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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家庭擁有豐富的家用電器，曾經是國人對現 代化生活的最初憧憬。如
今的中國，早已是全球性電器電子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大國，許多產品已進入淘汰
報廢高峰期。目前，中國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空調、 電腦 5類產品每年
的廢棄量達數千萬台，另外還有大量手機、影印機、印表機、傳真機等電子產品
報廢淘汰。隨著電器電子消費的日益時尚化，廢棄物終成問題。 

一、中國電子垃圾處理現狀 

聯 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2009年 7月完成的報告《回收：化電子垃圾
為資源》（Recycling：From E-Waste to Resources）當時預測，全球電子垃圾一
年增加 4000萬噸；具體到中國，到 2020年，舊電腦形成的電子垃圾數量較 2007

年將增加 2到 4倍， 廢棄手機形成的電子垃圾較 2007年將增加 7倍，舊電視機
形成的電子垃圾將增加 1.5到 2倍。 

2012 年的一份電子垃圾處理行業報告顯示，全球電器電子產品市場規模增
速明顯；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全球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產生量加速增長，導致全球
範圍內電子垃圾 處理業（不含材料回收）產值有望從 2011年的 91.5億美元增加
到 2016年的 202.5億美元，年複合增速為 17.22%。上述行業報告稱，2012 年全
球電子垃圾數量約4890萬噸，而中國在這其中占到了 1110萬噸，占全部的 22.7%，
其次為美國，約為 1000萬噸。 

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電子垃圾生產國。 

同 時，出於對電子垃圾污染環境的擔憂，並考慮到有利於節約能源和回收
資源，中國電子垃圾處理產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電子產業消耗了大量的基本金
屬、稀貴、稀 散和稀有金屬，按照目前西方主要消費國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收



集率普遍超過 70%估算，全球每年廢棄電器電子產品中蘊含的可供回收的各類金
屬保守估計價值超 過 900億美元。 

電子垃圾產業化的產業鏈投資機會集中在拆解和材料回收領域。一份專 業
調研報告顯示，由於電子垃圾回收領域一度存在大量的走街串巷的“散戶”，競爭
異常激烈，並且人力資源成本高昂，其合法盈利前景並不明朗，並不適合大型企 

業參與競爭。特別是在 2010年之前，由於尚未建立有效的回收處理機制，淘汰
下來的電器電子產品流向分散，絕大部分沒有進入正規的處理企業拆解處理，而
是 由個體手工作坊採用露天焚燒、強酸浸泡等原始落後方式提取貴金屬，隨意
排放廢氣、廢液、廢渣，對大氣、土壤和水體造成了嚴重污染。上海郊區，也存
在過這些 生態威脅。 

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辦，讓綠色生活、生態文明的概念在國內得到空前 普
及。在電子垃圾產業化領域，經 2008年 8月 20日國務院第 23次常務會議通過
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於 2011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 《廢
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徵收使用管理辦法》則在 2012年 5月底出臺，預定從
當年 7月 1日起對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的處理徵收該基金。業內報告稱，該管理 辦
法對行業的預期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方面，通過提高補貼正規拆解企業，使得行
業的發展更有利於合法、合規的大型企業；另一方面，提升行業盈利水準。 

這樣，在拆解和預處理領域，大型企業可以部分發揮其規範化操作的技術優
勢；電子垃圾處理產業鏈最重要的投資機會，將主要集中在適合大型企業運作的
電子垃圾金屬等資源回收利用領域。從 2013年開始，該行業出現有序發展勢頭。 

2013 年國內電子垃圾拆解量達 4140萬台，只占到理論報廢量的 40%。2013

年 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
干問 題的解釋》發佈。“兩高”的司法解釋將電子垃圾處置定性為“危廢行業”。
該解釋頒佈之後，危廢行業中產能增長快的龍頭企業被認為將明顯受益。新的專
業預測 顯示：“電子廢棄物行業在今明兩年的增速將在 30%左右，2015年拆解量
有望達到 8000萬台，行業利潤規模 20億元。”更樂觀的估計則是，因除電視機 

