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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概况 

2 产业发展新形态 

3 中日再生资源产业合作建议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概况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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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再生资源产业发展规模 

▲ 国内主要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有 10多万家 

▲ 各类回收网点约 20万个 

▲ 规模以上回收加工厂 1万多个 

▲ 各种回收人员达 1500万人 以上。 

 

（一）国内回收现状 

▲ 2006年以来进口量基本保持稳定，4000-5000万吨/年 

▲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质量标准、管理标准日益

严格 

（二）进口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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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再生资源产业发展规模-现状 

回收量 2014年回收约为2.45亿吨 

回收值 

进口量 

  2014年国内回收值6446. 9亿元 

  2014年进口4132.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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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再生资源产业发展规模-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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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开始，中
国再生资源利用量
已经超过了2亿吨，
其中2009年还一度
达到了2.4亿吨，
在全国资源消耗中
占到了显著的比例。 

2006年以来中国

进口再生资源总

量变化不大，基

本保持在4000-

5000万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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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 金属类再生资源利用 4.5亿吨 

石油 
塑料类再生资源利用 6000万吨 

森林 3亿立方米 废纸再生利用 

取得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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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再生资源产业发展规模-趋势 

     在“十三

五”期末和“十

四五”时期再生

资源的国内废弃

量将可能会出现

一个较大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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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特点——总体分散 

企业数量多 

平均规模小 
行业规模大 

技术水平
普遍不高 

中国再生资源行业 

解决资源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抓手 

市场化程度较高 

2014年回收利
用量利用量
2.86亿吨 

10万家企业，平 
均小于3000吨/家 

已经形成了一批 
再生资源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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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品种已经在一些地
区形成了资源的相对聚集，在
这些地区回收经营户互相带动，
分布在一块相对集中地区域，
有些地区再生资源产业已经成
为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产
业。 

废轮胎 废塑料 

废有色金属 

再生资源各个品种相对集中 

1.2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特点——相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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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家主要宏观规划中都把再生资源放在重要位置 

•推进循环型生产方式：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构筑链接循环的产业体系。 

•健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体系；开发应用源头减量、循环利用、再制造、零排放和产业链接技术。 

•七大循环经济重点工程中，循环产业涉及四个：（1）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示范城市；（2）城市矿产示范基

地；（3）再制造产业化；（4）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从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健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体系、推广绿色消费模式和强化政策技术支撑四个方面发

展循环经济。实施循环经济“十百千示范行动”：100循环经济示范乡镇和城市；1000个循环经济示范企

业；10大循环经济示范工程。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 

•节能环保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实施再制造产业化行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示范行动，加快“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促进区域循环经

济体系建设。加快海水淡化产业发展。 

•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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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家主要宏观规划中都把再生资源放在重要位置 

•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应用，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

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态。 

•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废弃物逆向物流交易平台 

•积极发展再制造专业技术服务，建立再制造旧件回收、产品营销、溯源等信息化管理系统。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意见 

•建立起网络完善、技术先进、分拣处理良好、管理规范的现代废旧商品回收体系。 

•建设网点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回收方式多元、重点品种回收率高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示范城市；扶持大

型龙头企业；推动建设一批综合性园区和回收利用基地。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意见 

•攻克一批技术障碍，技术储备能力显著增强，企业重大科技成果集成、转化能力大幅提高； 

•掌握一批具有主导地位的关键核心技术，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初步形成主要资源循环利用装备的成套化生产能力。 

发改委重要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推广及装备产业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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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家主要宏观规划中都把再生资源放在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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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各部门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给予支持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建设试点城市 
区域性大型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基地 
创新型再生资源回
收模式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
业园区 
限制类进口固体废
物“圈区管理”试点
园区 

循环经济示范市（县）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再制造产业化园区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处理示范试点工程 

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产业
化示范推广工程 

商务部  发改委  

环保部  
工信部 

再生资源 

相关政策 
资源再生利用重大
示范工程 
再生资源行业技术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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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再生资源产业发展阶段 

