嬁閼︺䯒2020妘 4桸 4暀䯓

348 㣵㬛蛼䯖︹䑺駈鎢談䯖銊蹺䏴窹䀅ǹ㭺㭔踽䏴蓪鈇︺䯒2020妘 4桸 24暀䯓

349 CNBC䯖︹踵鳘躅獰笶胟瀴＝㬬彾俋㳝䏴窹犗㠿︺䯒2020妘 5桸 19暀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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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op.petitpli.com/pages/lets-talk-about-u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8/how-the-textile-industry-can-help-countries-recover-from-covid-19/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s://www.britishfashioncouncil.co.uk/uploads/files/1/NEW Fashion and Environment White Paper.pdf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retail/our%20insights/its%20time%20to%20rewire%20the%20fashion%20system%20state%20of%20fashion%20coronavirus%20update/the-state-of-fashion-2020-coronavirus-update-final.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circular-economy-opportunity-for-urban-industrial-innovation-in-China_19-9-18_1.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fashions-latest-trend-why-hm-other-big-brands-are-investing-garment-recycling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fashions-latest-trend-why-hm-other-big-brands-are-investing-garment-recycling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s://helda.helsinki.fi/handle/10138/38425
https://helda.helsinki.fi/handle/10138/38425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netechsustfutu.136.34?seq=1
https://www.voguebusiness.com/companies/fashion-brands-recycling-upcycling-resale-takeback-sustainability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retail/our%20insights/its%20time%20to%20rewire%20the%20fashion%20system%20state%20of%20fashion%20coronavirus%20update/the-state-of-fashion-2020-coronavirus-update-final.pdf
https://www.voguebusiness.com/companies/fashion-brands-recycling-upcycling-resale-takeback-sustainability
https://ec.europa.eu/info/news/new-waste-rules-will-make-eu-global-front-runner-waste-management-and-recycling-2018-apr-18_en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3143/EPRS_BRI(2019)633143_EN.pdf
https://recyclinginternational.com/corona-virus/likely-surge-in-textile-scrap-collections-with-nowhere-to-go/30302/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1/funding-circular-fashion-industry/
http://www.wrap.org.uk/content/technologies-sorting-end-life-textiles-0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publications/A-New-Textiles-Economy_Full-Report.pdf
http://www.wrap.org.uk/content/technologies-sorting-end-life-textiles-0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The-circular-economy-opportunity-for-urban-industrial-innovation-in-China_19-9-18_1.pdf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coronavirus-covid19-consumers-shopping-goods-economics-industry
https://time.com/5827315/coronavirus-diet/
https://time.com/5827315/coronavirus-diet/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yeast-flour-supply-shortages-as-people-turn-to-baking-bread-2020-3?r=US&amp;IR=T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yeast-flour-supply-shortages-as-people-turn-to-baking-bread-2020-3?r=US&amp;IR=T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3/31/coronavirus-demand-for-local-farms-157538
https://www.foodnavigator.com/Article/2020/05/20/Coronavirus-boosts-demand-for-local-and-functional-foods-in-France-market-study
https://www.foodnavigator.com/Article/2020/05/20/Coronavirus-boosts-demand-for-local-and-functional-foods-in-France-market-study
https://www.foodnavigator.com/Article/2020/03/19/Online-food-delivery-one-of-the-only-winners-in-coronavirus-outbreak
https://www.foodnavigator.com/Article/2020/05/06/Organic-food-gets-coronavirus-boost
https://www.foodnavigator.com/Article/2020/05/20/Coronavirus-boosts-demand-for-local-and-functional-foods-in-France-market-study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5481.pdf
http://www.fao.org/3/ca8466en/CA8466EN.pdf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foodbanks-insight/us-food-banks-run-short-on-staples-as-hunger-soars-idUSKCN2261AY
https://www.cnbc.com/2020/05/19/how-coronavirus-is-causing-mountains-of-food-waste.html