外的其他電器（如手機、平板等新興電子產品）報廢量劇增，再生資源利用效率
提升，行業將量價齊升，市場規模會是目前的十倍以上。 

二、紐約、東京與上海的 

回收端設計 

據 美國官方資料，消費者每年要扔掉約 4億件電子垃圾。作為全美人口最
密集的大都市，紐約制定了全國最嚴格的回收政策，以應對日益嚴峻的電子垃圾
災害。其回收 的主要辦法是消費者將電子垃圾送到指定地點，廠家負責回收同



類產品，政府機構進行公益宣傳以及舉辦各種社區回收活動拾遺補缺、堵塞漏
洞。 

如 消費者購買了一台新的蘋果筆記型電腦，不能將舊筆記型電腦丟棄到公
寓外的公共垃圾箱，需要到市政府網站上查詢可以回收舊電腦的指定地點。在市
政府網站上可 以發現，紐約在回收電子垃圾方面有一整套嚴格規定，電腦及相
關設備、電視機、電池等各種小型電子伺服器、小型電子設備等都不能亂扔。同
時，法律規定，生 產廠家必須為消費者提供免費而且便利的電子設備收回和再
利用方式。消費者在回收電子設備製造商、品牌及電子設備清單中找到蘋果公司
之後，點選連結即進入該 公司網站的公共教育網頁，再進入“紐約消費者電子垃
圾回收”欄目，發現可以將舊電腦送到指定地點，也可以將電腦寄給蘋果公司，
由廠家支付郵寄費。 

法 律還規定，廠家每賣出一個新產品，就有責任接受一個同類產品的電子
垃圾，即使是其他品牌的產品。值得指出的是：電子垃圾回收網站遍及紐約各個
角落，美國家 電零售巨頭百思買以及各種零售店、銷售網站、非營利機構或市
政設施內都有專門回收電子垃圾的網站，有些零售店回收電子垃圾時還會給予折
扣券等作為鼓勵。 

日 本是世界上稀有金屬消費量最大的國家，其消費量占世界稀有金屬消費
總量的約 25%。然而，日本的稀有金屬供應絕大部分依賴海外進口。日本經濟產
業省從 2007年開始實施有關計畫，回收利用相關電子產品與強化資源外交、增
加國家儲備及開發替代資源一起，被列為保證稀有金屬穩定供應的四大支柱。東
京都每年 要回收近千萬部手機，回收的手機被送到工廠低溫焚燒後，其所含的
資源能夠被提取再利用。於是在東京手機商店，人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工作
人員接過顧客遞 過來的舊手機，手腳麻利地操起專用工具對手機進行消除個人
資訊等的處理，就是為回收作準備。 

為 保證廢舊電子產品的回收量，東京從 2011年開始在超市等公共場所普遍
設置回收箱，以收集廢舊小型數字電器。因為在日本，生產廠家有回收冰箱、空
調等大件 家電的義務，但沒有回收小型電器的義務，小型數字電器多半被當作
一般垃圾丟棄。而處理電子垃圾，讓人頭疼的往往是那些混有金屬的混合塑膠等
有機物材料，此 類物質占到電子垃圾總量的 20%。如果對其焚燒，就可能釋放
二噁英。對此，東京特別注重科研投入，目前已開發出一種廢棄物處理新技術，
能將廢棄家用電器中 的樹脂等有機物轉化成無害氣體，而剩餘物就是要回收的
金屬。 

上海應對電子垃圾圍城的 相關行動，比紐約和東京要晚，但比國內其他城
市要早。上海市政府將“電子廢棄物回收網點建設”列入了 2014年市政府實事專



案。用於電子垃圾綠色回收的阿 拉環保卡和回收人員管理卡，日前開始在全市
推廣。這種把綠色回收變綠色積分並轉換成消費積分的城市電子垃圾綠色回收模
式，在全國是首創。 

