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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循环经济研究中
管理学研究的缺位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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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要:在国内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管理学较少参与其中,体现在学科领域和学科类

别、发表年份以及文献出版来源等方面存在管理学研究缺位的现象。管理学研究缺位的原因表现在对循环经济内

涵的认识、对循环经济主体企业的重视程度以及管理学界认识和参与程度等方面,因此,管理学可从企业理念转

变、企业运行机制建设、企业情境应对视角参与循环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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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组织行为的研究。

暋暋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循环经济思想逐步

引入中国,我国有关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就不断深

入。1998年引入德国循环经济概念[1];2000年从可

持续发展角度对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整合[2];

2002年从新兴工业化角度认识循环经济的发展意

义[3];2003将循环经济纳入科学发展观,确立物质

减量化的发展战略[4];2004年提出从不同的空间规

模———城市、区域、国家层面大力发展循环经济[5]。
目前,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已从早期单纯的概念引进、
意义阐释阶段[6],进入技术研发、具体实施探讨阶

段[7];研究视角也颇广泛,每个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

景对循环经济展开论述和论证,涉及经济[8]、技

术[9]、法律[10]、哲学[11]等各个学科领域,出现了百花

齐放的局面。
但在对国内循环经济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

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管理学研究(指工商管理、企
业管理)在循环经济研究中的缺位栙 ,具体表现在:
(1)在研究对象上,涉及企业的研究较少,在国家、地
区、城市、产业、行业的宏观、中观层面研究较多;(2)
在研究主体上,管理学家和学者参与较少;(3)在理

论支撑上,管理学理论较少被提及和使用,经济学理

论占了主导;(4)在研究方法上,管理学规范的研究

方法,包括质性和量化的方法使用较少,思辨方法占

了主导;(5)在出版刊物上,一流管理学刊物参与较

少。
因此,本文在对国内循环经济研究文献进行全

面梳理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国内循环经济研究现状,
并对管理学研究在其中的缺位表现和原因进行陈述

和分析,提出管理学参与循环经济研究的必要性及

其未来研究的一些可能视角,以便管理学能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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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一暋管理学研究缺位的表现陈述

截至2012年2月20日,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数据库以循环经济为题名进行精确检索(因对

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以及报刊全文数据库的检

索出现类似特征,所以这里只报告学术期刊网络数

据库信息),总计搜索到15430篇循环经济论文。按

照数据库分类标准,分别对论文以学科领域、学科类

别、发表年份、文献出版来源等进行分组统计。尽管

数据库以题名和文献来源分类导致数据部分存在重

合的情况,但它们大致反映了我国循环经济的研究

现状,也反映了我国当前管理学研究在该研究领域

的缺位。
(一)从学科领域和类别来看

表1列示了循环经济研究在各学科领域的论文

发表情况。
表1.循环经济研究在各学科领域的论文发表情况

学科领域 论文数 比率

基础科学 780 5.06%

工程科技(I、II辑) 3684 23.88%

信息科技 45 0.29%

农业科技 422 2.73%

医药卫生科技 9 0.06%

哲学与人文科学 37 0.24%

社会科学(I、II辑) 724 4.69%

经济与管理科学 13942 90.36%

合计 15430 100%

暋暋说明:1.截止2012年2月20日,循环经济研究论文搜

索统计结果为15430篇。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在按

照学科领域进行分组的时候,可能出现同一篇文章被同时分

到两个及以上学科领域的情况,因此按学科领域汇总的论文

数合 计 会 超 过 15430 篇,分 组 比 率 的 汇 总 合 计 会 大 于

100%。表2亦同。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数据整理。

从表1可知,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在循环经济

研究 方 面 占 了 绝 对 优 势,高 达 13942 篇,占 90.
36%;其次是工程科技,占23.88%。如果把工程科

技、信息科技、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合起来的话,
可以发现当前循环经济研究的两大主流方向:一是

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二是科技领域。这说明学界

普遍认识到技术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更力

求从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产业经

济学等)寻求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合理化解

释。
鉴于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循环经济研

究中占有的绝对优势地位,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经济

学与管理学研究各自所占的份额,以明晰目前管理

学研究在循环经济研究中所拥有的角色和地位。表

2显示了循环经济在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各学科类

别的论文发表情况。
表2.循环经济在经济与管理各学科类别的论文发表情况

学科类别 论文数 学科类别 论文数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9404 财政与税收 290

