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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拥有丰富的家用电器，曾经是国人对现 代化生活的最初憧憬。如
今的中国，早已是全球性电器电子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大国，许多产品已进入淘汰
报废高峰期。目前，中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 计算机 5类产品每
年的废弃量达数千万台，另外还有大量手机、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等电子产
品报废淘汰。随着电器电子消费的日益时尚化，废弃物终成问题。 

一、中国电子垃圾处理现状 

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9年 7月完成的报告《回收：化电子垃圾
为资源》（Recycling：From E-Waste to Resources）当时预测，全球电子垃圾一
年增加 4000万吨；具体到中国，到 2020年，旧计算机形成的电子垃圾数量较
2007年将增加 2到 4倍， 废弃手机形成的电子垃圾较 2007年将增加 7倍，旧
电视机形成的电子垃圾将增加 1.5到 2倍。 

2012 年的一份电子垃圾处理行业报告显示，全球电器电子产品市场规模增
速明显；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全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加速增长，导致全球
范围内电子垃圾 处理业（不含材料回收）产值有望从 2011年的 91.5亿美元增加
到 2016年的 202.5亿美元，年复合增速为 17.22%。上述行业报告称，2012 年全
球电子垃圾数量约4890万吨，而中国在这其中占到了 1110万吨，占全部的 22.7%，
其次为美国，约为 1000万吨。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生产国。 

同 时，出于对电子垃圾污染环境的担忧，并考虑到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回收
资源，中国电子垃圾处理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电子产业消耗了大量的基本金
属、稀贵、稀 散和稀有金属，按照目前西方主要消费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收



集率普遍超过 70%估算，全球每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蕴含的可供回收的各类金
属保守估计价值超 过 900亿美元。 

电子垃圾产业化的产业链投资机会集中在拆解和材料回收领域。一份专 业
调研报告显示，由于电子垃圾回收领域一度存在大量的走街串巷的“散户”，竞争
异常激烈，并且人力资源成本高昂，其合法盈利前景并不明朗，并不适合大型企 

业参与竞争。特别是在 2010年之前，由于尚未建立有效的回收处理机制，淘汰
下来的电器电子产品流向分散，绝大部分没有进入正规的处理企业拆解处理，而
是 由个体手工作坊采用露天焚烧、强酸浸泡等原始落后方式提取贵金属，随意
排放废气、废液、废渣，对大气、土壤和水体造成了严重污染。上海郊区，也存
在过这些 生态威胁。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让绿色生活、生态文明的概念在国内得到空前 普
及。在电子垃圾产业化领域，经 2008年 8月 20日国务院第 23次常务会议通过
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于 2011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 《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则在 2012年 5月底出台，预定从
当年 7月 1日起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征收该基金。业内报告称，该管理 办
法对行业的预期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通过提高补贴正规拆解企业，使得行
业的发展更有利于合法、合规的大型企业；另一方面，提升行业盈利水平。 

这样，在拆解和预处理领域，大型企业可以部分发挥其规范化操作的技术优
势；电子垃圾处理产业链最重要的投资机会，将主要集中在适合大型企业运作的
电子垃圾金属等资源回收利用领域。从 2013年开始，该行业出现有序发展势头。 

2013 年国内电子垃圾拆解量达 4140万台，只占到理论报废量的 40%。2013

年 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 题的解释》发布。“两高”的司法解释将电子垃圾处置定性为“危废行业”。
该解释颁布之后，危废行业中产能增长快的龙头企业被认为将明显受益。新的专
业预测 显示：“电子废弃物行业在今明两年的增速将在 30%左右，2015年拆解量
有望达到 8000万台，行业利润规模 20亿元。”更乐观的估计则是，因除电视机 

外的其他电器（如手机、平板等新兴电子产品）报废量剧增，再生资源利用效率
提升，行业将量价齐升，市场规模会是目前的十倍以上。 

二、纽约、东京与上海的 

回收端设计 

据 美国官方数据，消费者每年要扔掉约 4亿件电子垃圾。作为全美人口最
密集的大都市，纽约制定了全国最严格的回收政策，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电子垃圾



灾害。其回收 的主要办法是消费者将电子垃圾送到指定地点，厂家负责回收同
类产品，政府机构进行公益宣传以及举办各种社区回收活动拾遗补缺、堵塞漏洞。 

如 消费者购买了一台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不能将旧笔记本电脑丢弃到公
寓外的公共垃圾箱，需要到市政府网站上查询可以回收旧电脑的指定地点。在市
政府网站上可 以发现，纽约在回收电子垃圾方面有一整套严格规定，计算机及
相关设备、电视机、电池等各种小型电子服务器、小型电子设备等都不能乱扔。
同时，法律规定，生 产厂家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免费而且便利的电子设备收回和
再利用方式。消费者在回收电子设备制造商、品牌及电子设备列表中找到苹果公
司之后，点击链接即进入该 公司网站的公共教育网页，再进入“纽约消费者电子
垃圾回收”栏目，发现可以将旧电脑送到指定地点，也可以将电脑寄给苹果公司，
由厂家支付邮寄费。 