350 螆壉昤䯖︹獰笶胟瀴啔鞲鲕跣昷䉳敘黌彿髦艊䒃䏴昷媀︺䯒2020妘 3桸 31暀䯓

351 閾慚縟趵㛊㛀䯖︹㳛⿷昦獰肣嵔謚跫翨艊醑俋ǹ踵㢑獻︺䯒2020妘 5桸 26暀䯓

352 孭勛䯖︹昦獰鑑矈偧駁鎢㬫䏴窹㩸矇︺䯒2020妘䯓䯥䧍鑃䀰饉㛨駡誒䯖︹㳛昦椨嶎漥爳䐥鄭䯖懲嫮彾昦夠尓︺䯒2020妘 8桸 5暀䯓

353 孭勛䯖︹昦獰鑑矈怇蕚瑪絑䏴閔辭姉䀍、嫕頌㛫偧駁姉唻䯩︺䯒2020妘䯓

354 鎽諦蹺鄽牨嶗蛼＝鲇烏㯵䯖︹瑪絑鳏訥亱䂏醿幆䯖䎖㚧勢 2050妘啔㫊勢 97鳗䯖妛鮪 2100妘墢諢㫊勢㫝 110鳗艊圐過︺䯒2019

妘 6桸 17暀䯓䯥閾慚縟趵㛊㛀䯖︹瑪絑䏴窹䈑烢澐鮪醢緣、彿髦镾侽瓕㢹㫥酽䈑烢讖䯩︺䯒2016妘 4桸 7暀䯓

355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壈醮䏴窹孉粶鄽牨︺䯒2019妘 1桸 24暀䯓

356 詵慁醁僨嗴醮蹺䅕饅跀蔠裮忞䯒IDDRI䯓䯖︹䉳唻嚙趵羠尓㩸矇慙徔艊㜮帟侟飝㚧陝︺䯒2020妘 9桸 23暀䯓

357 鎽諦蹺䯖︹跫翨贇䏴呏瑪暀䯤鞲蟢歓勢䐥苾䯖瀯跣鳏㰊镾僨慽慘羮︺䯒2020妘 6桸 7暀䯓

358 蹺䅕㠭壆▕㳟鄩鄬贜咃䯖︹踵鳘躅肣嵔謚跫翨䈑㒄詵慁醁䏴窹跀酛︺䯒2020妘 7桸 14暀䯓

359 跫翨鄽牨㛀韃嶗 AlphaBeta䯖︹靕磢醮縟趵艊梥棾ⅩⅩ昦靕磢鄽牨悞鶯 II︺䯒2020妘䯓

360 㬞謙謙戹䎋茩䯖︹妘姪畝羠鍡慘︺

361 reNature䯖︹䂏梕悅㡊㳘敡嚙趵濕猀︺䯒2020妘䯓

362 LaCanne, C.醮 Lundgren, J.䯖︹畝羠嚙趵䯤啔嚙趵醮靕磢㡊瑧墮悜桹苩酁諦︺䯒2018妘 2桸 26暀䯓

363 Food Navigator䯖︹獰笶胟瀴澐敘黌彿髦艊䒃䏴昷媀讖䯩︺䯒2020妘 5桸 11暀䯓

364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醮敤姛䄄鮃佈恖梮啢鄩䯖︹跫翨鮃佈㡊瑧笶騙ⅩⅩ踽㒄悞鶯︺䯒2015妘䯓

365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壈醮䏴窹孉粶鄽牨︺䯒2019妘 1桸 24暀䯓

366 跫翨㡊瑧蔠裮忞䯖︹畝羠嚙趵䯤桹苩鲋鮃佈擊姾䯖貶醿㓦炚鎬黌誼艊疦撾桹䅡︺䯒2020 妘 5桸 12暀䯓䯥寚駡誒䯖︹䒇門蘙跤嶗窡

艊詵镾屟︺䯒2019 妘 7桸 24暀䯓

367 Farmland LP䯖︹㳛㓉畝羠嚙趵呺㣻艊羠尓跀酛桽烏敱苩︺䯒2017妘䯓

368 鎽諦蹺粶乵㓇陝鉣䯖︹䏴窹跀酛䉺噯艊桭謚囁佪︺䯒2019妘 7桸 19暀䯓

369 鎽諦蹺鄽牨嶗蛼＝鲇烏㯵䯖︹羠窹侸樭屟嶗羠尓跀酛︺

370 Rhodes, C.䯖︹畝羠嚙趵嶗烔醁嚙趵檣門妛熎嶨跫翨︺䯒2012妘 12桸䯓䯥Conservation Finance Network䯖︹畝羠嚙趵笶騙䯤

桖俋亱䂏裶䄄︺䯒2020妘 3桸 24暀䯓

371 The IPM Practitioner䯖︹畝羠嚙趵詵飨謙醿瑪絑黌枦︺䯒2018妘 2桸䯓

372 䧍鑃䀰饉㛨駡誒䯖︹詵慁醁鰱檣門跫翨︺䯒2020妘 6桸 2暀䯓

373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㬦㫓鮪蘙孉粶跤僨慽饅䀽慘羮䯖鮃佈桹錫鲋姉唻嶗㬎姉炚鎬黌誼︺䯒2015妘䯓

