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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工程中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初探 

向永华, 吕耀辉, 夏 丹, 徐滨士  
（装甲兵工程学院 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72） 

 

摘  要：分析了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由来，剖析了再制造工程中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内涵，简介了生产者延伸责任

制的实践，最后分析了在再制造工程中实施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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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mentary study of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n re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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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origin of the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discussed the essence of EPR in 

re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introduced the practice of EPR, and clarifie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the 

EPR in re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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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由来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EPR：Exten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最初是由 Thomas Lindhquist 在 1991

年德国的：包装法中提出的[1-4]。该法案将原来由本
地政府部门承担的包装废弃物管理责任改由本地
工业部门承担。这一概念随后被欧盟认可，并在其
成员国中对包装及其它一些产品采用。这一原则后
来被传播到全世界，被许多工业化国家采用，现已
建立了 EPR 法规和程序的国家和地区有德国、比利
时、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瑞典、荷兰、挪威、
中国台湾、瑞士等。经常采用 ERP 制度的产品包括：
报废汽车，电子电气产品，涂料，电池，以及塑料
纸等。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确立，有其特有的时代背
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  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确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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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制订中增加生产商的责任得到迅速发
展源于 197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环境立法
中提出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政府
应该采取必要行动以确保自然资源的污染者和使
用者承担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全部环境及
社会成本。” 1992 年环境与发展宣言里也提到：“国
家首脑应该努力促进环保费用的内在化以及经济
手段的使用，重视采用让污染者承担污染治理费用
的方法，还要考虑到公众的利益以及不会损害国际
贸易及投资。” 

1.2  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理论的发展[1] 

传统的环境法规及废弃物的管理政策集中于
控制污染输出，属末端治理。这种末端治理存在严
重的局限性，因而许多学者提出了产品全寿命周期
分析理论，认为应当从产品全生命周期分析的角
度，对产品从原材料提炼到最后的报废处置的各个
生命阶段，都应采取措施以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以
及报废后废弃物的产生。又由于产品设计从很大程
度上决定产品全生命周期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必须
加强从设计阶段就考虑到产品报废后的处置问题。
由于生产商是产品设计、生产的主要参与者与决策
者，对产品的特性具有最大影响力，让生产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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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废弃后的管理无疑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1.3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1] 

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发源于美国，早在 19 世

纪 30 年代就开始萌芽，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企

业社会责任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由此逐步形

成在企业界广受认可的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

为：现代社会对企业组织的期待，己由纯然是经济

性组织的看法，转变为兼具社会性使命；企业追求

“利益最大化”，应从过去以短期速成为基准，更改

为着眼于长期利益的追求；企业有道德和伦理上的

义务，以帮助社会处理社会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很

多是由企业造成的；企业本身拥有很多资源和信

息，可供其承担社会责任；如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则有利于其形象之提升，从而避免政府以不必要之

法规，钳制企业的活动，造成企业受到过多政府干

预的情况。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企业作为产品的

生产商，应当承担由产品造成的环境污染、废弃物

的管理等一系列社会责任。 

1.4  经济发展模式从线性经济到循环经济转变 

“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线性经济发展模

式成为全球环境急剧恶化、资源严重消耗的罪魁祸

首。为了实现全球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人们开

始逐步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循

环经济用生态学的规律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实现

经济系统中的物质、能量、信息在时间、空间上的

最佳利用，最终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

环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全

面协调。在循环经济思想指导下，任何废旧产品都

将不在是垃圾，而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从保护环

境、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建立

起一种科学的机制，对这些产品进行回收利用，以

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 

2  再制造工程中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内涵 

关于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内涵，欧盟将其定义

为生产者必须负责产品使用完毕后的回收、再生或

弃置责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是，

生产商对其产品的责任应延伸至产品消费后的阶

段，包括其产品造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并将环境

因素纳入产品设计。美国学术界和联邦政府的政策

导向是采用“产品延伸责任”的概念，其基本理念是

将产品废物管理的责任，以“产品”为中心转移到原

材料的选择、产品制造、使用和产品废物的回收、

再生、处置的全过程。三者对“生产者延伸责任”的

定义尽管存在细微差别，但实质都是使生产者负担

消除其产品环境影响的义务。 

再制造工程中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则是专门

针对再制造活动而言，它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商或

者进口商要在产品的生命结束阶段对产品实施回

收和再制造，使产品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最小化，并

充分提取蕴含在产品的附加值。这一生产者责任环

节的延长，还使得生产必须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考虑

到产品的可再制造性，主动设计出更有利于再制造

的产品。 

再制造工程中的延伸责任制政策具有三个关

键的含义：它们针对的是消费后的废旧产品；它们

赋予生产商对服役终了产品更多的物质和经济上

的责任；它们为废物减量化和再制造率/再循环率规

定了专门的目标和底线。 

再制造工程中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具有以下

要素[6]： 

(1) 责任主体 

笔者认为，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中的责任主体并

不仅指产品制造者，还应包括所有的产品相关方。

制度中的责任主体，应由制造者、销售者、消费者

和国家共同承任。其中，改进产品设计属性的责任

和告知消费者产品/再制造产品环境性能信息的责

任，只能依赖制造者承担；回收责任可以由制造者、

销售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再制造责任一般由生产

商或者由生产商委托的再生产商来承担；国家的责

任表现在对再制造进行宣传鼓励和政策制定方面。

对于进口产品，一般把进口商视为生产商。 

(2) 责任客体 

对所有的产品都实施再制造是不可能的，当

前，主要的责任客体包括：汽车零部件、农业机械、

工业机械、废旧轮胎等。概括责任客体的特点，大

致包括：①具有较高附加值；②具有较好市场需求；

③具有良好的再制造技术支撑。 

(3) 责任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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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责任：经济责任。指生产者承担产品在