法 律还规定，厂家每卖出一个新产品，就有责任接受一个同类产品的电子
垃圾，即使是其他品牌的产品。值得指出的是：电子垃圾回收站点遍及纽约各个
角落，美国家 电零售巨头百思买以及各种零售店、销售网点、非营利机构或市
政设施内都有专门回收电子垃圾的站点，有些零售店回收电子垃圾时还会给予折
扣券等作为鼓励。 

日 本是世界上稀有金属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其消费量占世界稀有金属消费
总量的约 25%。然而，日本的稀有金属供应绝大部分依赖海外进口。日本经济产
业省从 2007年开始实施有关计划，回收利用相关电子产品与强化资源外交、增
加国家储备及开发替代资源一起，被列为保证稀有金属稳定供应的四大支柱。东
京都每年 要回收近千万部手机，回收的手机被送到工厂低温焚烧后，其所含的
资源能够被提取再利用。于是在东京手机商店，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工作
人员接过顾客递 过来的旧手机，手脚麻利地操起专用工具对手机进行消除个人
信息等的处理，就是为回收作准备。 

为 保证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量，东京从 2011年开始在超市等公共场所普遍
设置回收箱，以收集废旧小型数字电器。因为在日本，生产厂家有回收冰箱、空
调等大件 家电的义务，但没有回收小型电器的义务，小型数字电器多半被当作
一般垃圾丢弃。而处理电子垃圾，让人头疼的往往是那些混有金属的混合塑料等
有机物材料，此 类物质占到电子垃圾总量的 20%。如果对其焚烧，就可能释放
二噁英。对此，东京特别注重科研投入，目前已开发出一种废弃物处理新技术，
能将废弃家用电器中 的树脂等有机物转化成无害气体，而剩余物就是要回收的
金属。 

上海应对电子垃圾围城的 相关行动，比纽约和东京要晚，但比国内其他城
市要早。上海市政府将“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点建设”列入了 2014年市政府实事项



目。用于电子垃圾绿色回收的阿 拉环保卡和回收人员管理卡，日前开始在全市
推广。这种把绿色回收变绿色积分并转换成消费积分的城市电子垃圾绿色回收模
式，在全国是首创。 

其 模式是：对电话机、手机、U盘、键盘、鼠标、耳机、饮水机、微波炉、
电风扇、热水器等 50多种小型电子废弃物，社区居民可以先就近去线下布点的
2000个 实体回收箱交投，这些绿色回收箱目前主要分布在苏宁、国美、永乐、
百脑汇等家电零售卖场和计算机维修网点。接下来，回收人员将定期清理回收箱：
不同的回收 品类，会根据社区居民在电子垃圾上标注的卡号，兑换成不同的积
分，打进个人的阿拉环保卡里。最后，这些环保积分就能拿去兑钱或兑换消费积
分，包括去光大银 行用 100环保积分变现 1元钱，或去百联旗下的超市卖场用
100环保积分兑换红色联华卡里的 1个消费积点。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电脑、
空调等大件废旧家 电，可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回收后同样有积分可兑换。回收
人员管理卡主要针对回收行业的资质管理，目标是将收旧“游击队”改造成为“正
规军”。 

三、上海“城市矿产”开发的 

森蓝案例 

已故科学家钱学森曾说：“如果搞好废弃物的再生，两个世界难题（资源与
环境）就同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依 据较为通行的解释，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将
物质流动方式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线型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废
弃物 -再生资源”闭合循环模式。通过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贯彻“减量化、再利用、
再循环”的减物质化原则，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从而
达到 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循环经济使人类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使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投入、
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约型经济增长
模式。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这 一理论打动了毕业于湖南理工大学的罗新云。1995年，他创办上海九州
霸电器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九州霸系列消毒柜当时属于国内首创，其双门分
控节电产 品获国家 6项专利，销售网络遍布国内 16个省市，企业销售额每年平
均增长 40%，企业蒸蒸日上，本可以继续扩张。但 2008年，他关注到工业废弃
物回收利 用这一领域，开始专业从事电子电器的回收、拆解、分离，即从电子
电器制造行业转移到电子电器回收处置行业。2008年 4月，公司正式更名为“森
蓝环保（上 海）有限公司”，开始二次创业。2009年，该公司被批准列入上海



市电子废弃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名录，并成为上海市第一批“家电以旧换新”商委
中标企业。 

