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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非法进口洋垃圾
已形成利益链

记者了解到，早在三十多年前，日
本等周边国家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专门
向中国出口垃圾的专业公司， 它们收
集到垃圾后经过简单分类组织向中国
出口。这些国外的垃圾供货公司中，既
有外国人开的， 也有在中国专门接收
洋垃圾的人跑到国外注册的， 自己形
成上下游产业链。

其实这些国外出口垃圾的公司从
收购垃圾到整个出口过程中物流都是
要自己出钱的， 所以它们从垃圾本身
赚不到钱， 收入都来自国外政府支付
的垃圾处置补贴。据了解，发达国家对
于垃圾处理的费用很高， 大概在每吨
400美元至1000美元，而运到中国，即
便加上运费每吨的成本只有10美元至
40美元。

这些洋垃圾进入中国后， 国内的
接收方通常以极低的价格买进来。不
过根据每次垃圾的种类不同以及分类
的精细程度有价格区别。 通常以废旧
衣服为主的洋垃圾为每吨几百元人民
币的价格。 然后这些洋垃圾会通过多
次挑拣分类，层层转卖出去，往往越到
分拣精细的后端价格越高， 最后就形
成了纸张、金属、塑料、服装、电器等精
细分类的垃圾， 再运送到不同的地方
进行进一步不同方式处理， 比如，纸
张、塑料、金属类的会作为原材料投入
循环生产； 电器会在拆下有效零部件
后进行进一步拆解， 比如， 分离出玻
璃、塑料、橡胶、金属等，有时还可以提
炼出贵金属， 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这些洋垃圾流入中国， 大致经过
入境、转运、加工、销售等几个环节，有
着明确的分工，形成了产业链，通常按
照不同环节对不同种类垃圾有着明确
的界限， 由不同组织分别经营并且之
间形成单线联系。 最终各方都在这个
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获利。

非法进口洋垃圾形成利益链
网购外贸衣服小心“剪标”货

【提醒】
小心网店“剪标”外贸衣服

据海关人士介绍，根据以往查获
的案例，很多国外旧服装往往都是通
过伪报品名、伪装货物、伪造单证等
手段走私入境的。这些进口到中国的
旧服装，会经过人工翻拣，对于一些
普通服装经过简单的修补、 清洗和
熨烫，然后就以“外贸尾单”或“出口
转内销”的名义重新销售，而对于一
些名牌旧服装， 甚至还会送到干洗
店清洁翻新， 然后专门配上假冒的
标牌进行销售，有时还价格不菲。据
了解， 电商领域近年来已经成为这
些旧服装消纳的新渠道， 尤其是一
些来自日韩的旧服装由于款式新颖，
在网上销售还颇受年轻人尤其是在
校大学生的青睐。去年下半年，深圳
边防就曾截获过一批549吨重的洋垃
圾服装，其数量之大也足见国内市场
需求的旺盛。

对此有业内人士提醒一些习惯
在网上私人店铺淘服装的消费者，如
果店铺中的服装款式大多以单件形
式出现，而且款式跨度很大，那么就
要提高警惕。即便同款衣服不止一件
如果只有两三件，那么也应该仔细甄
别来源，因为在很多地方的旧服装回
收销售已经形成产业链，甚至会对服
装进行分类整理向下游出货。 此外，
由于服装在穿用和洗涤过程中，往往
商标部分是最容易磨损的，因此对于
一些商标明显显旧、卷曲、发黄的服
装也要尤其注意。一些网店还会销售
一些商标被剪掉的外贸衣服， 这种
“剪标” 的原因往往不是像商家所说
的为了规避“打假”，而很可能就是来
自国外的旧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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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旧服装利润
至少有10倍

以旧服装为例，通常国内
接货人以一二百元一吨购进
以旧服装为主的洋垃圾，然后
经过层层分拣， 最终能按1元
钱1斤的价格销售出去， 除去
人工成本，转一次手价格就翻
了几番。而以1元钱1斤买去旧
服装的买家则会再根据新旧
程度进行分拣，对于比较新的
衣服会采取翻新手法通过一
些不正规渠道进行二次销售，
往往都是当作新衣服卖。而拣
出来的一些没法当新衣服卖
的则直接当作二手服装销售，
可以按几元钱一件或者论斤
称的方式再销售出去，最终销
往偏远农村、工地等。另外，电
商如今也成为这些服装类洋
垃圾的重要流通渠道。

有曾经采访过专门翻新
旧服装的洋垃圾村的媒体推
算，即便最后有一半旧服装无
法二次销售，彻底变为垃圾抛
弃，通常也能达到10倍左右的
利润，即每吨洋垃圾能带来数
千元人民币的利润。

【现状】
为牟暴利
手法不断翻新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对垃圾
都唯恐避之不及。 然而在一些人
眼中，垃圾却成了宝贝，千方百计
要进口到中国。一方面，是这些洋
垃圾确实能够成为一些行业的生
产原材料实现价值， 但另一方面
则是很多人对一些洋垃圾翻新再
次出售牟取暴利。 据海关人员介
绍，“违规洋垃圾” 大致有两种模
式， 一种是超越我国规定进口范
围把禁止进口的洋垃圾种类入境
中国， 另一种则是没有许可证的
企业通过租买许可证进口洋垃
圾。

据了解， 我国海关从2013年
开始专门针对“洋垃圾”走私启动
了的“绿篱”专项行动，对洋垃圾
走私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
但由于其中的利润丰厚，“洋垃圾”
走私手法也不断翻新，走私分子与
海关缉私人员玩起了捉迷藏。

为了规范进口洋垃圾的管
理， 我国对固体废弃物的进口和
处理采取许可证制度， 也就形成
了“指标”。虽然我国明确禁止转
让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但
事实上，由于许可证是紧缺资源，
一些具有固体废物进口资质的公
司开始有偿转让许可证。 据海关
人士介绍， 所谓转让许可证其实
就是虽然自己消纳不了那么多洋
垃圾， 但依然顶着许可证的“上
限”进口，将洋垃圾入境后再转给
没有许可证的企业或个人， 从而
让这些无证者也得到了洋垃圾。
这种租借许可证已经成为当前最
主要的犯罪手法。

7月18日，我国正式通知WTO，
将在今年底前紧急禁止4类24种固
体废物入境， 其中包括生活来源废
塑料、钒渣、未经分拣的废纸和废纺
织原料等高污染固体废物， 这些进
口固废通常被人们称为“洋垃圾”。
这些“洋垃圾”常掺杂有高污染垃圾
与危险性废物， 我国调整垃圾进口
法规是为了保护环境和人民健康。

在7月20日环保部举行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 环保部国际合作司
司长郭敬就表示，“一些国家通过多
种方式将固体废物转移到其他国
家，有的甚至是非法出口。”他指出，
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自
己的利益非法进口、 夹带走私洋垃
圾。那么，非法进口洋垃圾的背后究
竟有着怎样的利益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