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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日前发布的《中国再生资源回收
行业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
达3.54亿吨，回收总额约9003.8亿元，再生
资源回收企业约10万家，从业人员约1500万

人，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逐步攀升。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已

建立起回收网络，“互联网+回收”等模式
逐步成熟，集回收、分拣、集散为一体的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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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变得更简单

——从街头吆喝到一键预约上门，从
覆盖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

过去，每当大街上传来一声“收破烂喽”，就有人从
窗户里探出头，招呼对方来收“破烂”。旧衣服、旧书、
烧坏的锅、不太好用的小电器一股脑儿全拿走，换一份买
菜钱。如今，这样的吆喝已经很难再听到。

与此同时，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年轻人买新衣服的频
率越来越高，淘汰下来的旧衣服在家里堆积如山。

旧物怎么处理？
有人放在小区门口的废旧纺织品回收箱里。上海市民

白云告诉记者，小区里放置了一个废旧纺织品回收箱，不
时会有管理员来拉走箱子里的旧衣服。“上海实行垃圾分
类后，也可以把旧衣服、旧电器等交给垃圾分类管理员，
阿姨们会帮忙处理。”

有人选择当二手商品售出。北京市民小裴家里有约
100 条 JK 制服裙和其他衣服，衣柜都要塞不下了。“我会
把已经不喜欢和穿过很多次的裙子挂在闲鱼上售卖，虽
然价格稍微低一点，但也能‘回点血’。”小裴的闲鱼主页
显示，小裴已经在闲鱼上卖出了 126 件商品，收益约 4.6
万元。

有人选择置换成虚拟物品。在飞蚂蚁平台上，可回收
旧衣服、床单被罩、鞋子、旧包等二手商品，回收后可获
得支付宝蚂蚁森林能量，1KG 可换 158蚂蚁能量。“我一
般换季的时候会整理出一些旧衣服，然后预约飞蚂蚁上门
回收。一方面是这个平台的口碑不错，比较值得信赖；另
一方面也是想要蚂蚁森林的能量，可以继续做公益种
树。”北京市民唐女士说。

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旧家电回收也成
了几乎每一个消费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小裴七八年前以
将近 9000 元的价格买入的一台尼康单反，去年以 1815 元
卖给了闲鱼回收。“与购买价格相比，回收价格不算高，但
能让不用的旧电子产品‘有去处’甚至‘有用处’，我觉得
就可以了。”小裴说。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回收变得越来越方便。以手机回
收为例，除了在平台上寄卖回收和预约工程师上门回收，闲
鱼还联合物流公司推出了一站式手机上门回收业务。用户登
录闲鱼APP“省心卖”频道，进行在线估价后，可决定是否
下单预约上门回收。系统将从机型、存储容量、屏幕外观等
多个维度作出评测，确定回收价格。随后，快递员根据预约
时间，免费上门取件，通过专业设备当场验机，当面转账付
款。在估价标准化、质检可视化、数据清除、服务效率等方
面，作了进一步升级。目前该服务已在全国 50个城市开
通，除主要一二线城市外，也覆盖了如驻马店、潮州、辽阳
等三四线城市。

多种途径再处理

——捐赠给偏远地区儿童，拆解成原
材料再利用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底，闲鱼共回收旧衣5万
多吨、旧书2370万本。回收的物品去哪儿了？

旧衣服是回收品的大头。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家旧衣
分拣工厂，每天要处理 1 万多个包裹，换季时的分拣量至
少还要比平时高出 1 倍左右。负责人表示，该厂服装 20%

会卖给下游工厂再生利用，制成毛毡、地毯、大棚被等产
品；还有 15%用于捐赠。

旧书往往经筛选后被捐赠给了有需要的地区。据了
解，闲鱼发起过旧书捐赠公益活动“鱼力行动”，平台会
对回收的旧书进行筛选和翻新复原。“偏远地区儿童不
仅书籍匮乏，还存在书籍不匹配的问题。”闲鱼有关负责
人表示，“人们在捐书时往往不太考虑书的性质，优先淘
汰低品质的书籍，导致回收上来的书籍‘鱼龙混杂’。‘鱼
力行动’能够确保流向山区学校的图书匹配儿童阅读需
求，这是一种更加精准的捐书方式。”目前，“鱼力行动”
已开展 4 期，完成了对甘肃省东乡县龙泉镇拱北湾小学、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宋集镇高庄幼儿园等 6 所山区小
学和 2 所幼儿园的公益捐赠。去年，闲鱼面向甘肃等省开
辟了读书日专区赠阅 10 万本图书，用户花 0.01 元付邮费
就能领取一本图书。

