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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拓宽渠道 规范回收

【调查】
回收途径较少
信息安全担忧

“卖不了几个钱， 放家里又
占地， 要是能有个正规地方回收
就好了。” 面对家中淘汰的手机
还有电脑， 王婧发出感叹。 “手
机已经换过4部， 开始还都淘汰
给爸妈。 现在他们都嫌旧的机型
功能太少 ， 不用了 。 扔了挺可
惜， 回收又找不到可靠的途径。”

和王婧的苦恼差不多， 随着
电子产品不断更新， 不少人家中
都会淘汰闲置一些废旧的电子产
品。 “小区中也时常见到流动的
摊贩， 回收旧家电。 先不提价格
是 不 是 合 理 ， 信 息 泄 露 就 是
个问题。” 王婧说， “比如， 我
家十多年前就淘汰了一台台式电
脑。 就那么放着， 特占地儿。 但
是怕随便卖个回收的人， 造成个
人信息泄露 。 只能就这么让它
‘沉睡’。”

除去担心不正规的回收途径
会导致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
调查中， 记者还了解到， 在废旧
电子产品回收上， 人们还对产品
的再利用和环保问题很关心 。
“电子产品回收和废旧报纸、 衣
物不同。 如果是不专业的人来回
收， 他们私自进行拆卸， 拆的零
件哪都是， 到处扔， 真是太破坏
环境了。”

关于废旧电器、 电子产品回
收资格， 记者查询到， 2011年1
月1日起施行的 《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提到，
申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
格， 应当具备条件包括： 具备完
善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
施； 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
电 器 电 子 产 品 的 妥 善 利 用 或
者 处 置方案 ； 具有与所处理的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适应的分
拣、 包装以及其他设备； 具有相
关安全、 质量和环境保护的专业
技术人员。

记者发现电子废弃物处置如
果不规范， 私自拆解会对环境产
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需要进一步
规范， 以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
此外， 规范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和
处置， 可以回收一部分金属， 对
于资源的节约和再利用也有一定

的作用。 不少人急切盼望有更多
规范的回收途径可以提供。

【建议】
长远布局

扶持危废处理行业发展

去年伴随着一系列有关固
废、 危废的禁令先后出炉， 国家
有关部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电子废物、 废轮胎、 废塑料等再
生利用行业清理整顿。 其中， 仅
电子废物的处理问题在每年召开
的全国两会上， 一直是全国政协
委员关注的焦点。

民进中央提出， 总量巨大是
我国电子垃圾处理产业面临的最
大问题。 一方面， 政府要大力倡
导循环经济 ， 将 “资源-产品-
废弃物” 的传统模式转变为 “资
源-产品-再生资源 ” 的绿色发
展模式， 从源头减少电子垃圾的
产生； 另一方面， 要加大执法力
度 ， 严禁国外电子垃圾流入境
内， 从而减少电子垃圾的总量。

在加强电子垃圾处理的制度
设计方面， 首先是要理顺管理体
质， 明确相关部门的职权， 落实
监管责任； 其次是要制定具有针
对性的法律、 行业规范和环境标
准， 提高行业门槛， 淘汰小规模
和无技术的小作坊和企业。 明确
生产者、 销售商、 回收处理商、
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责任， 明确
“生产者责任延伸” 管理模式。

建立电子垃圾回收体系， 系
统解决电子垃圾回收处理。 民进
中央建议， 建立电子垃圾回收处

理准入机制， 明确电子垃圾处理
工厂必须是高科技、 低污染的现
代化企业， 明确电子生产企业自
建和社会开办的专业大型电子垃
圾处理工厂在电子垃圾回收处理
中的主导地位， 并制定相应合理
的回收环节和运输物流费用的国
家指导价。 同时加大监管和执法
力度， 提高非法回收渠道的营运
风险和成本。

建立可追溯的信息监管渠
道， 采用物联网、 电子标签、 大
数据技术等建立一套电子垃圾科
学回收的信息化系统， 提升回收
环节的专业化、 信息化水平。

此外， 重点扶持大型专业电
子垃圾处理企业建设和技术改
造 。 电子垃圾处理是需要高成
本、 高专业性和高技术含量的产
业， 前期投入较大， 收益较慢，
企业负担重、 积极性不高。 建议
在短期内国家设立专项资金并与
国家开发银行长期无息贷款相结
合， 集中、 重点支持大型专业电
子垃圾处理企业的建设， 支持引
进高端处理设备和技术改造， 逐
步淘汰低水平、 低效果的企业和
小作坊。 随着电子垃圾回收处理
行业的规范和市场的成熟， 电子
垃圾处理企业将逐步能够自负盈
亏， 国家可以逐步减少补贴。

