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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杨 颖

编者按：进入 2012 年，人们欣喜于玛雅预言尚无迹可寻，认定“末日”离我们还很遥远。然而，我们真的安全吗？

现实是，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拥挤，为此，美国已经确立了开发外星球的宏伟目标；全球主要矿产资源可开发年限逐渐减少，为了获得更多矿藏，一些国家

开始打起了深海的主意；不可再生资源被大量浪费，为了节约能源，各国开始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如何保障资源的可持续供应以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已经

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些专家提出，“世界上有多少新就有多少旧，有多少旧我们又将再生出多少新”。他们认为，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是解码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再生产

业就是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

垃圾背后有商机 废物“利用”变“黄金”
工业革命后，开采资源一直是各国发展

经济的共识，在掠夺式的开采过程中，各种

矿产资源越来越少，我们生存的环境也越来

越恶劣。尽管有人预测，100 年之内，人类不

用担心资源问题，但如果再不着手拯救资

源，人类的未来将不可想象。

近年来，各国都已经意识到资源和环境

的重要性，开始着手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开

拓新资源。鉴于保护和节约皆属于保守策

略，不少国家把解决资源可持续供应问题的

希望放在了开拓新资源上。

一些国家开始研究垃圾再利用，希望从

这些废弃物中找到“黄金”。经过几十年的

“ 垃 圾 革 命”，日 本 已 宣 称 自 己 是“ 资 源 大

国”；近年来，韩国也采取措施尝试从垃圾中

寻找能源；而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更是

从垃圾中淘到了真正的黄金白银：专捡美国

废纸的玖龙纸业、边拆边回收的江苏黄埔再

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及专捡国外电子垃圾

的惠科公司等，都让这些废品发挥了余热。

巧妙“再制造” 垃圾变资源

中国包装联合会科技委员会会长刘向

群告诉记者，再生产业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

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和希望工程，谁率先进

入该产业，就掌握了取之不尽的资源。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无

法摆脱对矿产资源的依赖，然而，全世界的

矿产资源却日趋紧张，单靠合理开采和节约

利用无法解决资源可持续供应问题。因此，

研究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变废为宝是各国谋

求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以电子垃圾为例，

有资料显示，7 个废弃手机的线路板就能提

取 1 条金项链；1 吨电子板中，可以分解出

130 公斤铜、20 公斤锡、200 克黄金。而近几

年，中国每年至少报废 500 万台电视机、400

万台电冰箱、500 万台洗衣机、500 万台电脑

及上千万部手机。可见，垃圾回收带来的经

济效益十分可观。

刘向群介绍称，经过工业革命 300 年的

掠夺式开采，全球 80%以上可工业化利用的

矿产资源已经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并以垃

圾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总量已达数千亿

吨，并且还在以每年 100 亿吨的数量增加。

与此同时，利用经过冶炼的废金属比冶炼矿

石节能减排超过 90%，因此，变垃圾为资源，

形成废弃再生产品循环经济，不仅可以减少

环保投入，还能吐故纳新，让废弃物焕发新

的生机。

严把进口关 审慎看待“洋垃圾”

看到再生产业的发展前景，许多发展

中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固体废弃物。

据了解，不少国家几乎全部允许甚至鼓励

进口绿色废弃物。而印度、巴西、越南等国

进口“洋垃圾”的数量更是以每年 30%的速

度增长。

然而，由于“洋垃圾”良莠不齐，加之中

间商倒卖现象大量存在，一些大量进口“洋

垃圾”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廉价的“加工车间”

和“垃圾处理站”，相关企业的发展处境也十

分尴尬。因此，专家建议，要推动中国再生

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应该在肯定废

弃物再生利用前景的同时，规范垃圾进口，

为产业发展把好关。去年，国家五部委联合

下发《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对进口固体

废物国外供货、装运前检验、国内收货、口岸

检验、海关监管、进口许可、利用企业监管等

环节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力求做到全方位监

管。新规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国内进口固

体废弃物全过程监管体系，帮助不少相关企

业翻了身。

据报道，在广东肇庆，一家废旧物回收

企业已经通过技术研发，从群众眼中的“垃

圾加工厂”变成高科技纺织企业。在类似花

园的工厂里，8 个被回收的可乐瓶可以通过

提炼处理制成 1 件 T 恤衫，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都十分显著。专家表示，随着相关法律

法规越来越完善，中国再生产业将整体进入

“重塑期”，国内再生行业的集中度、环保标

准和科技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

规范发展 合理布局

其 实 ，除 了 进 口 ，我 们 还 可 以 回 收 垃

圾。据上海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新云介绍，中国已进入电子产品报废高峰

期，然而，每年只见 4000 万吨电器产品出口，

鲜少有回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资源

持续流失，回收这些产品可以成为发展国内

再生产业的一个有效途径。

同时，一些专家提示，要注意吸收国外

相关经验规范国内市场。据了解，由于国

内再生产业发展还不够成熟，各种浑水摸

鱼 的 现 象 仍 然 存 在 。 香 港 贸 发 局 公 布 的

资 料 显 示，近 来，随 着 电 子 垃 圾 提 炼 黄 金

技术的出现，不少网站可以轻易查到转让

该 技 术 的 加 盟 电 话，对 方 声 称 1 吨 电 子 垃

圾至少可提炼出 200 克黄金。这种加盟方

式看起来甚为诱人。不过，世上没有免费

的午餐，电子废弃物可资源化技术及装备

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 学 院 教 授 许 振 明 指 出，1 吨 电 子 垃 圾 可

