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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环境管理和绿色处理的角度，对我国废旧电脑管理立法、处理处置以及回收体系进行了综述，分析了我

国目前废旧电脑研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废旧电脑的处理处置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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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the
quantity of waste computers increases and thi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people. From
the view poi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green technique, this paper discusses issues of the legis-
lation, disposal and callback system of waste computer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ome practical propos-
als.

Key words: waste comput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isposal; callback system

0 引  言

    废旧电脑是电子废弃物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电
子废弃物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固体废弃物之一［[1]
技术革新、新产品上市和低成本的电子制造技术给

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速了电子废弃物的产

生团。电脑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大缩短了电脑的更

新周期，环保液晶显示器的出现，促使电脑的淘汰量

急剧增加［[3]0
    废旧电脑具有数量大、危害严重、回收利用价值
高以及处理困难等特点，其处置不当不但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危害，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但

废旧电脑作为一种潜在回收价值高的二次能源，正

日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如何处置这些废旧电脑

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一个新课题闭。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于废旧电脑的处

理目前处于初级阶段，由于没有对它进行有效的回

收处理，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对环境产生了严重

的影响，而且给消费者带来了安全隐患［[5]。因此在
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下，探讨废旧电脑循环利用的

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笔者在研究

国内废旧电脑的管理及回收利用现状的基础上，针

对其中的不足与缺陷，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废旧电

脑的回收利用进行了总结和展望，以期促进我国废

旧电脑的资源化管理。

1我国废旧电脑资源化研究现状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识到废旧电脑等电子废弃
物问题的严重性，并针对相关问题采取了许多有效

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是一方面有效地利用废旧电脑

的价值，另一方面加强对废旧电脑的管理，防止其环

境污染和健康危害。发达国家主要采取有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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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在“3R"（减量，再使用，回收）原则的基础上，
实行“生产商责任延伸制”。如德国是最早制定废弃

物管理方案的国家，1972年就颁布了《德国废弃物
法案》。在立法和技术上走在前列的国家主要是德

国、日本、瑞典、荷兰和美国等困。而目前我国对废

旧电脑资源化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1废旧电脑管理立法研究
    我国目前也意识到电子废弃物对未来经济、社
会和环境的长远影响，开始着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

完善，并在浙江、青岛、天津等地建设了电子废弃物

示范工程。1996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禁止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限制进口可以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2000年国家
环保总局发布《关于进口第七类废物有关问题的通

知》(2000年19号文件）规定：从2000年2月1日
起，国家环保总局同意进口的第七类废弃物不包括

计算机、显示器、阴极射线管、电视机等废旧电器。

从2000年4月1日起，海关总署禁止上述废旧电器
进关川。为了规范和促进我国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

的回收处理行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4年
9月17日颁布了《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
理条例》，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7年9月27日颁
布了《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并已于

2008年2月1日起施行［8]
    在废旧电脑管理体系研究方面，候晓梅图分析
了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介绍

了欧盟、德国、瑞典、日本、美国、瑞士等国家和地区

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的法律法规，并对废旧家电回收

利用主要法律制度及制定原则进行了探讨；冯

良［[10]、王兆华［[I1]、刘冰[12」等介绍了国外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的颁布和运行情况，并对我国电子废弃物管

理中实行该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陈魁等［[13〕分析了
电子废弃物再循环利用过程中企业、政府和公众的

角色定位与责任分担，认为明确相关行为主体的角

色和责任至关重要。

1.2废旧电脑处理处置技术研究
    在我国，由于受传统观念、经济条件、技术水平
等因素的影响，对废旧电脑的回收利用还比较落后，

废旧电脑的拆解大部分以小作坊形式为主，且比较

分散；废旧电脑的的处理主要采取的是填埋、直接焚

烧、酸处理以及新型资源化回收利用等方法〔“一‘司。

尽管我国对于废旧电脑的处置技术研究较晚，但也

取得了一些成果。阎明［[19〕认为我国应发展适合国
情的电子废弃物拆解技术和研发拆解处理成套设
备，总结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子废弃物产业化处理

经营理念和成功运营模式；阎利等［[20]评价了国内外
电子废弃物处理处置技术的现状，提出了我国在电

子废弃物处理处置技术路线选择中应遵循的原则，

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处置技术路
线，并针对该技术路线的实施障碍提出了解决建议；

周全法［[21〕系统总结了我国电子废弃物处置技术和
处置企业的现状及研究进展，分析了国外电子废弃

物处置法律建设、公众参与及处置技术的现状，从资

源化利用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新的处置概念和处置技

术；阎利等卿〕建立了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产业系统

的概念模型，对我国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系统的影

响因素及面临的主要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促进

我国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叶林顺

等［[23〕结合实例从电脑的化学组成出发，分析了废旧
电脑可能给环境带来的影响，阐释了物质循环中的

收集、直接回用、材料回收和最终处置4个主要环节
的含义；林逢春［[24〕预测了中国废旧电脑的产生量，
提出了我国应对废旧电脑问题的建议；陈柜柳哪〕研

究了电脑主板的组成以及元件拆卸和贴装技术，认

为元器件拆卸是废旧电脑板卡资源化的一个重要工

序；吴德东等哪〕研究了用酸碱法提取废旧电脑线路

板中的贵重金属；陈占华等［[27」研究了用电选法对破
碎后的电路主板实现金属与非金属的分离，实现了

资源的再生利用。

1.3废旧电脑回收体系研究
    我国关于废旧电脑回收体系的研究目前还刚刚
起步，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研究体系。魏邦岩［[28]
提出应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回收网络，形成专业回收

