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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衣物能否找到好去处？
上海市目前年产旧衣物量达

13万吨之多，但回收量只有300多
吨。回收箱常遭撬窃以及利润薄、
监管缺失等因素，影响着旧衣物回
收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

上海和泰花园小区门口，一位年
轻的妈妈带着七八岁的女儿，引导她
亲手把旧衣物塞进一只憨态可掬的

“大熊猫”嘴里。这位妈妈说，希望通
过这样的举动，从小就培养孩子的环
保意识。

记者日前碰到的这一幕，与上海
市近年来大力推行的“大熊猫”废旧衣
物 回 收 箱 项 目 相关。早在 2010 年 12
月，上海市就开始在居民住宅小区进行
废旧衣物回收利用试点，并于 2011年 5
月试点推广至全市。2012年 2月，上海
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集”项目
和“废旧衣物回收利用”项目同时列入
第 5 轮“三年环保行动计划”，希望通
过这两个项目的建设，实现生活废弃

物“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目标。
这些萌萌的“大熊猫”废旧衣物回收

箱，如今在上海的各个角落都有分布，数
量达 2000 多个。据项目建设方上海缘
源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大熊猫”
回 收 箱 尤 以 虹 口 区 最 为 集 中 ，达 到 了
348 个，覆盖了 313 个小区、213 个居委
会，覆盖率达 55%。

自从“大熊猫”废旧衣物回收箱“落
户”各社区之后，许多闲置衣物似乎有了
去处。当一件旧衣服被“喂”给“大熊猫”
之后，等待它的命运究竟如何？记者经
调查发现，由于回收模式尚未成熟、回收
过程缺乏有效监管，“大熊猫”内的旧衣
物经常被人窃取，流入不法商贩手中，带
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如何从法律的角
度进行更规范有效的监管，成为解决这
一问题的关键。

上海年产13万吨旧衣物待处理

“女儿买来的很多衣服穿了一季
就不穿了，一大堆衣服放着占了不少
地方，想捐也不知道往哪儿捐，最后只
能丢掉。”家住上海市延长路的张阿姨
面对家中一大堆旧衣服，很是烦恼。

有类似烦恼的，不仅是张阿姨。
据记者了解，在上海，每天产生的旧衣
物多达数百吨。一年下来，需要处置
的旧衣物总量达到 13 万吨之多，约占
上海全部生活垃圾的 3成左右。

据有关人士介绍，数量如此之大
的旧衣物，其出路只有两条：一些较厚
较新的旧衣物，通过民政部门或公益
组织等渠道，经消毒后捐往灾区或贫
困地区；剩余的则由居民自行处置，大
部分被当作普通垃圾扔掉。由于这些
衣服大多由化纤材料构成，可降解性
差，并且经过了织布、漂染等多道工
序，随便丢弃，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
的污染。

为解决这一问题，自 2010 年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开始在全市
试点废旧衣物回收，以原闸北区临汾
路街道为例，其下辖的 17 个居委会都

在小区内建立了回收点，由专业公司统
一进行回收。

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在整个社区回收体系中，包括上
海缘源实业有限公司在内共有 3 家企业
参 与 废 旧 衣 物 回 收 ，覆 盖 小 区 2000 余
个，几乎覆盖了全市。仅去年一年，通过
在居民区、政府部门等不同地方布点回
收的生活废旧织物，就占到全市垃圾分
类的 2%左右。

回收废旧衣物能带来多大的效益？
上海缘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膺鸿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1 亩地产棉花 80 公斤，
每利用 1 公斤旧衣物再生纤维等于节约
用地 8.33 平方米，同时可减少劳动力、化
肥、农药和物流费用的投入；1 吨石油可
生产涤纶、尼龙等化纤原料 800 公斤，利
用废旧化纤织物加工成再生粒子原料，
不仅可以节约石油，还可节约其他化工
原料的投入。

