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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今年初，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废旧家
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通知》提出，到
2025年，全国废旧家电家具回收量比2023年
增长15%以上，废旧家电家具规范化回收水平
明显提高。

快递物流专家赵小敏表示，目前换新回收基
本上有三种处理方法。第一是直接作为废品处
理，第二是相关联的上下游公司可以将有用的零
件进行变卖，第三是旧物由此前的生产厂家进行
回收。

赵小敏称，目前有些企业对“以旧换新”的
投入意愿不足，不过要想在该领域深耕下去，不
仅需要包括对旧技术的更新，还要增加资本开
支、人员培养等，以提升“以旧换新”的效率。例
如在物流行业，各种配套设施要跟得上，相关部
门也要对企业用地、税收等方面优先给予补贴，
目前这方面政策需要及时同步更新。

在赵小敏看来，对于快递企业而言，交通运
输部公布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自
2024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包括快递绿色安
全治理。企业方面要加大投入，包括转型力度、
方向以及经营方式，完全以价格驱动是行不通
的，还是要以完善的服务为核心竞争力。比如，
在“以旧换新”最后一公里方面，企业联合一些
电商或者商家要加大“以旧换新”推广。目前来
讲已经有进步，但还不够，接下来电商平台也会
持续跟进“以旧换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的机会，在末端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方式。

程会强认为，目前旧物回收的标准缺少规
范，“以旧换新”价格不统一。“以旧换新”系列政
策取得有效落地，还需要对“以旧换新”的标准
进行完善。

“此外，主动上门服务需加强。”程会强称，
“以旧换新”涉及千家万户，不仅要加大宣传力
度，更需要深入基层，切实服务，挖掘潜力，扩大
市场。如大件旧家具要形成回收—运输—利用
一体化的回收链条；探索旧物组合配套换新方
式，让旧物有价可依，百姓有利可图，提高群众

“以旧换新”的积极性。
程会强认为，“以旧换新”中，家装厨卫改造

需要发力。相对而言，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
模式相对成熟，政策标准相对完善，但家装厨卫

“焕新”还是薄弱环节，也是“以旧换新”最大的
增长点。推动家装厨卫“焕新”，需要细化激励
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全方位促进“以旧换新”取
得更大成效。

11月 29日，商务部流通发展司负责人透
露，将完善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废旧家
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中转站和分拣中
心，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和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两网融合”，发展“互联网+”便民回收模式，
畅通家电更新消费循环。

（央广网）

随着今年各地家电“以旧换新”政府补贴政策落地，家电销售火热，不少消费者给家里的电
器来了一次更新换代。据商务部数据，截至11月10日，全国已补贴厨卫局改相关产品1038万
件，家具家装相关产品820万件；截至11月11日，2160.8万名消费者购买8大类家电产品
3271.9万台。

“以旧换新”促进消费市场升温的同时，置换出的废旧家电数量也在激增。那么，回收来的
旧家电都去哪了？目前“以旧换新”取得了哪些成效，还面临哪些问题？该如何让“以旧换新”系
列政策进一步有效落地？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记者在走访时了解到，大多
数情况下，消费者通过“以旧换
新”购买完新家电后，售后工作
人员送货上门时也会提供回收
服务，再统一配送到有资质的企
业进行末端处置。

在率先进行数字化改革的
浙江，废旧家电处理越来越智
能化。近日，记者走进浙江盛
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一
台台消费者置换下来的废旧电
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
电进入月台，称重后被贴上

“原料码”，工人通过扫码了解
产品信息并对旧家电进行分
类。旧家电被拆解和处理成为
铁、铜、铝、塑料等有较高利用
价值的材料，随后被分类存放
到产品箱，每个产品箱就有了
对应的“箱码”。

该公司总经理强毅告诉记
者，“身份码”让处理全程可追

溯，大大提高生产的规范性和效
率。

“家电拆解有一套严格的规
范流程，比如拆一台空调的时
候，工人要把制冷剂抽出来，如
果操作不当导致制冷剂泄漏，那
么工人的这台空调就白拆了，这
就要求工人严格按照规范来。”
强毅说。

在“身份码”的基础上，运用
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废旧家
电拆解还构建了固废大数据监
管平台。在该平台大屏幕上，
电子废物年拆解量、月度拆解
数据、今日拆解量、今日碳减排
量、年销售量等数据一目了然，
拆解各环节的实时视频也可随
时调取，确保了废弃资源的有
效管理和高效利用。

同时，对于不同类别的家
电还开设有不同的拆解流水
线。“工人只需将冰箱中的制冷

剂抽出和压缩机取出，流水线
就会将冰箱送入破碎仓，破碎
仓会将破碎出的铁、铝等材料
进行自动分类。”强毅说，“这条
流水线工人最少，效率最高，1
个小时可以处理80到100台旧
冰箱，也就是说 1分钟可以处
理1台以上的旧冰箱。”处理后
的铁、铜、铝、塑料等旧料被送
往冶炼厂，成为家电生产的新
材料，从而实现废旧家电再利
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废
旧家电回收一直存在规模小、
分散化、技术滞后、管理混乱等
问题，亟须形成标准化、专业
化、技术化的回收循环体系。
强毅表示：“‘以旧换新’数字化
绿色循环体系的推出，不仅能
提升回收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也能给用户带来更好的服务体
验，对用户和产业是双赢。”

目前，多地家电市场呈现
出“购销两旺”的景象。在全国
多地相关电器门店内，空调、冰
箱等各类家电柜台上，均粘贴
了政府“以旧换新”优惠标签，
在店内的显眼位置还通过悬挂
横幅、摆放展板等形式，宣传

“以旧换新”的政策解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

员程会强表示，设备更新和“以
旧换新”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
费，加快推动内循环，大幅提高
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

浙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博
士、浙江虎哥环境有限公司副
总裁胡少平向记者介绍了其公
司旧物回收与处理的具体实

践。他表示，企业会向每户居
民发放专用收集袋，居民将除
厨余垃圾和厕所垃圾外的废旧
物放入袋中。放满后，居民通
过企业App或小程序一键呼叫
回收员，回收员在一小时内上
门收取，并留下新的收集袋。
回收物品按重量给予居民“环
保金”，可在企业的小程序或
App商城兑换家庭用品。

“每2000—3000户设一个
回收站点，类似快递驿站。”胡
少平称，回收物品由企业自有
物流车运至分拣中心。分拣中
心将物品精细分类为9大类40
多个小类，包括纸、塑料、电器、
玩具、金属等。可回收物送往

下游的造纸厂、玻璃厂或塑料
厂；有害垃圾交由专业危废处
置单位处理。

在胡少平看来，“以旧换
新”政策提升了公众对资源回
收利用的意识，营造了节能减
碳的良好氛围，也让企业运营
的信心和动力增强。“我们能够
精准掌握当日垃圾回收量、订
单数据、物流去向、资源化利用
量、碳减排量等数据的实时变
化，同时实现政府监管和用户监
督，通过全体系数字化监管平
台，帮助政府算清‘碳账’，为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重要抓手，同时
也为居民解决了垃圾分类‘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胡少平说。

大货车将废旧家电运输到家电处理企业大货车将废旧家电运输到家电处理企业。。（（央广网央广网））

回收来的旧家电都去哪儿了？
记者探访废旧家电处理全流程

冰箱拆解线冰箱拆解线。。（（央广网央广网））

旧家电有了“身份码”处理全程可追溯探访

“以旧换新”使居民与企业共赢企业

“以旧换新”有效落地
还需全方位促进

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