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家电回收后去哪儿了？“黑拆解”与“正规军”差异大

给“退役”的它们安全环保的归宿

随着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老旧家电被回收之后的流向。同样的一台旧家电到
了街头收购废旧家电的商贩手里和正规回收拆解企业后手里，将是两种不同的命运。

据相关数据统计，废旧家电通过正规渠道回收，实现环保拆解和再回收的比例仅占20%左右，剩下
的大部分则是被不规范拆解或者是通过翻新后进入二手市场，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也污染了环境。

■记者 和婷婷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环
境服务业商会去年底曾发文
称， 据近几年电器电子产品的
国内销售量和规范企业拆解量
测算， 每年应征收基金约为29
亿—30亿元， 实际需补贴金额
约为50亿—60亿元， 基金池赤
字逐年增大。

锅里的“粥少”，在单位拆
解补贴不变的情况下， 只能集
体“饿肚子”延长发放周期。于
是很多拥有拆解资质的企业也
不愿意过多垫资， 而只拆解能
保住资质的量就可以了。

据悉，按照“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基金”的政策规定，全
国先后有109家企业获得了电
子废弃物拆解资格， 即被划为
合法拆解且可能得到补贴的
“正规军”。 但当前这些企业的
现状是：1/3倒闭、1/3在生死线
上挣扎， 剩余企业勉强能正常
运转。最新数据显示，目前，109
家废电器拆解企业中有11家资
格证书已失效。

“在此背景下，我们淘汰的
电脑、冰箱、洗衣机就会更多地
流入了环保不合格的‘黑拆解’
手中。至此，一个‘粥少’—‘僧
怠工’—‘黑拆解’ 繁荣的恶性
循环链条正加速形成。”在废旧
家电回收行业从业多年的业内
人士许先生说。

受到利益驱使， 废旧家电流向很
难达到理想化。

湖南绿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洁告诉记者，以一台19英寸废
旧电脑为例，如果按报废卖的话主机
可以卖30多元， 显示屏可以卖十几
块，但如果把它卖到二手市场去再利
用，单是一个完好的显示屏就可以卖
100多元。“所以， 判定完拆解价值
后，诸多回收个体户还是比较倾向于
将废旧家电卖到二手市场去。 其中，
环保因素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
之内。”

在此背景下， 中国2012年开始设
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并对
“四机一脑”生产商，即电视机、洗衣机、

冰箱、空调和电脑企业征收废旧电子处
理基金，同时对于专业拆解企业提供补
贴。 在向家电生产企业征收基金时，每
台家电大约要征收7元至13元，而家电
拆解补贴却是每台几十元到上百元不
等，进出之间差距较大。

“假设个体户自己拆解一台空调，
然后把塑料、铁、铜等材料自己拆开卖
废品可以卖到300元。如果拆解公司开
出高于300元的价格，拆解个体就会把
废旧电器卖给拆解公司。” 王洁告诉记
者，受人工、厂房、设备等影响，拆解企
业的拆解成本自然会比个体户高。那他
为什么还能提出比个体户更高的回收
价格呢，因为拆解企业把拆解补贴转移
到了回收环节上。

补贴引导废旧家电流向“正规军”拆解破局

就此情况， 业内专家建议，
在国家补贴周期长难题难以在
短时间解决的背景下，解决专业
回收拆解企业的自主盈利性能
力， 既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
步。

就前端而言，企业可考虑自
建回收渠道体系， 加大回收力
度。回收体系不健全，制约了省
内很多废旧电器拆解企业的发
展。 如果可以自建回收体系，就
可以把产业链进行一个生态的
前移。 一方面减少流通环节，避
免黄牛党抬价，另一方面可以保
证家电的品质和货源。“2009年，
万容搭建了自己的废旧家电回
收体系，目前已经覆盖到了乡镇
一级。目前，万容一年的废旧家
电拆解量在100万台左右， 其中
80%来源于我们自建的回收渠
道。”冯亮说。

就中端而言，建议企业可以
转变拆解模式，走精细化的拆解
路线。“根据规定，所有进入到拆
解企业的废旧家电都会被视为
不可再回收利用物，拆解、破碎
是唯一出路。这主要是为了避免
废旧家电回收被恶意流到二手
市场，从而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
隐患。以及避免被一些不良企业
恶意套取补贴。 在此背景下，建
议企业可以转变以往那种粗放
式拆解的模式，进行分类地精细
化拆解，从而最大可能地提升价
值。”许先生说。

就后端而言，可以考虑延长
自己的产业链，对拆解后的废旧
家电材料进行深加工。“格林美
算是深加工的翘楚。他们拆解下
来的塑料通过破碎造粒比其他
拆解企业至少多卖2000元一吨。
而且，他们还可以对废旧家电进
行贵金属的提取和再加工。当
然，这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都很
高。”

除此之外， 业内专家表示，
就政府而言，要出台能够发挥更
大促进作用的政策，并拿出更多
的财政补贴，增强吸引力；就消
费者而言，要形成正确理性的消
费观念， 对废旧家电要学会舍
得，让它们及时“退役”，进入到
合法正规的回收渠道。

解决“正规军”
的自主盈利性能力

对策

与此同时， 在废旧家电回收行业
从业多年的业内人士许先生告诉记
者，受补贴推动，目前废旧“四机一脑”
流向了正规有资质的拆解企业的比例
较以前有大幅度提升。

然而，经过数年的发展，原本享受
政府补贴经营不错的“正规军”如今却
遇到了难题：拆的废旧家电越多，企业
垫资越多，运营亏损。

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容）海外营销经理冯亮告诉
记者，现在就拆解企业而言，最大的

挑战在于国家补贴一直迟迟不到位。
“就我们万容而言， 目前因为补贴不
到位而垫付的资金额度已经有一两
个亿了。补贴不到位，就意味着拆解
企业需要自己垫资。 无论是回收成
本，还是拆解成本，都需要强大的资
金流。对此，一些拆解企业就选择融
资或者贷款来缓解资金压力，但这也
需要付出股份、利息等代价，一般的
拆解企业不见得能够承担，而且这也
等于变相提高了成本。”

拆得越多，垫得越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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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黑拆解”繁荣
的恶性循环

影响 废弃家电不同于普通的废弃物，随
意拆解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露天
非法拆解的过程易产生有害气体污染
空气，电器中的铅、汞等重金属化学物
质的泄漏则会给土地和水源造成难以
恢复的破坏。 长期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
中， 重金属等污染物在人体长期积累，会
产生慢性中毒的症状，严重者则会导致癌

变甚至危害生命。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拥有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拆解资质的拆解工厂里，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被“吃干榨净”———玻
璃、有色金属、废铁、废铜、废塑料都能
得到再利用，氟利昂、荧光粉等危险废
弃物会转移到有危废处置资质的企业
来处置。

家电归宿不同，产生影响不同现状

废旧家电正在被拆解处理。 记者 和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