尽管可以带来这么多效益，但记者
了解到，目前上海市旧衣物每年回收总
量只有 300 多吨，相对于每年 13 多万吨
的旧衣物产生量，只占冰山一角。

回收箱时常遭窃给健康、环境等带来隐患

虽然废旧衣物回收箱进驻部分
社区已两年多，但却遭遇到了回收瓶
颈。在采访中，不少市民都有类似的
疑虑：“我当然希望废旧衣物能够通
过合理的方式再生利用，但我担心这
些衣物流到不法商贩手中，简单翻新
之后再流回市场。”

家住静安区的李先生曾在路边
以及一些衣裤批发市场看到过二手
衣物被翻新出售，这让他不敢轻易将
旧衣物投放至回收箱。据了解，在上
海的街头巷尾，有上万个小贩在回收
废旧衣物，一些好的衣服贴上标签被
充作新衣服转手倒卖。

在上海市虹叶茗园，门卫大叔指
着门口的“大熊猫”回收箱说：“这个
回收箱子放在我们小区北门口大概
有 7 个多月了，天暖和的时候，半夜总
有 人 把 里 面 的 衣 服 掏 出 来 ，一 件 件

选。好点的就自己拿走，不好的就又塞
进去。”

“几乎每天都有小贩来偷衣服，尤其
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上海市蓝村路
501 弄蓝村小区保安告诉记者。记者看
到，这里的“大熊猫”回收箱距离小区门
口约 20 米，上面的门已经损坏，靠铁丝
勉强挂在“大熊猫”脸上。

“小贩通过‘大熊猫’脸上的这个门，
用长长的铁钩就能把衣服勾出来。”小区
保安说，这个小区里至少有一半居民都
是租住户，许多人在搬走的时候，会把废
旧衣物扔进回收箱，回收量很多，不少衣
服还挺新的，小贩有的拣了自己穿，有的
拿去卖。

“除了撬窃，到现在为止，还有 3 个
放在小区绿化带上的‘大熊猫’回收箱被
整个偷走。”杨膺鸿说，他报案后在监控
录像里清晰地看到，大半夜，“大熊猫”回

盈利率偏低制约旧衣物回收规模扩大

杨膺鸿坦言，根据公司统计，全市已
经入驻小区的废旧衣物回收箱，有近 4
成遭到撬窃。

对此，杨膺鸿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
把放在绿化带无人看管的回收箱搬到小
区居委会旁，或者小区门口门卫处附近，
不过，由于每个小区的条件不同，撬窃现
象还是屡禁不止。他曾遇到过一起极端
的案例：小区保安和小贩串通，一起偷盗
废旧衣物。

除了摆放位置，“大熊猫”回收箱本
身设计制作上的缺陷，也给了偷盗者以
可乘之机。

杨膺鸿说，目前使用的回收箱是由
玻璃钢和 20 公斤废旧衣服混在一起制
作而成，由于衣服纤维牢度不够，使得箱
体很容易裂开和被撬窃，想要修复也很
困难。到了梅雨季节，雨水极易从箱体
表面纤维的空隙渗入箱体。另外，玻璃
钢和衣服纤维很难分开回收，使得回收
箱最后只能全部报废。

除了回收箱被撬坏、衣物被盗走之
外，正规回收公司盈利率偏低，也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着废旧衣物回收规模的扩大。对
此，一位业内资深人士给记者算了两笔
账。

按照上海目前箱体的情况来看，一
个 回 收 箱 月 均 能 收 取 废 旧 衣 物 80 公
斤。其中，夏季综合类衣物符合出口的
约占 15%，秋冬衣物综合类约占 5%，纺
织原料资源化利用约占 25%，余下为化
纤和混纺的废旧衣物。

目前，夏季综合类衣物 1 吨价格在
6500 元左右，秋冬衣物 1 吨约 2000 元，
资源化做成纺织原料的均价约为每吨
2800 元，其他化纤和混纺的均价为 200
元 1 吨。按此计算下来，一个回收箱体
按照合法的盈利方式，每月大约可获利
150元。

