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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再生资源产业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生态环

境质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回收作为再生资源产业

的核心环节，承担着将各种分散的废旧物资进行“汇聚”与初加

工的任务，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实现手段和发展保障，受到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进一步发展

壮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不断完善，行业创新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和回收总额取得新突破，行业规模和

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深刻影响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多项重大利

好政策相继出台，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为全面系统地反映 2019 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基本情况，更

好地服务企业和社会公众，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整合各方资源，

组织编写发布《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20）》。报告

全方位总结 2019 年度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产业的发展特点和存在

问题，系统梳理相关政策措施，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了

分析与展望。希望《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 2020》的发

布能够为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提供向导，为相关产业部门、决策部

门和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有益参考，推动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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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发展基本状况  

（一）回收总量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我国政府加大逆周期调节、积极实施“六稳”政

策，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

色金属加工业、有色金属加工业等在上年增速回升的基础上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2019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约10万家，回收行业从

业人员约1500万人。截至2019年底，废钢铁、废有色金属、

废塑料、废轮胎、废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

废旧纺织品、废玻璃、废电池十大品种的回收总量约3.54亿

吨，同比增长10.2%。2018-2019年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情

况如表1所示。2019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量及占比

情况如图1所示。 

表1  2018-2019年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情况 

序号 名  称 单位 2018年 2019年 同比（%） 

1 

废钢铁 万吨 21277 24097 13.3 

其中：大型钢铁企业 万吨 18777 21597 15.0 

其中：其他企业 万吨 2500 2500 0 

2 废有色金属 万吨 1110 1199 8.0 

3 废塑料 万吨 1830 1890 3.3 

4 废纸 万吨 4964 5244 5.6 

5 废轮胎 万吨 680 655 -3.7 

6 
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 

数量 万台 16550 17100 3.3 

重量 万吨 380 390 2.6 

7 报废机动车 数量 万辆 199.1 229.5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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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万吨 478.8 564.8 18 

8 废旧纺织品 万吨 380 400 5.3 

9 废玻璃 万吨 1040 984 -5.4 

10 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 万吨 18.9 23.6 24.9 

11 合计（重量） 万吨 32158.7 35447.4 10.2 

 

 

图 1  2019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量及占比情况          

（二）回收总额 

2019年，我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额约9003.8亿元，

同比增长3.7%。报废机动车、废钢铁、废旧纺织品、废轮胎、

废玻璃等品种的回收额均有增长，其中报废机动车回收额增

幅最高，同比增长22.8%。2018-2019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

源回收额如表2所示。2019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额

占比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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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2019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额    单位：亿元 

序号 名称 2018年 2019 年 同比（%） 

1 废钢铁 3925.4 4578.4 16.6 

2 废有色金属 2197.8 2127.1 -3.2 

3 废塑料 1189.5 1001.7 -15.8 

4 废纸 970.2 865.3 -10.8 

5 废轮胎 54.4 59 8.5 

6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133 128.7 -3.2 

7 废旧纺织品 15.9 18 13.2 

8 报废机动车 119.5 146.8 22.8 

9 废玻璃 36.4 39.4 8.2 

10 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 42.1 39.4 -6.4 

11 合计 8684.2 9003.8 3.7 

 

 

图 2  2019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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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品种进出口 

2019 年，我国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废

旧纺织品五大品种再生资源进口量为 1349.42 万吨，同比下

降 39.8%。其中降幅最大的是废塑料，同比下降 98.2%。

2018-2019 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进口情况如表 3 所示。

2016-2019 年我国再生资源进口趋势如图 3 所示。 

表 3  2018-2019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进口情况 

序

号 
名称 

2018 年进

口量（万吨） 

2019年进口

量（万吨） 

同比

（%） 

2018年进

口金额 

（亿美元） 

2019年进

口金额 

（亿美元） 

同比

（%） 

1 废钢铁 134.3 18.4 -86.3 7.81 1.11 -85.8 

2 
废有色

金属 
399.4 293.8 -26.4 118.89 94.25 -20.7 

3 废塑料 5.1 0.09 -98.2 0.39 0.005 -98.7 

4 废纸 1702.5 1036.3 -39.1 42.95 19.43 -54.8 

5 
废旧 

纺织品 
0.92 0.83 -9.8 0.21 0.22 4.3 

合计 2242.22 1349.42 -39.8 170.26 115．02 -32.4 

注：废有色金属进口是指含铝废料、含铜废料、含锌废料。 

 

