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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研究德国、美国、日本等汽车产业发达国家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经验，然后从政策法规、市场表现

等视角剖析现阶段我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此，结合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现状及技术管理基

础，从立法、生产者责任延伸、构建信息系统、培育绿色消费市场以及企业协力攻关等 5 个方面提出我国汽车

产品回收利用的对策建议，最后给出我国汽车回收利用产业发展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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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Ｒecycling Automotive Produ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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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otive Strategy Ｒesearch Institut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afety and Energ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experience of Germany，the USA and Japan has been studied firstly，then the key problems of
recycling automotive products in this stage of China are analyzed from policies，regulations and market performance． On the
basis of this，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automotive industry，legislation，extended
producter responsibility，information systems building，green consumer market fostering，co － operative innovation are pro-
posed for Chinese recycling automotive products． Finally，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recycling automotive products in China is
on show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automotive products; recycling; countermeasures ; strategic thinking

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1］。
2015 年我国汽车全年产销分别完成 2 450. 33 万辆和
2 459. 76 万辆，连续 7 年蝉联全球第一，创历史新
高。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为全球汽车工业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且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
国仍将是全球最具成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之一［2］。与
此同时，中国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环境污染、
能源紧缺和交通堵塞等因素的严重制约，转变粗放
的发展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是
我国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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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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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务院印发 《中国制造 2025》规划，
要求制造业按照“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
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原则发展，首次将绿
色发展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回收利用则是汽车产
业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
可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
展汽车回收利用产业，变废为宝、趋利避害，是促
进我国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十分
迫切和必要。

本文将借鉴德国、美国、日本等汽车产 业 发
达国家 的 报 废 汽 车 回 收 利 用 经 验，从 政 策 法 规、
市场表现等视角剖析现阶段我国汽车产品回收利
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 基于此，结合我国汽车行业
发展现状及技术管理基础，采用由点及面、逐步
推开的方式，全方位、多视角、远视程地提出发
展我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的对策建议和战略
构想。研究结论一方面可为政府和行业制定汽车
回收利用的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 另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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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整车、零部件及回收拆解企业制定自身发展
战略提供指导意见。

1 国外汽车产品回收利用的经验借鉴

德国、美国、日本等汽车发达国家早于我国进
入汽车社会、先于我国遇到报废汽车问题，经过 10
余年探索和实践，目前政策法规标准配套完善、发
展模式成熟、技术水平先进、产业化发展程度较高，
环境、经济效益显著，形成了明显的绿色竞争优势，
其中有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国认真学习总结并充分
借鉴。
1. 1 德国

德国是世界上汽车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德国将回收纳入汽车市场准入管理，上市的汽车材
料、零部件可回收利用率必须达到规定标准; 同时，
德国 2002 年颁布实施的《报废汽车法规》规定汽车
制造商或进口商有免费回收旧车的义务，并要求以
环保方式处置。这些法规促使德国各大汽车制造企
业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开展汽车回收利用技术研究，
如宝马公司在慕尼黑的回收研发中心专门研究汽车
回收处理技术［5］。此外，德国在强调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的同时非常重视各种零部件、各种材料的信息
标识，构建了强大的报废汽车物资流向信息管理系
统，以此保障整个行业的信息流通。在一系列法规
政策的作用下，目前德国报废汽车可回收率达到
95%以上，回收利用产业链上的废弃物处理企业、
汽车生产企业以及金属回收企业等都可以在没有任
何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措施的情况下通过市场运作
获得利润［6］。德国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德国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

1. 2 美国

美国的汽车回收与再制造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
平。美国由环境保护总署制定报废汽车回收的相关
法律法规，各州环境保护局负责汽车回收利用实施、
监督和管理，行业协会负责制定报废汽车回收价格
标准，整个管理机制以环保为导向，通过实施回收
指导价协调同行之间的竞争行为，过程管控相当严
密，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重罚［7］。目前美国实