“个人的贪婪在利益面前容易被放
大，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废旧衣物的收
购项目总是由政府牵头，交给资质完善的
专业公司来处理，而不是转手交给收购废
旧物品的小摊贩。一旦交给小贩，废旧衣
物流向就会失控。”这位人士说。

他还表示，按照每个箱体每月收取
80 公斤废旧衣物来算，根据经验，回收
公司至少要有 1000 个箱体的投放量，才
能扭亏为盈。

这位人士又给记者算了另一笔账。
一家正规废旧衣物回收公司场地费一年

需 40 万元、人工费 80 万元、社保 18 万
元、油费 20 万元以及其他费用 18 万
元，总计年支出约176万元。按照每个箱
体每月 150元盈利来算，1000个箱体1年
约盈利180万元，除去帮困济贫等公益捐
赠外，差不多略有盈余。

这就意味着，一家废旧衣物回收
公司如果箱体不足 1000 个，就一定会
亏损。如果想从中获利，就不得不砍
掉人工、场地等费用。

杨膺鸿的公司是上海最早在小区
设置旧衣物回收箱的企业，他坦承，他
们 不 是 单 纯 的 慈 善 机 构 ，需 要 从 回
收中赢利。他告诉记者，他们一般对
旧衣物进行两次分选，第一次是价值
分选，将成色新、款式新的衣物挑出
来，消毒后捐献给有需求者，这部分占
公司回收旧衣物的 3%~4%；第二次是
按照面料成分分类，捐赠余下的回收
旧衣物会按照毛、棉、化纤、混纺、鞋包
分类后，再生利用为纺织原料，用于制
作无纺布、劳防用品、菜棚保暖棉以及
车用隔热用布等，而这正是公司生存
发展的基础。

“我们现在回收的旧衣物，有 8%
左右比较好，我们就把这些挑选出来，
捐赠给贫困地区。”上海绿圣纺织品科
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称，除了 8%的
衣物捐赠外，另外 92%的旧衣服则在
进行分类后，进行再回收处理。

为了防止回收箱被撬坏，杨膺鸿
透露，他们对“大熊猫”回收箱进行了
改进。新版回收箱采用新型工程塑
料，加入了防冻、防裂、防紫外线的物
质，不怕高温日晒，在零下几十摄氏度
的情况下也不会开裂。虽然制作成本
比原来高出 200 元，总价在 1200 元左
右，但使用寿命可以达到 8 年。此外，
工程塑料 100%可以回收，每个回收箱
将来弃用后，回收价格仍有 300元。

据介绍，新版“大熊猫”废旧衣物
回 收 箱 占 地 1 平 方 米 ，比 原 来 高 一
点。最重要的是，新箱体在防盗上有
了很大改进，在居民可以投掷废旧衣
物的同时，内部设置了一块 40 度角倾
斜的挡板，使得衣物进入箱体后无法
再被勾出来。另外，铁件直接焊接在
塑料里，很难被撬卸下来。

据悉，新型“大熊猫”废旧衣物回
收箱将首先在新推广的社区内进行安
置，之后逐步替换旧版回收箱。

废旧衣物收运监管空白亟待补上

旧衣物的流向究竟由谁来监管？对
这一问题，杨膺鸿也坦言，目前这方面的
确是空白。他呼吁政府应尽快建立一个
监管机构，以便对整个旧衣物流向进行
监管，并对回收旧衣物机构的运作进行
监督，让其更加规范化、高效化。

但现实情况却是，不仅旧衣物流向
没人监管，就连旧衣物回收箱的监管都
无人问津。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性质上说，居民产生的旧衣物
属于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而根据
2014 年开始实施的《上海市促进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管理办法》规定，生活垃圾中
可回收物的回收，由商务行政管理部门
负责指导和监督管理。

