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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牵

头发布了《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发

改环资〔2022〕109号），并确定全国60个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

系建设示范城市，其中扬州市为江苏省的3个示范城市之一。扬州

市人民政府印发《扬州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2022-2025年）》，扬州市发改委印发《扬州市2023年废旧物

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设工作要点》等一系列文件，旨在加

快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升再生资源分拣加工利用水平，促

进二手商品规范流通，全面提升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至2025年末，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进一步完善，分拣加工

水平进一步提升，回收利用进一步集约化发展。基本建成整洁有

序、标准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回收站点实现全市社区

（村）全覆盖并与垃圾分类回收相融合，分拣中心和交易市场实

现合理规划布局上下游协同发展，城乡居民二手商品、工商业二

手设备，以及二手车辆等二手货品交易渠道更加丰富。再生资源

回收企业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机械化自动化科技水平不断提

高，分拣加工能力及品质更加满足市场需求，二手交货品易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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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行业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互联网+”模式

广泛运用，智能化数字化发展不断增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全

市建成较为完善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行业组织化程度提高，

企业、产业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能力提升。

至2025年末，建成规范化回收站点不少于1000个，绿色分拣

中心不少于3个，交易市场不少于1个。再生资源回收量和增长率

明显提升，互联网+及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更加融合，9

种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达到450万吨、比2020年增长18%以上，其

中废塑料回收量达38万吨、比2020年增长15%以上。

至2025年末，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清洁化、精细化回收水平明

显提高，再生资源分拣加工产业实现集聚化、规模化、信息化发

展。再生资源回收加工重点企业数量达到50家，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率达到75%以上。

至2025年末，城乡居民二手商品及机电产品交易更加便利，

线下二手交易市场数量达到38家以上。二手货品流通秩序和交易

行为更加规范，交易规模明显提升，流通信息平台建设不断加强。

二手流通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线下二手流通企业数量达38

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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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意见》（国办

发〔2011〕49号）

2.《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

案》（国办函〔2012〕82号）；

3.《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务部2007年第8号令、2019

年第1号令修订）；

4.《商务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的通

知》及附件《试点城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规范、再生资源集

散市场建设规范》（商商贸发〔2009〕142号）；

5.《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2015-2020)》的通知

（商流通发〔2015〕21号）；

6.《江苏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28号公

告）；

7.《江苏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33

号公告）；

7.《关于印发江苏省鼓励发展的流通设施目录》（苏商建〔2015〕

524号）；

8.《关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商流通函

〔2016〕206号）；

10.《江苏省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业开锁业名录管理制度实施

办法》（苏公通〔2010〕57号）；

11.《关于加快推进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

联节〔2016〕440号）；

12.《扬州市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年）》；



4

13.《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29-2021）、《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19-2012）、《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建设管理规

范》（SB/T10850-2012）；

14.《二手货品质鉴定通则（GB/T21667-2008）》；

15.《扬州市“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2021-2025）》；

16.《扬州市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2022-2025年）》；

17.《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发

改环资〔2022〕109 号）；

18.《关于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实施意见》（发改

环资〔2022〕526号）；

19.《关于进一步加强废旧家电回收工作的通知》（商办流通

函〔2022〕219号）；

20.《扬州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

年）》；

21.《扬州市2023年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设工作

要点》（扬发改资环〔2023〕76号）；

22.《扬州市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2022-2025年）》。

政府部门加强领导，明确主管部门牵头落实各项工作，推动

相关部门协同整治及管理，促进规划落地实施。因地制宜规划，

实施属地化统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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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现有社会化网点分布点位，根据本地人口分布及经济发

展状况，与再生资源产生及垃圾分类回收相结合，因地制宜，合

理规划回收网点，实施属地化统筹管理。优先保留促进原有回收

网点根据规划合规生存发展，通过联合整治，取缔违规违法回收

加工窝点，减少无序竞争。

根据辖区内生活及生产性回收站点分布及用地需求，合理规

划专业型或综合型的分拣中心或集散交易市场用地，解决现有社

会化分拣加工场所中存在的无稳定经营场所、安全环保不合规、

经营管理不规范、场所分布不合理、职业健康无保障的问题。实

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与规范管理的相统一。

以本地再利用企业以及长三角地区、全国统一大市场再生资

源需求为核心，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在龙头企业及回收网络载体

带动下，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回收资源根据终端需求应收尽收、

精细化分类，从而实现回收资源价值提升，提高行业整体发展质

量。

规划期限为2023至2025年。

本规划的适用范围，为扬州市行政市域内，对在社会生产和

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部分使用价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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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回收、加工处理，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

