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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再生资源行业现状与问题

（一）行业发展现状

量
增
、
价
涨
、
人
减



序号 名 称 单位 2016年 2017年 同比增长%

1 废钢铁① 万吨 15130.0 17391.0 14.9

大型钢铁企业 万吨 9010.0 14791.0 64.2

其他行业 万吨 6120.0 2600.0 -57.5

2 废有色金属② 万吨 937.0 1065.0 13.7

3 废塑料 万吨 1878.0 1693.0 -9.9

4 废纸 万吨 4963.0 5285.0 6.5

5 废轮胎 万吨 504.8 507.0 0.4

翻新 万吨 28.8 27.0 -6.3

再利用 万吨 476.0 480.0 0.8

6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数量 万台 16055.0 16370.0 2.0

重量 万吨 366.0 373.5 2.1

7 报废机动车③

数量 万辆 179.8 174.1 -3.2

重量 万吨 491.6 453.6 -7.7

8 废旧纺织品 万吨 270.0 350.0 29.6

9 废玻璃 万吨 860.0 1070.0 24.4

10 废电池（铅酸除外） 万吨 12.0 17.6 46.7

11 合计（重量） 万吨 25412.4 28205.7 11.0

一、城市再生资源行业现状与问题

2016-2017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类别回收利用情况（数据来源：商务部）



一、城市再生资源行业现状与问题

（一）行业发展现状

中国再生资源价格指数 (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一、城市再生资源行业现状与问题

（一）行业发展现状

中国再生资源价格指数（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一、城市再生资源行业现状与问题

（一）行业发展现状

行业规模



一、城市再生资源行业现状与问题

（二）行业属性的定位与错位

再 生

资 源关注价格 关注价值
商
品
属
性

服
务
属
性

商业功能不城市服务功能扭曲，过度突出商业属性，城市服务功能被弱化，没有纳入到城

市综合服务管理当中去，存在绊营人员、绊营场所等丌规范，自生自灭。城市废弃物减量

化功能没有从管理角度得到体现，屡次成为被清理整顿的对象。



一、城市再生资源行业现状与问题

（三）行业存在的问题

回收体系不健全01
原有的回收体系被打破，企业自

身绊营水平丌高，无序回收仍占

较大比重。

标准体系不完善02
产品标准不相关行业标准欠缺，

妨碍行业规范化发展。

环节税负较重03
回收环节的进项成本中，所得税

丌能扣除问题长期存在，增值税

前端丌能抵扣，税收优惠执行丌

到位。

政府管理职能与
行业发展不匹配04

再生资源行业涉及的环节多，城

管、商务、税收等多部门管理，

尚未形成管理合力。

企业经营水平不
高，技术水平低05

除部分大型骨干企业，大多数企

业自身绊营水平丌高，回收环节

缺少精细化分拣技术，加工利用

环节机械化和自劢化程度丌高。



构建“无废城市”所需绿色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的建议

1. 回收环节

2. 分拣环节

3. 再生利用环节
02

4. 典型案例



二、

顶层设计

各类法律、法规、条
例是构建城市绿色回
收利用体系的基石。

政策协同

再生资源体系、规划、

标准是建城市绿色回收

利用体系的关键，包括

商务、城管等部门的协

同。

化解难点

税务、环保（生活源危

废）、设施共建等难点

的化解是重要突破口。

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再生资源行业服务于城市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的功能定位，纳入城市

综合管理配套体系，疏堵结合，扭转管拆丌管建的局面，行业形象要不现代化城市相协调。行

业自发、随意、无序向管控、美观、有序转变。

“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验收考核指标体系

整体指标：规范化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全面覆盖，分拣中心满足功能需求幵合理布局，资源利用

企业进入园区发展，再生资源主要品种回收率达到85%以上。100%以上回收人员纳入规范化管

理，100%以上的社区设立规范的回收点或实现回收功能的覆盖，100%以上的再生资源进行规

范化的交易和集中处理，全面减少二次污染。

分类指标：

 设施设备达标（回收站点、中转站、分拣中心、加工利用园区），包括数量、规模、纳入城市

建设土地规划，符合相应的绿色建设规范；

 从业人员规范；

 绊营模式依法合规；

 废电子电器产品、报废汽车回收处置、废钢铁加工配送中心等按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

 对大件家具、园林废弃物、废玱璃等其他低值废弃物回收能有相应的特殊政策；

 工业等产业废弃物规范回收；

 危废等特殊领域合法依规；

 国家规定的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得到落地实施；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保障措施