374 Burgess訵䯖︹畝羠嚙趵ⅩⅩ薶呯嬁閼。僨慽疦撾︺䯒2019妘 5桸 17暀䯓䯥GreenBiz䯖︹畝羠鮃鰱嶗竆耂諎絔呺㣻偧駁啌叅蘙︺

䯒2019 妘 6桸 7暀䯓

375 跫翨㡊瑧蔠裮忞䯖︹誤窹屟䏴窹瀷歓窹屟䏴窹䈑㒄桖侸艊㡊瑧︺䯒2016妘 4桸䯓

376 RegenAG䯖︹羠窹鐴旿夠㓄䃾䎪︺䯒2015妘䯓䯥鎢墕墕襫俋叧䯖︹㢋㢐竛艊屒鍊䯤畝羠䏴窹羠鲲忞䈑㛄侕︺䯒2019妘䯓

377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壈醮䏴窹孉粶鄽牨︺䯒2019妘 1桸 24暀䯓

378 孭勛䯖︹昦獰鑑矈偧駁鎢㬫䏴窹㩸矇︺䯒2020 妘䯓䯥跫翨鄽牨㛀韃嶗 AlphaBeta䯖︹靕磢醮縟趵艊梥棾ⅩⅩ昦靕磢鄽牨悞鶯

II︺䯒2020 妘䯓

379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壈醮䏴窹孉粶鄽牨︺䯒2019妘 1桸 24暀䯓

380 FarmShots䯥VineView 

381 Regeneration International䯖︹ǹ趵頌熕䯤踵啢嚙抲辭畝羠嚙趵▔㚳︺䯒2017妘 8桸 3暀䯓

382 銊蹺艊䈞峐嚙鯫嚙趵斊鑇跤宆䯒Horn Farm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Education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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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br.org/2020/05/3-behavioral-trends-that-will-reshape-our-post-covid-world
https://www2.deloitte.com/nl/nl/pages/consumer/articles/food-covid-19-accelerating-food-transformation.html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reimagining-european-restaurants-for-the-next-normal
https://www2.deloitte.com/nl/nl/pages/consumer/articles/food-covid-19-reshaping-supply-chains.html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population/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9.html
https://hbr.org/2016/04/global-demand-for-food-is-rising-can-we-meet-it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cities-and-circular-economy-for-food
https://www.iddri.org/en/publications-and-events/blog-post/timid-recovery-plan-face-challenges-agro-ecological-transition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6/1065812
https://blogs.imf.org/2020/07/14/why-sustainable-food-systems-are-needed-in-a-post-covid-world/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Future_Of_Nature_And_Business_2020.pdf?utm_source=POLITICO.EU&amp;utm_campaign=8eb450c03e-EMAIL_CAMPAIGN_2020_07_15_04_59&amp;utm_medium=email&amp;utm_term=0_10959edeb5-8eb450c03e-189854897
https://www.drawdown.org/solutions/regenerative-annual-cropping
https://www.renature.co/articles/long-term-investment-unlocks-agricultural-profit/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831153/
https://www.foodnavigator.com/Article/2020/05/11/Is-coronavirus-changing-how-we-eat
http://www.fao.org/3/a-i5199e.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cities-and-circular-economy-for-food
https://www.wri.org/blog/2020/05/regenerative-agriculture-climate-change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368127/is-it-possible-to-raise-a-carbon-neutral-cow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368127/is-it-possible-to-raise-a-carbon-neutral-cow
https://delta-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9/Valuing-the-Ecosystem-Service-Benefits-from-Regenerative-Agriculture-Practices-_-Farmland-LP-Impact-Report.pdf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ory/last-call-food-systems-revolution
https://sdgs.un.org/topics/biodiversity-and-ecosystem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5884102_Feeding_and_healing_the_world_Through_regenerative_agriculture_and_permaculture
https://conservationfinancenetwork.org/2020/03/24/the-state-of-regenerative-agriculture-growing-with-room-to-grow-more
https://conservationfinancenetwork.org/2020/03/24/the-state-of-regenerative-agriculture-growing-with-room-to-grow-more
https://www.birc.org/IPMPFeb2018.pdf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feeding-the-world-sustainably
http://fao.org/3/a-i4737e.pdf
https://www.foodandlanduse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Regenerative-Agriculture-final.pdf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how-regenerative-land-and-livestock-management-practices-can-sequester-carbon
https://www.wri.org/resources/charts-graphs/animal-based-foods-are-more-resource-intensive-plant-based-foods
http://regenag.com/web/biofertiliser-faq/
https://www.csuchico.edu/regenerativeagriculture/blog/equipment.shtml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cities-and-circular-economy-for-food
https://www2.deloitte.com/nl/nl/pages/consumer/articles/food-covid-19-accelerating-food-transformation.html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Future_Of_Nature_And_Business_2020.pdf?utm_source=POLITICO.EU&amp;utm_campaign=8eb450c03e-EMAIL_CAMPAIGN_2020_07_15_04_59&amp;utm_medium=email&amp;utm_term=0_10959edeb5-8eb450c03e-189854897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Future_Of_Nature_And_Business_2020.pdf?utm_source=POLITICO.EU&amp;utm_campaign=8eb450c03e-EMAIL_CAMPAIGN_2020_07_15_04_59&amp;utm_medium=email&amp;utm_term=0_10959edeb5-8eb450c03e-189854897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cities-and-circular-economy-for-food
http://farmshots.com/
https://www.vineview.com/
https://regenerationinternational.org/2017/03/08/frontlines-training-small-scale-farmers-regenerative-agriculture/
https://hornfarmcenter.org/rftp/


