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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如何持续释放绿色发展再生资源如何持续释放绿色发展动能动能

夏日促销活动正在火热进
行，许多消费者趁此机会给家
中的电器来了一次大换新。可
是迎新容易辞旧难，淘汰的旧
家电，一扔了之让人心疼，不扔
又占用空间。

“多亏了以旧换新活动，让
我的旧空调有了去处。”刚购置
了新空调的刘先生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现在不仅有专业的
人上门回收旧空调，回收后还
会发放以旧换新补贴。“我新买
的空调原价2299元，参与购物
节满减活动加上补贴，一共优
惠了600多元。”

刘先生得以顺利处置旧空
调的背后，是我国物资再生行
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的真实写
照，这让越来越多的旧家电、旧
手机、报废汽车、废塑料等都有
了妥善归宿。

眼下，随着国家“双碳”战
略的实施和无废城市试点建设
的推进，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
相辅相成，为绿色发展添续强
劲新动能。

行业规模持续扩大

在北京市通州区一家从事
固废资源化利用和处理业务的
企业厂区内，送货车辆络绎不
绝，称重、卸货依次进行；工人
有序将形状、大小不一的回收
物品分类、整理、加工……据该
企业相关负责人透露，他们单
是5月份就拆解处理了4万余
台电视机、2万余台冰箱。

“物资再生行业既是有历
史的行业，又是一个战略新兴
行业。”近日，在中国物资再生
协会成立30周年之际，中国物
资再生协会会长许军祥向中国
城市报记者表示，随着工业化

和新型城镇化从快速向稳步
推进转变，我国经济社会进入
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环境友
好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将更加被
重视，我国未来再生资源的潜
力巨大。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
年底，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已达9万多家，物资再生行业
从业人员约1300万人。

为什么回收再生资源如此
重要？以废旧家电为例，同济
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
所所长杜欢政此前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许多
废旧家电中含有铅、汞、镉等有
毒有害物质，如果随意处置，会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废旧家电如果处理不当，
会对空气、土壤和水资源造成
严重污染——电冰箱的制冷剂
和发泡剂，以及空调器的制冷
剂都是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电
视机的显像管属于具有爆炸性
的废物；荧光屏、日光灯以及水
银继电器都是含汞的废物；电
视机和电脑显示器的外壳及涂
料对人体同样有负面影响。”杜
欢政说。

虽然废旧家电具有污染
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

“浑身是宝”。一位电器回收工
程师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废
旧家电中含有许多有色金属、
塑料、橡胶、玻璃等可供回收
的再生资源，一些废旧电子产
品中还含有贵金属。“比如废
旧电脑中的中央处理器、散热
器和硬盘驱动器等元件富含
铜、银、黄金、铝等贵重金属；
电脑外壳、电源线、键盘、鼠标
中也富含铜和塑料。”该工程
师表示。

来自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的

数据显示，我国废电器回收处
理量超过每年8000万台（套），
废电器回收率超过40%。

事实上，不仅是废旧电器
回收处理量与日俱增，主要品
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也逐年攀
升。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初步
测算，2022年，我国废钢铁、废
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废轮
胎、报废机动车、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废旧纺织品、废玻璃、废
电池（铅酸除外）等10类再生
资源回收总量约3.66亿吨，较
2012 年 的 2.31 亿 吨 增 长
58.44%，年均增长5.84%；回收
总额约1.3万亿元，较2012年
的0.71亿元增长83.10%，年均
增长8.31%。

尚存薄弱环节

从借助人工拆解分拣的小
作坊到机械化、数字化运营的
全自动流水线厂房，从简陋的
水泥地甚至泥土地到防渗漏、
防油污的硬化地面……中国物
资再生协会副会长高延莉见证
了行业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她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如今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的各个环节中，最令她满意
的是“互联网+”回收模式。

