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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只能卖废铁

“无论是百万豪车，还是家用代步车，只要进入机动
车报废环节，就都是破铜烂铁！”北京市民张女士告诉本
报记者，她 2005 年花了十几万元买了一辆起亚轿车，在
当时算不错了，但是5年前报废的时候，就得了几百元。

一直以来，机动车报废卖不上价，手续又繁杂，导致
车主报废意愿不强，街边出现了不少“僵尸车”，既影响
市容市貌，又令机动车报废回收拆解企业“吃不饱”。

买的时候价值不菲，卖的时候却只能当成破铜烂铁，
不少车主对此怨声载道。“好歹是开了好些年的车，买的
时候也是花了大价钱的，我可舍不得就这么送去报废，当
成废钢卖掉。而且我忙活这么一趟，也得不到几个钱，何
必呢！”上海市民李先生家原本有一辆“上了岁数”的大
众帕萨特，去年，他将旧车送给了老家的亲戚，自己又换
了一辆新车。

车主旧车报废积极性差，企业也不好干。
业内人士表示，需要报废的车辆大部分是使用超过10

年的老车，主要零部件都很老旧了，利用价值并不大，
因此企业大多将其拆解压扁后作为废钢进行销售。“一般
汽车回收价格就是按照废钢的价格来算，废钢行情好的
时候能多一点，废钢价格走低就少一些。豪车和普通汽车
报废后，车主获得的收益差不多，只有上千元甚至几百
元，因此很多车主报废车辆的意愿不强，也进一步导致了
企业‘收车难’。”

9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规中，对报废机动车回收进行了
颇具创新性的改革。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革包
括四个方面，一是取消企业总量控制、合理布局的要求，
企业资质认定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二是取
消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强制回炉销毁的规定，允许

“五大总成”再制造再利用；三是取消报废机动车收购价
格参照废旧金属市场价格计价规定，实行市场主体自主协
商定价；四是创新管理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部
门联合执法。

“新规对回收拆解、回收利用、市场监督管理、法律
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这是汽车市场发展中的重要里程
碑事件，对于我国汽车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
产生深刻影响。”有关专家表示。

“五大总成”可回收再利用

新规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对发动机、变速器、前后
桥、方向机、车架等汽车“五大总成”进行估值报废回
收，不再像过去“卖废铁”一般处理。

不再“论斤卖”，而是像庖丁解牛一样，不同“部
位”不同价格，这将极大改变机动车报废回收的状况。

“‘五大总成’有条件地放开，将有效激活报废机动车回收拆
解行业。”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高延莉告诉本报记者。

对于企业来说，拆解工作将更细致。报废汽车回收场

的工作人员介绍，一辆报废车进入厂区，首先要过磅称
量，随后检查车辆的车架号等信息，确认无误后，拆下电
池和油箱，再拆下前后桥、发动机、变速箱等“五大总
成”，最后进行切块分解。新规实施后，“五大总成”变得
更有价值了，自然也会更用心了。一位从业者分析，发动
机材料总重量约250公斤，如果再制造后销售，基本上能
卖到两三千元，甚至上万元。

对车主来说，报废车辆后到手的钱更多了。厦门鸿山
金属物资利用公司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最近废钢价格
在每吨 2000 元左右，如果报废车按不同部件价格进行回
收，一辆普通小轿车可以卖到几千元左右，应该能刺激车
主报废车辆的积极性。

“五大总成”具体价格由谁来定？高延莉介绍，目前
没有价格方面的规定，实践中将由评估师来评估再制造价
值，主要还是看“五大总成”的劳损情况，最终通过双方
协商确定价格。

回收拆解企业拆解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具备再
制造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出售给具有再制造能
力的企业经过再制造予以循环利用；不具备再制造条件
的，应当作为废金属，交售给冶炼或者破碎企业。

此外，回收拆解企业拆解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
以外的零部件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
准，能够继续使用的，可以出售，但应当标明“报废机动
车回用件”。

随着新规实施，不仅车主能得到的钱多了，相关资源
也将得到更好的利用，减少资源的浪费。“新规对报废机
动汽车的回收拆解和零部件再制造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等方
面，都做了明确规定，将使可再利用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对于整体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高延莉表示。

有望产生千亿“蛋糕”

中国是汽车生产、消费大国，城镇每百户家庭汽车保
有量在2013年已超过20辆，2018年提升至40辆。分析人

士指出，随着汽车消费升级换代，中国报废汽车数量逐步
增长。目前机动车保有量为3.6亿辆，其中汽车达到2.7亿
辆，按照每年需要报废的车辆近千万计算，汽车拆解市场
未来规模有望突破每年千亿元。

