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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当手机达到使用寿命，或者不能满足我

们需求时，就会被淘汰，变成废旧手机。中国

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目前一部手机的平

均寿命在 2.2年左右。我国平均每年产生 4亿

部以上废旧手机，废旧手机存量超过 20亿部。

该协会研究数据还显示，手机废弃后，约

54.2%被消费者闲置留存，只有约 5%能够进

入专业的废旧手机回收平台、“以旧换新”新

型回收渠道。

“这说明人们目前还没有形成相关意

识。当然，这也意味着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作

为‘朝阳产业’，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湖南

省循环经济研究会会长周儆说。当前，受回

收价格较低、不够方便快捷、数据安全性难以

保障等问题困扰，消费者对废旧手机回收的

信任度不高、回收意愿较低。“行业的透明度

和标准化是行业发展的关键。”

“城市矿山”

“我和妻子都不算数码产品爱好者，但家

里的废旧手机加起来也超过 10 部。”长沙 90
后小伙王杨告诉记者。打开抽屉，映入眼帘

的各种型号的智能机和功能机。因为卡顿、

掉电快或内存不足，这些手机不得不放在家

里“吃土”。“卖掉吧，一来卖不上价，二来呢，

也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即便是格式化处理

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也难保不被专业人士恢

复。”王杨说。

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废旧

手机便是放错地方的“城市矿产”。“一部手机

配件有超过 60种元素材料，包含金银钯铑等

多种稀贵金属，手机材料也可以回收再利

用。”周儆介绍说。据估算，每吨废旧手机可

提炼约 200克黄金、2200克白银、100千克铜。

相关报告显示，到 2030 年，我国废旧手

机总量将达 37万吨。根据测算，只要中国的

手机回收率保持在 33%左右，到 2030 年，回

收金属总价值便可达 251 亿元，比通过原始

开采的方式节省近 56 亿千瓦时能源，相当于

中国 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 20倍。

废旧手机的资源价值和环境风险并存。

手机材料中有包括汞、铅、镉等重金属在内的

多种有害物质，如果进入土壤、地下水中，在

生态系统中累积，就会带来生态环境和人体

健康风险。手机材料本身也难以自然分解，

如不规范处置，会对环境造成长期影响。

“与手机保有量和报废量相比，我国手机

回收率仍然较低。”周儆说。据介绍，目前，我

国仅规定在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

4 类家电产品中鼓励生产企业实施回收目标

责任制，对于废旧手机尚未明确责任或制定

回收率目标，难以对生产商形成有效约束。

同时，对手机回收的补贴也难以落到实处，使

相关企业的回收积极性大打折扣。

“朝阳产业”

“我国的废旧手机回收利用产业正进入

发展机遇期。”周儆判断。据介绍，目前我国废

旧手机回收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生产商回

收，如国内一些手机厂商开展的“以旧换新”活

动；二是销售平台回收，如京东等一些电商平

台提供的废旧手机报价和回收服务；三是企

业回收，如一些企业通过自建平台、与生产商

合作等方式回收废旧手机。天眼查专业版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现存手机回收企业 4500余

家，其中湖南以 1400余家位列区域首位。从

成立时间来看，50.3%的企业成立于 1~5年内。

被回收的废旧手机，大致有两种去向：上

市时间短、功能完好的手机经翻新后，低价流

入二手市场；损坏无法使用的，拆解零部件再

利用，或直接提炼原材料。

处理废旧手机，需要经过预处理、回收和

精炼提纯等步骤。其中，预处理主要是将电

子废弃物中的金属与非金属分开，实现金属

的初步富集；回收主要是将稀贵金属进行提

取富集；精炼提纯则是从回收的贵金属浸出

液中，得到纯度较高的稀贵金属。

位于湖南汨罗的万容电子废弃物处理有

限公司，是国家首批家电“以旧换新”试点拆

解企业。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看好废旧

手机资源化利用前景，公司也拥有相关技术

手段。“目前还在观望，一方面是盈利模式还

不是很明确；另一方面，对于作为‘新九类’的

废旧手机，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补贴激励政

策，大家积极性不够。”该负责人直言。

2010 年，我国发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目录》（第一批），将电冰箱、洗衣机、房间

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等五类产品（简称“四机

一脑”）的回收处理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并

实施基金补贴制度。后续《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目录（2014 年版）》新增了手机、传真