进行回收和以分类、分拣、拆解等初级加工的行业和相关活动。

本规划所称再生资源，是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

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部分使用价值，经过回收、加工处理，

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旧物资。包括废钢铁、废有

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橡胶、废旧纺织品、废旧电

器电子产品、废旧机电产品及零部件等。

全市现有再生资源回收网点1603家，生活垃圾分类小区1157

个，回收分拣中心39个，建立“互联网+”回收平台的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企业8家，废旧衣物回收企业1家，回收网络覆盖面不断扩

大。培育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539家，其中大中型规模企业30

家，国家级标准及规范条件回收利用企业6家。其中涉及废钢铁、

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电池、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

资源大类品种以及各类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基本形成了由流动

回收人员、回收站点和分拣中心为基础，加工利用为核心的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

具有国家级评审通过的废弃电器电子回收拆解资质企业1家，

废钢铁规范条件准入企业2家，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规

范条件企业公示1家、废纸加工规范条件企业公示1家，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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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分拣中心建设规范标准1家。省级评审通过的报废机动车拆解

资质企业1家。再生资源回收加工水平持续提升，加工利用企业机

械化、智能化设备应用以及高标准的建设开发，为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通过评审公示企业名单见表1。

工信部 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

江都

区
江苏福江炉料加工有限公司

高邮

市
扬州源胜达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工信部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

利用规范条件

高邮

市
江苏欧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信部 废纸加工行业规范条件
经开

区
江苏荣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市监

总局

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管理

规范标准

生态环境

部
废弃电器电子拆解资质认定

江都

区
江苏宁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省商务厅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认

定

邗江

区

江苏勇龙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先后出台《扬州市“十三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加快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方案》、《扬州市废

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扬州市2023年废旧物资

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设工作要点》等多项政策文件，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的政策保障体系不断健全，长期以来回收站点占道经

营、“三合一”安全隐患得到遏制，违规设点、违禁回收、污染

环境的现象得到改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不断健全，成为回收体

系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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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生活类再生资源的分布及回收方式，扬州市主要有

以下几种回收渠道：

主要由社会闲散人员、环卫保洁人员组成，以走街串巷、捡

拾垃圾分类中的可回收物，以及在回收过程中形成的电话联系方

式回收。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主要交售给社区、社会回收站点

和分拣中心。

租赁社区管辖范围内的闲置用地或厂房作为固定回收场所，

主要是生活源再生资源，以废纸、塑料、玻璃、纺织品、家电等

为主的回收站点。参与垃圾分类回收，主要面向流动回收人员收

集投售，在社区重点消防安全监管下。

以租赁露天场地为主，多在城乡结合部或工厂闲置用地等，

面向社会源和工业源回收，以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

料、废家电等为主的回收站点。其中专业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

站点在公安部门特种行业监管。

主要有三种互联网回收方式。一是回收利用企业自建线上回

收系统，进行线上线下融合回收；二是互联网企业开发在线回收

运营模式，参与政府垃圾分类服务，配置专有流动回收车进行回

收；三是环卫系统运行垃圾分类收运业务的同时，开发可回收物

分类回收小程序，组建回收车队分类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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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或租赁厂房，面向回收网络及工业源回收，以废金属、

废纸、废塑料、废纺织品为主，一般具有专业的设施设备及相关

部门的申请手续。如公安部门的生产性废旧金属报备、民政部门

的慈善捐赠回收报备、生态环保部门的环评报告及验收手续（包

括废塑料切片加工、绿色分拣中心及加工规范条件申报、一般工

业固废回收处置）。

以二手车、二手机械设备回收利用为主，自建或租赁有经营

面积大小不等，形成一定区域性规模的回收交易市场。

扬州市现有回收网点遍布各区、县（市）城市乡村，各大品

类分布如下：

废钢铁冶炼销售，废旧铅酸电池回收利用，废钢铁、

废铜铝、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回收。二手车交易。

汽车拆解回收利用，碳纤维回收利用，废塑料回收

利用，铜镍资源回收及重金属废物回收利用，铝锌贵金属回收利

用，一般固废回收处理，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建筑垃圾回收利用，

首拓天楹泰达生活垃圾和危废焚烧处理，垃圾分类回收服务。废

钢铁、废铜铝、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回收。二手车交易。

废旧家电回收利用，高纯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回收利

用，废塑料回收利用，废钢铁回收利用，二手设备回收利用，天

楹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废钢铁、废铜铝、废纸、废塑料、废玻璃

回收。二手车交易。“互联网+”回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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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造纸原料生产加工销售，废旧纺织品回收处理，