高延莉称，早在“十一五”
期间，我国再生资源行业就开
始了“互联网+”回收模式的探
索和实践。随着互联网思维日
益渗透，智能回收、自动回收机
等新型回收方式不断得到发
展，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大
数据开展信息采集、数据分析、
流向监控，通过二维码等物联
网技术跟踪产品以及废弃物流
向，逐步整合物流资源，梳理回
收渠道，优化回收网点布局，完

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在业界看来，行业已经迈

向成熟期。但需要重视的是，
行业尚存一些薄弱环节制约着
其进一步发展。

“物资再生行业技术装备
研发能力不足。”许军祥认为，
回收企业普遍重生产轻研究开
发、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重模仿
轻创新攻关，多数中小企业仍
以手工回收分选为主，劳动力
密集型产业特征明显。例如在
金银铂铑钯等稀贵金属提炼、
低值再生资源高值化利用领
域，相关企业科技研发支撑弱
的问题尤为突出。

在高延莉看来，最薄弱的
环节是低值再生资源的回收环
节。“目前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
率较低，再利用途径相对局
限。废玻璃、废塑料膜、废木料
等低值再生资源在垃圾总量中
的重量占比约为30%，然而由
于低值再生资源利润低、成本
高，投售者和回收者收集、交售
的积极性不高。”她说。

值得关注的是，市场上已
有部分企业针对薄弱环节进行
有益探索。

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马龙
区的曲塑集团农地膜回收处理
厂内，中国城市报记者看到半
个足球场大小的场地上堆满了
3米高的黑色残膜，铲车来回穿
梭，把残膜送进破碎机。经过
漂洗、挤干、打散、风送、塑化、
水冷切粒等工序，残膜就变成
了再生料。

据了解，该农膜生产企业
与农膜的使用企业以及经销商
合作，利用农膜的销售网点和
渠道，实现销售与回收一体，快
速搭建了回收体系。

“残膜在高效合理堆放后，

就不再是垃圾了，变成了我们
可以利用的原材料，以供下一
步加工使用。”曲塑集团总经
理卢斌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
绍称，用残膜处理加工成的再
生料主要用作工业包装膜、日
用品（片材、涂层、瓶、罐、桶
等），以及电线、电缆绝缘、合成
纸等。“没有处理不掉的垃圾，
只有没有设计好、利用好的资
源，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设计产
品、使用产品、循环利用产品。”
他说。

退役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潜力不断释放

眼下，我国发展面临的资
源约束矛盾日渐突出，在“双
碳”目标要求下，全面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的任务更加迫切。

许军祥表示，再生资源产
业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载
体和有效支撑，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低
碳发展的重要途径，持续地发
挥着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的重要作用。

“例如，钢铁制造过程中有
两个流程：长流程和短流程。
长流程以铁矿石作为主要原
料，短流程以废钢作为主要原
料。”许军祥表示，长流程当中
高炉炼生铁是碳排放最高的部
分，产生二氧化碳的比重达到
了三分之二；短流程中废钢代
替铁矿石，本身减少了温室气
体的排放，工艺流程较短。

许军祥还提到，我国即将
迎来大规模的动力电池退役
潮，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
市场潜力巨大。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
据显示，2022年我国回收利用
废旧动力电池10.2万吨；今年
1—5月份，回收利用了11.5万
吨，回收步伐明显加快。

“做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工作，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军祥认
为，未来汽车生产、电池生产等
企业之间将建立更为有效的合
作机制，动力电池回收市场的
主要参与者通过与汽车厂商展
开密切合作，促进电池回收产
业链上下游战略联盟与合作更
加深入。

谈及行业未来趋势，许军
祥说，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
程中，未来国家对物资再生行
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将不断加
强，回收利用体系进一步得到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不
断提升，行业将朝着规模化、
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
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河南洛阳：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装备产品

日前，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中信

重工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基地下线两组

高参数背压饱和蒸汽汽轮机。据了

解，蒸汽汽轮机是将收集到生产线的

废弃蒸汽热能转换为机械能，驱动工

业设备转化为电能。

近年来，洛阳市鼓励企业大力研

发制造发展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产品，

最大限度助力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

用、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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