以 提 炼 的 黄 金 并 没 有 人 们 想 象 的 那 么

多 。 沈 阳 市 再 生 资 源 管 理 办 公 室 综 合 管

理科科长李宝岭也提醒广大企业，电子垃

圾回收虽然蕴藏无限商机，但不是任何企

业都适合进入该产业。

专家分析，如今，国家越来越重视垃圾

分类和垃圾再生产业的规范和发展，未来，

可能有更多企业进入相关产业。因此，当务

之急是借鉴国际标准，组织国内专家探讨行

业 标 准，尽 快 制 定《再 生 法》，规 范 行 业 发

展。此外，要引导相关企业合理布局。资料

显示，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相关企业

还不多，有较大的开发空间。专家建议，要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合理方案，切忌一拥

而上，妨碍行业健康发展。

谨防二次污染

垃圾虽然有种种“好处”，但再生产业也

具有环境高危性，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在再

利用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废旧家电等电子

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处于无序状态，行业整体

装备水平较低，一般只能简单地剪切、拆解、

分类打包、出售，没有形成集回收、分拣、利

用于一体的回收网络体系，与资源综合利用

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差甚远，极易在拆解过

程中造成环境污染。

“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要求的不断提

高、国内环境法规不断完善和消费者环境

意识不断加强，各界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

高，从事再生行业的企业如果不按照环保

要求来做，是没有前途的。”安徽鑫港炉料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宁指出，废弃物的

再生利用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二次污染，企

业必须时刻牢记环保的重要性，尽量避免

出现二次污染。

同时，鲁宁也建议回收企业，要用创新

思维发展再生产业。“不仅仅是发明一种技

术、一件装备，而是要全方位创新，包括商业

模式的创新和对产业意识、认知、理念层面

的创新等等，对整个行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

定位。”他说。

最近几年，全球经济衰退对废弃物回收产业发展的促进作

用非常明显。尤其是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商品价格的持续下

跌为再生材料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股神沃伦·巴菲特

曾以他的实际行动——于 2010 年，大量买进垃圾处理公司股票

告诉世人：垃圾处理行业或许是最有“钱途”的行业。

如果你不相信，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据了解，依靠新

技术，人们可以从 1 吨废线路板中提取出 400 克黄金，利用 1 吨废

塑料可节约 4 吨原油。在这个金价持续上涨、石油日渐稀缺的时

代，垃圾回收产业确实是一座值得深挖的“金矿”。

曾经，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产

生的各种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电子垃圾越来越多。大部分垃

圾被拉到处理厂填埋，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 垃圾围城”的窘

境。但是，一味地填埋、焚烧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了实现

可持续发展，不少国家开始了废弃物再生利用的开发和探索。

从此，将垃圾变废为宝成为可能。实践证明，科技可以带给人

类的不仅仅是舒适的生活，科技也可以让垃圾产生价值。显

然，有时候，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只要方法得当，便能“化

腐朽为神奇”。

或者，您还以为每天清晨随手扔进小区垃圾桶的垃圾只能

被送到处理厂填埋，但现实是，现代科技已经可以把它们再次变

成资源。废纸里蕴含的资源堪比一座森林、废电线里藏着铜矿，

塑料瓶可以做砖、做鞋、做衣裳，这些人类曾经的幻想已经实实

在在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目前，垃圾产业在一些国家已取得了长足发展，而在中国，

垃圾处理市场的格局也已初步形成，一是近几年外资蜂拥而入，

主要目标是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二是地方国企依靠政府背

景统治着垃圾处理的大部分市场；三是一些民企以低廉的价格

寻求在二三线城市发展，而更偏远地区的垃圾处理还多是一片

空白。

虽然中国垃圾处理产业及其市场尚不成熟，但这也意味着

其潜在商机非常可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垃圾处

理市场中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但也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对

于投资主体来说，面对众多技术，在选择时必须考虑垃圾技术

的适用范围。

未来，资源将日益减少，专家估计，随着矿产资源和再生资

源的此消彼长，30 年后，资源再生产业为全球提供的原料将由目

前的 30%提高到 80%，产值将超过 3 万亿美元，增加就业 3 亿人，

并最终取代采矿业成为与制造业并驾齐驱的支柱产业。再生产

业这单“一本万利”的大生意，或将成为今后各国商家发展的新

起点。

垃圾处理 化腐朽为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