一般工业固废回收处理，废旧木材回收处理，废旧家电回收利用，

废钢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回收。二手车交易。“互联网+”

回收平台。

废钢铁、废铜铝、废纸、废塑料、废

玻璃回收。

废钢铁冶炼、铅酸电池、精铅合金铅电解铅、钢渣

矿渣微粉、次氧化锌还原铁份水泥微粉综合利用。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废钢铁、废橡胶回收利用。建筑垃圾回收利用，废活性碳

回收处理，龙虾壳回收处理，秸秆综合利用，泰达生活垃圾和餐

厨废弃物焚烧处理。各类再生资源回收。二手车交易服务。

多金属资源、锂电池、废旧塑料回收利用。各类再

生资源回收。

废铝、废橡胶密封条、废铜综合利用，废建筑垃圾、

废旧木纤维、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利用。各类再生资源回收。二

手车交易服务。“互联网+”回收平台。

在城市的临时闲置空地、城乡结合部及农村空闲场所，存在

不规范的回收加工场所，露天堆存、加工设备简陋、消防环保不

尽完善，散乱污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只收价值高的废金属废纸和

塑料类再生资源，低价值可回收物无人问津。低劣环境的运行不

仅违害从业者本身的身体健康，也造成了低劣成本的加工品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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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建设运营企业需求原料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回收资源流向不合

理，分拣加工品质低劣，影响行业绿色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由于从业门槛低，无证无照及文化水平偏低的从业人员进入

回收端，回收站点分散，缺乏稳定经营场所及合理布局，与现有

垃圾分类回收、互联网+再生资源、以及分拣中心等企业不相融合，

加之回收行业站点普遍存在标准设置不够完善，技术水平落后，

行业发展集中度不高，回收站点监管缺乏抓手，尚未形成有序的

回收体系建设，管理难度较大。

自2019年12月4日商务部令将备案事项修改为：“再生资源回

收经营者备案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工商注

册登记后，通过省级共享平台将企业信息共享给各相关部门”以

来，实际执行过程中，多数回收企业没有主动报备，即使已报备

的发生了注销等变化时也未及时处理。商务部门难以从备案信息

中获得相应的行业数据，加之大量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工商

登记信息不够统一，行业协会也难以从中获得匹配的数据开展相

关工作。

实施属地政府部门统筹规划管理回收网点,合理布局，原则上

城区每1000~1500户、农村每1500-2000户设置一个回收站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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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吸纳原有流动回收人员及回收站点，统一规范管理，促进回收

网点之间加强协作。与城管环卫系统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分拣处理

中心(点)、供销社和村委会为农服务中心（站点）等现有网络相结

合，跨领域协同建立回收网点，做到城市乡村、社区街道及村组

全覆盖。相关部门协同整治，取缔违规设置严重污染环境的回收

站点及分拣加工窝点。

配合《扬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鼓励回收网络站点

及企业应参与垃圾分类服务，协同利用环卫系统的运输工具和中

转站点，大件垃圾拆解、可回收物分拣等场所，一体化运作，将

可回收物进行分类中转运输、临时存储及回收分拣，协同做好垃

圾分类工作。鼓励龙头企业或互联网+企业参与“两网融合”，应

用“互联网+”系统对可回收物的回收进行系统管理。

参照商务部发布《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

（SB/T10720-2021）标准，因地制宜选址，建设若干专业型或综

合型绿色分拣中心，以分拣中心为核心，立足本行政区域，向前

端回收站点建立回收网络关系，指导和督促回收网点做好分类回

收及规范管理，避免出现脏乱差现象。分拣中心应配置相应的便

于打包的简单分拣加工设施设备，做好消防安全和环境管理。支

持以区、县（市）为单位设置10000平米左右的分拣中心，以满足

区域内不同品类可回收物集中进行规模化分拣加工的需求，利于

提升分拣中心的建设标准及自动化科技化作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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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可结合本地规划，和工业发展情况，以及现有回收站点