统一标准
社区建专用收集系统

北京的政协委员同样也非常
关注电子废弃物的回收问题 。
北京市政协委员何玲建议， 严格

统一国家分类标准， 对电子废弃
物 、 新 型 有 害 垃 圾 等 危 险 废
物 建 立专用收集系统 ， 覆盖到
居民社区。

何玲表示， 政府及相关部门
应综合考虑各居民区规模及人口
分布， 在已经实施垃圾分类的地
区或小区增加危险 （有害） 废物
收集设施， 在还没有实施垃圾分
类的地区或小区先行设置危险
（有害） 废物收集设施， 争取尽
快全市覆盖。 同时， 引导社会资
本进入废品回收领域， 通过物联
网等高科技的手段对废品回收进
行改革。 例如， 对低利用价值的
回收物按照回收量实施补贴， 前
期可由政府进行资金补助， 待产
业链培育起来之后， 就可以按市
场规则来运作。 也可以借鉴国际
先进经验对一些电子类产品实施
产品回收责任管理， 政府给予适
当的补贴鼓励回收， 既可实现资
源再利用， 又可以减少回收处理
的压力。

【破解】
开展试点

规范电子废物回收渠道

调查中，记者发现，目前对于
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还存在比较
散乱，不规范的现象。以往电子废
弃物的回收存在着游商回收的现
象， 骑着三轮车的非专业人员来
到住户家门口回收的现象不少
见。这些回收方式不仅不规范，而
且很单一。 为了进一步规范电子
废弃物的回收处置环节， 进一步
拓宽回收渠道和创新回收模式，
北京市率先建立电子废弃物回收
应用的试点。

本次新型回收体系试点建设
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创新回收模
式，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投递渠道
多样，居民、单位投递更便捷，并
且通过试点建设重新定位废弃资
源回收利用行业的作用。 这次试
点也是国内首次通过系统打包的
方式整体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的回收工作。据了解，去年年底相
关建设工作启动。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人员介
绍，通过公开征集、专家评审、现
场评估的方式，目前共有5类13家
企业确定为北京市电子废弃物回
收试点单位。具体包括：一是环卫

企业依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网络
回收。 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纳入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网络， 通过社
区回收箱、 回收亭， 或结合手机
APP预约上门等形式进行回收 。
二是电器电子产品生产企业回
收。生产企业建立基于品牌门店、
授权经销商逆向回收网络。 三是
电器电子产品销售企业回收。 这
类包括了电商和实体销售， 销售
企业通过开展“以旧换新”活动等
形式鼓励居民回收， 安装新机同
时回收旧机。 四是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企业拓展服务范围回收。 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在原有回收
废纸、废塑料的基础上，业务向前
端延伸、拓展服务范围，利用自身
回收网点、人员、车辆、场地、信息
系统等优势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回收工作。五是互联网企业“互
联网+回收”。 互联网企业利用平
台流量优势， 整合电器电子产品
销售、废弃产品回收企业资源，或
通过与运营商门店、 回收商合作
等形式开展“互联网+回收”。

据介绍， 其中试点中的销售
企业目前包括电商和实体店各一
个。其中电商是京东，实体店为北
京30家节能超市， 包括苏宁、大
中、国美的部分门店。小家电人们
可以带到店面完成相关回收工
作，可以以旧换新的方式进行，如
果不买新的产品也可以直接完成
旧产品的回收， 大家电则可以同
店家沟通完成上门回收。

据了解， 目前这五类对于电
子废弃物的回收渠道仅仅是试点
建设企业中的第一批， 试点建设
会持续到2020年。此外，对于试点
建设也会按照动态管理的方式。
试点单位数量可以随时增加，同
时已确定的试点企业如果出现问
题，也会随时让其退出。

试点建设主要以市场化为
主，政府负责引导，推动企业成立
产业联盟，进行经验共享。试点建
设中也会逐步推行相关行业标
准，鼓励回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
此外， 相关部门也会对试点进行
宣传，让人们了解相关渠道。

从去年年底试点建设发布至
今已经运行一个季度。 目前由13
家单位组成的产业联盟已经基本
搭建完成。 这13家单位是首批联
盟成员。 联盟成立后可以促进企
业间信息共享、 优势互补。

电子废弃物如何变废为宝
根据工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主要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量超过两亿台， 重量超过500万吨。

电子废弃物的回收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难题。 对于家中闲置的废弃电子产品， 不少人觉得丢之可惜， 不
丢又占地。 也有人担忧不规范的回收方法， 会污染环境。 怎么才能让这些电子废弃物变废为宝？ 如何
让回收渠道更顺畅和规范？ 不久前， 北京市发改委会同市城市管理委、 市商务委、 市经信委率先进行
电子废弃物回收体系试点建设。 第一批试点涉及5类13家企业， 让电子废弃物回收渠道更加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