图 3  2016-2019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进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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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纺织品五大品种再生资源出口量 40.66 万吨，同比下降

40.2%。2018-2019 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出口情况如表 4

所示。2016-2019 年我国再生资源出口趋势如图 4 所示。 

表 4  2018-2019年我国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出口情况 

序号 名称 
2018年出口

量（万吨） 

2019 年出口

量（万吨） 

同比

（%） 

2018 年出

口金额 

2019年出

口金额 
同比 

（万美元） （万美元） （%） 

1 废钢铁 33.2 0.27 -99.2 4818.39 102.96 -97.9 

2 
废有色

金属 
0.13 0.12 -7.7 389.44 358.13 -8.0 

3 废塑料 4.05 5.24 29.4 6362.38 8274.19 30.0 

4 废纸 0.06 0.08 33.3 22.34 27.12 21.4 

5 
废旧 

纺织品 
30.51 34.95 14.6 33419.1 37939.8 13.5 

合计 67.95 40.66 -40.2 45011.65 46702.2 3.8 

注：废有色金属出口是铝废碎料、铜废碎料、锌废碎料。 

 

图 4  2016-2019 年我国再生资源出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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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特点及存在问题 

（一）主要特点 

1.政策助推行业转型升级 

2019 年，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国家对再生资源重视

程度明显提高，再生资源领域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力度加大，

多项重大利好政策相继出台，持续为行业注入增长动力，推

动再生资源行业向集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发布《关于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集聚发展的通

知》（发改办环资〔2019〕44 号），提出建设一批具有示范

和引领作用的综合利用产业基地，促进产业集聚,提高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 

4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联

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通知》（工信

厅联节〔2019〕16 号），明确提出支持实施大宗工业固废综

合利用项目，推动废钢铁、废塑料、退役新能源汽车动力蓄

电池等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 

5 月，《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715

号）取消了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总量控制要求，实行“先

照后证”制度，允许“五大总成”再制造再利用和旧件流通，

报废机动车的收购价格改为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定价，通过

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畅通汽车产业循环发展链条，

促进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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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支撑作用逐步凸显 

2006年以来，国家标准委等 14部门先后发布《2005-2007

年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规划》、《2008-2010 年资

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规划》，其中废旧产品及废弃物

回收与再利用重点项目 100 多项。在政府、行业协会以及企

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再生资源行业标准化建设取得阶段

性进展，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领域现行

的国家标准 164 项、在研的国家标准计划 38 项、现行的行

业标准 139 项、发布团体标准 70 项，已形成国标与行标相

结合，强制性与推荐性相协调，覆盖废钢铁、废有色金属、

废塑料、废纸、废旧纺织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多个再生

资源品种，涵盖回收和利用领域的标准体系，基本满足了产

业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需求，有效促进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并将继续推动产业调整升级、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提升国际竞争力。 

3.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不断完善 

近年来，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模明显扩大，全国废

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轮胎、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废玻璃等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逐步攀升。从全

国来看，大部分地区已建立起以回收网点、分拣中心和集散

市场（回收利用基地）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回收网络。据不完

全统计，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

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甘肃、青海、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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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重庆、厦门、宁波、大连、青岛等 22 个省、市、自

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目前已形成回收网点约 15.96 万个，分

拣中心 1837 个，集散市场 266 个，分拣集聚区 63 个，回收

网络已初具雏形。一批龙头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创新能力、

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凸显，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

回收衔接模式、“互联网+回收”模式、手机 app 或热线平

台服务模式逐步成熟，集回收、分拣、集散为一体的再生资

源回收体系逐渐完善。 

4.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协同发展 

在政府引导和市场化机制运行下，上海、广东等省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稳步开展。结合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多个

省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企业或公共场所开展再生资源回收

系统与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两网衔接”，鼓励和推动回收体

系与垃圾收运体系各环节有机结合，通过环卫系统与再生资

源回收企业的合作，推动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的融合，如浙江虎哥环境有限公司打造以生活垃圾分类

服务为核心的社区生活服务平台，通过精细分类，解决废塑

料、废玻璃等低价值再生资源回收问题，大幅提高再生资源

回收率；飞蚂蚁、四川银谷智联和深圳恒锋等企业纷纷进入

社区，将废旧衣物回收融入网络，规范废旧衣物回收、提高

回收量的同时，垃圾减量也取得明显成效，实现资源回收与

生活垃圾分类协同发展。 

5.全流程监管新模式初步应用 

2016 年，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6 部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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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关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明确

