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数旧手机闲在家“吃灰”也不卖，为何
探因：回收价格偏低标准不统一，有不少消费者担心隐私会被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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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4月5日讯 春节后，产
地大蒜价格震荡上行。 数据显示，在
全国最大的大蒜交易市场山东省济
宁市金乡县，大蒜批发价每公斤上涨
近2元；有网友晒出超市、农贸市场的
大蒜价格牌直呼“蒜你狠”卷土重来。
4月5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发现，

长沙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内的大蒜暂时没涨价，与春节
期间相比还有些许下降。

数据：大蒜均价创5年新高，一公斤涨了2元

数据显示，3月11日， 全国大蒜产地均价达5.45元/斤，
环比上涨0.96元/斤，涨幅21.38%；同比上涨2.21元/斤，涨
幅98.66%，该价格已创下近5年新高。

如，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是全国大蒜主产区，这里也
被视作预测大蒜批发价的“风向标”。3月18日至24日，该地
保鲜蒜级蒜均价为10.495元/公斤，与去年同期4.578元/公
斤价格相比，上涨了1.2倍。3月中旬，大蒜收购价比2月每公
斤涨了近2元。

大蒜批发价上涨的原因，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主办的
“国际大蒜贸易网”分析称，因春季气温回升、蒜苗进入快
速生长期，产区货源供给量偏多，买家询价、看货较为积
极，卖家则坚持要价。这也意味着，大蒜暂时进入“供小于
求”的卖方市场。

走访：大蒜零售价较春节下降

4月5日9时许，在长沙市步步高超市梅溪新天地，不
少推着买菜车、自备布袋买菜的中老年人。刘女士拿起
三袋被装在红色网兜中的大蒜，价格牌上“爆品”二字非
常显眼，“大蒜7元一斤， 比过年的时候便宜点， 那时候
卖到9元左右。”

在科教新村小区“小胖菜店”门口，大蒜、洋葱、四季
豆等等装在白色塑料箱中，整齐地排列着。正值早高峰
时期，居民来去匆匆，零星几位在摊前选购蔬菜。老板向
记者介绍道，“大蒜8元一斤， 品质很高的蒜米， 做红烧
肉很好吃！”

三湘都市报记者多番走访、询问后得知，尽管生鲜超
市、菜场等地大蒜零售价有些许差异，但大多在8元/斤上
下；多名小菜摊摊主均称，大蒜进货价、零售价都未上涨。
省商务厅近4周市场运行情况通报显示， 全省蔬菜市场供
应量继续稳步增多，葱蒜类价格总体呈下跌趋势。

“做一顿饭最多用半个大蒜，涨价了也是几毛钱甚至几分
钱的区别。” 在科教新村摆摊卖菜的赵先生直言， 若大蒜涨
价，烧烤店的烤大蒜、生鲜超市里卖的剥皮蒜米可能会有微
调，“大蒜是调味品，用量不大，买菜的人也不太关注价格。”
■文/图/视频 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化曼村 刘文雅

“蒜你狠”行情再现？
长沙大蒜价格不涨反降

长沙某小胖菜店销售的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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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换代快，大量旧手机在家“吃灰”

“我和妻子都不算数码产品爱好者，但家里
的废旧手机加起来也超过5台了。”长沙“90后”
小伙熊先生告诉记者，家里抽屉里摆着几台各
种型号的智能机。 因为卡顿、 掉电快或内存不
足，这些手机不得不放在家里“吃灰”。

“卖掉吧，一来卖不上价，二来呢，也担心个
人信息被泄露。”熊先生举例说，2017年上市的
一款苹果手机，当年发售价格超6000元，如今
回收价仅800元左右； 一款原价超1000元的华
为手机，用了三四年，收购者给出的报价为一
两百元。

市民吴先生吐槽说， 之前5000多元买的
手机， 因更换了原装屏幕， 现在只值200元，

“太亏了！还不如放家里做备用机。”
记者发现，有大量机主像熊先生、吴先生一

样，把废旧手机存在家里，只有一小部分机主
愿意卖出旧手机。

两大问题制约手机回收

在长沙中天国际通讯广场做了十多年手
机生意的周先生告诉记者， 手机换代越来越
快， 但旧手机回收并没有显著增加。 在他看
来， 大家不愿卖掉旧手机主要是接受不了价
格的落差。“卖不了多少钱， 东西用久了也有
感情，干脆就不卖了。”

周先生直言， 在目前的二手手机市场中，
由于不同情境下对手机品质和瑕疵的评估标
准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定价
体系相当困难。

此外，二手手机交易过程中，对于“隐私泄
露”的担忧也让很多机主望而却步。

周先生说，多数商家回收旧手机时，只会
采取恢复手机出厂设置的操作， 少有其他数
据清除的技术处理。但恢复出厂设置后，实际
上还可恢复已删除的数据， 尤其对专业人士
来说更是“小菜一碟”。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目前一部手
机的平均寿命在2.2年左右，废旧手机存量超过
20亿部。手机废弃后，约54.2%被消费者闲置留
存，只有约5%能够进入专业的废旧手机回收平
台或“以旧换新”回收渠道。为何手机回收率如
此低？记者走访发现，手机回收市场仍存在缺
少统一价格标准等问题，同时有很多市民担心
隐私会被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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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和标准化
是行业发展的关键

智研咨询发布的相关报告
显示，2023年全国共回收手机约
2.8亿部， 其中2.5亿部以上用于
直接/翻新销售。预计“十四五”
期间，手机闲置总量累计将达到
60亿部，二手手机潜藏价值超过
6000亿元，庞大的基数展现了手
机回收市场的广阔前景。

湖南省循环经济研究会会
长周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当前，受回收价格较低、不够方
便快捷、数据安全性难以保障等
问题困扰，消费者对废旧手机回
收的信任度不高、 回收意愿较
低。“行业的透明度和标准化是
行业发展的关键。”

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行动方案》， 对于以二手3C
产品交易为核心业务的企业而
言，《方案》的出台无疑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方案》中指出，要推动二
手电子产品交易规范化， 防范
泄露及恶意恢复用户信息。制
修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规
范等再生资源回收标准。 出台
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二
手交易中信息清除方法国家标
准， 引导二手电子产品经销企
业建立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和信
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 研究制
定二手电子产品可用程度分级
标准等。

当规范标准落实时，二手3C
市场的未来会更有活力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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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消费者家中闲置的旧手机。

家用电器以旧换新、 大宗消
费品更新换代……作为“消费促

进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消费品以旧
换新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热点之一。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由于对隐私
泄露有顾虑、 回收价格偏低等因素影
响，不少家庭任凭旧手机“堆成山”，
宁愿闲置也不卖。

■文/图/视频三湘都市报
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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