机、打印机、复印机等九个品类（简称“新九

类”），但目前尚无基金补贴。

“若‘新九类’纳入基金补贴范围，行业肯

定会迎来大幅抬头。”周儆说。

打通堵点

近年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

理条例》、循环经济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实施，促使

废旧手机回收利用产业有了政策保障，发展

逐步规范。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产业仍面

临综合处理能力不足、消费者回收废旧手机

意愿低下、回收流程长、回收成本较高等堵点。

智研咨询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2023年全

国共回收手机约 2.8亿部，其中 2.5亿部以上用

于直接/翻新销售，占总回收量的 90%左右，是

0.26亿部报废拆解手机量的近十倍。能否在

回收品中“掘金”，事关企业“入场”信心。

隐私泄露和信息安全，无疑是制约废旧

手机回收利用的痛点。“国家应从法律层面和

监督执法层面着手，保障消费者的信息安

全。要鼓励机构和个人对企业的手机回收和

二手交易进行监督，建立奖惩制度，促进手机

回收和安全处置。”民建长沙市委副主委、长

沙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周炳认为。

“大家在换新手机的同时，也应考虑旧手

机的去向。”周儆建议消费者处理废旧手机应

尽量选择正规渠道，既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又

为环保做贡献。而对于回收行业，他建言通

过加强监管、提升技术、规范操作流程，探索

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实现回收全流程标准

化、规范化，确保“物尽其用”。

“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激发回收企业主

观能动性；推动手机厂商设定回收率目标，提

高二手市场回收效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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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 4亿部以上废旧手机，仅约 5%得到专业回收

如何让上亿部废旧手机不再“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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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作为“朝阳产业”，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与手机保有量和报废量相

比，我国手机回收率仍然较低。专家建议，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激发回收企业主观能动性。

本报记者赵昂

近日，国内市场目前销量最大的咖啡

连锁品牌企业发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及

全年财报，根据财报显示，其在国内市场

总销售额达到248.6亿元。与此同时，其

他咖啡连锁品牌企业的财报也较为亮眼。

咖啡产业的向好，也吸引了投资者

投资其中。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

国现存咖啡相关企业 22.2 万家，其中

2023年新增注册企业近6万家。

一系列向好的数据说明，国内消费

者对咖啡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咖啡也

融入了各种消费场景和社交场合之中。

在实际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接纳的不只

是咖啡饮品，咖啡豆、咖啡杯、咖啡文创

等也得到了市场的欢迎，对于一些咖啡

店来说，这些衍生品的消费量有时不输

于咖啡饮品。

不过，企业也应意识到，如果过于

扎堆布局一二线城市，难免会使得竞争

激烈程度上升。由于咖啡产品存在不可

避免的同质化倾向，一旦企业竞争特色

不明显，很容易在趋向饱和的市场竞争

中处于不利态势。在这样的外部竞争态

势下，咖啡相关企业要聚焦于开拓新市

场，特别是下沉市场。

这是因为，交通的便捷发达与资讯

的快速传播，不仅会让消费需求通过快

速的人员流动向下沉市场传导，也会在

下沉市场形成和一二线城市消费市场类

似的消费习惯。具体到咖啡产业，前往

乡村的游客，返乡的务工者，都可能将咖

啡的消费需求带入县域、乡镇甚至是农

村，并促使当地部分消费者渐渐形成咖

啡的消费习惯。事实上，这一消费下沉正在成为现实。例

如，今年返乡过年，“村咖”成为很多地方新的消费时尚，不只

游客喝咖啡，返乡的年轻人和“新村民”也是消费主力群体。

乡村咖啡馆不仅多了起来，还与乡村特色产品形成联动，颇

具特色，甚至连乡村咖啡的外卖市场也火热起来。

正因如此，咖啡相关企业要加快布局下沉市场。当然，

在下沉市场，不同地区消费者对咖啡的价格接受程度、消费

时间、口味习惯等都会有所不同，不可盲目把一二线城市的

经营经验照抄照搬。而如何开发并营销推广适合当地消费

者的产品，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下沉市场的这些特点，同样也适合

个体创业者和小微企业。

开足马力忙生产
企业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近日，“越来越多二手房业主开始选择自

己卖房了”的消息冲上热搜，引起市场关注。

《工人日报》记者在相关平台上输入“卖房”字

样，发现可以搜到不少业主的挂牌信息。有

业主声称“房东直售，可省中介费！”更有一些

网友介绍起了“房东直售指南”。

那么，二手房买卖真的能“去中介化”