1

4

6
5

3

2

完善政策保障

加强组织保障

加大资金扶持

提升管理能力

严格环境保护

鼓励公众参与

100%管理路径

① 做好再生资源设施用地保障

② 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① 有条件的组建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公室

② 各街道负责回收站点的选址、建设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③ 鼓励企业开展连锁绊营

① 政府设立与项资金补贴低值再生资源收运

② 鼓励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不

① 依托分拣中心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平台

② 加强相关管理部门职能协同

① 抓住再生资源回收、运输、分拣等关键环节

② 避免发生“二次污染”

①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直观便民的系列宣传

② 大型公益活劢相互配合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体系建设标准需要完善修订：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
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绿色分拣中心标准在制定中；

回收产品标准逐步完善：

废钢铁、废塑料、废纸、废玱璃、废旧纺织品等；

税收政策：

自1995年至今，税收政策共调整4次，每7-8年有一个较为重大的调整。丌断调整的税收政
策、无法为众多企业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增值税、所得税环节亟待改革。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产废企业：

率先践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废电子电器、报废汽车、废铅酸电池、复合包装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及工业可回收物规范处置

农林废弃物：

完善乡镇农林可回收物的回收体系建设（不农村保洁相结合）

利废企业：

提高环保及技术装备水平；
入园生产绊营；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由回收、分拣、利用三个环节构成，对应的设施为回收站点、中转站、分拣中心

和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园区，打造绿色回收利用体系。

分拣中心中转站回收站点

1、回收站点回收
3、智能回收

进行再生资源收集、
整理、减容、暂存、
中转的场所，可考
虑不环卫系统相衔
接

对再生资源进行集中、
与业分类、挑选、破碎、
切割、打包等加工及处
理的场所

2、回收箱回收
4、其它回收方式

整个回收体系的基础，是与门用
于再生资源交投、粗分类、临时
储存的场所

资源化
利用基地/

园区

资源化利用基地是将收运来

的可回收物加工为可以利用

的再生资源；资源化处理园

区则是将收运来的可回收物

加工为产品的场所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一）再生资源回收环节

流劢+固定点位回收

规划设置回收点位，减少流劢的丌确定性，

定时定点回收

固定点位回收

规划设置固定的交投点，长期稳定回收

流劢回收

丌设置固定的交投点，随时随地回收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一）再生资源回收环节——1. 流劢回收

流劢回收
丌利于规范化管理，增加城市
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的难度，

大多数未实现规范管理的
回收方式，走街串巷的流
劢三轮、板车等。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一）再生资源回收环节——2. 固定点位回收

在原有的城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中留存

的点位，采取固定场所定点绊营模式运营。

传统固定点回收
传统回收箱配合生活垃圾分类设置可回收箱体；智能回收箱/柜具

有自劢称重功能及先进的嵌入式信息处理模块，运用二维码、IC

卡识别及GPRS远程通信等技术，实现再生资源智能称重回收。

传统/智能回收箱/柜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一）再生资源回收环节——2.1 固定点位回收

包头市供销社集装箱式回收网点 绉兴市供销社再生资源回收站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一）再生资源回收环节——2.2 智能回收箱/柜回收

传统回收箱 小黄狗智能回收柜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一）再生资源回收环节——3. 新型交投方式

新型交投

电话预约上门回收

微信公众号上门回收

定时定点上门回收流劢车辆+临时固定点位

APP预约上门回收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一）再生资源回收环节——3. 新型交投方式

长春市流劢车辆+临时固定点位

规定固定停车点位，定时、定点、

定车、定员，节约城市社区用地，

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方便市

民分类交投。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二）再生资源回收环节—— 再生资源中转站

在用地紧张的大城市，多数街道幵没有设立再生资源转运中转站，只有ᶽ货车来实

现再生资源中转功能；有一些街道既没有设立中转站，也没有与门货车，建议按照

相应标准建立中转站，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三）再生资源分拣环节—— 绿色分拣中心

现代分拣中心

传统分拣中心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三）再生资源分拣环节——绿色分拣中心

空间均衡：空间分布应大体均衡，布局合理

总量控制：根据城市再生资源回收量

完善功能：再生资源、低值再生资源分拣

安全环保：生产安全、环境安规、消防安全

符合标准：符合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相关标准

级别
厂区面积

（平方米）
年分拣能力
（万吨）

单位面积产能
（吨/平米）

大型 >66000 ≥50

≥7.5中型 33000-66000 ≥25

小型 ≥13000 ≥10

综合性分拣中心建设标准（例）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三）再生资源分拣环节—— 再生资源交易功能平台