据这名负责人介绍，2011 年，上海
开始推行垃圾分类，他们也鼓励社区设
置旧衣物回收箱，并引导有意愿的企业
为社区提供收运服务。目前，全市已有
3家企业在从事这项工作。

“但是，对于这些设置旧衣物回收箱
的企业，我们没有审批的权限，也没有监
管的权限。”这名负责人表示，旧衣物回
收市场是一个企业自发行为的市场，他
们曾希望能够从企业中得到一些数据，
比如回收了多少旧衣物及其去向等，但
有的企业愿意提供，有的企业不愿意提
供，所以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无法完整掌
握这些数据。

目前，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正
在和有关部门协同加快“两网合一”，即
生活垃圾处置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网络
的协同，逐步推动废旧衣物等低价值可
回收物的有序回收再利用。

根据住建部颁发的《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及其评价标准》规定，在垃圾分类
中，旧衣物（织物）与纸类、塑料、金属、玻
璃等，同属于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可
回收物。遗憾的是，对于废旧衣物的回
收，目前没有一个直接监管的部门，这使
得许多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企业的自
我监督和改进。

废旧衣物回收虽然被定性为“循环

经济专项项目”，但上海出台的《上海
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中没有明确
规定，这使得废旧衣物是否属于“再生资
源”以及其收运监管应由哪一部门具
体负责等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答案。

“上海市发改委负责立项，但整个
回 收 流 程 由 谁 来 监 管 ，我 们 也 不 清
楚。”杨膺鸿说。

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废弃物管
理处负责人表示，不同回收公司放置
的回收箱五花八门，废旧衣物收运体
系难以规范化，在布点和收运的及时
性上都存在问题，“接下来我们将规范
收运行为，在试点区域统一容器大小，
改进废旧衣物回收箱布局，让这个体
系更加合理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今年上
海“两会”上，旧衣物回收也引起了有
关人士的关注。上海市政协委员、上
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翊青专门提
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来
明确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并对旧衣
物回收箱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调研，对
现有利益分配机制进行调整。

安翊青建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应当会同市商务委共同进行查
处，并避免旧衣物外流对环境和市民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为进一步
明确旧衣物回收箱的管理职责问题，
上海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对
旧衣物回收箱项目的行政监管。

她还建议，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牵头，对旧衣物回收箱项目开
展进一步的调研，对现有利益分配机
制进行调整。

“如果要保持旧衣物回收箱项目
的公益性，可以选择让非营利性的社
会团体机构承担该项目的运作，并通
过政府财政、社会捐助等方式筹集项
目运营资金；如果要通过市场化方式运
作，则需要让旧衣物回收公司能够从中
获得必要的合理利润，才能让公司真
正把这项工作当成一份事业去用心经
营。”安翊青说。

其他城市废旧衣物回收状况

相关链接

北京市：2015 年，结合“环卫+互联网”社区垃圾智
慧分类系统，北京市环卫集团在一些机关单位、校园和
居民社区，建立了废旧衣物回收在内的再生资源回收
项目。目前正着手在 300个小区总计 28万余户、100万
人的范围内建立回收网络。未来 1 年~2 年内，将通过
并购回收企业、自建回收点等方式，在全市建立 2000
个左右的回收点。

济南市：济南在全市已经投放了 420 多个废旧衣
物回收箱，覆盖了整个高新区，在历下区、天桥区、市中
区、历城区等 15 个街道办都有分布，负责提供旧衣物
回收箱的是济南成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管单位为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

太原市：太原市社会志愿服务交流协会发起实施
“衣旧情深”公益项目，经太原市文明办、太原市民政
局批准，目前 5000 个“绿色环保废旧衣服书报回收箱”
陆续向全市各居民小区、物业小区、单位楼院、机关学
校实施投放，旨在将垃圾分类处理、减少环境污染，无
公害并且清洗消毒后的可用衣物，将用于捐赠给有需
要的人群。