吗？记者随机采访了数十名购房者和卖房

者，其中 80%的人选择找中介，理由是“更省

事、更安心”，有 20%的人愿意尝试房东直售，

表示“能省当然好，但具体操作还需找专业人

士，比如律师、银行”。

业内人士指出，业主自主挂牌，客户直接

约看，官方平台保障签约成交，不收取任何服

务费用，二手房“去中介化”的热炒，进一步说

明了房地产经纪行业优化、调整是必然。天

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房屋中介

121.4万余家，其中新疆地区拥有 1.1万余家。

“房东直售”市场集中在亲友之间

“自己的新房，带车位和家电出售，楼下

就是电影院，双公园，小区环境优美。价格可

小刀，中介勿扰。”在朋友圈，王泽强介绍起位

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房子。

“我看现在很多业主都在社交平台售房，

能免去中介费。”聊到售房经验，“90 后”王泽

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先自己卖，超过半年

没卖出去，再找中介。”

不久后，楼下邻居看到了他的售房信息，

介绍了同事前来看房，有邻居从中协商，双方

很快达成一致，不到十天，双方签订合同，走

了过户手续。“有朋友介绍，再加上房子也很

好，距离我单位也近，买得放心住得安心。”新

业主徐先生说。

聊起这次的售房经验，王泽强说：“还是

运气好，遇到了熟人介绍，下次还是要找中

介。”他表示，在自己售房期间，除了本职工作

之外，还兼职了自家房子的“中介”，由于经验

不足，一周之内约了两次同一个买家。之后

的收款、过户，他都得约对方时间，跑银行、房

产中心，“太累了，来回看房、讨价还价，那段

时间总会很焦虑，卖了之后想着轻松一点，走

程序又花了一周。”

去年，53 岁的马奎将自家的房子卖给了

亲戚，“原本想自己卖，结果打了广告后，来了

不少中介来看房”。聊起卖房的经历，他叹了

口气，“最后还是‘亲情价’卖给了家里人，房

子和人都知根知底，过户也方便，不然我这个

岁数的人，跑手续就能把自己绕进去。”

一间房的出售并不像买卖其他物品，一手

交钱一手交物，而是要考虑多个方面，包括买卖

双方的交易信任、了解程度、手续齐全等。从

事房地产经纪行业 10 年之久的杨晶晶告诉

记者，二手房的自主交易更多集中在业主家

人之间的买卖、熟人之间的交易等，“陌生人

之间的交易成功率很小”。

信任担保更重要

“房屋的买卖，特别是二手房之间，人和

人的信任、沟通很重要。”杨晶晶说，“二手房

比新房销售更难一些，需要和买卖双方不断

沟通，才能达到双方心满意足的效果。”

除此之外，记者观察到，很多售房者看似

在各大平台分享了售房信息，还是属于“广撒

网”，并没有精准到需求端，因此存在售卖周

期长的情况。

“房产市场的交易是很分散的，想要精准

连接供给端和需求端，就需要中介。”杨晶晶

说，一屋一情况，特别是在二手房市场，每套

房子的楼层、面积、朝向、格局、装修情况等各

不相同，还有房子是否存在抵押、查封等情

况，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评估、计算。

今年，原本家在新疆阿勒泰市的米德提·

尼格斯汗来乌鲁木齐市工作，打算买房定居，

“最头疼的就是房屋信息的真实性，虽然网络

很发达，但房源的随意性很大，有些是房主发

布的，有些是中介发布的，还有中间人发布

的，好不容易看中一个房子，却因为修建时间

虚假，无法贷款。”最后他还是找了家中介。

从 2022年起，杨晶晶开始在相关平台尝

试“短视频售房”，“短视频平台更直观地将房

屋情况、卖方的情况都展现出来，也让更多人

了解了我们中介”。亲切、直观、专业的形象

让杨晶晶吸引了不少粉丝，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找她的团队买卖房屋，“二手房销售中，中

介的收费很透明，客户选择我们主要是因为

公司正规合法，有信任担保”。

中介的服务价值越来越大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关部门推出了“一窗

办理”和“一网（掌上）通办”，将房产交易的缴

税过户实现在一个窗口或网上全程办理。随

着政府在使用数字化服务提升交易能力的不

断提升，对于二手房交易，房源信息更真实

了，办理相关手续也更加便捷和高效。

“在乌鲁木齐市房产交易大厅，不到半个

小时，我房子的过户、缴税都处理好了。很方

便。”马奎说。“办证”流程简化后，中介手续代

办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弱，买卖双方反而更注

重房产中介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提供的洽谈

协议、交流信息、展示行情等职能的专业性。

在杨晶晶看来，卖房业主的需求更多在于

以合适的价格快速出售房子，中介只需要帮助

他们精准定位需求客户，并以心理价位出售；对

买房子的人来说，他们需要找到符合自己需求、

价格合适的房子，而在“一卖一买”过程中，时间

效率、价格洽谈、流畅交易对双方都很重要。

“现在信息的接收方式特别多，客户在卖

房子或买房子之前已经有了初步了解，我们

更多是帮助客户精准定位、从中沟通、规避风

险、提高效率，让双方都达到双赢。”杨晶晶

说，“从我来看，越是信息繁杂的时候，中介的

专业服务会显得更重要。”