工业经济 3177 旅游 249

经济体制改革 1581 金融 206

农业经济 1283 贸易经济 136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 595 投资 84

企业经济 649 会计 88

服务业经济 58 证券 10

交通运输经济 41 保险 7

市场研究与信息 41
信息经济与
邮政经济 6

经济统计 25
领导学与
决策学 1

审计 24 管理学 1

科学研究管理 18 文化经济 1

暋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数据整理。

暋暋从表2可知,在高达13942篇经济与管理科学

领域的研究文献中,属于“管理学暠的仅有1篇。当

然如前面所说,因数据库只是简单根据题名和文献

来源进行分类,数据难免会有偏差。所以,笔者对属

于管理学的文献范围进行扩大,检查了每个学科类

别的论文情况。结果在“企业经济暠中发现有以企业

为背景探讨循环经济下企业投资、融资、风险收益分

析等财务管理内容的论文,但没有涉及对企业中人

的研究。
总的来看,目前我国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的循

环经济研究,虽名为经济与管理,但实则是经济学领

域占绝对主导地位,主要侧重国家、地区、城市、行
业、产业等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经济问题研究。对微

观企业,尤其是企业中人和组织行为的研究涉及较

少,以管理学的视角进行定性或定量的规范实证研

究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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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发表年份看

图1以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的文献(13942篇)
为例,显示了我国循环经济论文每年的发表情况。
从1997年第一篇有关循环经济的论文(实际是个专

访)发表以来,表现出几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图1.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循环经济论文发表情况

这种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政府政策因素有很大

关系。2002年前,学者多是自发研究;2002年后,表
现出强烈的政策导向性。2002年开始,循环经济的

发展得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的直接关注。(1)2002
年10月,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成员国会议上,发
表了关于“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

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暠的
重要讲话。2003 年,循环经济研究第一次速增。
(2)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和2005年十六届五中

全会决议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发展

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实现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2005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
《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10月,在《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这

些决议和通知直接激发了2005年循环经济研究的

激增。(3)2006年,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

推进发展循环经济的各项工作。2007年10月,党
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形

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暠的奋斗目

标;2008年国务院出台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

提到“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暠;2009年1月1日,胡锦

涛亲自签署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连年政

策所传递出的积极信号,刺激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也

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随着政策从笼统到具体,循
环经济研究内容也逐渐从务虚向务实转变。

循环经济研究文献的发表年份体现出的政策性

背景,反映了经济学研究服务于政策、为政府制定政

策提供依据[12]的显著特征。而这些政策最终将直

接或间接对企业的实际经营行为和成效产生重大影

响。但是作为与企业实际接触最直接最密切且需要

与企业情境要素紧密结合的管理学研究,却忽视了

循环经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没有深入研究相关政

策对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改变、如何改变、如何应对

等问题。
(三)从文献出版来源看

以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的循环经济研究文献为

例,截至2012年2月20日发表了至少30篇有关循

环经济文章的期刊有60多家,其中超过100篇的有

7家。
这60多家至少30篇循环经济文章发表的期刊

中:(1)没有纯粹的管理学期刊,只有个别刊物设有

管理学板块;(2)属于近年入选 CSSCI来源期刊的

只有10家,比率不足17%;(3)其中不少刊物是给

钱就发表,文章篇幅短小,主要是为适应当前中国学

术考核要求而诞生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刊物,严格意

义上不能称为Journal[13]。对这60家刊物的简单

分析,可以估测我国循环经济研究发表文献的大致

情况。我国管理学期刊,尤其是一流管理学期刊的

缺位,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目前循环经济的管理学研

究缺位也有一定责任。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及其高

水平研究需要有号召力的高水平期刊平台参与,从
而引起更多学者加入和争鸣;健康而规范的成果市

场可以推动学术研究不断提升,与之形成良性循

环[13]。
二暋管理学研究缺位的原因分析

(一)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存在认识误区

1.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认识。尽管美国经济学

家肯尼思·鲍尔丁早在1966年就将循环经济置于

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强调资源投入、
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性[2],但国内

