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废旧纺织品每年超过2000万吨，
其中北京城区约有60余万吨。 大量闲置的旧衣物因为找不
到适合的回收途径， 沦为 “鸡肋”。 它们或堆放在家中， 又
或随处乱扔， 造成环境污染。 废旧纺织品如何得到妥善的
回收， 变废为宝？ 对此， 市民呼吁设置回收箱的同时需加
强旧衣物去向监管。 政协委员建议， 旧衣回收还需政府扶
持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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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文/摄

闲闲置置旧旧衣衣物物
如如何何变变废废为为宝宝

【调查】
闲置旧衣物无处回收

“这么多旧衣服， 平时穿不
上， 塞在衣柜占地儿， 卖给收废
品的又不要。 真是头大。” 五一
假期， 家住宣武门的李艳整理了
一天的衣柜， 地板上堆积如山的
闲置服装， 让她很烦恼。 “每到
换季， 我都会收拾衣柜。 过季的
服装收起来 ， 当季的衣服拿出
来。 但是整理出来的闲置衣服，
却找不到合适的去处。”

李艳介绍， 为了处理这些旧
衣服， 她去找过小区中收废品的
摊贩。 “人家说早就不收旧衣服
啦， 我说不要钱， 人家都不收。”
连跑了附近几个小区， 都遭到收
废品人员拒绝的李艳无奈地只得
将旧衣服扔到了小区中的垃圾桶
里。 “这是挺可惜的， 但是也实
在是没办法。”

调查中， 记者发现不少人都
有着李艳相同的烦恼。 旧衣服在
他们的心中如同 “鸡肋” 一般 ，
处置起来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以前旧衣服会送给亲戚或者是
同事， 但是送出去的也是少数，
大部分还是没处放 。” 李艳说 ，
“要是能有个正规的固定渠道回
收旧衣物就好了。”

关于废旧物品回收， 记者也
查找了相关资料。 据了解， 废品
回收是指一种有偿性的废品处理
生活服务， 由专业正规的废品回
收站或公司进行收购， 之后对废
品进行科学处理及分类以达到再
次循环利用的标准。

一方面， 人们呼吁旧衣物能
够建立回收渠道， 让闲置物品变
废为宝。 另一方面， 也有人表示
旧衣服回收也需要正规军的加
入， 切实让这些资源得以应用起
来。 据了解， 在不少地方， 废旧
物品的回收还处在非正规的个人
收购的模式中。

“先不说旧衣服他们要不要，
这些游走在小区的个人收购有没

有营业执照都难说。 ” 市民王元
说，“他们收废品的地方， 都杂乱
无章，到处乱放，污染着环境。 而
且回收价钱也随口乱说。 ”

【做法】
多小区设置旧物回收箱

数字显示 ， 2016年我国化
纤总产量达到4944万吨， 占全球
化纤总量的69.4%， 纺织纤维的
加工总量5420万吨， 其中化纤占
到84.23%。 可见我国纺织品行业
的发展的速度。 但是在纺织品回
收上， 却略显不足。

在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中提到，发展循环经
济。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的原则，加快建立循环型工业、农
业、服务业体系，提高全社会资源
产出率。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开发利用“城
市矿产”，推进秸秆等农林废弃物
以及建筑垃圾、 餐厨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 发展再制造和再生利用
产品，鼓励纺织品、汽车轮胎等废
旧物品回收利用。

据了解， 关于废旧纺织品回
收不少小区也开始设置回收箱，
方便居民使用。 采访中， 记者也
见到不少回收箱的身影。 在西罗
园的一个小区中， 小区的多处地
方都设置旧物回收箱。 这个绿色
铁质大箱子， 不仅可以让人们放
置旧衣物 ， 回收的物品还包括
鞋、 书本等等， 而且操作起来也
很方便。

“我每次都是将旧衣物打
捆， 然后放到箱口处， 手握住这
个拉手向下翻动， 旧衣物就会放
到箱子中。” 刚刚完成放置操作
的市民李阿姨介绍道， “我觉着
这个箱子很安全， 箱子门上有锁
外人打不开 ， 箱子口又是密封
的， 也取不出来。”

除去一些专业公司会在小区
中设置回收箱回收旧衣物， 一些
纺织品品牌也会在店中设置相关
区域， 方便来店的消费者投放废

旧衣物。 记者在一家商场某个品
牌的店铺中， 见到摆放在收银台
附近的旧衣物回收箱。 “平时逛
街时都没注意到还有这个， 下次
再来就可以把旧衣服放进去啦，
让它们变废为宝 ， 发挥更大作
用。” 市民王女士说。