其 模式是：對電話機、手機、U盤、鍵盤、滑鼠、耳機、飲水機、微波爐、
電風扇、熱水器等 50多種小型電子廢棄物，社區居民可以先就近去線下布點的
2000個 實體回收箱交投，這些綠色回收箱目前主要分佈在蘇甯、國美、永樂、
百腦匯等家電零售賣場和電腦維修網點。接下來，回收人員將定期清理回收箱：
不同的回收 品類，會根據社區居民在電子垃圾上標注的卡號，兌換成不同的積
分，打進個人的阿拉環保卡裡。最後，這些環保積分就能拿去兌錢或兌換消費積
分，包括去光大銀 行用 100環保積分變現 1元錢，或去百聯旗下的超市賣場用
100環保積分兌換紅色聯華卡裡的 1個消費積點。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電腦、
空調等大件廢舊家 電，可預約免費上門回收。回收後同樣有積分可兌換。回收
人員管理卡主要針對回收行業的資質管理，目標是將收舊“遊擊隊”改造成為“正
規軍”。 

三、上海“城市礦產”開發的 

森藍案例 

已故科學家錢學森曾說：“如果搞好廢棄物的再生，兩個世界難題（資源與
環境）就同時找到了解決的途徑。” 

依 據較為通行的解釋，迴圈經濟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迴圈利用為核心，將
物質流動方式由傳統的“資源-產品-廢棄物”單向線型模式，轉變為“資源-產品-廢
棄物 -再生資源”閉合迴圈模式。通過在生產和服務過程中貫徹“減量化、再利用、
再迴圈”的減物質化原則，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和廢棄物排放的最小化，從而
達到 節約資源、改善生態環境的目的。 

迴圈經濟使人類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使傳統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投入、
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為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約型經濟增長
模式。這是對人與自然關係深刻反思的結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這 一理論打動了畢業於湖南理工大學的羅新雲。1995年，他創辦上海九州
霸電器有限公司。該公司生產的九州霸系列消毒櫃當時屬於國內首創，其雙門分
控節電產 品獲國家 6項專利，銷售網路遍佈國內 16個省市，企業銷售額每年平
均增長 40%，企業蒸蒸日上，本可以繼續擴張。但 2008年，他關注到工業廢棄
物回收利 用這一領域，開始專業從事電子電器的回收、拆解、分離，即從電子
電器製造行業轉移到電子電器回收處置行業。2008年 4月，公司正式更名為“森
藍環保（上 海）有限公司”，開始二次創業。2009年，該公司被批准列入上海



市電子廢棄物拆解利用處置單位名錄，並成為上海市第一批“家電以舊換新”商委
中標企業。 

然 而，羅新雲馬上就發現：電子廢棄物處置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僅僅體現在
先進的技術和裝備，更體現于完善的回收體系，只有充足的原料和較低的成本，
才能保證企業 的正常運營。電子廢棄物的回收市場是企業最需要也是最難解決
的問題。於是，森藍開始了長三角區域的戰略佈局。他以上海為試點，首創了國
內未見的 5H回收網 絡體系，即回收服務中心、回收服務點、回收服務台、回
收中轉儲存庫、回收服務移動站，建立資訊平臺作為回收網路中樞，以覆蓋全市
的 800多個網點為網路終 端，配置 30餘輛標有公司標識的專用回收車輛，形
成了供需與物流集成為一體的市場回收資訊化管理模式，使上海市電子廢棄物回
收產業與商貿、物流、電子商務 等實現了有機融合，推動了傳統回收業向現代
服務業的轉型升級。 

同時，公司還拓展多元 化回收管道，通過“借網建網”、“借力建網”、“借地
建網”等措施擴大回收網點服務的區域，研發新穎的回收方式，提供 24小時交售
資訊登記服務，將“阿拉 訂電子貨架”置入 500家“全家”等便利店，開設電子廢
棄物回收預約服務，2013年點擊量達 11萬次。市民可以撥打公司免費熱線電話，
還可以通過便利店 裡的“阿拉訂終端機”自助式預約回收舊家電，24小時南森藍
環保的工作人員就會主動上門回收舊家電。森藍環保的加入，讓原來雜亂無章的
家電回收行業逐漸規 範了起來。 