旧家电怎么处理？以闲鱼为例，目前闲鱼家电回收业
务覆盖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冷柜、商用厨电六大
品类。用户在线预约后，专业服务商上门进行质检、估价
和回收，以提高家电回收的体验和效率。残值较低的回收
家电，将流入拆解厂，拆解为原材料再循环利用；残值较
高的回收家电，由服务商进行处理后，部分进入二手市场
再流通。

业内人士指出，从废旧电器上拆解下来的废五金，如
压缩机、电机、电线、散热片等，通过环保方式进行拆
解，形成废铜、废铝、废钢铁、废塑料等再生资源，销售
给下游利废企业，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这种模式不仅可以
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再利用，还可以减少资源浪费。

再生利用率待提高

——目前仍存在精细化分拣水平低、
再生利用率低等问题

近年来，一系列聚焦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政策措施
相继落地。2016 年，商务部等六部门颁布《关于推进再
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2017 年，国家发改

委等部门印发《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提出推广“互联
网+回收”新模式；今年 7 月，《“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
规划》提出，要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积极推行“互联
网+回收”模式，实现线上线下协同；今年 8 月，发改委
等 3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鼓励家电生产企业开展回收目
标责任制行动的通知》，明确到 2023 年，发展一批家电
生产企业实施回收目标责任制的示范标杆，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回收处理模式和经验做法，重点家电
品种规范回收利用率明显提升，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市
场主体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政策的利好，大力推动
着“互联网+回收”快速发展。

“互联网+回收”的模式在流通上不存在太多时间、地
理边界，平台可利用网络迅速匹配闲置供需。“闲置物品
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我们一直倡导‘变浪费为消费’的理
念，鼓励用户将闲置物品通过闲鱼二次流转或者回收，参
与到循环经济和绿色低碳生活中，产生更大的社会价
值。”闲鱼有关负责人表示，闲鱼“互联网+回收”模式正在
下沉覆盖更多县域。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模明显
扩大，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逐步攀升，但仍存在精
细化分拣水平低、再生利用率低等问题。

由于再生资源来源广泛、回收路径复杂，目前国内
回收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再生资
源分拣仍由人工进行粗略分类，不同类型、不同系列原
料难以有效分离，下游企业利用过程仍需要花费人力
和资金进行预处理，造成回收环节成本高，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率低。同时，一些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缺乏规范处
置能力，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有的甚至没有相应的配
套设施，生产和堆放过程中极易产生扬尘、废水等环境
问题。

《报告》指出，据估算，中国每年产生废旧纺织品超过
2000 万吨。其中一类是消费前工业加工领域的边角料等，
基本得到再生利用；另一类是闲散在居民手中的大量废旧
衣物和纺织品，再生利用率约15%。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秘书长潘永刚建议，今后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比如纺织或化工产业比较集中的地
区，应建立废旧纺织品等回收物品的集散地，让再生资
源回收形成规模优势。

“互联网+回收”新模式正让回收变得简单——

你淘汰的物品去哪儿了？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每个月开展高管直
播，与用户直接交流；不
时举办面向公众的主题
设计活动，吸收创新的想
法和设计……这是投影
仪品牌坚果日常运营的
一些细节。说起做产品，
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
自己模拟用户、“一厢情
愿”打磨产品的做法已经
被许多企业所抛弃。

“借助数字化手段，可
以对目标市场、用户群体
进行充分了解和预判，通
过前端平台信息的收集，
能反哺产品设计，打造更
接近用户、更有情感联结
的产品。”坚果产品总监何
远说，将数字技术和实体
制造深度融合，才是企业
发展提升之道。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融合能带来哪些实际
利好？面临怎样的挑战？
融 合 如 何 走 向 深 入 ？中
国贸促会研究院近日举
办的座谈会对相关话题
进行了探讨。

中国银行研究院首
席研究员宗良说，从全
球视角看，各国经济发
展 没 有 实 体 经 济 不 行 ，
疫情背景下，谁没有数
字化转型，同样“寸步
难 行 ”。 从 中 国 来 看 ，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融合是大
势所趋。