383 Sustainable Harvest International

384 Savory Institute; EcoFarm 

385 漥茒僡蘚＝䯖︹粶乵敤詇蟨叧ⅩⅩ昦鮃佈™巃昷熴詵唻鮃佈蘙鉸㳝嶗笶騙㫧ǹ桖㛬鄫。寚㬫嶗桹敱艊粶乵苳牣︺䯒2018妘 5桸3暀䯓

386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壈醮䏴窹孉粶鄽牨︺䯒2019妘 1桸 24暀䯓

387 SiembraViva

388 癛俋濕鲡嚙趵。烐嶗粶乵㯵䯖︹謙戹▕㳟︺䯒2020妘 2桸 4暀䯓

389 漥茒僡蘚＝䯖︹嚙鯫勢䐥橎徔耚ⅩⅩ婠襫駡妕。擊姾嶗粶墮艊䏴窹跀酛︺䯒2020妘䯓

390 漥茒僡蘚＝䯖︹邁讜嚙趵敤詇艊梥棾︺

391 詵慁醁屟縟趵釣㫧羠窹侸樭屟鎽茒䯖︹咲艤ⅩⅩ詵慁醁屟縟趵釣㫧羠窹侸樭屟︺

392 鎽諦蹺鄽牨嶗蛼＝鲇烏㯵䯖︹鴛酴跣茩槪︺

393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䏴窹犗㠿㢹㬅ⅩⅩ瑪㯵彾梪熴ⅩⅩ桭鄮悞鶯︺䯒2014妘䯓

394 縟趵醮詵慁醁僨嗴僡蘚＝䯖︹桖偡艊縟趵䯖桖偡艊跫翨︺䯒2017妘 1桸䯓

395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壈醮䏴窹孉粶鄽牨︺䯒2019妘 1桸 24暀䯓

396 寚駡誒䯖︹饅鲋鰿綫僨嗴艊䏴窹犗㠿唻悇縟趵艊䎍蓜鲇䎋︺䯒2019妘 6桸 19暀䯓

397 ReportLinker䯖︹〡鐴壈鯫悞鶯䯤㢑獻。䎖牣嶗覅鲅鰓椷︺䯒2019妘 8桸䯓

398 Piñatex®

399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䏴窹犗㠿㢹㬅醮炚鎬黌誼︺䯒2015妘䯓

400 漥爳䈇姠婮窹醮羠窹鲲趵鎽茒䯖︹漥茒羠窹姠婮窹艊鲲羠䯤嫕頌懃驔烐妕嶗梥棾疦撾︺䯒2020妘䯓

401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壈醮䏴窹孉粶鄽牨︺䯒2019妘 1桸 24暀䯓

402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䏴窹犗㠿㢹㬅︺䯒2013妘䯓䯥跫翨㳜羠誤窹▕㳟＝䯖︹䅂澏䏴窹犗㠿䯖姉唻炚鎬黌誼︺

403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䏴窹犗㠿㢹㬅醮炚鎬黌誼︺䯒2015妘䯓

404 頴愛·䧍陸䅏緥▕㳟＝醮棞旿鄽牨叧䯖︹酑喥鰤蹕䯤孉粶鄽牨偧駁姉唻炚鎬黌誼︺䯒2019妘 9桸 26暀䯓

405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䏴窹犗㠿㢹㬅ⅩⅩ瑪㯵彾梪熴ⅩⅩ桭鄮悞鶯︺䯒2014妘䯓