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

段，实现信息流与物质流的统一，在政策引导下，行业组织

和企业积极探索开发再生资源回收信息化平台。中国物资再

生协会联合回收利用单位、监管部门为医疗机构建设输液瓶

（袋）回收溯源体系，监管部门可通过管理数据平台查看管

辖地内的医疗机构输液瓶（袋）产生、交接转运和回收利用

情况，实现数字化远程监管和分级管理。输液瓶（袋）分类

投放、暂存、转运、再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追溯体系可有效杜

绝输液瓶（袋）违规利用，避免资源流入小散乱企业，大大

提升了行业规范化水平。 

（二）主要问题 

1.再生资源行业定位不明确 

由于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经营人员自身素质不高、场地简

陋、安全环保设施差以及税收上缴少、效益低等原因，各地

政府对再生资源回收项目的态度“冷热不均”，目前某些地

区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存在偏见，限制再生资源回收处理企

业发展，有些地方干脆一禁了之，不允许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企业落户。 

2.精细化分拣水平低 

由于再生资源来源广泛、回收路径复杂，目前国内回收

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再生资源分拣仍

由人工进行粗略分类，不同类型、不同系列原料难以有效分

离，下游企业利用过程仍需要花费人力和资金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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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回收环节成本高，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低。 

3.小散乱现象依然存在 

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进入门槛低，无组织、无管理的小回

收主体在整个回收行业中所占比重较大，不少行业经营者长

期以来无固定经营场所，经常处于“打游击”状态，部分企

业也游离在行业监管之外。一些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缺乏规范

处置能力，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有的甚至没有相应的配套

设施，生产和堆放过程中极易产生扬尘、废水等环境问题。 

三、各主要品种回收情况分析 

（一）废钢铁 

2019年，我国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9.96亿吨和12.05

亿吨，同比增长8.3%和9.8%，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回收

废钢铁约24097万吨
1
，同比增长13.3%。其中，重点大型钢铁

企业回收废钢铁约21597万吨，同比增长15.0%；其他企业回

收废钢铁约2500万吨，与2018年持平；废钢单耗
2
为216.7kg/t

钢，同比增加14.4kg/t钢，增幅为7.1%，综合废钢比
3
21.67%，

同比增加1.49个百分点。2016-2019年我国废钢铁回收情况

如图5所示。 

 

 
1 废钢铁数据来源：大型钢铁企业：统计了产量占全国粗钢产量 40%左右的钢铁企业的全年回收量，再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粗钢产量，等比例推算出大型钢铁企业的全年废钢铁回收量。其他企业：中小型钢铁

企业回收的废钢铁、铸造和锻造行业使用的废钢铁数量是根据经验和行业发展动态进行估算。 
2 废钢单耗是指生产一吨钢消耗的废钢的数量,单位是 kg/t 钢。 
3 废钢比=废钢/（废钢+铁水），综合废钢比为考虑长、短流程后的废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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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6-2019 年我国废钢铁回收情况 

（二）废有色金属 

2019年，我国铜、铝、铅、锌、锡、镍、锑、汞、镁和

海绵钛等10种有色金属产量为5866.0万吨，同比增长2.2%。

其中，精炼铜产量为978.4万吨，同比增长5.5%；原铝产量

为3504.4万吨，同比下降2.2%。 

据初步估算，2019年铜、铝、铅、锌等4种再生有色金

属产量约1437万吨，同比增长1.9%。其中再生铜产量约330

万吨，同比增长1.5%；再生铝产量约725万吨，同比增长4.3%；

再生铅产量约237万吨，同比增长5.3%；再生锌产量约145万

吨，同比下降12.1%。 

2019 年，国内废铜、废铝、废铅和废锌的回收量约 1199

万吨
4
，其中废铜回收量约 215万吨，废铝回收量约 607万吨，

废铅回收量约 237 万吨，废锌回收量约 140 万吨。2016-2019

年我国废有色金属回收情况如图 6 所示。 

 

 
4 废有色金属数据来源：统计了产量占全国 80%左右的再生铜、铝、铅、锌企业的全年废有色金属利用量，

等比例推算出全国废有色金属利用量，减去海关总署公布的废铜、废铝和废锌进口量，即可得出全国废有

色金属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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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2019 年我国废有色金属回收情况 