发展的需求，统筹规划交易市场选址及功能区布局，选址宜就循

环经济园区、工业集中区附近，或工业用地中闲置厂房等，建设

集中交易加工集散的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将本地区有厂房用地需

求以生产性废旧金属、废塑料等大宗再生资源品类为主的回收站

点统一纳入交易市场，集中进行分拣加工处理，引导市场内商户

根据用废企业再生资源原料需求，精细化分类加工，提高加工技

术水平，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强统一规范及安全环保管理，形成

多方回收，集中加工处理，规模化销售，创造经济效益。

支持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运用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等移动互

联网媒介，实现网上预约、上门回收，推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参与垃圾分类和回收“两网融合”。

建立不同品类的再生资源回收重点联系企业制度，完善基础

数据收集、统计、分析、报告机制。指导行业协会开展废旧物资

产生量调查和分类基础信息普查，有效整合分析各类回收统计数

据，加强行业统计分析，规范发布统计数据。

加强商务部业务平台再生资源经营者备案登记及年检年报管

理，督促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完善备案登记及数据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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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市）要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具体工作方案，落实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

规划的组织实施，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的监督执行；建立集散交易

市场（或基地）、分拣加工中心、回收站点等回收网络。鼓励行

业协会作挥协助服务功能，协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区规划实

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评价监督，建立适宜的行业规范管理标准，

并针对规划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组织协调解决方

案。相关部门主要职责见表2。

市商务局 负责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产业政策、回收标准和回收行业发展规划。

市发改委
负责落实组织制定促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发展的政策，推动新技术、新设

备的推广应用和回收网络建设示范。

市公安局 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的治安管理，以及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企业备案管理。

市市监局 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登记管理和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内的监督管理。

市生态环

境局

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过程中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对违

反污染环境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

市城管局
负责依法对违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和清理

整顿，促进垃圾分类回收与回收体系“两网融合”。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加强土地管理，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中的非法占地或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行为予以制止，查处。

属地政府

社区街道以上政府会同上述相关部门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根

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环境和资源等具体情况，统筹规划管理

回收网点。

建立协调联系机制。市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全市再

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工作。办理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相关证照时，应根据属地统 筹规划办理；实施重点回收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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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时，应分步实施、循序渐进，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市级

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办、管委会）要从有利于提高再生资源回

收率，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方便居民垃圾分类，有利于规范

管理出发，落实回收网络规划，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网络健全、

科学有序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避免盲目无序的竞争和简单重复

建设的现象发生。进一步完善体系建设工作考核机制，对政府各

级相关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在体系建设中的职责和作用进行考核，

纳入绩效考核。

加强整治及常态化监管。属地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再生资源回

收企业及网点的常态化监督管理工作，应与本辖区相关职能部门

协同整治不规范网点，严格执行以网点规划、安全环保和节能为

主要依据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营造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

场环境和回收秩序，促进回收网点与分拣中心和交易市场之间加

强合作建立有序的回收体系；依托行业协会等机构与相关部门协

作加强行业管理，对从业人员开展岗前技能、法律法规、职业道

德和环境保护等相关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

鼓励龙头企业以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等现代组织方式整合中小企

业和个体经营户。支持龙头企业加强管理、做大做强，保证回收

行业规范合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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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规划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作为

政府民生工程，在用地上给予支持。对符合条件的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建设项目，优先保障用地。对规划定点符合设置条件的再生

资源经营单位，按照国家及市相关政策文件规定，落实减免税费

及优惠政策兑现，将重点回收体系建设工程项目纳入废旧物资循

环利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重点项目清单给予支持。

以具有品牌实力的实体龙头企业以及具有规模化效应的回收

加工载体为核心，服务上下游回收利用产业链，整合上游回收站

点并实施“七统一、一规范”，统一标识、统一规范管理。通过

指导、促进回收站点规范回收、有序交纳再生资源，集中进行分

拣加工处理，实现统一销售，为下游再利用企业提供合格再生资

源原料。形成由核心企业统一规范管理回收站点和分拣中心及交

易市场，相互合作组成的回收体系模式。形成集约化、规模化、

规范化发展。

以行政区、县（市）或街道社区为单位，利用符合规划和环

评条件的生产经营场所或闲置厂房，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型

或综合型绿色分拣中心，以及交易市场，改善区域内露天回收堆

存的分拣中心经营条件，将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企业进行入园集

中统一管理。对废玻璃、废纸、废塑料、废纺织品、废泡沫等低



17

值废弃包装物等价值低、易污染品种，以及体积大、回收难的废

家电废家俱等，探索与垃圾分类试点相结合、自动回收设施布点

与专业物流相结合等回收模式。二手商品、车辆、设备等回收处

理具有统一规范标准，安全环保规范化管理完善。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应用符合安全节能环保要求的智能型回收