兰州市：2015 年，兰州市一家企业联合相关部门，
在 30 个小区内总计投 放 了 100 个 废 旧 衣 物 回 收 箱 ，
以 解 决 群 众 捐 赠 无 门 、资 源 浪 费 的 情 况 。 按 照 计
划 ，这 家 企 业 将 要 在 兰 州 市 总 共 投 放 5000 个 回 收
箱，覆盖全市每个小区，让人们的爱心有去处，实现
资源的重复利用。

昌吉市：今年 3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批废旧
衣物回收箱悄然落户昌吉市，这批废旧衣物回收箱
由 当 地 一 家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投 放 。 昌 吉 先 在 两
个 居 民 小 区 内 安 装 了 废 旧 衣 物 回 收 箱 ，按 照 计划，
昌吉市将利用 2 年~3 年时间，实现废旧织物回收箱在
社区全覆盖，届时，昌吉市将会有 3000 多个废旧织物
回收箱投放街头。

收箱被装上面包车，偷盗者故意开着大
光灯，监控摄像头也没能拍到车牌。

曾参与过捐赠的蓝村小区居民张先
生问记者：“你知不知道捐赠出去的旧衣
物被用来干什么了？有没有人监管呢？”
采访中，不少居民表示，回收箱遭窃，保安
不愿管，说不属于他们的职责，“我们捐出
的东西如何保证被有效利用呢？”

这些被偷走的旧衣物最终去了哪
里？杨膺鸿说，这些旧衣物主要有3个流
向：完好无损、成色较新的衣服会流入二手
地摊市场出售；比较破的衣服则被低价卖
给一些砖窑厂作为燃料使用；没有再利用
价值的衣服最后被扔进垃圾桶。

“我国目前对二手衣物的进口及交
易是明令禁止的。”有关专家表示，地摊
上的旧衣物在流转过程中，因为本身卫
生及存放条件等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存
在各种病菌、寄生虫等，而摊贩也未必会
对衣物进行洗涤和消毒，因此这些旧衣
物的卫生安全状况堪忧。

同样，废旧衣物也不能用于燃料，尽

管其热值和煤炭的热值相当，约为 5000
大卡左右。这名专家说，政府主导废旧
衣物回收的目的是推动其资源化、无害化
利用，如果流向二手市场或用于焚烧的话，
就跟其目的相悖了。更令人担心的是，对
废旧衣物的不当处置极易传播疾病、污
染环境。

在小贩收集来的废旧衣物中，无处
可去的衣服垃圾一般只能被填埋或当燃
料处理。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衣服当
作燃料的价格并不高，加上衣物的燃点
高出纸张 1 倍，许多废旧衣物都被送到
安徽、江苏等地的砖窑厂和锅炉厂当燃
料烧掉了。

除了面对回收箱被撬、衣物被盗或
者废品回收机构恶意破坏等事件之外，
对于杨膺鸿来说，整个回收体系的成本
平衡等因素，是企业必须要考虑的现实
问题。据他计算，按照公司现在的规模
和运行模式，每月支出在 7.5 万元左右，
而销售旧衣物制品的收益则不到 5 万
元，处于亏本运营状态。

编者按

在当下，快速淘汰
的旧衣物成了一种新的
消费垃圾。有统计显示，
每年我国大约有2600万
吨旧衣物被扔掉，但再
利用率还不到1%。

有关研究显示，如
果旧衣物被随手抛弃，
水质、土壤、空气等都会
受到污染。但如果全部
得到回收利用，不但相当
于节约原油2400万吨，
还能减少8000万吨的二
氧化碳排放，同时还能
进行多方面的资源化利
用，其益处可谓不小。

由于起步晚，废旧
衣物回收存在不少问题，
如何进行更规范、更有效
的监管，是当下包括上海
和其他开展废旧衣物回
收的城市必须要解决的
问题。 目前分布在上海全市的“大熊猫”废旧衣物回收箱总数达到 2000 多个。图为位于上

海市虹口区邮电新村小区门口的“大熊猫”回收箱。 周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