然 而，罗新云马上就发现：电子废弃物处置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仅体现在
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更体现于完善的回收体系，只有充足的原料和较低的成本，
才能保证企业 的正常运营。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市场是企业最需要也是最难解决
的问题。于是，森蓝开始了长三角区域的战略布局。他以上海为试点，首创了国
内未见的 5H回收网 络体系，即回收服务中心、回收服务点、回收服务台、回
收中转储存库、回收服务移动站，建立信息平台作为回收网络中枢，以覆盖全市
的 800多个网点为网络终 端，配置 30余辆标有公司标识的专用回收车辆，形
成了供需与物流集成为一体的市场回收信息化管理模式，使上海市电子废弃物回
收产业与商贸、物流、电子商务 等实现了有机融合，推动了传统回收业向现代
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同时，公司还拓展多元 化回收渠道，通过“借网建网”、“借力建网”、“借地
建网”等措施扩大回收网点服务的区域，研发新颖的回收方式，提供 24小时交售
信息登记服务，将“阿拉 订电子货架”置入 500家“全家”等便利店，开设电子废
弃物回收预约服务，2013年点击量达 11万次。市民可以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
还可以通过便利店 里的“阿拉订终端机”自助式预约回收旧家电，24小时内森蓝
环保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上门回收旧家电。森蓝环保的加入，让原来杂乱无章的
家电回收行业逐渐规 范了起来。 

理论研究表明：再制造是循环经济“再利用”的高级形式，通过对价值较高的 

家用电器、办公电器报废产品进行专业化修复、批量型生产，可以使再制造产品
达到与原产品相同的质量和性能。森蓝建设了再制造基地，这是上海首家电子电
器产 品的再制造企业，建有 3条专业的再制造生产线和 3000平方米的再制造
车间。再制造与制造新品相比，节能 60%，节材 70%，节约成本 50%，几乎百利
而 无一弊。 

其中，技术研发是核心竞争力。为此，森蓝不断增大研发投入，与多所高校
和科 研机构开展横向合作，建立了塑料综合利用实验室、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
实验室，成立了“上海森蓝城市矿产创新发展中心”，同时完成了十余项科研成果。
如科技 部创新基金项目《电子废弃物处置和资源化工艺及装备》；上海市发改
委项目《电子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上海市科委项目《废旧冰箱资源循环利用的
关键技术与应 用示范》；上海市经信委项目《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技术
改造》、《电子和工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处置搬扩建技改项目》等。 

六 年多的历练，使森蓝逐步发展成为上海家电“以旧换新”的定点拆解企业、
环保部“十二五”规划中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企业，拥有浦东办公总部、



回收公 司及拆解处置基地，厂区面积达 3万多平方米，可集中处理五大件（空
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脑）、办公电器、通信器材、工业废料等废弃物。 

森 蓝的轨迹也是上海的缩影：从 2008年创业之初仅回收 1000余台，到 2009

年回收 30万台，而 2013年全年回收、再制造、资源化利用电子废弃物 120多万
台，接待和直接服务市民 80万人次，基本实现了“废品-原料”的循环发展。2011

年 3月森蓝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2年 4月获批上海市 科技小巨人企业； 

2012年 10月成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环境工程学院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教育基
地…… 

国 际经验还表明：循环经济迫切需要人们的环保意识，迫切需要人们对生
存环境的广博爱心和敬畏意识。为了承担社会责任，为了电子废弃物危害性知识
的科学普及和 环保理念的有效传播，森蓝经市、区两级政府批准成立了上海市
科普教育基地、浦东新区环境教育基地。基地以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主题，
包括 300平方米的 展馆和 7000平方米的实景参观区，配备 3名专业讲解员，
通过“引进来”，年接待参观 4000人次；通过“走出去”，森蓝走进社区发放环保
宣传资料 30余 万份，开展环保低碳主题宣传活动 2000余场。森蓝还发展百名
社区环保志愿者，定期深入街道、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绿
色生活思维。 

在 面向未来的联合调研中，罗新云告诉笔者：“我国已进入电子电器产品的
报废高峰，更重要的是我国每年的电子电器产品出口量达 400万吨，但是回流
的数量很 少，造成我国资源大量流失，特别是稀贵金属材料。因此拯救资源走
国际化大循环回收利用是极有效的途径。如果能将每年出口的 400万吨电器产
品的废料收回， 可减少石油 200万吨、减少矿山开采 3100万吨、节约标准煤
500万吨、节水 30亿吨、二氧化硫排放减少 2000万吨、废渣减少 800万吨。” 

罗 新云还特别强调：应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加大实施多渠
道、多方位推进进口废旧金属、塑料，特别是废旧电子线路板，这样可大量积蓄
我国稀贵金属 的储存量，放慢或者减速稀贵金属的开采量；目前，德国、法国、
日本已有一些企业进驻我国收购电子线路板，回国提炼贵金属，如果国家能对有
条件的地区和企业 进行试点进口电子线路板等贵金属原料，可有效缓解地下资
源枯竭、地上资源栓塞的矛盾。 

（作者系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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