设施、设备，推广机械化、自动化和先进适用的分拣加工处理装

备，促进再生资源分拣处理企业技术升级改造。

具有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实体经营的企业，运用“互联网+再生

资源回收”系统，同步开展线上线下回收，有效反映回收站点信

息和各类再生资源品种回收及销售数据，并与企业实际经营数据

一致，为企业实现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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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分拣中心、交易市场(基地)”空间布

局示意图

分拣加工中心。厂房面
积2万平米以上，以覆盖
半径20公里区域的生
活性、生产性废旧物资
分拣加工，为主年分拣
加工能力15万吨。

分拣加工中心。厂房面
积2万平米以上，以覆盖
半径20公里区域的生活
性、生产性废旧物资分
拣加工为主，年分拣加
工能力15万吨。

分拣加工中心。厂房面积
5000平米以上，以覆盖半
径20公里区域的生活性废
旧物资分拣加工为主年分
拣加工能力10万吨。

再生资源分拣加工产业园。厂
房面积3万平米以上，以城乡（
包括汽配城）生产性废旧金属
、废塑料分拣加工、一般工业
固废回收处理为主，年分拣加
工能力40万吨。

分拣中心。厂房面积2万平
米以上，以覆盖半径20公
里区域的生活性、生产性
废旧物资分拣加工为主年
分拣加工能力1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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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目标及重点联系企业数量表

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1000个以上 全市 25个

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 4个以上
仪政、邗江、高

邮、江都
4个

规模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基地） 1个以上 宝应 1个

9种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 450万吨以上 全市 10个

废塑料回收量 38万吨以上 全市 3个

线下二手交易市场 38家以上 全市 5个

互联网+再生资源 3家以上 全市 2个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75%以上 全市

3、省内外经验案例借鉴

浙江省嘉兴市地方政府重视再生资源行业管理，从顶层设计

推动再生资源行业集聚化发展，实施圈区管理，牵头组建专业再

生资源公司，整合回收网点资源进入专业园区（交易市场）经营，

实现了企业规模化运营、规范化管理，既解决了困绕企业发展的

城市规划及环境卫生问题，又创造了税收。

专栏一嘉兴市废旧商品分拣集散中心运营模式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分别出台相关政策，具体要求2014年，

在南湖区、秀洲区和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各建成一个废旧商品分拣集散中心，在

主城区街道、社区建成一定数量的废旧商品回收站。分拣集散中心为载体，实现主城区

废旧商品经营者的集聚和废旧商品的集中堆放、分拣和交易，实现废旧商品流动收购人

员的统一管理，初步形成由分拣集散中心、回收站、流动收购人员组成的市本级废旧商

品回收体系。

根据政府要求，嘉兴市废旧商品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于2016年在嘉兴市主城区范围

建成了3个废旧商品分拣集散中心，共占地107.3亩，建筑面积约4.4万㎡，总投资约1.2

亿元。自2017年开始，分拣集散中心逐渐进入稳定发展期，入驻商户正常经营合法性

有保障，周边地区货源通过市场化运作形成集聚化回收，产生虹吸效应，年回收各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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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资源达30万吨，实现了标准化、规模化、信息化和生态化运营管理，再生资源相关交

易、金融服务、税收和保险等延伸产业链顺势发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较为突出。

专栏二 嘉兴市陶庄城市矿产基地运营模式

陶庄废钢城市矿产基地有着3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闻名、中国规模最大的集回收、

加工、利用、分选、配送等功能配套的废钢金属一体化运行的循环经济市场。30多年来

，原始自发形成的废钢铁回收加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五金机械配件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带

来了脏乱差的环境污染问题。陶庄党委政府为改善环境，结合小城镇综合整治，对原有

市场868户经营户进行腾退，拆除违章建筑30万平方米，整体提升废钢加工利用水平。

基地严格按照工信部“废钢加工行业准入标准”投建，由政府财政全额出资，成立“嘉

兴陶庄城市矿产资源有限公司”，建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管理规范的废钢加工基地，彻