学者却逐步将其狭义地理解为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物

质和能量循环[13],或单纯理解为一种经济增长方

式[8,14]或一种技术范式[15],没有看到其整体性和系

统性,因而大多孤立地从经济、技术、法律、政策等方

面进行研究。然而,政策支持、法制保障、技术支撑

只是循环经济的推进手段[16]108,134,161。经济学以企

业同质性为假设前提做出的行为推论,并不能代替

具体情境下的企业行为选择[12]。企业作为循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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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链条“投入-生产-消费-再生暠中的基本构成单

位,它们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重视并被纳入到整体系

统中加以有效解释。

2.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

足。大量思辨性的文章对循环经济一味加以褒扬,
盲目乐观,没有看到现阶段在我国推行循环经济面

临的真正问题,没有认识到循环经济还有漫长的发

展道路要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截
至2009年,我国中小企业约有4200多万家,占全国

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

业总产值的60%;同时,污染密集型企业大多数也

是中小企业。因此,把中小企业作为建设生态企业

的重点,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路径。现在的

问题是,大多数中小企业缺乏建设生态企业的积极

性[16]25。目前,学者们更多是从资金不足、技术不

高、政策不力等方面去探寻原因,而忽视了企业自身

的内部运行机制问题,忽视了管理学在解决这些问

题方面的优势。
(二)对循环经济的执行主体———企业重视不够

1.循环经济体系研究对企业的重视不够。尽管

目前大家普遍认同循环经济要从企业、生产基地等

经济实体内部的小循环,产业集中区域内企业间、产
业间的中循环,包括生产、生活领域的整个社会的大

循环三个层面来展开[17],并认同企业是循环经济的

重要主体,循环经济需要企业积极参与,企业从被动

向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行为转变是发展循环经济的

关键[18,19],但目前的研究侧重从宏观、中观层面展

开,强调技术、政策、法律的重要性,并用博弈论等分

析这些要素可能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20],却没有

认识到直接把企业及企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研

究的必要性。

2.企业自身缺乏主体意识。在循环经济发展过

程中,有许多企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循环经济本质

上是一种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

式,而纯粹将循环经济理解为环境治理的一种方式,
只看到企业投资、成本增加,并没有认识到这有助于

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有些企业即使认识到企业生

态化建设可以带来综合效益,但对于经济效益之外

的其他效益并不感兴趣[16]30。企业缺乏在循环经济

发展中的主体意识,没有认识到自身参与循环经济

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而

一些学者作出企业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往往扮演不参

与、不配合,甚至是反对者角色[19]的假定,进一步导

致研究中对企业主体地位的忽略。
(三)管理学界认识和参与不足

1.对企业微观层面的需求认识不足。与经济、
技术等学科领域积极进行循环经济研究形成强烈反

差的是,循环经济研究并未引起管理学界的普遍重

视,尤其是在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以经济学领域

为例,各经济学科以博弈论、外部性理论和利润最大

化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国家、
地区、行业、产业等应采取的循环经济政策和措施进

行了积极探讨,对驱使企业采取行动的“外力暠进行

了深入分析。与此相应,符合管理学研究分工角色

的是,管理学者应从微观层面探讨企业面对这些“外
力暠,应该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更有效地

应对政策约束,取得环境、社会、企业多层面共赢的

结果。但遗憾的是,管理学界并没能从这个角度展

开深入思考和分析,对企业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的微

观层面需求没有给予足够关注。

2.对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不够。虽然学者认为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常常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
没有必要对经济学和管理学进行严格区分[21],而且

许多社会经济现象确实需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共同

参与才能得到有效解释和解决,但二者事实上存在

不同的研究分工,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标。管

理学通常以个别企业为研究对象,关注如何解决企

业面临的独特问题,以发掘和提高其竞争力,而经济

学通常以企业同质为假设前提,关注整个国家或行

业的表现,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管理学

认同企业中人的价值创造性,而经济学假定企业在

环境中是被动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在循环经济

领域展开的广泛研究,不能代替管理学应该承担的

研究责任。而一些管理学者所具有的经济学思维,
研究结论总是回归到为政府献策献议上[15,18],进一

步说明了对企业微观研究的忽视。
三暋管理学参与循环经济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发展与企业的实际需

要,管理学有必要参与到循环经济研究中。这里并

没有否定经济学或其他学科领域参与循环经济研究

的作用和成效,而是需要管理学加入到循环经济的

研究,与各学科研究互相补充,以更好地解决循环经

济发展中的整体性、系统性问题。从管理学角度讲,
管理学有能力更有效地解决循环经济执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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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激发其参与循环经济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能更有效地通过对人的管理而将人、技术