（三）废塑料 

2019年国内废塑料回收量约1890万吨
5
，较2018年增加了

60万吨，增幅为3.3%。2019年废塑料进口量几乎为零。

2016-2019年我国废塑料回收情况如图7所示。 

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初级形状的塑料进口量为

3691万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初级形状的塑

料产量为9574.1万吨，初级形状的塑料供应量为1.34亿吨。

2019年中国规模型企业塑料制品产量为8184.2万吨。 

 
5 废塑料数据来源：通过对大中小型企业进行抽样问卷调研，根据样本企业所在区域回收量占比（估算），

推算出该区域废塑料的回收量，再将各区域废塑料回收量进行累加得出全国废塑料回收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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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6-2019 年我国废塑料回收情况 

（四）废纸 

2019 年，我国纸及纸板生产企业约 2700 家，纸及纸板

产量为 10765 万吨，同比增长 3.2％。纸及纸板消费量为

10704 万吨，同比增长 2.5％，人均年消费量约 75 千克。 

2019年，我国废纸回收量约 5244万吨
6
，同比增长 5.6％，

废纸回收率为 49.0％，废纸利用率为 58.3％。在固体废物

进口政策影响下，进口废纸量持续下滑，国内废纸回收量呈

上升趋势。2016-2019 年我国废纸回收情况如图 8 所示。 

 

图 8  2016-2019 年我国废纸回收情况 

 
6 废纸数据来源：统计了产量占全国纸产量 90%左右的造纸厂的全年废纸浆的使用量，计算出全国废纸浆

使用量，再根据当年废纸平均出浆率推算出废纸利用量，再减去废纸进口量，即可得出全国废纸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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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2019 年，我国家电行业整体保持平稳增长，电视机产量

为 18999.06 万台，同比下降 6.8%；微型计算机产量为

35646.6 万台，同比增长 1.3%；洗衣机产量为 7433.0 万台，

同比增长 9.8%；电冰箱产量为 7904.3万台，同比增长 8.1%；

空气调节器产量为 21866.2 万台，同比增长 6.5%。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有 29 个省（区、市）的 109 家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企业纳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基金补贴企业名单，电视机、微型计算机、洗衣机、电冰

箱和空气调节器的回收量约 17100 万台，报废重量超过 390

万吨
7
。2016-2019 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情况如图 9

所示。 

 

图 9  2016-2019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情况 

 
7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数据来源：利用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公布的每种家电产量、出口量和进口量等数据，

根据使用寿命年限内每年的产品表观消费量和与之相对应的每年报废产品的百分比，结合生态环境部公布

数据和拆解企业市场调研情况，采用国际通用的市场供给 A 模型进行推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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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废机动车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48亿辆，其中汽车保有量2.6亿辆，较2018年（扣除报废

注销量）增长了8.8%，新注册登记汽车2578万辆，同比下降

3.5%。 

截至2019年底，我国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共755家，

回收网点约2271个，从业人员约2.4万人。2019年，机动车

回收数量为229.5万辆
8
，同比增长15.3%，其中汽车195.1万

辆，同比增长16.8%；摩托车34.4万辆，同比增长7.1%。按

照车辆类型分，客车回收量为138.7万辆，同比增长17.1%；

货车45.3万辆，同比增长18.9%；挂车5.5万辆，同比增长

29.3%；专项作业车2.8万辆，同比下降1.4%。2016-2019年

我国报废机动车回收情况如图10所示。 

 

图 10  2016-2019年我国报废机动车回收情况 

 
8 报废机动车数据来源：商务部全国汽车流通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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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废旧纺织品 

2019 年，我国棉、化纤和丝三类纺织纤维加工量约 6610

万吨。据估算，每年产生废旧纺织品超过 2000 万吨，一类

是消费前工业加工领域的边角料等，基本得到再生利用，另

一类是闲散在居民手中的大量废旧衣物和纺织品，再生利用

率约 15%。2019 年，我国废旧纺织品回收量约为 400 万吨
9
，

同比增长 5.3%。2016-2019 年我国废旧纺织品回收情况如图

11 所示。 

 

图 11  2016-2019年我国废旧纺织品回收情况 

（八）废轮胎 

2019年，我国汽车轮胎产量为6.5亿条，其中国内消耗

约3.8亿条。2019年，废轮胎回收利用企业约1500家，从业

人员约10万人，回收量约2亿条，回收重量约655万吨
10
，同

比下降3.7%。其中，轮胎翻新量约500万标准折算条，再生

橡胶产量约300万吨，橡胶粉产量约100万吨，热裂解处理量

 
9 废旧纺织品数据来源：根据行业龙头企业做到全覆盖的区域回收量，再综合考虑区域发展水平、人口数

量、纤维产量、服装产量等因素，等比例推算出全国废旧纺织品回收量。 
10 废轮胎数据来源：统计了再生橡胶产量占全国产量 40%的企业、橡胶粉产量占全国产量 25-30%的企业、