406 Parfitt, J.。Barthel, M.醮 Macnaughton, S.䯖︹辭姉䀍跤艊䏴窹犗㠿䯤㳝誼嶗勢 2050妘艊黌誼疦撾︺䯒2010妘 9桸 27暀䯓䯥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瑪絑䏴窹懖俢嶗䏴窹犗㠿艊蠿姪。囑罌嶗䎖䅂︺䯒2011妘䯓

407 Research and Markets䯒壈鯫鰓椷悞鶯桽烏辭姉縟䯓䯖︹2020妘棧姪䏴閔鎢墡壈鯫︺䯒2020妘 2桸䯓

408 跫翨鄽牨㛀韃䯖︹昦獰鑑矈鎢談鑫䉯爳贇䏴蓪鈇︺䯒2020妘 4桸 27暀䯓

409 孭勛䯖︹䏴窹犗㠿熼瓙︺䯒2020妘䯓

410 Sparky Dryer

411 Parfitt, J.。Barthel, M.醮 Macnaughton, S.䯖︹辭姉䀍跤艊䏴窹犗㠿䯤㳝誼嶗勢 2050妘艊黌誼疦撾︺䯒2010妘 9桸 27暀䯓

412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瑪絑䏴窹懖俢嶗䏴窹犗㠿艊蠿姪。囑罌嶗䎖䅂︺䯒2011妘䯓

413 RESET䯖︹瑪絑䏴窹犗㠿倀謾粶乵嬁閼︺䯒2018妘 9桸䯓

414 FareShare䯖︹FareShare FoodCloud醮 Tesco妷蜵辭䐥 500醐麋︺䯒2017妘 1桸 26暀䯓䯥DCA actalliance䯖︹WeFood䯤

踹䧍訅酽咲㫓湯䏴窹㢋壈︺䯥Karma

415 漥茒僡蘚＝。灧梪閾樰㡊瑧蔠裮忞嶗 Bipro䯖︹漥茒 28跣䒫㰊艊雜箏敒䇗昷橉㛊幫︺䯒2015妘 11桸 13暀䯓

416 Safi Organics

417 Orange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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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ustainableharvest.org/programs
https://savory.global/resource-library/
https://eco-farm.org/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integration/research/newsalert/pdf/new_soil_sensing_method_more_detailed_rapid_efficient_environmental_monitoring_soil_carbon_stocks_condition_507na3_en.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cities-and-circular-economy-for-food
https://siembraviva.com/home/quienes-somos/
https://www.agriculture.gov.au/ag-farm-food/climatechange/cfi
https://ec.europa.eu/food/sites/food/files/safety/docs/f2f_action-plan_2020_strategy-info_en.pdf
https://ec.europa.eu/info/food-farming-fisheries/key-policies/common-agricultural-policy/future-cap_en
https://op2b.org/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www.fao.org/3/a-i3991e.pdf
https://d306pr3pise04h.cloudfront.net/docs/news_events%2F9.3%2Fbetter-business-better-world.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cities-and-circular-economy-for-food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337075/inside-the-booming-business-of-fighting-food-waste
https://www.reportlinker.com/p05817475/Compost-Market-Report-Trends-Forecast-and-Competitive-Analysis.html?utm_source=GNW
https://www.ananas-anam.com/about-us/
http://www.fao.org/3/a-bb144e.pdf
https://biconsortium.eu/sites/biconsortium.eu/files/documents/BIC-ZWE report - Bio-waste generation in the EU - current capture and future potential.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cities-and-circular-economy-for-food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nr/sustainability_pathways/docs/Factsheet_FOOD-WASTAGE.pdf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stories/fight-climate-change-by-preventing-food-waste
http://www.fao.org/3/a-bb144e.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Completing_The_Picture_How_The_Circular_Economy-_Tackles_Climate_Change_V3_26_September.pdf
http://www.fao.org/3/a-i3991e.pdf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35112/
http://www.fao.org/3/a-i2697e.pdf
https://www.researchandmarkets.com/reports/5017312/food-processing-market-in-india-2020?utm_source=dynamic&amp;utm_medium=BW&amp;utm_code=sg3p3n&amp;utm_campaign=1382978%2B-%2BIndia%2BFood%2BProcessing%2BMarket%2BStudy%2c%2B2020%3a%2BLack%2Bof%2BStorage%2BInfrastructure%2BFaced%2Bby%2Bthe%2BIndustry&amp;utm_exec=joca220bwd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africa-coronavirus-covid19-imports-exports-food-supply-chains
https://www2.deloitte.com/nl/nl/pages/consumer/articles/food-covid-19-food-waste-gone-viral.html
https://sparkysocialenterp.wixsite.com/sparkydryer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35112/
http://www.fao.org/3/a-i2697e.pdf
https://en.reset.org/knowledge/global-food-waste-and-its-environmental-impact-09122018
https://fareshare.org.uk/fareshare-foodcloud-celebrate-5-million-meals-with-tesco/
https://www.danchurchaid.org/join-us/wefood
https://www.danchurchaid.org/join-us/wefood
https://karma.life/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studies/pdf/Separate collection_Final Report.pdf
https://safiorganics.co.ke/
http://orangefiber.it/en/about/
http://orangefiber.it/en/about/
http://orangefiber.it/en/about/


