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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设立上门回收服务

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市民将废旧家电当做垃圾处理掉。而为了避

免废旧家电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呼和浩特已在部分小区试点集中收集废

旧家电，并设立上门回收服务。

2020年12月18日，在赛罕区华盛家园内，内蒙古美丽青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小区内居民拿过来的电热器装在了指定的垃圾

分类袋中，在封口处贴上了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中有居民垃圾分类的相

关信息，信息中还明确了垃圾的类别，并形成积分。”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闫丽冬介绍，2020年8月，政府主导在赛罕区华盛家园内引入内蒙

古美丽青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对废旧家电进行上门回收，有力

管控相关环节，对废弃家电中的材料进行再次循环利用，从而能够及时

地监管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内蒙古美丽青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黄翘说，企业在废旧家

电的处理过程中，主要区别于以往商贩个体拆解处理的形式，公司从回收开

始，就按照标准定价表，根据材质进行不同价格的回收，回收后的家电被拆

解，之后进行细化分类，最后再次利用或回收。针对一些在北方无法处理的

材料，则统一运送南方可以处理的地区进行最终处理。整个过程中，严格对

不同材料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损害和促进合理利用。

黄翘表示：“如今，对于一些大型家电我们可以主动上门回收，居民只要

通过手机APP网上预约，之后将有垃圾分类工作人员进行上门取件服务。”

据介绍，目前呼和浩特的二手家电循环还是以二手市场为中间渠

道，企业受人员成本和技术处理费用等影响，发展空间还较为狭窄。今

后，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不断推进，会有很大改善。

【变化】

“互联网+回收”模式悄然兴起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互联网+回收”的模式正悄然兴起，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处置废旧家电。

呼和浩特市尚东枫景小区的王先生，不久前刚刚通过互联网处置了一

台旧洗衣机。原来，这台洗衣机体积大且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个人搬运较为

麻烦，他多次联系收废品的工人，但工人觉得无利可图不愿上楼。多方评估

后，王先生决定网上下单，在京东APP上提交了旧家电回收订单。“只需通

过手机APP下单，输入家电的型号和状况，就会有服务人员上门评估并回

收，而不用满大街找人来收货，比过去方便多了。”王先生说，正规的企业开

展的互联网回收模式，不仅给居民带来便利，更因为流向清晰，可以确保废

旧家电得到环保处理，而小商小贩收走后，很可能会流入市场被随意拆解。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首府的东鸽电器城、国美电器城和商场内的家

电城了解到，目前电器城和电商平台都纷纷推出了线上“家电回收”服

务，除了回收洗衣机、空调、冰箱、电视等传统四大件外，还推出了电饭

煲、电磁炉、豆浆机等小家电回收服务。

家电更新换代快，废旧电器该往哪里去？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惠 刘 睿

随着旧家电使用期到期和产品的更新

换代，大量废旧家电随之产生，而淘汰下来

的废旧家电如何处置，流向哪儿？如果处置

不当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日前，国家提

出要完善废旧家电的回收处理体系，让废

旧家电变废为宝。呼和浩特的废旧家电回

收处理状况如何？连日来，记者进行了走访

调查。

【走访】

废旧家电数量较大

2020 年 12 月 20 日，呼和浩特市竹园

小区的麻先生喜迁新居，住进了敞亮的新

房子，开心之余他有了新的烦恼，替换下来

的旧家电该怎么处理？在麻先生的旧居，记

者看到，客厅地上堆放着淘汰的电视机和

空调，“向小区的商贩打听，一台电视机最

多卖二三十元，这么低的价格卖还真舍不

得，带到新房没地方，送人也没人需要。”麻

先生挺纠结。

不少人也和麻先生有着同样的烦恼。

“临近年关，换了一台屏幕大的电视机，买

回来后旧的却始终没处理出去，至今堆放

在房间里。”家住五里营小区的牛远志对记

者说。

记者走访发现，废旧家电数量较多，大

部分被超限期使用或搁置，其中少部分被

商贩回购翻新后，再次流入市场。令人担心

的是，由于回收渠道不够通畅透明，加之人

们缺乏对废旧家电回收的认识，造成大量

废旧家电流向不明，带来安全隐患和环境

污染。

赛罕区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人员闫丽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废旧家