越来越多企业参与
到融合实践中。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现代服务业研
究中心主任陈进认为，当
前主要有两类企业，一类
是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
的传统实体企业或带着
数字化基因诞生的制造
企业，另一类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各个环节的数字化企
业，它们拥有技术服务能力，帮传统企业进行数字技术
的融合。安永（中国）大中华区科技、媒体与电信业咨询
服务主管合伙人张伟雄发现，以前谈数字经济，更多是

“轻资产、大平台、大流量”，而现在越来越多实体经济领
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关心数字化进程。

不同类型的企业还发现，融合给企业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好。

实现降本增效——通过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中间
成本，提高效益。一些企业开放供应链系统，为汽
车、能源、家电等传统企业提供数字化升级服务，实
现双赢。如京东围绕研、产、供、销、服的全链条为
北汽集团提供数智化供应链服务，为北汽开发的蓝谷
云上线运营后，降低了北汽50%的服务器成本。

增强内生动力——基于消费者需求创新，产销循
环更畅通；优化供应链管理，生产经营更主动。何远介
绍，投影仪是高度集成化的产品，从核心芯片到镜头，
其生产涉及到全球上万个零件，整个生产周期需要非
常前置的规划，因而供应链的备货经常压力不小。但是
借助数字化手段，可以对市场做出准确的预判，让供应
环节提前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备货。“这些都是数字
化给我们整个行业带来的赋能，也可以给其他行业提
供参考。”

但是，目前融合或转型仍然面临挑战。
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

李鸣涛在调研电商企业过程中发现，中国许多地方都有
非常优质的产业带资源，每个产业带上有大量的中小微
企业聚焦一个小的生产环节，生产中间产品。但是，出于
短期较好的运营状态，企业没有感受到迫切的转型需
要。“意识的调整和转变是首要问题。数字化转型越快越
早，企业越能获得新的竞争力。”李鸣涛说。具体融合实
践中，人才需求也越发突出。多位专家表示，实体企业数
字化转型，需要既懂互联网、新技术，也具备行业专业性
知识的人才，这类人才的培养还有待推进。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认为，总体来说，中
国经济已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高速发展阶段，进
入到依赖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坚持把做实
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制造业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
和现代化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充分发挥数字能力
优势，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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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日前在河北石家庄
举行，468家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域知名企业参展。图为
参观者在数博会上体验5G+虚拟现实的动感单车。

武志伟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记者贺勇） 今年汛期，北京
市一方面确保防汛安全，一方面充分利用水
库、河道、坑塘等工程体系蓄滞雨洪资源。通
过“留住天上水，充盈地下水”，全市大中型水
库蓄水量较汛前增加13.48亿立方米；与去年同
期对比，全市平原区地下水位回升3.18米，全
市地下水储量增加16.3亿立方米。

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市出现主要降雨过程
72 次，平均降雨量为 715 毫米，比去年偏多九
成，比常年偏多五成。北京市运用数字化手段
对降雨、产汇流和洪水演进模拟预演，根据预
演结果滚动订正调度方案。“今年，北京城市洪
涝数值模拟模型‘北京模型’在洪水调度及内
涝风险分析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实现降雨
产流—坡面汇流—管网汇流—河网汇流—水
体调蓄—防洪排涝工程调度全过程耦合计算，
为洪水调度预调微调提供支撑。”北京市水务
局副局长杨进怀介绍。

通过科学精准调度，“7.12”“7.18”强降雨期
间，密云水库拦洪率 100%，海子水库最大削峰
率达 93.5%，大大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与此
同时，北京市充分利用河网、蓄滞洪区、坑塘、湿
地、农田渠系，最大可能回补地下水资源。全市
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 19.36 米，较汛前回升
3.41 米，回升最大站点为平谷南独乐河地下水
监测站 29.66 米。“经监测，地下水水质稳定向
好。”北京市水文总站黄振芳总工程师说。

下一步，北京将利用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等水源，实施潮白河、北运河、永
定河3大流域生态补水，今年9月20日至2022年
5月中旬补水总量达到8.5亿立方米。“预计北京
市3大流域平原区今秋至明春将全面有水，有水
河道将增加7条，有水河长增加180公里。同时，
全市地下水将得到进一步有效回补，预计地下水
水位总体再上升1至2米。”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
处处长廖平安表示。

“留住天上水，充盈地下水”——

北京最大限度变“洪水”为“水资源”

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市水务部门利用密云水库流域降雨较多的
有利条件，蓄滞结合，精准调度，密云水库蓄水量不断增加。图为监
测船只在密云水库库区巡查。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北京
市朝阳区一
小区内，居
民正在向回
收箱投递可
回收物品。
徐俊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