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成都市民刘女士准备装修一
套二手房，并计划把家里的旧家具、旧家
电全部换新。然而，这些“大块头”却面
临着不好扔、难出售的尴尬处境。

日前，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明确提
出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完善废旧产品
设备回收网络，推动资源高水平再生利用。

随着政策的推出，刘女士眼中的“老
破旧”成了蕴含“宝藏”的大市场。

“大块头”废旧家具家电到底何去何
从？新一轮“以旧换新”为四川循环经济
企业带来了哪些机遇？就此，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进行了探访。

旧货处置
二手市场转卖成主流

以旧换新意味着大量老旧产品将被
淘汰，但要把旧沙发、旧床垫等“超期服
役”的大家伙搬出家门并妥善处理却并
不容易。

“最初我联系了一家附近的家具家
电回收商，对方都没上门，看了我发过去
的照片，说床和衣柜太旧了，卖不起价
钱，如果全部搬走只能给100元。”刘女士
说，当初仅购买家具就花费几千元，洗衣
机等旧家电都还能用，100元的价格确实
无法接受。

随后，刘女士将这些家具家电挂到
二手交易平台上，前后折腾了一周，和不
同买家反复讨价还价后，最终把沙发、茶
几、洗衣机和书桌以3-5折不等的价格
卖出，其余卖不掉的只能让装修工人当
作垃圾处理掉，还支付了200元运输搬运
和回收处置费。

刘女士的烦恼并非个例。据了解，
不少成都市民都遭遇过床垫、沙发等“大
块头”无处可去的尴尬。面对找人收家
具还得付钱的现状，有人选择一扔了之，
但随意丢弃的旧家具不仅给物业增加了
工作量，也存在环境污染隐患。

于是，更多人选择二手转卖。记者
在线上闲置交易平台闲鱼上输入“二手
沙发”，显示有1800余人在搜索该关键
词，近期成交价从150元到450元不等。
今年3月，闲鱼发布数据显示，平台日均
交易额已突破10亿元。

现场探访
万吨旧家具如何再利用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市双流区

的四川银谷碳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双流
分拣中心，在一个约15000平方米的仓
库里，各种废旧洗衣机、冰箱、塑料、布料
等成堆整齐地码放着，仓库门口一直有
货车来来往往，过磅称重、装货卸货。

卸下来的是回收回来的各种“破
烂”，装走的则是经过精细化分拣后的可
再生资源。该公司负责人熊简银介绍，
整个分拣中心回收的废旧产品大约有
300种，废旧产品进入到分拣中心后会先
进行分类分选，再按照不同类别进行拆
解、破碎、打包，送往下游企业再加工。

仅去年一年，该公司就回收了废旧
家具约1万吨、废旧家电约35万台。经过

拆解，旧家具里的弹簧等金属将送往下
游金属冶炼企业，木头运往发电厂作为
燃料发电；废旧家电则直接送到正规电
废拆解企业做进一步加工处理。

企业观点
循环经济企业迎来大商机

目前，银谷碳汇在成都市各大小区
投放回收设备箱约1.2万个、建设社区便
民回收站点约300个和总面积超5万平
方米的4个绿色分拣中心。在银谷碳汇
办公区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每个
站点、分拣中心的物品回收量、回收品
类、回收价格及其减碳量，包括每一辆新
能源物流清运车的实时运输情况。

熊简银说：“通过构建起的再生资源
‘点-站-仓-分拣中心’体系、匹配的专
业物流及全产业链数字化运营和管理体
系，我们形成了四级回收及处置网络，并
在逐步扩大回收规模和区域范围。”在他
看来，动辄千元的家具之所以没人愿意
回收，主要还是回收人力、物流运输和拆
解成本太高，需要有较大的拆解场地，还
需要耗费人力。但这些流动“收荒匠”看
不上的大家伙，经过规模化回收利用，仍
拥有巨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现在国家大力推动‘换新+回收’模
式，就是为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接下来
还会有一些具体政策推动龙头企业先行
先试，有了政策的支持，我们这个产业才能
真正做起来。”对此，熊简银信心十足。

四川行动
2600万台旧机进入换新周期

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明确提出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开
展汽车、家电产品以旧换新，推动家装消
费品换新等。

具体到四川，商务厅相关负责人日
前在省政府官网回复网友提问时表示，
四川开展上一轮家电下乡已十多年，很
多家电产品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有些甚
至达20年，“超期服役”安全隐患较大。
据估算，四川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
热水器、烟灶、净水机、扫地机器人这个
类目约1.5亿台，进入换新周期的旧机约
2600万台，如果每年换新400万台，换新
规模将超过50亿元。

“我们将积极推动出台家电以旧换
新政策，统筹全链条各环节，引导销售、
回收企业形成合力，更多惠及消费者。”
该负责人说。

多起加码换新补贴
万亿消费市场加速开启

国家层面政策推动的同时，各地也
纷纷开启“焕新季”促消费活动，家电、汽
车等成为主要领域。

例如，浙江杭州宣布3-4月期间开
展家电焕新季，充分联动平台、家电企业
和直播电商等推出家电以旧换新惠民让
利活动；广东深圳罗湖区政府推出2024
年春季购车福利，除了购车优惠，符合条
件的以旧换新还能叠加享受千元补贴。

与此同时，众多企业积极参与。3月
26日，苏宁易购携手30余家家电生产企
业签署《以旧换新行动联合公告》，开展
家电以旧换新行动。

4月1日，奇瑞、蔚来等多家车企宣
布，为响应“以旧换新”政策号召，将推出
补贴置换季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3年
底，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3.36亿辆，
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保有量超过30
亿台，汽车、家电更新换代将创造万亿规
模的市场空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受访者供图

银谷碳汇分拣中心内，回收的旧家电将送到正规电废拆解企业做进一步加工处理。

银谷碳汇分拣中心内，旧家电成堆码放。

新一轮“以旧换新”开启

家中被淘汰的“大块头”何去何从？

“大块头”，何处去？
最近，“以旧换新”成为热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要鼓励和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紧接着，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明确实施设备更新、
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

新一轮“以旧换新”不仅包含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还将推动重点行业设备、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交
通运输设备和老旧农业机械、教育医疗设备等更新改造，而这背后对应着万亿元规模的巨大市场空间。

目前，这个市场发展如何？四川企业又有哪些新机遇？带着这些问题，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一线企业、
对话行业专家，并从即日起推出《万物再生：大块头，何处去？》专题报道，聚焦“循环经济”下新生的万亿级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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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4月9日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工业领
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
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
25%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分别超过90%、7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有利于

扩大有效投资，有利于推动先进产能比
重持续提升。此次方案明确，围绕推进
新型工业化，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
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数字
化转型和绿色化升级为重点，推动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方案提出，结合工业领域各类设备
更新差异化需求，依靠市场提供多样化
供给和服务。统筹考虑行业发展和市场
实际，循序渐进、有序推进。积极推进新

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在推动
硬件设备更新的同时，注重软件系统迭
代升级和创新应用。

据了解，此次方案提出实施先进设
备更新行动、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实施
绿色装备推广行动、实施本质安全水平
提升行动四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
针对生产设备整体处于中低水平的行
业，加快淘汰落后低效设备、超期服役老
旧设备。针对航空、光伏、动力电池、生

物发酵等生产设备整体处于中高水平的
行业，鼓励企业更新一批高技术、高效
率、高可靠性的先进设备。

保障措施方面，方案指出，加大工业
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财政支持力
度，将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纳入中央预
算内投资等资金支持范围。此外，设立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专项再贷款，引导
金融机构加强对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
支持。

七部门发文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