理論研究表明：再製造是迴圈經濟“再利用”的高級形式，通過對價值較高的 

家用電器、辦公電器報廢產品進行專業化修復、批量型生產，可以使再製造產品
達到與原產品相同的品質和性能。森藍建設了再製造基地，這是上海首家電子電
器產 品的再製造企業，建有 3條專業的再製造生產線和 3000平方米的再製造
車間。再製造與製造新品相比，節能 60%，節材 70%，節約成本 50%，幾乎百利
而 無一弊。 

其中，技術研發是核心競爭力。為此，森藍不斷增大研發投入，與多所高校
和科 研機構開展橫向合作，建立了塑膠綜合利用實驗室、電子廢棄物迴圈利用
實驗室，成立了“上海森藍城市礦產創新發展中心”，同時完成了十余項科研成果。
如科技 部創新基金專案《電子廢棄物處置和資源化工藝及裝備》；上海市發改
委專案《電子廢棄物的迴圈利用》；上海市科委項目《廢舊冰箱資源迴圈利用的
關鍵技術與應 用示範》；上海市經信委專案《電子廢棄物資源化迴圈利用技術
改造》、《電子和工業廢棄物資源化綜合處置搬擴建技改項目》等。 

六 年多的歷練，使森藍逐步發展成為上海家電“以舊換新”的定點拆解企業、
環保部“十二五”規劃中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資格企業，擁有浦東辦公總部、



回收公 司及拆解處置基地，廠區面積達 3萬多平方米，可集中處理五大件（空
調、冰箱、洗衣機、電視、電腦）、辦公電器、通信器材、工業廢料等廢棄物。 

森 藍的軌跡也是上海的縮影：從 2008年創業之初僅回收 1000餘台，到 2009

年回收 30萬台，而 2013年全年回收、再製造、資源化利用電子廢棄物 120多萬
台，接待和直接服務市民 80萬人次，基本實現了“廢品-原料”的迴圈發展。2011

年 3月森藍獲批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012年 4月獲批上海市 科技小巨人企業； 

2012年 10月成為上海第二工業大學環境工程學院研究生校企聯合培養教育基
地…… 

國 際經驗還表明：迴圈經濟迫切需要人們的環保意識，迫切需要人們對生
存環境的廣博愛心和敬畏意識。為了承擔社會責任，為了電子廢棄物危害性知識
的科學普及和 環保理念的有效傳播，森藍經市、區兩級政府批准成立了上海市
科普教育基地、浦東新區環境教育基地。基地以電子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為主題，
包括 300平方米的 展館和 7000平方米的實景參觀區，配備 3名專業講解員，
通過“引進來”，年接待參觀 4000人次；通過“走出去”，森藍走進社區發放環保
宣傳資料 30余 萬份，開展環保低碳主題宣傳活動 2000餘場。森藍還發展百名
社區環保志願者，定期深入街道、社區開展志願服務，增強居民的環保意識和綠
色生活思維。 

在 面向未來的聯合調研中，羅新雲告訴筆者：“我國已進入電子電器產品的
報廢高峰，更重要的是我國每年的電子電器產品出口量達 400萬噸，但是回流
的數量很 少，造成我國資源大量流失，特別是稀貴金屬材料。因此拯救資源走
國際化大循環回收利用是極有效的途徑。如果能將每年出口的 400萬噸電器產
品的廢料收回， 可減少石油 200萬噸、減少礦山開採 3100萬噸、節約標準煤
500萬噸、節水 30億噸、二氧化硫排放減少 2000萬噸、廢渣減少 800萬噸。” 

羅 新雲還特別強調：應充分利用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加大實施多管
道、多方位推進進口廢舊金屬、塑膠，特別是廢舊電子線路板，這樣可大量積蓄
我國稀貴金屬 的儲存量，放慢或者減速稀貴金屬的開採量；目前，德國、法國、
日本已有一些企業進駐我國收購電子線路板，回國提煉貴金屬，如果國家能對有
條件的地區和企業 進行試點進口電子線路板等貴金屬原料，可有效緩解地下資
源枯竭、地上資源栓塞的矛盾。 

（作者系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上海社科院《上海民生發展報告》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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