和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取得整体性效果。
首先,从循环经济的初始概念出发,“人暠是循环

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在循环经济最早的定

义中,鲍尔丁(1966)是这样解释的:循环经济是指在

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
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

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

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2]。也就是说,循环经济的

发展离不开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三大要素。但

在循环经济引入我国的过程中,学界对资源和技术

保持了高度关注,而相对忽视了人的重要性。如社

会上目前普遍推行的国家发改委(2005)的定义是这

样的:“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

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暞为原则,以低

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
量废弃暞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暠[22]但不论是

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还是循环技术的发明、
使用,都离不开人,尤其是扮演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

的企业中的人。循环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
不是单纯的技术和环保问题,是以协调人与自然关

系为准则,要求人文文化、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结构

调整等的整体协调,而这离不开管理学的参与。
其次,从循环经济实施层面来看,企业是发展循

环经济的重要主体,这一点得到了学界共识[15,18,19]。
张迪等指出,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一方面,企业

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自然资源的使用者,也是环境

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18];另一方面,各种政策最终

都要直接或间接作用到企业,推动企业行为转变是

循环经济走向深化的必然要求。企业作为社会分工

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发展循环经济中扮演着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15];企业是企业小循

环、区域中循环、社会大循环的循环体系构建的基

础,企业的行为将直接决定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

程[17]。正因为如此,众多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探讨

了企业行为转变的原因、对策等,为政府规制提供了

充分的理论根据和有效建议。但是拥有严格假设前

提的经济学理论常常忽略企业间的差异性,可能削

弱了相关政策的效果。而管理学能充分考虑情境因

素,结合企业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为具体企业

提出的建议将更有针对性。管理学研究的参与对于

影响和改变企业行为不可或缺。
第三,从循环经济的执行效果来看,管理是循环

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由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是

企业,人是循环经济系统的关键构成,对人和组织的

动机、价值观和行为的引导和管理,就显得异常重

要。现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

技术问题,社会上广泛存在技术具备、但企业却不采

纳不实施的现象,也不仅仅是经济学能解释的问题,
也许还与企业文化、企业声誉、领导价值观、个人特

征等组织、领导、个人层面的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因此,展开这方面的管理学研究,有助于引导企

业按照经济学倡导的政策方向积极行动,实现多赢

局面。
四暋管理学参与循环经济研究的视角探讨

(一)企业理念转变

为了给政府决策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从
宏观上对企业行为进行统一的制约和管理,经济学

者在研究企业如何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

模式之间抉择时,常常假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中的

企业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暠,在没有自身利益推动

的前提下,企业不会放弃传统的生产模式而选择循

环经济[23],甚至有利可图时,企业也不会在没有外

力作用的情况下“自觉暠选择循环经济模式[19]。基

于这个假设前提,经济学者建议必须用强大的法律

强制力才能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从政府规制上

说,经济学研究是积极有效的,但经济学对企业和人

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情境变化下的适应能力的忽

视,可能会削弱政策及法律的效果。
管理学相信企业和人的创造力和适应力,且能

通过管理激发和引导这种创造力和适应力。对于企

业而言,外部压力固然重要,比如政策和法律的强制

要求、技术的发展进步、市场的优胜劣汰等,都会对

企业产生强大的外在刺激,驱使其被动地遵循政策

法规要求、顺应市场需要。但内在的动力才能真正

激发其行动的积极主动性,除了通常强调的利润动

机外,企业的道德责任感、社会价值观等也是日益重

要的因素。一些研究证明,循环经济这种经营理念

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24]。但为什么有利可图的

事情,企业缺乏积极性? 可能与企业的环保意识、道
德责任感等价值观念有关。

所以,管理学的研究可以从企业价值观、企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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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感等方面展开研究,分析企业目前持有的价值观

是什么? 什么类型? 哪些类型更有助于循环经济行

为的实施? 哪些因素会影响它们并对循环经济行为

产生影响? 等等。从企业微观层面塑造有利于循环

经济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将会提升经济学等学科领

域从宏观、中观层面提出的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效果。
(二)企业运行机制建设

张思锋认为,生态企业的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

运行机制两方面的变革[16]26。其中,运行机制作为

企业生产的制度环境,可以形成企业内部共同的目

标和愿望,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各成员主动而真诚

地奉献和投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指

导、规范和监督企业的生产活动,保证生产建设的方

向。运行机制是整个企业平稳运行的根本保证。只

有在生态化的运行机制中进行生产方式的变革,才
能保障企业与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暠目标的