使用终了时的回收、运输及实施再制造的成本；第

二种责任：管理责任。指的是生产者直接参与废弃

产品的管理，负责产品回收及组织对废旧产品的再

制造；第三种责任：信息责任。指生产者应提供关

于产品环境属性的信息，包括分类收集标识义务、

向消费者的告知义务等。 

3  再制造工程中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实践 

根据 ERP 制度的要求，国外众多机电产品的

生产商纷纷展开行动，大力开展废旧机电产品资源

化，通过采用再利用、再制造、再循环等多种措施，

尽可能地回收废旧产品中所蕴含的有用组分和能

源。针对不同性质产品的回收与再利用，世界各国

采取了不同的生产商延伸责任制政策。世界各地

EPR 的应用实例包括[7,8] 

（1）绿点程序：德国的关于避免包装废弃物

法案（“绿点程序”），是第一个颁布的 EPR 程序，

将收集以及减少包装废弃物的责任赋予生产商。

1991~1995 年，整个包装的使用减少了近 11％，减

少了包装大约 60％的填埋，减少了 80％的第二次

包装。 

（2）为产品付费。比利时对聚氯乙烯（PVC）

塑料强制征收“环境税”，以减少 PVC 的使用。 

（3）提前的处置费。提前向生产商收取产品

废弃时的处理费，然后作为一个基金用于消费者采

取某一种方式处理这些废旧产品。这些费用的征收

包括：澳大利亚的电冰箱以及瑞典的汽车。 

（4）产品服务。英国、哥伦比亚要求生产商

对使用过的电机润滑油、家用涂料及饮料瓶的回收

负责。它通过在产品销售价格中附加“环保费”，

生产商用这些费用对产品进行合理的处置。 

（5）工业程序。康柏电脑，Hewlett Packard,

和 IBM 公司，还有施乐复印机公司，都已建立工业

程序，检查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并改变了产

品的设计以促进环保；回收其废旧产品，并且清洗、

分类和再制造它们。 

（6）回收程序。全世界的范例包括：荷兰强

制生产商回收家用电器，计算机以及电信通讯设

备；意大利要求生产商回收电冰箱；日本要求生产

商回收的产品包括电冰箱、空调、电视、洗衣机（允

许公司向产品的最后使用收取服务费）；欧盟直接

要求生产商回收使用终了汽车（ELV）；法国和德国

已经协商由工业部门来建立 ELV 的回收程序。 

再制造作为一种资源化的最佳形式，具有更加

显著的效益，它能够回收在产品制造阶段添加到产

品中的附加值，包括加工、能源、技术及劳动力等，

可以达到最大化地利用废旧机电产品资源。通过再

利用、再制造达到“物尽其用”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

体现，已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 

美国的再制造工程已深入到工业的各个领

域，主要领域包括汽车、冰箱压缩机、电子仪器、

机械制造、办公用具、轮胎、墨盒、工业阀门等。

美国再制造工业领域及典型产品如表 8 所示。美国

为本国的再制造工业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到

2005 年，再制造工业雇用 100 万人，年度销售额达

到 1000 亿美元，75%的公司通过 ISO 认证；到 2010

年，100%再制造产品性能达到或超过原产品；到

2020 年，美国再制造业基本实现零浪费，并确保产

品的质量和服务。 

4  再制造工程中确立生产者延伸责任制
的意义 

由于再制造能够最大化地提取蕴含在废旧产

品的财富等附加值，因而生产商在实施 EPR 的过程

中，普遍对废旧产品实施再制造，以更少的投入，

换取更多的经济回报。在再制造工程中采用 ERP

制，具有以下优点： 

(1) 由生产商实施再制造便于生产商对产品的

全寿命周期进行管理。为降低对产品回收利用的成

本，生产商应自觉统筹考虑产品全寿命周期的资源

化策略，如在设计阶段开展可拆卸性、可再制造性、

可再循环性设计等，具体包括：产品简化设计，标

准化的组件及产品结构，模块化设计，使用标准化

的材料，容易分离的部件，减少要求拆卸部件的数

量，部件的可达性，减少使用材料的类型等。 

(2) 由生产商实施再制造可以避免资源化后再

生产品与新品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再制造产品的

上市销售，还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与新品争夺市场份

额的问题，再生产商通过对废旧机电产品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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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可以为生产商改进产品质量提供经验，生产

商通过改型设计可以为再生产商提供废旧机电产

品性能升级的技术，在二者相互促进地过程中，会

涉及许多知识产权问题，由生产商负责则可避免这

些矛盾。 

(3)由生产商负责其废旧产品的回收与再制造

利用，可以看作其售后服务的一种延伸，它可以树

立制造企业良好的环保形象，提高其商品的绿色

度。 

(4)由生产商负责其废旧产品的资源化回收与

再制造利用，可以从根本上降低用于废弃物管理的

费用。随着废旧产品数量的快速增长，政府无力承

担庞大的废物处理的费用，也没有能力采取更多的

措施来降低进入废弃填埋的物流，而生产商则可以

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提高其产品的资源化率，减少废

弃物的产生。 

(5)生产商具有许多的优势来开展再制造工作。

制造企业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有完善的售后服务

网络、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使生产商在开展废旧机

电产品再制造过程中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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