底解决了产出效益低、环境形象差、违建问题突出、安全隐患监管难、税收外流五大痛

点，以及“低、散、弱”的发展状况，将废钢加工产业逐步做大做强。目前，已投建废

钢加工区总投资4.6亿元，占地266.5亩，分为废钢加工分选区和17个废钢专用码头仓储

区，建设标准厂房 57364平米，码头室内仓储分选加工56240平米，园区设置电子计量

、厂区行车、液压式废钢剪切机、金属液压打包机、起重运输车辆、门式辐射检测仪等

设备，采用“集中收购、分部加工、统一对外”的管理模式，实现年回收、加工、分拣

、配送废旧金属120万吨的能力。经过多年发展，加工分选量达年近200万吨，销售额

近70亿元，从业人员1万多人。

江苏省苏州、靖江等地开展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特点与

浙江嘉兴的共同之处在于地方政府顶层设计，牵头组建再生资源

专营公司，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但运营模式又各有不同。苏

州以参与垃圾分类回收服务为基础，招募整编流动回收人员参与

“两网融合”回收，投建若干规范化分拣中心，面向社会回收各

类再生资源。靖江以属地化统筹规划管理为基础，由公司投建交

易市场及分拣中心，与回收站点建立考核管理回收资源的合作关

系，负责从回收站点、中转运输、分拣中心及交易市场的三级运

营管理。

专栏三 苏州城投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模式

苏州城投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2009年5月根据中共苏州市委〔2009〕第1号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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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设立，现由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控股，注册资本2.67亿元，作为苏

州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实施主体，主要负责苏州市再生资源网络的建设和

运营。规划并实施以社区回收体系为基础，分拣中心为纽带，再生资源产业园为核心的

三级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其中，社区回收体系包括：固定网点、流动回收车和在线呼叫

调度中心（962030），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定时定点回收、智能回收等服务模式等。分

拣中心主要负责可回收物的分类、打包和运输。现已在苏州市不同地区建有5个统一规范

的分拣中心，总占地面积合计2万多平米，年回收处理各类再生资源达13.25万吨，涉及

废纸、废塑料、泡沫、低价值可回收物（废塑料餐盒及包装物、废玻璃、废旧织物）的

回收分拣加工、涉密类信息载体的销毁服务等业务，年销售规模1亿元，税收500万元，

就业人员100多人。目前正不断拓展各区市县的“两网融合”合作，开展回收利用体系

建设工作，积极发挥国企担当，引导苏州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

无害化方向发展，助力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苏州生态文明建设。

专栏四 靖江盛世再生资源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运营模式

按照靖江市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的工作要求，为全面整治城区及周边再生资源经营

网点“散、乱、差、脏”的状况，2012年8月7日，靖江市政府召开“关于加快建设再生

资源集中交易市场”专题会议，明确由市供销总社牵头负责再生资源集中交易市场的建

设，流转90亩一般农用地建设集中交易市场。由市政府与供销社合资组建公司负责建设

运营，建设标准按照“先简易、后提高、逐步完善”的要求，确保交易市场低投入，快

推进，尽快见效。至2021年12月底，共建成回收网点108个，2022年实现收购废钢铁、

废纸、废塑料、废轮胎、废家电、废旧纺织品等14万吨。2019年10月启动废旧农膜回收

利用工作，在全市回收网点中挑选了28个网点进行废旧农膜回收并向社会公告，2022

年农地膜回收量达到286吨。其运营管理的主要方式包括：

“政府推动、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市供销总社承担回收网点清理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

牵头负责废旧商品回收的业务指导和从业人员的培训以及废品回收分拣中心、收运体系

的建设和管理。

纳入城市基础设施——方案明确，废旧商品回收网点、分拣中心与环卫的垃圾中转

站一样，同属城市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市财政要对分拣中心和网点

建设给予财政一次性投入，对回收网络体系的建设成效研究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和补贴政

策，确保投入和奖补资金及时到位。

是做好规划，合理布局。对社区（村）回收网点实施总量控制，

由属地政府（办事处）负责布局选点，规范经营管理。二是建好体系，分拣处理。由供

销社协同属地政府（办事处）对网点实施统一制式管理，制订管理制度，实施双重管理，

严格回收责任制。分拣中心由政府投建、供销社企业负责建设和管理并招引专业公司经

营。专业公司负责与社区（村）回收网点对接，应收尽收，运用价格杠杆市场化运作。

网点回收后统一向分拣中心运转，不得对外销售，同时堵绝外来流动收购。三是抓好管

理，清理整治。由政府各部门协同开展回收网点专项整治，逐步减少非规划内网点，对

规划内原已存在的网点实施达标改造，纳入网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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