施的产品连带责任法规类似于日、德的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是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自愿性研究机制，
三大汽车制造公司的积极性很高，在密西根州的海
兰帕克联合建有汽车回收利用研究开发中心，还与
美国能源部、阿冈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汽车回收与
再制造工艺技术研究，以期最大限度节约成本、提
高效率、保证质量［8］。此外，在回收利用的驱动下，
美国的再制造产业实现了规模化发展，康明斯等零
部件企业积极参与其中。与此同时，消费者对再制
造零部件的认知程度较高，汽车维修市场零部件有
50%以上来源于再制造。美国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
体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美国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

1. 3 日本

日本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受钢材价格不断上涨
的刺激，出现大量的手工作坊式报废汽车拆解企业，
以回收钢材为主，其他废旧零部件随意丢弃问题严
重，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规范报废汽车回
收产业的发展，2002 年 7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 《报废
汽车回收 利 用 法》，该 法 案 经 过 若 干 轮 修 订 后 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并出台了相应的 “实
施令”和 “实施细则”，从此，日本以法律形式建
立了从消费者、制造商到回收、再制造商的处理费
用负担机制，规定汽车生产厂家有义务承担安全气
囊、氟利昂、残渣等物料的回收利用和处理，因此
激励各大汽车厂家开始重视汽车回收技术的研究，
提高回收利用率［9］。日本政府通过法律明确了生产
者责任延伸制，即汽车生产制造商是整个回收体系
的核心与中枢，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基于市场经济规
律的回收利用机制，活化了回收利用渠道，有效地
将报废汽车作为有价资源进行流通，使参与汽车回
收利用的各方都有利可图，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如 ASＲ 的循环利用率可达到 93%［10］。日本的报废
汽车回收利用体系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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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日本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

1. 4 经验总结

通过以上对日本、德国、美国报废汽车回收利
用体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世界汽车工业发达国家虽
然在管理机构设置及运行方式上各有特色，但透过
现象看本质，它们均已形成高效的管理体制和完善
的市场体系来保障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具体可从
政府、消费者、企业、行业等多个层面总结出可供
我国借鉴的宝贵经验，如图 4 所示。

图 4 汽车工业发达国家报废汽车回收利用经验

通过经验借鉴可做如下思考: 回收利用从本质
上可分解为回收和利用 2 个环节，其中回收环节是
关键和基础，当回收做好了形成规模效应，循环利
用就会产生巨大经济效益，技术并不是关键问题，
只需紧跟汽车技术变革趋势循序渐进，更不需要政
府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等激励措施，报废汽车回收
利用产业可完全依靠市场经济规律很好地运营和
发展。

2 我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的问题剖析

2. 1 管理政策及法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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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都与我
国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形势紧密联系。下面对每个
阶段的侧重点进行归纳总结: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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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的各项政策法规
及重点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报废汽车政策法规建设第一阶段
( 1980—1990 年) 的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名称 重点内容

《载重汽车更新试行办法》
( 1980)

回收部门接收旧车后，应及时解体作废钢

铁处理，不得用旧零、部件拼装汽车变卖

《关于更新改造老旧汽车报

告的通知》 ( 1981)

明确规定了报废的旧车一律交物资部门指

定的收购点收购

《关于加速老旧汽车更新改

造的通知》 ( 1983)

强调要加快老旧汽车更新步伐，加强领导

做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工作，同时制定了

具体办法及相关鼓励政策，由国家物资部

负责具体工作

《关于加速老旧汽车报废更

新的暂行规定》( 1986)

首次制定了我国老旧汽车的报废标准，确

定了各类车型的行驶里程和使用年限

《报废汽车回收实施办法》
( 1990)

发动机、前后桥、变速器、车架、方向机

等五大总成，必须作废钢处理，禁止出售

报废汽车和五大总成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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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仍没有放开。该阶段的各项政策法规及重
点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国报废汽车政策法规建设第二阶段
( 1991—2001 年) 的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名称 重点内容

《报废汽车管理办法》( 1995)
对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及报废汽车回收程序

等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关于加强报废汽车回收工

作管理的通知 》 ( 1996)

实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的资格认证制

度，公安部门根据资格认证文件核发特种

行业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资格

认证文件和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准注册登记

《汽车报废标准 》 ( 1997)

全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控制在 400 家，

企业年回收拆解量不低于 900 辆。严禁审

批新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

《关 于 做 好 报 废 汽 车 回 收

( 拆解) 企业管理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 》( 1999)