然而，再看另一组数据——2019年，汽车理论报废数
量 910万辆，实际回收数量 195万辆，实际回收车辆只占
理论报废车辆的 21.4%左右；与汽车保有量相比，去年全
国汽车回收率仅为0.75％，远低于欧美等国3％至5％的汽
车报废回收率。

如何有效激发市场潜力？
鼓励更多企业进入，是一个重要方面。此次新规明

确，鼓励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市场化、专业化、集
约化发展，推动完善报废机动车回收利用体系，提高回
收利用效率和服务水平。“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并不需
要很高的进入门槛，对民营资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
择。民营资本的大量进入，将促进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对整体市场将起到促进作用。”
高延莉表示。

同时，新规取消了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数量限
制。随着新规落地实施，报废回收企业和网点将会根据市
场需求及汽车保有量逐步增多，“报废难”问题将得到一
定程度的改善。

在高延莉看来，新规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发
展的促进作用，能否真正发挥出来，还存在诸多挑战。
首先，不是所有报废机动车的“五大总成”都可以再制
造。往往报废机动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等，已经到了报
废年限，想要真正再制造并不容易。其次，尽管新规对
回收拆解后的再利用进行了严格规范，比如要求标明

“报废机动车回用件”，“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利用报
废机动车‘五大总成’拼装机动车”等等，但目前对由
报废汽车拆解出的“五大总成”再制造的零部件，人们
的认识程度还不是特别高，如果大量替换成再制造的零
部件，即使只是用在汽车维修环节，可能仍会有很多人
不能接受。

新规实施的第 1 个月，真正的效果还有待市场检验，
也需要有关方面共同努力。

9 月 14 日 ， 中 国
与 欧 盟 正 式 签 署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
保护与合作协定》（简
称 《协定》），协定将
为双方的地理标志提
供高水平的保护，有
效阻止假冒地理标志
产品。

《协定》究竟有哪
些作用？对消费者又有
哪些利好呢？

商务部条法司负
责人介绍，地理标志
是知识产权的一种重
要类型。《协定》 主要
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
规则和地理标志互认
清 单 等 内 容 。 纳 入

《协定》 的地理标志将
享受高水平保护，并
可使用双方的地理标
志 官 方 标 志 等 。《协
定》 附录共纳入双方
各 275 个 地 理 标 志 产
品，涉及酒类、茶叶、农
产品、食品等。

作为中国对外商
签 的 第 一 个 全 面 的 、
高水平的地理标志协
定，《协定》 主要有三
大亮点：

一 是 保 护 数 量
多。这是中欧之间首
次大规模互认对方的
地理标志，都是双方
久负盛名、家喻户晓
的 地 理 标 志 。 比 如 ，
中国的绍兴酒、六安
瓜 片 、 安 溪 铁 观 音 、
贺 兰 山 东 麓 葡 萄 酒 ；
欧洲的香槟、巴伐利
亚 啤 酒 、 帕 尔 玛 火
腿、马吉那山脉橄榄
油等。这些地理标志
将惠及成千上万的产
品和生产企业。

二是保护种类丰
富。中方列入协定清单的地理标志不仅涉及酒类、茶
叶、农产品、食品等，还涉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宣
纸、蜀锦等中国特色地理标志。此前，欧盟对外商
签的地理标志协定中仅涉及农产品、食品和酒类，
这也是欧盟第一次在其协定中纳入此类地理标志。

三是保护待遇高。双方纳入协定保护的地理标
志不仅可在对方获得高水平保护，还可使用对方的
地理标志官方标志，有利于相关产品有效开拓市
场。《协定》提供的高水平待遇将有利于中国相关产
品获得欧盟消费者的认可，进一步推动相关产品的
对欧出口；同时，也为有效阻止对地理标志产品的
假冒和伪造提供了法律保障。

“欧洲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如红酒、牛奶、
甜点等就很受中国消费者欢迎。《协定》签署后，原
产地商品都有了明确标识，这让我们消费者在购买
喜欢的欧洲商品时更方便识别，更放心选购！”北京
白领陈壁微对记者说。

家住天津的卢楠平时也喜欢买一些欧洲进口食
品，她认为加大原产地商品保护力度对于消费者和
外国商家来说都是利好。“原产地正牌产品增多，既
降低了我们选择的难度，也会在价格上提供一些优
惠。未来，我也会多转转，看不同渠道店铺有啥变化。”

