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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和

汽车使用寿命周期预测，我国在

2015 年进入机动车报废的高峰期，

未来5~10年会迎来报废汽车数量递

增的尖峰，这将刺激报废汽车行业出

现回收高潮。因此，必须加快完善报

废汽车回收利用产业体系，加强再利

用、再使用、再制造等循环利用环节，

否则，我国将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

“汽车垃圾场”，由此会带来巨大的资

源浪费、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重大的

交通安全隐患。

84%报废汽车流入黑市

我国报废汽车政策法规建设始

于 20世纪 80年代，具体可分为四个

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都与汽车产业

的发展形势紧密联系：

第一阶段（1980~1990年）：这一

阶段出台的各种政策法规都强调依

法淘汰报废汽车，严禁非法拼装、倒

卖五大总成。

第二阶段（1991~2001年）：这一

阶段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从报废逐

步向回收、拆解完善，2001年出台的

“国务院 307号令”被业界认为是里

程碑式的指导意见，一直沿用至今。

第三阶段（2002~2009年）：从管

理政策向完善技术法规、标准过渡，

2009 年颁布实施的《报废汽车回收

拆解企业技术规范》是第一个国家强

制性标准，对规范行业管理具

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第 四 阶 段（2010 年 以

后）：在国家大力促进节能减排

的宏观背景下，报废汽车回收

利用行业以绿色发展为指导方向，解

禁“五大总成”，试点将拆解、再利用、

再制造与生产、制造、维修结合起来，

构建绿色汽车产业链。

我国虽然从上世纪 80年代就开

始出台了系列管理政策及法规标准，

但经过认真剖析可以看出，这些政策

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往往只侧重报废

汽车回收利用环节中的某一个点或

者某几个点，没有做到由点及面、逐

步推开、循序渐进，尚未形成有机合

理、逻辑紧凑的保障体系来科学指导

行业发展，更没有像德国、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一样有一部完整的法律

来管理约束整个汽车回收利用产

业。这就导致目前我国汽车回收利

用行业“散、乱、差”的现象非常突

出。根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的统计

数据，目前中国84%的报废汽车流入

黑市，分拆出的零部件直接回流到

“地下”市场，或转卖到三四线城市、

农村市场，经过简单的非法拼装后上

路，严重危害道路安全，造成大量环

境污染、资源浪费。

要从根源解决本质问题

目前，我国汽车回收利用存在的

主要问题可从产业链的视角来论述，

即前端收不回来、中间利用不好、后

端卖不出去。

前端收不回来主要表现为应依

法报废的车辆

流失严重，而

正 规 拆 解 企

业 “ 吃 不

饱”。正规报

废汽车回收企

业的回收价格远

低于非法渠道，巨大

的价格差异是“黑市横

行”的原始驱动力。

报废汽车收不回来令正

规回收拆解企业陷入一种低

产能、少利润的恶性循环，从

而缺乏提高回收工艺技术水

平的能力，无法突破手工方

式作业的瓶颈。

后端卖不出去的本质原

因是未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生产者对消费者的购买

行为影响巨大，生产者在设

计、制造环节缺乏对易拆解、

易回收性设计及绿色选材等先进技

术的应用，导致消费者在后市场很难

接受循环利用产品。

汽车回收利用产业不仅应在回

收利用阶段针对拆解企业和钢铁厂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还应从产品生命

周期前端的设计、制造、采购等阶段

就开始考虑，在设计阶段就充分融入

绿色设计和绿色选材，制造阶段也要

重视清洁生产及绿色制造，使用阶段

更要强调绿色使用与绿色消费。唯

有从整个生命周期视角来分析，才能

发现我国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产业

问题存在的根源；也只有从根源上思

考如何解决本质问题，我国的报废汽

车回收利用才有希望。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通过以上对我国汽车产品回收

利用存在问题的剖析，并充分借鉴发

达国家的经验，我们从 5个方面提出

我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的对策建议。

——通过立法规范行业迫在眉

睫。我国必须通过立法彻底规范报

废汽车回收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否则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停车

厂，还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垃

圾厂”。具体可在即将启动的“车辆

法”制定中单独将“回收利用”作为

一个重要方面。现阶段的实施细则

应着重解决回收问题，像打击“毒

品”一样严禁“废车”进入黑市。一

旦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汽车产品回

收产业就会上规模，这样循环利用

就会依靠市场作为强大推手产生巨

大经济效益，使生产、回收、拆解等

各方企业共同盈利，而不需要像电

动汽车很多情况下依靠政府补贴来

维持。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为了从源头上提高我国汽车产

品回收利用的综合效益、打造绿色

供应链，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迫在眉睫。政府应支持汽车企业推

行生态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在设计

阶段就采取环境友好方案，确保产

品具有良好的易拆解性，以便利于

提高回收利用效率和效益。与此同

时，汽车企业一方面应向各级零部

件和材料供应商传递相关管理要

求，在零部件和材料的设计生产阶

段就尽可能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

染物产生量少等有利于环保的材

料、技术和工艺；另一方面还需向下

游的回收拆解企业传递有毒有害物

质的标识信息，支撑报废汽车回收

企业实现环保、高效、安全、精细拆

解和利用。

——构建支持监管的信息系

统。信息贯穿着汽车产品的整个生

命周期过程，对于报废回收环节尤

为重要，只有完整的信息才能有效

保证废车不流入黑市。因此在管理

方式上，应加强事前、事中、事后3个

环节的协同监管机制，严格登记整

车、各级零部件以及各种材料的标

识信息，保证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信

息、车辆的流通信息再到报废拆解

信息都不丢失，以防止报废汽车流

向非法渠道，同时保证整个生命周

期各阶段的各类标识信息畅通传

播、严格管理。

——积极培育绿色消费市场。

绿色消费理念是决定回收利用产业

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唯有

以市场驱动为导向，才能引领行业

不断壮大。基于此，建议政府相关

管理部门应支持企业开发绿色产

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供应

链。与此同时，强化绿色监管、开展

绿色评价，通过定期发布汽车行业

绿色发展年度报告，充分依靠市场

和社会舆论等方式来引导绿色消

费，培育以循环利用产品为主导的

绿色消费市场。

——各企业有效合作以实现共

赢。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涉及面广，不

是简简单单依靠拆解、回收及再利用

企业中的某一个就可以单独做到的，

更需要汽车生产企业、回收拆解企

业、零部件再制造企业及汽车维修服

务企业之间加强有效合作、协力攻

关，不断提高材料再生、部件拆解以

及再制造等核心技术，最终才能实现

共赢。

要实现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产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以法律形

式来构建监管体系，该体系应包括支

持监督管理的信息平台、支撑奖惩机

制的绿色评估平台以及保证合法回

收拆解的执法平台。与此同时，还需

要汽车生产企业、汽车回收企业、汽

车报废企业以及循环利用企业共同

参与，这样才能从绿色设计制造的源

头就开始各类企业之间的充分互动，

直到形成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绿

色制造、绿色回收、绿色报废、绿色利

用的产业体系。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汽车产业

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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