实现。但是,目前我国生态企业的建设主要集中在

生产方式的变革上,组织机构、管理制度等运行机制

的建设相对滞后,影响了生态企业的建设成效[16]32。
对此,管理学可以对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生态企

业建设的运行机制展开研究,分析现有的企业运行

机制,探索其适宜与不适宜生态企业建设的内容,选
择恰当的运行机制进行试点,检验有效的运行机制

的影响因素并加以改进,以提高生态企业的建设成

效[16]32。
(三)企业情境应对策略

经济学基于宏观政策服务目标,常常假设企业

行为的被动性,如外部性理论就假定企业是不负责

任的环境行为主体。但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企业

在变化了的人文环境下可以成为负责任的环境主

体[25]。企业对环境的变化常常迅速甚至预先做出

反应。正如孔茨等人在其《管理学》中指出的那样:
“预先反应是计划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暠[26]75

比如近年循环经济政策的频繁出台,内容从笼

统到具体,要求越来越严,对企业产生的压力也越来

越大。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是只能被动接受,它
也可主动消化吸收,循序渐进,通过企业行为的主动

改变来适应政策法律的要求,取得皆大欢喜的结果。
从管理上讲,可以强调企业绩效评价标准的变革等,
这早已在管理学研究中展开。在企业宏观和微观环

境都发生改变的背景下,企业绩效评价不能以经济

效益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而要以多元利益相关者为

评价主体,以创造企业整体价值的过程和成果为客

体,将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作

为总目标。这里可以看出,管理学基于企业市场环

境提出的多元目标,更有益于企业在循环经济条件

下的生存与发展,更有益于企业主动适应市场环境

的变化,也更有益于全社会循环经济的发展。

注释:
栙本文所强调的管理学研究在循环经济研究中的缺位,是侧重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展开的。针对社会问题进行分

析研究中日益呈现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相互混淆的局面,有必要强调管理学与经济学各自独立的研究范畴和侧重点。经济

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即经济运行本来该是怎样的;而管理学研究的是在现有经济运行条件下,组织如何实现

效率最大化。也就是说,经济学侧重解释社会资源利用和配置的方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擅长于解释“who暠和“why暠,
通常在国家、地区、行业或产业层面展开分析;而管理学侧重提供实现组织目标的组织资源最优使用原理和方法,擅长于指

导“how暠,通常在特定组织层面展开分析。虽然经济学是管理学最主要的理论基础,经济学的实用化也只能通过管理学才

能转化为生产力,但经济学与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假设前提和研究发展路径上都各有

不同。关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辨析,参见武博和严旭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区别和联系的再思考》,经济评论,2007年第5
期,第15灢22页。虽然基于多方面原因,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诸多区别是不可抹杀

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各自肩负的不同使命和责任说明,循环经济研究中偏重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取代管理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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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bsenceAnalysisofManagementResearch
inChina暞sCircularEconomyResearchandItsSuggeshions

WANGXing灢qiong
(College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

ManagementSchool,Xi暞anJiaoTongUniversity,Xi暞an,Shaanxi710049,China)

Abstract:Bysummarizingthedomesticliteratureoncirculareconomy,thispaperfindsout
thatmanagementhaslittleinvolvedinthestudyaboutcirculareconomyduringtheprocessof
rapiddevelopmentofboththeoryandpracticeindomesticcirculareconomy.Thismanagement
absenceisreflectedinthetermsofsubjectareasandspecialties,yearsofpublication,aswellas
thesourceofpublication,etc.Thispaperanalyzesthepossiblereasonsfortheabsenceofman灢
agementstudies,i.e.,theunderstandingofcirculareconomycontents,theemphasisonthe
bodyofenterprises,andtheextentofrecognitionandparticipationofmanagementscholars.The
paperconcludesthatmanagementresearchisnecessaryinthestudyoncirculareconomy,and
therearesomepossibleperspectives,suchaschangesincorporatephilosophy,businessoperation
mechanisms,corporatecontextresponse,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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