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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业内

人士认为，“政府兜底+企业运营+社

会参与”这一模式将会是废旧家具

等大件垃圾回收处理的主要发展趋

势。这也意味着，不仅需要加快扶

持政策完善落地，对再生资源回收

行业进行整治规范，还涉及相关企

业信息化技术应用、居民提升垃圾

分类环保意识等多个方面。

广东省循环经济协会生物质专

委会相关负责人分析指出，广东省

现有运营的拆解中心普遍存在地理

位置偏、运转距离长、厂房面积小、

作业空间不合理、产量低、资源量分

散不集中及设备资产投入重，回报

周期久的突出难点。相较广州白云

区，深圳、东莞、珠海和惠州部分区

域仍以人工拆解为主处于产品化的

探索期，省内其他地区则是人工拆

解和归类为主，利用率较低。

同时，废旧家具类的材质也在

不断提高，不再是以往的易拆解，

可回收模式。“垃圾分类政策的推

行，前端管控会引来各级部门的聚

焦，这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垃圾分类

工作的开展，同时分类、分拣以及

资源化分流处置的难点将会一步突

出。”在他看来，目前废料资源利用

率已经普及，前端分拣分类政策的

执行力度和生产设备的技术升级是

制约发展的主要问题。而随着利用

率走向产品化，分类的优势会逐步

产生溢价空间，相关部门可以协助

利用端企业建立附加值居民返现补

贴渠道，一方面既可以提高居民参

与度，从而提高分拣效率，另一方

面可减少前端的人力和时间以及管

理成本等。

城市废旧家具处理三大难题
盈利不足、成本较高、各地资源利用率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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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估算，2021年全年，中国
家具累计产量达到了11.2亿件，累计增长
14.01%。而家具产品的平均使用年限只有
8年左右，这些使用过的家具去了哪里？它
们被遗落在出租屋等待下任租客处理，被回
收转手至二手市场售卖，被投入到生活垃圾
中，甚至被运送到垃圾场焚烧填埋。

有不少专家指出，面对与日俱增的废旧
家具处理量，需统筹建立覆盖投放-运输-集
中拆解-再利用的大件家具回收利用的完整
链条。但这一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涉及成本
问题，如何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
率，实为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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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家里的旧家具如何处理，很多人第一个

想到找街边废旧品回收的师傅。日前，记者走访

广州棠下、上社、员村等一带社区及采访相关居民

发现，大多人优先选择的废旧家具回收途径主要

有废旧品回收师傅、二手转卖平台，以及政府购买

服务的大件废旧家具资源回收中心。大多时候，

居民较倾向于通过线上渠道预约服务，再由回收

人员上门回收处理。

事实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处理方式在废旧

家具回收领域并不少见。从 2015年开始，随着国

内的垃圾分类制度按下加速键，垃圾回收一度成

为当下时兴的创业风口，“互联网+回收”模式随之

兴起。其间涌现的创业公司大部分面向居民，以

提供上门回收业务为主，包括闲豆回收、再生活、

回收哥、9贝壳等。个别企业甚至获得亿元以上的

融资规模。以北京起家的再生活为例，它曾经覆

盖了北京的1000多个小区，注册用户超过30万。

然而，从趋之若鹜到门前冷落，曾备受资本热

捧的“互联网+回收”模式仅风光几年光景。囿于

现实种种原因，上述企业纷纷改弦易辙，停止回收

业务有之，转头只面向企业及商家提供服务亦有

之，又或者将运营重点放在家电维修、生活商城等

方面，涉及废旧家具回收业务的则是少之又少。

广州绿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雪解释

道，“互联网+回收”模式目前较为简单，还处在线

上下单线下服务，或者线上查询信息沟通，线下交

易或投放等层面上。该类企业市场化运营的可能

性尚未成熟，其中如何实现盈利是主要的发展制

约因素。“自营的创业公司提供上门回收的比较

少，广州地区还没看到这类发展较好的企业。其

实这个行业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控制成本。比如

10kg的纸皮，正常居民家很少有地方堆放。上门

回收人工成本偏高，利润率根本不能满足公司日

常经营的费用。”

据悉，该公司负责开发运营“穗回收”，后者为

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打造的“互联网+”数字化智

慧化公共服务平台，主要面向公众提供在线预约

上门回收的兜底性服务。除了废旧衣物，大件家

具、3C产品、废旧家电、纸塑玻金等其余品类均采

取付费上门回收模式。

曾有调研发现，除了少数家具

在经过修缮后能重新进入旧货贸易

市场，或者拆解后作为原材料进入

企业生产线以外，剩余的大部分都

被运送到垃圾场焚烧填埋，循环利

用不够充分。而即便提高了资源利

用效率，仍有其他问题需要面对。

在白云区龙归街，一辆辆装满

废旧家具的物资回收运送车从各个

街道临时存放点, 风尘仆仆地赶到

大件家具回收处理中心。在这里，

被淘汰下来的家具经过破碎、风选、

磁选、高温挤压等一系列工艺技术

处理后，拆解出来的木料、金属、海

绵、布料将进一步资源回收利用。

据官方给出的数据，目前白云区 24
个镇街设立 134 个废弃家具临时存

放点，自 2021年 5月中心运营至今，

累计完成清运处理大件废弃家具

7736车次，资源化利用约 5889.4吨，

减容量约 8.3万立方米，有效保障城

市安全有序运行。

白云区供销社相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该项目设备的年产能按照未

来 10年运营情况进行生产设计，每

年可实现大件家具回收处理量超过

1万吨。与去年5月至今约5889.4吨

的年实际处理量相比，远超全区的

实际处理量，完全可以满足白云区

废旧家具回收处理的实际需求。不

过，该负责人坦言道，“尽管大件废

弃家具处理中心目前已是实现资源

100%利用，但大件废弃家具的回收

处理成本远大于回收价值，目前只

能通过政府购买或补贴的形式实现

项目的盈亏平衡。”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天河区。

有工作人员透露，今年天河区的大

件垃圾分类回收处理项目已通过政

府采购公开招标，引进了再生资源

回收处理服务企业作为大件垃圾收

运处理中心的运营企业。其中，大

件垃圾处理服务费约 800 多元/每
车。另外，他向记者提供了一组非

官方数据：自 2020 年 3 月正式运行

至今，天河区大件垃圾处理中心已

对接天河区全部21个街道开展大件

垃圾全覆盖服务，中心运输处理量

日均达到 15车，每年可收运处理大

件垃圾约5100车；截至2022年4月，

中心累计收运处理超过 1万车大件

垃圾。

按照上述数据，记者粗略统计

一番，发现仅在天河区，每年的大件

垃圾处理费至少要百万元以上，遑

论再加上环境成本、相关从业人员

健康成本、再生产品综合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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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成本远大于回收价值
只能依靠服务购买或补贴度日

盈利颇难
企业市场运营问题待解

集中拆解

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