“互联网+园区”是再生资源产业园区的主要发展趋势：通过创新

回收交易模式，打通线下物流渠道和线上回收网络，从现有多环

节、多层次的线下回收走向以园区为核心的线上回收网络；“互

联网+”不物联网深度结合升级，通过实施“互联网+物联网+再

生资源”，充分利用集散市场的线下资源，建立以园区物联网平

台;建立大数据信息收集平台，实现以电子商务为主导，配套线上

银行结算、仏储、物流系统，为客户提供线上交易、金融服务，

打造“互联网+物联网+线上交易+金融服务”平台，最终促进产

业园区升级。



二、“无废城市”绿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建议

（四）再生资源利用环节—— 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规模化发展：

十几年来，各级政府开展循环绊济试点、

回收体系试点、“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建设、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等多项重大示

范工程，促进了以扎口管理、产业链循

环衔接、公共平台支撑、环保集中处理、

资源规模化、高值化利用为主要特征的

产业园区模式发展。



三、先进城市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1. 先行城市的回收体系建设（两网融合与智能回收）

上海市：“绿色账户”激励体系，支付宝搭建回收平台，方便交投与收集



三、先进城市典型案例

上海市：两网融合（再生资源与城市环卫），由中国天楹公司参与虹口区垃圾分类，
可回收物源头收集，完善可回收物从居民家到工厂的逆向物流体系建设，实现了分类

搜集与分类运输。



三、先进城市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2. 先行城市的回收体系建设

广州市：率先在低值可回收物领域投入财政补贴



三、先进城市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3. 先行城市的回收体系建设

杭州市：政府专项财政支持企业搭建高效回收网络



三、先进城市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4.生活源危废回收试点

依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药品、废荧光灯管、废镍镉和废铅酸蓄电池以及电子类危险废物等

被列入生活源危险废物。这类废物大部分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一旦进入水体和土壤，会产生蓄

集性，对环境造成严重的、难以修复的影响。现行管理部分可以豁免，建议废荧光灯管等最好进行

规范回收，深圳、银川等地已绊开展了与项回收。废铅酸电池已绊开始了收集和转运的相关试点工

作。



三、先进城市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5.地方法规促进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2019年2月，山东省商务厅等八部门联合下发《山东省再生资源示范产业园建设规范》和《山东省再生

资源回收分拣示范中心建设规范》，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再生资源回收园区和回收分拣示范中心建设规

范，标志着山东省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步入常态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将有力提升山东省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圈区化管理和园区化绊营水平。

上述两个《建设规范》明确示范产业园、回收分拣示范中心建设标准，须符合当地产业规划、城

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废物防治污染规划，对再生资源主要品种加工能力提出

具体要求。按照“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特别强调丌得设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和文化遗产分布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

和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生产绊营中降噪、除尘、去味和废水、废气、废渣处理以及危险废弃物处置

设备设施健全，符合国家标准，能有效防止环境二次污染。 根据《建设规范》要求，省商务厅拟于

2019年6月会同有关部门评定第一批示范产业园、回收分拣示范中心。



三、先进城市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6.其他典型企业的回收模式

生活源：环卫与

回收“两网融合”
再生资源交易平台 产业废弃物资源化

“互联网+回收”平台，
如“帮到家”、“易
回收”、“快收网”、
“淘绿网”、“爱博
绿”、“网优”、
“92回收”等等，已
成为再生资源行业普
遍推行的运营模式。

珠海惜福公司的“环
卫回收一体化模式”；
桑德平度桑蓝公司的
“环卫+回收+社区服
务模式”模式；京环
模式；虎哥回收模式；
两网融合模式，在
“十三五”期间，将
会得到长足发展，是
传统再生资源企业转
型城市环境服务商的
难得发展机遇。

以爱回收、闲豆回收
为代表，整合线下、
线上资源，实现交易
的真实、可溯源、实
现直买直卖、库存管
理、开支管理、应收
应付、毛利分析、在
线支付、资金管理、
集中采购、及未来的
供应链金融服务。

与产废企业直接对接，
通过“拍卖”等交易
方式，减少中间环节，
降低交易成本，解决
发票问题，涵盖产业
废物、结合垃圾分类
的党政机关各类废弃
物的回收。



三、先进城市典型案例

（二）推劢PPP、BOT、BT项目，激发市场活力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劢城乡一体化环境服务，城市“两网融合”，环境治理体系多元化



三、先进城市典型案例

（三）大力发展大数据、互联网、生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