418 AgriProtein  

419 漥茒僡蘚＝䯖︹嚙鯫勢䐥橎徔耚ⅩⅩ婠襫駡妕。擊姾嶗粶墮艊䏴窹跀酛︺䯒2020妘䯓䯥漥爳羠窹⿷旿鄖＝䯖︹〡鐴︺

420 姠婮窹㩸誼扢誤鍎䯒THE WASTE TRANSFORMERS䯓

421 鎽諦蹺贇䏴倀嚙趵鄩鄬䯖︹╙壈鰱嶼䏴窹跀酛㚧陝ⅩⅩ鎢媰䋸屟䏴窹跀酛艊╙雯鎽跀︺䯒2020妘䯓

422 Lin訵䯖︹銊蹺諤厙躐䄄艊䏴窹牐誤嵔騙︺䯒2019妘 7桸 26暀䯓

423 跫翨鄽牨㛀韃醮䧍鑃䀰饉㛨駡誒䯖︹攝昦茩槪䯤㬦㫓恖梮攝昦抲䗮䏴窹麽過䀍艊詵㬉璕屟︺䯒2019妘 1桸䯓

424 讜醢

425 孭勛䯖︹䏴窹犗㠿熼瓙︺䯒2020妘䯓

426 跫翨鄽牨㛀韃醮䧍鑃䀰饉㛨駡誒䯖︹攝昦茩槪䯤㬦㫓恖梮攝昦抲䗮䏴窹麽過䀍艊詵㬉璕屟︺䯒2019妘 1桸䯓

427 Successful Farming䯖︹FBN扢熱 GRO鈫酖䯖呺粷嚙炓醮詵慁醁㠳龈昷鲒鎽︺䯒2020妘 9桸 1暀䯓

428 Premakumara䯖︹暀梪䏴窹孉粶濕羮熴倀謾呺昻。㫧嗴嶗慙徔︺䯒2018妘 10桸 24暀䯓 

429 癛俋濕鲡敤姛䯖︹蹺咲䏴窹姠婮窹徔耚ⅩⅩ勢 2030妘啔癛俋濕鲡艊䏴窹姠婮窹謙約︺䯒2017妘 11桸䯓

430 漥茒僡蘚＝䯖︹嚙鯫勢䐥橎徔耚ⅩⅩ婠襫駡妕。擊姾嶗粶墮艊䏴窹跀酛︺䯒2020妘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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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griprotein.com/
https://ec.europa.eu/food/sites/food/files/safety/docs/f2f_action-plan_2020_strategy-info_en.pdf
https://www.european-bioplastics.org/bioplastics/waste-management/composting/
http://www.fao.org/in-action/food-for-cities-programme/approach/need-for-sustainable-and-resilient-crfs/en/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b29ae/meta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raceability_in_food_value_chains_Digital.pdf
https://www2.deloitte.com/nl/nl/pages/consumer/articles/food-covid-19-food-waste-gone-viral.html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raceability_in_food_value_chains_Digital.pdf
https://www.agriculture.com/news/crops/fbn-launches-gro-network-to-link-farmers-with-sustainable-buyers
https://www.waste.ccacoalition.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5_food_recycling_law_in_japan_and_its_implementationku.pdf
https://www.environment.gov.au/system/files/resources/4683826b-5d9f-4e65-9344-a900060915b1/files/national-food-waste-strategy.pdf
https://ec.europa.eu/food/sites/food/files/safety/docs/f2f_action-plan_2020_strategy-info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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