为辅的回收体系，保障废旧家电拆解和综合利用处

置渠道畅通，同时培育以家电卖场与售后服务网络

为主的回收体系；徐剑等［[29〕提出了以制造企业为中
心、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回收网络模型，该模型完全以

制造商为服务中心，加强了各实体之间的联系，缩短

了部分零部件的回收流程，同时分拣过程由于目的

性的加强，使得处理更加彻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

环境的污染，提高了处理效率；韩雪冰等［[30〕阐述了
在OEM模式下回收网络的规划以及影响其规划的
主要因素，根据电子废弃物的特点，运用。,1整数线
性规划成本模型实现了回收网络规划和回收物流控

制，以实现总成本最小化，对生产商延伸责任制条件

下的OEM厂商构建回收网络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5年8月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受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的委托联合海尔、小天鹅、格力，松下、索尼、

西门子6家公司启动“中国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收费
机制研究”课题，最后形成《中国废家电回收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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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理办法》草案；常香云等［[31〕介绍了有关国家和
地区电器产品回收利用的付费机制，认为从长远来
看，必须考虑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周进即〕从全新的
角度设计出了包括“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费”及“主动
回收处理保证金”两个方面在内的废旧家电回收利
用的“付费制度体系”；李健等即〕从循环经济的角度
考虑废旧电脑的回收利用，分析了废旧电脑逆向物
流的现状以及对环境潜在的负面影响；曾敏刚等即〕
建立了废旧电脑逆向物流的优化模型，并提出了废
旧电脑在珠江三角洲的逆向物流解决方案。

程度上阻碍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进展；另外，回
收体系涉及的利益主体多且分散，回收途径散乱不
集中；相关的法律政策的缺失以及监管力度不够，导
致资源浪费严重、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3建议与展望

2我国废旧电脑研究存在的问题

      我国有关废旧电脑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
  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废旧电脑管理立法方面，我国关于电子
废弃物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还不够健全，相关体
制还没得到完善；已经制定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落
实不到位，没有明确废旧家电的回收过程中的责任
承担者以及要求电脑厂商对废旧电脑的回收、再生
利用的责任制度；相关的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够，宣
传力度不大；民众环保意识薄弱，致使政府无法有效
监管不合理的电子废弃物拆解和处理活动；废旧电

  脑回收体系紊乱，无法有效地渗透到位，缺乏相应的
  实施政策和方法。

     (2）在废旧电脑处理处置方面，我国现有的电
子废弃物再生利用企业少，且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
水平低和电子废弃物收集困难等问题，加之企事业
单位人员环保意识不强，很少有单位像外企那样主
动花钱把电子垃圾送来处理，直接导致再生利用基
地原料短缺、回收困难、处理量小，无法使废旧电脑
产生量和处理量保持平衡，两者的距离逐渐拉大；另
外，受传统观念、经济条件、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对废旧电脑的回收利用方式简单落后，处理工艺无
法与国际水平接轨，回收利用率不高，废旧电脑拆解
后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气和废渣没有得到合理有效

  的控制和治理，严重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损害
了人体健康。

     (3)在废旧电脑回收体系的研究方面，我国基
本上处于概念和定性讨论阶段，缺乏系统的回收理
论和方法来规划和指导回收过程，致使回收一直处
于低水平、低效率、低效益的状态；回收利用技术和
设备相对成熟，但由于受政策、体制等种种客观条件
的制约和限制，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较低，实际应用
不多，尤其是相关的法律法规迟迟不能出台，在某种

      我国废旧电脑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研
  究成果较少，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很多方面
  还需要不断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些方
  面也将会成为我国废旧电脑未来研究的重点。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废旧电脑回收产
  业。从现有国情出发，对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的
  各个环节确定责任承担者、付费标准及目标，建立有
  效稳定的市场秩序，加强对废旧电脑的管理，用法律
  手段作支撑，更快、更有效地促使废旧电脑的回收管
  理及资源化走上正轨。

     (2)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建立正规的规模化、产
业化的回收体系。废旧电脑作为可再生利用的循环
资源，只有通过适当合理的处理，资源才会得到循环
利用；正规的回收体系才能使有资质的企业健康良
好的发展，才能保证废旧电脑的回收处理顺畅地进
行，

     (3）加大创新力度，发展废旧电脑回收利用技
术和环保设备。废旧电脑潜在价值高，有很大的回
收空间，技术的创新能够提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率，高
效合理的环保设备能够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经济效益；同时，废旧电脑对环境和人体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合理的回收技术和有效的设备能够最大
限度地降低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4)建立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和研究基地。循
环经济是世界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经济模式，对废
旧电脑实施有效的调控及配置，从源头和末端实施
治理和防治，为我国制定循环经济的方针政策提供
依据，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直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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