自己卖房省了中介费，“费心事”却省不了

二手房“去中介”难在哪里

本报记者 徐潇

今年春节期间，社交平台上被各种游客穿着马面裙的照

片霸屏了。北京的故宫、天坛，洛阳应天门和开封清明上河

园，马面裙和红墙古风的适配度让人心动，更让人感叹中式服

饰的绝美。这个龙年春节，马面裙意外但又意料之中地成了

爆品，许多消费者购入马面裙作为新年“战袍”，而更多人的第

一件汉服单品就选择了马面裙。

大数据显示，2023 年“双十一”期间，淘宝就卖出了超过

73万条马面裙。马面裙成为汉服品类下热度最高的单品，记

者在各个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一些热销款式的马面裙，单品

销售额超过百万元。据报道，仅曹县一地，2023 年以马面裙

为主的龙年拜年服销售额已超 3亿元。

反向成就汉服赛道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宋辽的裙子已经具有马面裙的马

面形制，是中国古代汉族女子主要裙式之一。目前较为普遍的

马面裙形制始于明朝，延续至民国，多采用各种吉祥的纹样。

马面裙的热销，反向带火了汉服全品类热度，汉服已经逐

渐成为电商平台发力的消费赛道。据淘宝服饰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中旬，淘系平台的汉服 2023 年销售额接近百亿

元，同比增长超 50%，淘宝平台的汉服在线商品数同比增长超

60%。天眼查专业版数据也显示，目前我国现存汉服相关企

业 6500余家，其中陕西、山东、河南三地企业数量位居前列。

其实从汉服消费历程来看，从 2015 年开始，中国汉服市

场开始形成过亿元的规模，而据艾媒咨询《2021 中国汉服产

业现状及消费行为数据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至 2020年，我

国汉服市场销售规模由 1.9 亿元大幅上升至 63.6 亿元。这几

年，汉服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家踊跃入局，进入快速增长期，报

告显示，2019年淘宝汉服商家数量同比增长 45.8%至 1188家，

2020年也保持了 27.8%的增速，增长至 1518家。但疫情期间，

由于出行旅游机会减少，汉服市场受到消费者冷落，据艾瑞咨

询等联合发布的《2022 年中国新汉服行业发展白皮书》，2020
年和 2021 年，新汉服行业市场规模增速分别为 3.1%和 6.4%，

与此前几年比明显放缓。

马面裙的“出圈”则扭转了汉服市场疲软的态势，从投资

角度和消费角度来看，马面裙已经成为汉服“蛋糕”做大的关

键。伴随着马面裙这款“超级单品”的热销，汉服又重新加入

消费者的购物车，市场也逐渐回暖。

织造业同时转型

“时尚的尽头是马面裙，马面裙的尽头是窗帘布。”这不是一

句戏言，社交平台上有人用“过时的窗帘布”爆改成马面裙的视

频，收获一片赞叹。事实上，2022年就有窗帘布制造厂家转型改

做马面裙布料，“订单哗啦啦地来，机器不能停。”浙江海宁市许村

镇一名纺织企业主曾告诉媒体，前几年传统窗帘布料销售不佳，

2022年由于马面裙流行，提花制造机派上了新用场，不少原先生

产窗帘布的厂家利用现有的提花机，顺利转型生产马面裙面料。

有报道称，目前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有100多家纺织企业在

从事马面裙和新中式服装面料的生产，日产面料能达到3万余米，

可制成近7000条马面裙。而在全球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中国轻纺城，3万余户经营户销售的纺织品经营品种超过5万种，

在这里，商户店门口多悬挂着马面裙面料供消费者选择。

随着马面裙的爆火，消费者对汉服接受度、认可度越来越

高，很多面料批发商也开始钻研马面裙的纹样、款式、面料升

级。儿童款、老年款的面料订单日益增多，为了更适配日常穿

着，织造厂家将马面裙上惯用的龙凤等动物图案转为清雅的

竹梅兰菊图案，降低对比度更日常。更多的厂家则在研究改

良面料，以往的马面裙面料较为厚实，如何让面料更轻、更柔

软、更透气，是织造厂家面临的新问题。

马面裙：从传统服装到国潮顶流

3 月 2 日，江苏连云港，赣榆区石桥
镇一家玩具出口企业的工人在缝纫毛绒
玩具。

开年以来，各地企业员工开足马力，忙
生产、赶订单、拓销路，力争实现一季度“开
门红”，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好头、起
好步。

司伟 摄/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