热裂解产量占全国产量 40%的企业的废轮胎利用量，样本扩大方式倒推出全国废轮胎的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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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0万吨。2016-2019年我国废轮胎回收情况如图12所示。 

 

图 12  2016-2019年我国废轮胎回收情况 

（九）废电池 

2019 年，我国电池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为 1586 家，电

池总产量约 616 亿只，其中，锂离子电池产量约为 157.2 亿

只，同比增长 4%；原电池及原电池组（非扣式）产量约 400.6

亿只，同比增长 3.7%。 

2019 年，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回收量约 23.6 万吨
11
，

同比下降 5.5%。其中，不能充电的一次电池回收量约 2.5 万

吨，能够充电的二次电池回收量约 21.1 万吨。2016-2019 年

我国废电池回收情况如图 13 所示。 

 
11 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数据来源：利用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公布的各类电池的产量、出口量、进口

量、新能源汽车销售量等数据，根据电池使用寿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机量、电池平均重量、电池特

性、产生渠道、产生比例、使用年限、回收比例等情况推算出每种废电池的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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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6-2019年我国废电池回收情况 

（十）废玻璃 

2019年，平板玻璃产量约 9.3亿重量箱，同比增长 6.6%；

日用玻璃产量约 2657.93 万吨，同比增长 16.7%。2019 年，

我国废玻璃产生量约 2123 万吨，同比增长 10.9%，其中，废

平板玻璃产生量约 986.7 万吨，同比增长 6%；废日用玻璃产

生量 956.9 万吨，同比增长 16.7%；其他类废玻璃产生量为

179.5 万吨，同比增加 28.2%。 

2019年，我国废玻璃回收量约 984万吨，同比下降 5.4%。

其中，废平板玻璃回收量约 591.6万吨，占总回收量的 60.1%，

同比增长 5.6%；废日用玻璃回收量约 299 万吨，占总回收量

的 30.4%，同比下降 0.3%；其他类废玻璃回收量约 93.3 万

吨，占总回收量的 9.5%，同比下降 48.2%。2016-2019 年我

国废玻璃回收情况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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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6-2019年我国废玻璃回收情况 

四、行业预测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是保障“十四五”

顺利起航的奠基之年，我国再生资源行业在新的环境中继续

前行。政策方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订）

明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

原则，并对垃圾分类和回收等作了进一步规定。《关于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 号）从

加强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和清运、推进资源化能源化利用、开

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在政策的引导下，

固体废物资源化水平和塑料回收比例均将得到大幅提升。市

场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再生资

源价格持续下跌，行业整体处于疲软状态。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逐步趋好以及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下游企业对再生资源

的需求有所回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疫情对于回收行业的冲

击，与 2019 年相比，行业整体形势仍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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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废钢铁 

废钢铁利用不仅节约能源，还能减少二氧化碳及固体废

物的排放，有助于钢铁工业节能降耗。工信部发布的《工业

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要不断加大废钢利用量，

随着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以及环境督查力

度的不断加大，废钢需求强劲，钢铁企业废钢比将稳步提高。

根据国内机构和麦肯锡对我国未来废钢资源量的预测结果，

2020年废钢产出量同比将小幅增加，市场供需依旧趋于紧平

衡。 

受全球疫情影响，2020年世界废钢贸易量将呈下降趋势，

叠加我国固体废物进口政策收紧因素，预测2020年我国废钢

进口将大幅减少。 

（二）废有色金属 

国内方面，随着我国有色金属社会蓄积量的持续增加以

及相关制品报废高峰的临近，废有色金属回收量将持续增加。

但受疫情影响，加工行业阶段性停工停产，生活报废品回收

受阻，新废料和旧废料回收均将受到较大影响，综合预测

2020年废铜、废铝、废铅和废锌整体回收量较2019年变化不

大。 

进口方面，铜废碎料、铝废碎料和锌废碎料2020年仍然

实行废有色金属进口许可管理，但核准总量较2019将有大幅

降低，预计减少50%。再生黄铜、再生铜和再生铸造铝合金

原料标准实施后，符合标准的原料可自由进口，但由于海外

供应商、国内采购商需要就新标准进行对接，以达到进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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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预计再生铜、铝原料进口短期受限，2020年进口总量在