国家统一经营，物资

和供销社两大系统，

分别负责企事业单位

和居民废旧物资的回

收 

国家物资部和商业部

撤销，国营公司实行

承包制经营，私有回

收公司为国营公司代

收代交，初步具备市

场化雏形。 

国营和私有企业注册

条件、优惠条件一致，

民营经济活跃，也带

来了行业高度分散的

格局。 

资源回收上升到国家

战略，通过政策引导、

园区化管理等手段，

鼓励龙头企业兼并、

重组，提高行业集中

度和技术水平。 

完全市场
化阶段 

市场化过
度阶段 

完全计划统
筹阶段 

宏观调控下的
市场化阶段 



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新形态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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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 

再生资

源产业 

行业内龙头企

业 

传统环保产业

的上市公司 

国有大型企业

（央企） 

国外再生资源

龙头企业 

资本市场（基

金、证券） 

超过30家上市公

司。 

一批央企、国有

企业。 

一批国际合作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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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 

城市矿产资源全面开
发利用综合性企业 

打造报废汽车拆解、利
用、再制造、信息服务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 

从传统环保产业向再
生资源行业转型的环
保型企业 

从汽车生产制造到报
废汽车拆解利用延伸
的技术型企业 

专门从事节能
环保产业的中
央直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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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建设了一批典型园区 

园区化带动产业化 

通过园区化发展实现资源的规模聚集 

通过园区化发展与地方经济形成紧密互动关系 

通过园区化发展形成园区内的产业链条 

通过园区化发展形成公共服务和交流平台 

通过园区化发展实现污染的集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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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建设了一批典型园区 

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目前已经批复49个，各省也在逐步开展省

级“城市矿产”示范园区的建设。 

进口再生资源“圈区管理”试点园区：目前环保部已经批复21个进口

园区，其中有14个园区通过环保部或省级环保部门验收，在通过验收的

区域内从事进口的企业只能在园区内进行加工利用。 

国家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目前环保部已经同意3个园区开展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工作，静脉产业园区将成为环保部门管理

再生资源行业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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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城市矿
产”示范基地

共39个

现有45个国家城市矿
产示范基地分布

49个国家“城市矿产”示
范基地园区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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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标准体系日益完善 

生产技术规范 过程污染控制 

再生原料标准 再生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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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标准体系日益完善 

国家鼓励的循环经济技术、工艺和设备名录（第一批） 

•发改委、环保部、科技部、工信部 

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装备技术名录（2014） 

•工信部、科技部、环保部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先进实用技术目录（第二批） 

•工信部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先进实用技术目录（第一批） 

•工信部 

2013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目录 

•环保部 

2013国家先进污染防治示范技术目录 

•环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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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融合互联网+，涌现了一批新的再生资源回收模式 

 

 

+ → 
传统集市 互联网 

京东 传统百货商场 

+ 
互联网 

→ 

淘宝 

 

 再生资源 

+ 
互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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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融合互联网+，涌现了一批新的再生资源回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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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融合互联网+，涌现了一批新的再生资源回收模式 

原材料 —— 生产 —— 品牌商 —— 分销/批发 —— 零售 —— 消费者 

前向供应链 后向供应链 

金融 

逆向互联网化 

物流 

再生资源+互联网=打通供应链 



   中日再生资源产业合作建议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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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再生资源回收量迅速增加 

中日再生资源产业合作建议 

1、加强中日双方在再生资源相关管理政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包括管理

制度、政策体系的构建，分类标准、产品标准、技术规范、污染物排放

标准等全过程标准体系的建立。 

2、日本的技术装备生产企业加强跟中国的相关企业合作，通过技术输出、

再创新，研制出一批更适合于中国再生资源行业特点的技术设备，同时

降低设备制造成本，促进中日双方的技术合作更加顺畅。 

3、加强中日双方再生资源贸易合作，包括再生原料、再生产品之间的流

通。 
4、建立由中日双方的企业、研究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机构之间自愿

参与的平台。 



谢谢！ 

张艳会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副秘书长 

zhyh@crr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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