电目前数量还比较大，如果得不到恰当处

置，环境隐患很大。“废旧家电的处理一直

是废旧物品回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

是家电的合成材料中有很多金属，如铅、

汞、镉等有毒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一旦

处理不到位，就会极大地污染空气、土地和

水。但是，如果得到合理规范处理，废旧家

电却是一种可利用资源。”闫丽冬说。

【调查】

收售旧家电利润低

旧家电淘汰下来后，部分流入二手市

场，再次销售。不过记者走访发现，二手家

电的销售状况并不乐观。

2020 年 12 月 19 日，记者在云中路废

旧家电市场看到，除了商户几乎没有市民

前来询问和购买。收售家电的老板王云告

诉记者，市里淘汰的电器由个体废品回收

站回收，回收价均不会超过七八十元，回收

的家电都是等离子电视和用了10年之久

的冰箱冰柜等，出售价格也大部分在 100

元左右，利润很低，加之也没有消费者，所

以现在废旧家电回收很少。

在锡林郭勒南路的二手家具电器市场

内，商贩们也同样告诉记者，废旧家电产品

利润并不丰厚，电器淘汰率过高，市场容量

饱和，收售废旧家电利润少，甚至亏本，而

收来的电器要经过翻新、维修，一个月也卖

不了几台。

【行动】

集中收集安全处置

按照规定，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应该由有资质的回收

拆解企业来处理。那么，目前呼和浩特市回收的废旧家电

去了哪里？是否实现了环保处理？2020年12月21日，记者

来到呼和浩特市生态环保局进行采访。

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负责人胡

斌告诉记者，目前家用电器的升级更换已是常态，大量废

旧家电的收集和处置即是一项基础性的民生工程，也是一

项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废旧家电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

带来环境污染，而且非法拼装的产品会扰乱市场，造成安

全隐患。废旧家电与一般的城市生活垃圾有很大不同，由

于其电子元件中成分复杂，部分含有铅、汞、砷、铬等重金

属，处置不当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请广大市

民对废弃家电的处置严格按照垃圾分类标准，合理分类，

正确投放。

“国家严禁私自拆解废旧家电，收集和拆解企业需办

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采取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获

得废旧家电拆解行政许可才具有拆解和处置资格。目前，

呼和浩特市还没有经过行政许可的正规废旧家电拆解企

业。废旧家电回收后，需要发往呼和浩特市周边有拆解资

质的企业进行拆解。”胡斌介绍，正规拆解企业批量回收，

可以全面防止和控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对环境造成的污

染，使废旧电器变废为宝。

下一步，为了防止因废旧家电随意拆解对环境造成的

污染，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开展执

法行动，发挥各自职能，依法严肃查处排查过程中发现的

违法拆解、证照手续不全等行为，对非法加工利用小作坊

和“散乱污”企业，由地方人民政府坚决予以取缔。对依法

应当予以行政拘留或者发现涉嫌犯罪线索的，及时移送公

安部门处理。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废旧家电被当做垃圾随

意处理掉，呼和浩特市生态环保局已联合城管部门联合制

定方案，在垃圾分类中实现对废旧家电的有效处理，对废

旧家电进行集中收集，并交由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安全处

置。

【新政】

七部门发文
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处理废旧家电，日前，内蒙古自治

区发改委、工信厅等七部门联合转发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

印发的《关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动家电更新消

费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作出工作部署。

《方案》要求健全多元回收处理体系，支持龙头企业、

行业协会组建自治区级和盟市级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企业

联盟，开发建设“互联网+回收”应用服务平台，把家电生

产、销售、旧货交易、回收、拆解企业整合为互动链条，构建

智能、高效、可追溯、线上线下融合的回收处理体系。

《方案》要求优化回收体系，结合环卫部门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生产企业售后服务回收、销售企业“以旧换新”、互

联网企业“互联网+回收”等回收处理体系，开通专门预约

服务热线上门收集，设立废旧家电集中收集投放点，提高

回收的便捷性。

《方案》要求提高拆解处置能力，鼓励有资质的企业建

设除“四机一脑”以外废旧家电拆解处理设施，支持家电生

产、销售、使用单位与回收企业通过自建、联合和委托等方

式，设立废旧家电周转仓库，建设拆解利用生产线，开展回

收拆解利用业务。

此外，要加大对违法违规拆解处理、造假骗补、排放不

达标等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违法拆解废旧家电、非法

转移或倾倒危险废物等行为。鼓励回收企业推动收集、存

放、转运、处理等环节的信息化管理，实现可查询可追溯。

废旧家电运送

后进行分类处理

上门回收家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