【呼吁】
回收旧衣物去向需监管

目前， 北京很多小区都设有
旧衣回收箱。 它们外形不同， 有
绿色的、 蓝色的， 或者绿白相间
的， 有的上面印有 “公益” “爱
心” “环保” 等字样。 虽然回收
箱的设置， 让不少人家中堆积的
旧衣物有了去向， 但是也有人认
为如果回收箱监管不力， 会造成
回收出现漏洞。

“一开始觉得新鲜， 家里闲
置多年的衣服终于有地方淘汰

了。 不但腾出了空间， 还做了善
事， 一举两得。 可投放了几次我
就开始在想， 我的衣服到底怎么
处置的？” 市民申女士提出疑问。

申女士介绍， 她专门拨打过
回收箱上的电话。 “对方说自己
是个公益组织， 至于衣服的去向
并没有解释清楚 。” 申女士说 ，
“他们说收回来的衣服要集中分
类， 有的会做再利用， 有的会捐
赠。 但做成什么再利用？ 捐赠到
哪儿？ 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

记者采访发现， 小区里投放
的旧衣回收箱有些并没有标明归
属单位， 上面印制的监督电话也
多为手机号码。 “无论回收箱是
谁设置的， 都应该有相关部门进
行监管 ， 并且要公开衣物的去
向。 如果是政府部门设置的公益
回收箱必定会有单位名称， 也会
用座机做监督电话。 如果是公益
团体组织， 也应当标明组织的名

称。” 申女士说。
市民李女士同样提出了担

心， 她说： “放到回收箱的旧衣
物是否得到妥善处理， 老百姓无
处了解。 我很担心旧衣物根本没
得到合理的利用， 万一被运往旧
衣服收购站处理之后翻新倒卖，
怎么办？”

【建议】
破除壁垒还需政府扶持规范

关于废旧衣物回收的问题，
北京市政协委员、 北京工业大学
经管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崔铁宁， 专门向市政协提交过一
份提案， 她提出目前本市还缺少
社会化、 规模化有资质的专门回
收旧衣物和纺织品的线下企业和
组织， 政府扶持并规范管理旧衣
回收和加工一体化专业公司。

崔铁宁介绍， 现如今， 快速
淘汰的旧衣物成了一种新的消费
垃圾。 随着纺织品应用领域的不
断扩大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各类
纺织品的消费量大大增加， 因此
废旧纺织品的数量也逐年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废旧纺织品
每年超过2000万吨， 其中北京城
区约有60余万吨。 如此数量庞大
的废旧纺织品， 如果作为垃圾掩
埋、 焚烧， 不仅要浪费大量可利
用的资源 ， 还可能产生有害物
质， 传播疾病， 造成环境污染。

“无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还
是从资源再利用的角度， 加快推
进对废旧纺织品的科学性、 专业
化、 规范化、 高效化回收是必须
的。” 北京市政协委员、 北京服
装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王锐作为今
年新当选的政协委员， 第一次上
“两会” 就把目光对准了废旧纺
织品规范化回收的问题 ， 她表
示， 近年来， 北京市废旧纺织品
的回收虽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但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王锐表示， 当前本市缺乏对
废旧纺织品处理的管理体制机
制 。 到目前为止没有专门的回
收、 处理标准， 也没有相应的管
理规范。 致使个体回收企业得不
到有效监管， 回收产品的质量、
安全性无法保证， 从业者和回收
纺织品消费者健康和安全也受到
威胁。

特别是面对当前各种形式的
旧衣服回收企业， 由于在监管和
盈利模式上并不清晰， 有少数企
业打擦边球， 甚至不惜违法以获
得高额利润的行为。 两位政协委
员纷纷提出， 政府制定相关的鼓
励政策和机制， 扶持并规范管理
旧衣回收和加工一体化专业公
司。 试点先行， 建立废旧服装回
收网点和设施， 可以率先组建具
有慈善性质的废旧衣物回收产业
系统。

在具体回收方式上， 建议建
立以社区为单位的定点定期回收
废旧服装、 服饰及家用纺织品一
级回收组织， 建立区级及以上的
规模化回收企业， 建立较完善的
逐级回收渠道； 政府扶持在北京
建立环保型废旧纺织品回收企
业， 规范经营。 在远离居民区建
立废旧纺织品经营场所和分拣中
心， 同时对企业的安全、 卫生、
环保、 产品销售等提出具体的标
准和要求。

同时， 政府制定相关的鼓励
政策和机制 （包括减免税） 支持
废旧纺织品回收企业健康良性发
展， 尽可能降低回收成本， 大力
鼓励资源循环利用； 制定相应的
政策， 鼓励研发废旧纺织品科学
化、 专业化、 高效、 环保回收技
术， 突破复杂组成废旧纺织品分
级分类回收技术。

■设置回收箱
■加强去向监管
■政府扶持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