对涉及中欧贸易的企业来说，《协定》 带来的
“好货互认”也构成了实质性利好。

川茶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颜泽文表示，对茶
产业来说，全国各地茶业都在做区域品牌，而区域
品牌的发展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如今推
广使用“天府龙芽”中欧地标，不仅在全国茶行业
里是创新，也为优质中国茶出口创造了条件。“有了
地标保护，更要严格质量控制标准，从而迈向更广
阔的国际市场。”颜泽文说。

法国福建工商联合会会长石忠胜对本报记者表
示，《协定》的签署将进一步扩大中欧贸易规模，巩
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贸基础，增加了往来
中欧的华侨华人的信心。

“ 《协定》 可以让欧洲消费者进一步了解中国
产品。我国很多地理标志产品产于经济不发达的地
区。推动大山中的优质产品走向世界，有利于扶贫
和增收，为收入较低的地区注入新的增长动能。另
一方面，《协定》为欧盟的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
场提供充分保护，可以消除欧盟生产商的后顾之
忧，让中国消费者吃到、用上货真价实的高质量商
品。”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表示。

从被当废钢处理，到“五大总成”可以再回收、再利用——

机动车报废告别“论斤卖”
本报记者 徐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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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机动车终于不会再被当

成“破铜烂铁”！今年 9 月起，

商务部等部门下发的《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正式

实施。新规将曾经统一报废处理

的汽车零部件划分为“五大总

成”及其他零部件进行拆解回

收、循环利用，同时鼓励更多民

营资本进入机动车报废回收拆解

领域。

新规将如何改善机动车报废

回收市场现状？本报记者进行了

采访。

▲汽车零部件众多，被誉为
“制造工业的明珠”。图为工人在
山东省青州市一家规模制造企业
车间内进行汽车生产作业。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废弃工业品的再
利用受到更多关注。图为近日在
上海举办的某展览中，废弃共享
单车部件被重新组合成一件件装
置和艺术品。

王 冈摄 （人民视觉）

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 月 20 日，
历时 30 个月的建设，中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群——流花
16-2 油田群顺利投产。这也是目前中国在南海开发产量
最大的新油田群，高峰年产量可达420万立方米，能够满
足400多万辆家用汽车一年的汽油消耗。

流花 16-2 油田群位于南海珠江口盆地，距香港东南
约240公里，包括流花16-2、流花20-2和流花21-2三个
油田，平均水深 410 米，相当于把埃菲尔铁塔放在海里，
还要再往下约 90 米。这也创下了中国海上油田开发水深
最深、水下井口数最多的纪录。

“油田群的建成投产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深水油气开发工程技术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和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海油流花
16-2油田群开发项目组总经理刘义勇介绍，流花16-2油
田群离岸远、海况恶劣，且需要同时开发3个油田，总体
开发工程方案设计挑战极大。

那么，建设者们如何应对重重挑战？
——“新”，中国首个采用全水下开发模式的油田。

在流花 16-2 油田群，海面上看不到常规油气田的生
产平台，全部油田采用水下生产系统，再回接到水面的
FPSO （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据介绍，这是中国第一个
采用全水下开发模式的油田，首次自主完成了油气田水下

生产系统开发模式的总体设计和安装工作。
——“精”，建造了迄今为止国内应用水深最深、功

能最复杂的FPSO。
除了水下生产系统，流花 16-2 油田群项目还设计建

造了迄今为止国内应用水深最深、功能最复杂的 FP-
SO——海洋石油 119。它每天可以处理原油 2.1 万立方
米、天然气 54万立方米，相当于占地 42个标准足球场的
陆地油气处理厂，是名副其实的“海上油气超级工厂”。

——“稳”，单点系泊系统能抵御百年一遇台风。
海洋石油119拥有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定海神

针”——大型内转塔单点系泊系统，这是国内水深最深、
管缆悬挂数量最多、复杂程度和安装精度最高的单点系泊
系统，同类技术国际应用仅4例。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南海深
水区是中国重要的油气战略接替区。刘义勇介绍，南海东
部油田已实现连续24年年产量超千万方、连续5年年产量
超 1500万方。流花 16-2油田群的建成投产，为南海东部
油田实现2025年上产2000万吨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峰年产量可达420万立方米

中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群投产
本报记者 丁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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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是本次中欧互认的地理标志
之一。图为宁夏志辉源石酒庄工作人员在葡萄酒酿
造车间忙碌。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是本次中欧互认的地理标志
之一。图为宁夏志辉源石酒庄工作人员在葡萄酒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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