特别强调了加强回收拆解企业的管理，严

禁拼装、倒卖报废整车及五大总成，各地

公安、工商管理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加强对此项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
( 国 务 院 第 307 号 令 )

( 2001)

明确了报废汽车车主和回收企业的行为规

范、报废汽车监督管理部门及其相关职责

分工、地方政府对报废汽车回收工作的责

任、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等

( 3) 第三阶段 ( 2002—2009 年) 。这一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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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性强制标准，对规范行业管理具有划时代
的指导意义。该阶段的各项政策法规及重点内容如
表 3 所示。

表 3 中国报废汽车政策法规建设第三阶段
( 2002—2009 年) 的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名称 重点内容

《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 ( 2002)

进一步规范老旧汽车报废更新专项补贴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鼓励老旧汽车报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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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政策法规名称 重点内容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

策》( 2006)

指导汽车生产、销售及相关企业启动、开

展并推动汽车产品的设计、制造和 报 废、
回收、再利用等多项工作

《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

技术规范》( 2007)

从“报废机动车拆解、破碎环境保护基本

方面”，“拆解、破碎企业建设环境保护”，

“污染控制”等方面提出要求

《汽车以旧换新实施办法》
( 2009)

对提前报废的老旧汽车、“黄标车”换购的

新车消费者实施补贴

《关于开展报废汽车回收拆

解企业升级改造 示 范 工 程

试点的通知》 ( 2009)

对 14 个省市的拆解企业开展升级改造工

程，通过财政手段鼓励企业提高拆解技术

水平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

术规范》 ( 2009)

我国报废汽车回收行业第一个正式实施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对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的基本条件、作业程序

和经营管理提出强制要求

( 4) 第四阶段 ( 2010 年以后) 。这一阶段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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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的各
项政策法规及重点内容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国报废汽车政策法规建设第四阶段
( 2010 年以后) 的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名称 重点内容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

条例》 ( 2010)

鼓励机动车生产企业、再制造企业与回收

拆解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提高报废机

动车回收拆解率和再利用率，解禁“五大

总成”

《机 动 车 强 制 报 废 标 准 规

定》 ( 2012)

强化了车辆的技术状态及安全、节能、环

保指标，对私家车的使用年限逐渐开始放

宽，非 营 运 的 小、微 型 客 车、大 型 轿 车、
轮式专用机械车辆无使用年限限制

《绿色制造科技发展“十二

五”专项规划》 ( 2012)

废旧产品再生利用率预期指标达到 80% 以

上，形成乘用车高附加值再利用、再制造

与资源化成套关键技术与装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

燃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
( 2013)

推动再制造产业发展，培育一批汽车、工

程机械用发动机等再制造重点企业

《2014 － 2015 年节能减排低

碳发展行动方案》 ( 2014)

淘汰 2005 年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强调了

单位 GDP 能耗、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

物、二氧化碳等排放量的下降目标值

《汽车有害物质和可回收利

用率管理要求》 ( 2015)

强化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在产品

设计、原材料选择、加工技术工艺等全过

程推进绿色制造、绿色产品、绿色工厂和

绿色供应链

2. 2 实施效果及市场表现
我国虽然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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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简单地非法拼装后上路，严重
危害道路安全，造成大量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2.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汽车回收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
产业链的视角从前端、中间、后端 3 个方面来论述，
即前端收不回来、中间利用不好、后端卖不出去。

( 1) 前端收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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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中间利用不好: 收不回来就导致正规回收拆
解企业利润低、规模小、技术差，甚至难以维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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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后端卖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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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回收利用产业绝不应像当前这样，仅仅在
回收利用阶段针对拆解企业和钢铁厂制定相关政策
法规，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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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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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我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存在问题的
剖析，并充分借鉴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经验，本文从 5 个方面提出我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
的对策建议。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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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中单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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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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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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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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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保证整个汽车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各
类标识信息畅通传播、严格管理。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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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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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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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
的［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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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国汽车回收利用产业发展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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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各类企业之间充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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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剖析我国主要问题、提出对

策建议的基础上，最后给出我国汽车回收利用产业
发展的战略构想，如图 5 所示。

图 5 我国汽车回收利用产业发展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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