10万吨左右。 

（三）废塑料 

国内方面，受疫情和经济增长放缓影响，2020年工业源

废塑料回收量将会出现一定程度减少，而生活源废塑料回收

由于垃圾分类和我国一次性塑料消费增长有所增加，预计

2020年废塑料的回收量在1600～1700万吨。 

进口方面，我国出台“禁废令”之后，欧美等国废塑料

在东南亚地区加工后以再生颗粒形式继续出口到国内。2020

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国外再生塑料加工企业开工率下降，预

计2020年我国再生颗粒进口量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四）废纸 

随着国内消费增长的逐渐平稳和造纸产业结构调整，国

内废纸回收量保持平稳增长，但由于疫情影响，上游打包站

的废纸回收量明显下降，总体来看，预计 2020 年国内回收

量增幅不大，基本持平。 

进口方面，按照“2020 年前禁止固废进口”的政策要求，

废纸进口量将持续减少，预计 2020 年我国废纸进口量下降

幅度将达 30% 以上。 

（五）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由于补贴基金收缴不足和发放延迟，以及基金审核与环

境监管不断趋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企业面临资金

压力和行业利润持续下降，部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

企业开工率不足，甚至业务量出现萎缩。但随着国内废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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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利用市场供应短缺，各类废电器拆解物如废塑料、废五金

将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在较高价位，对企业形成利好，拆解处

理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提升，进而传导到国内回收环节。综合

预测 2020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量与上年基本持平。 

（六）报废机动车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带动汽车保有量不断上

升，每年约有 10%左右的增长空间，再加上环保压力和多地

车辆限购，报废机动车车龄逐年降低，汽车更新速度逐步加

快，共同推动了报废机动车数量的大幅增长。 

2019 年《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 715 号）

颁布实施后，报废汽车规范回收渠道将得到拓展，报废汽车

回收行业市场潜力将得到激发，预计 2020 年报废机动车市

场将呈现持续较快增长的良好态势，增幅将在 5%左右。 

（七）废旧纺织品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服装消费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纺织品

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废旧纺织品国，

目前每年废旧纺织品产生量在 2000 万吨以上，且保持两位

数的增长。2019 年，固废法修订和垃圾分类实施，将推动废

旧纺织品的分类回收，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产业将延续快速

发展势头，根据近年来旧衣物出口量推算，预计 2020 年废

旧纺织品回收量同比增长 15%。 

进口方面，自 2017 年我国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措施实施

以来，废旧纺织品进口得到有效地控制，废棉和废布进口已

经受到限制，仅废毛还有小规模进口，且进口量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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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20 年其他动物细毛的落毛（税号：510310）进口量

同比减少 50%。 

（八）废轮胎 

随着汽车保有量增加，废旧轮胎数量也持续增加，目前，

我国废旧轮胎产生量已超过3.5亿条，重量超过1280万吨，

并以每年8%-10%速度增长，回收和利用市场巨大。但由于缺

乏政策支持，废旧轮胎利用企业税赋过重，再加上再生胶、

胶粉等产品价值不高，致使我国废旧轮胎回收率偏低，尚未

达到70%。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外尤其是欧洲和美洲

消费下滑，我国外贸订单减少，出口加工贸易市场萎缩，企

业库存加大，给国内废旧轮胎回收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回收

量增幅将有所下降。预计2020年废旧轮胎回收量将达到650

万吨，同比增长5%。 

（九）废电池 

目前已有 17 个省市启动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与回收

处置试点工作，初步构建了动力电池回收体系。预计从 2020

年开始，退役动力电池数量将大幅增长，废电池回收量也将

快速增加。据测算，2020 年动力电池回收量将达 28 万吨（约

35GWh），废一次电池回收量约 4 万吨。 

（十）废玻璃 

2020 年第一季度，在疫情冲击下，房屋竣工面积明显缩

减，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中央及地方采取的各项支持政策开

始显现成效，房地产逐步回暖，叠加新基建带来的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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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产量恢复至正常水平，也带动废玻璃回收量的回升。此

外，在生活垃圾分类推进中，废玻璃的回收将与生活垃圾分

类进一步结合，居民分类交投废玻璃的数量将会逐渐增多，

预计 2020 年废玻璃回收量同比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