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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中国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新突破

解振华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北京 １００８２４）

摘　要：再制造是循环经济“再利用”的高级形式，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还可以成为推广绿色消费模式的重要突破口。中国在“十一五”期间，明确提出支持废旧机电产品再制造、启动了再制

造试点工作、将再制造纳入法制化轨道并制订了促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在“十二五”期间将继续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突出的特点是，首次明确提出资源产出率目标、强调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提出生产消费等领域循环经济全

面发展、明确了循环经济由试点向示范升级发展。今后，中国的再制造产业要在强化规范指导、强化试点示范、强化产

业集聚、强化技术创新、强化体系建设等五方面努力实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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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根据在２０１１再制造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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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再制造是指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
机床等进行专业化修复的批量化制造过程，其产

品可达到与原有新品相同的质量和性能。对发

达国家而言，再制造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已成为

一些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而

言，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２０１０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超过 ８０００万辆，主要工
程机械保有量 ３００多万台，如再制造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达到配件市场的 ５％，就可以实现 ４００亿
元以上的产值，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制造新

品相比，再制造可节能 ６０％，节材 ７０％，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降低８０％以上，对实现节能减排约束
性目标、降低碳排放强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发展再制造产业有助于培育绿色消费习

惯，推进生活消费领域的循环经济发展，成为推

广绿色消费模式的重要突破口。２０１１再制造国
际论坛将交流有关国家、行业再制造产业发展经

验和管理方式，总结中国特色的再制造模式，对

推动中国再制造产业加快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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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十一五”时期中国再制造产业取得积极
进展

　　“十一五”时期是中国再制造产业发展起步
时期，短短几年时间，再制造已经从理念变成行

动，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回顾“十一五”，有 ４个
重要突破。

一是国务院文件正式提出支持再制造发展。

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废旧机电产品再制

造。同年１２月，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循环
经济试点将再制造作为重要领域。山东济南复

强动力公司作为国内第一家再制造企业被列为

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在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方

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二是国家启动再制造试点工作。这是中国

探索再制造产业化发展道路的开始。２００７年，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选择 １４家整车、零部件企业
及部分再制造专门企业开展再制造试点。经过

三年的试点工作，到 ２０１０年底，试点单位已形成
汽车发动机、变速箱、转向机、发电机共 ２５万台
套的再制造能力，产值超过 ２０亿元，并在探索旧
件回收、再制造生产、再制造产品流通体系及监

管措施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有关部门也开展

了工程机械、工业机电设备、机床等工业机电装

备再制造试点工作。

三是国家将再制造纳入法制化轨道。２００９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明确提
出国家支持企业开展机动车零部件、工程机械、

机床等产品的再制造和轮胎翻新。法律还规定

了再制造标识制度，提出再制造产品的质量必须

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并在显著位置标识为再制

造产品。这为加快再制造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法律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工商总

局及时发布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志。

四是出台了促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规范性

文件。为落实温家宝总理“再制造产业非常重

要。它不仅关系循环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扩大

内需（如家电、汽车以旧换新）和环境保护。再制

造产业链条长，涉及政策、法规、标准和组织，是

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的重要批示精神，

２０１０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 １１部委联合出
台《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的意见》，明确了今后一

段时期中国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点领

域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完善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还会同财政部等

１０部门成立《再制造产品目录》编制领导小组，
着力建立再制造保障体系。

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些科研单位通过和生产

企业结合，在汽车零部件、大型工业设备、机床等

再制造方面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都取得了良好的

进展。以徐滨士院士为领军人物的装备再制造

技术重点实验室，在表面工程等再制造技术方面

取得了突破，以中国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纳米复合

电刷镀等技术为基础，正在发展形成以自主创新

技术为依托，性能提升型的中国特色再制造产业

化道路。

２　“十二五”时期要继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一个多月前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纲要》（简称《纲要》），其中明确提出要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

量化优先的原则，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标，推

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从推行

循环型生产方式、健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体系、推

广绿色消费模式和强化政策技术支撑４个方面指
出了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十二五”规划纲

要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有４个突出特点。
一是首次明确提出资源产出率目标。资源

产出率是国内生产总值与主要资源消耗量的比

值，是反映循环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综合性指

标。提高资源产出率，以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大的

经济产出，体现了绿色发展的导向。《纲要》根据

以往资源产出率的变化情况，综合考虑未来五年

的发展，提出了资源产出率提高 １５％的目标。大
力发展再制造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 ５００
公斤的发动机为例，直接回炉相当于利用 ５００公
斤废钢，折合 １０００多元，而再制造后售价不低于
３万元，同等资源利用的产出率可提高２０倍以上。

二是强调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生产环节

是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主要环节，也是

节约潜力最大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关键节点。

《纲要》提出从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资源综合利用

水平、建设改造各类产业园区等方面入手，实现

土地集约利用、废物交换利用、能量梯级利用、废

水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处理，统筹园区、产业

基地和产业带的空间布局，构筑上下链接、相互

循环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循环利用体系，实现

产业循环式组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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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出生产消费等领域循环经济的全面

发展。《纲要》从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提出推进

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把生活消

费领域的循环经济发展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通过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再生产品，减少使用一

次性用品，限制过度包装，推行绿色采购等工作，

形成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

模式。

四是明确了循环经济发展由试点向示范升

级。“十一五”时期，国家组织开展了两批循环经

济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十二五”时期，循环

经济要从试点走向示范和全面发展。《纲要》提出

深入推进国家循环经济示范，组织实施循环经济

“十百千示范”行动，即实施循环经济十大工程，创

建１００个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和乡镇，培育 １０００家
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推动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

３　努力实现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新突破

再制造是循环经济“再利用”的高级形式，《纲

要》把再制造产业化作为循环经济的重点工程，提

出培育一批再制造示范企业，实现再制造的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未来五年是再制造产业化发展

的重要机遇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将会同有关

部门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着力推进“五

个强化”，加快促进再制造产业形成较大规模。

一是强化规划指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正在按照法律要求和国务院统一部署，组织编制

《全国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和《节能环保产业规

划》。这些规划均把再制造产业化作为重要内

容，将进一步明确“十二五”时期中国再制造产业

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促进再制造产

业健康有序和快速发展。

二是强化试点示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将继续加强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的协调指

导和支持力度，推动工程机械、机床等产品再制

造和大型轮胎翻新，鼓励新型再制造服务行业发

展，着力培育再制造典型示范企业。近期，将组

织开展第一批试点单位的验收评估，适时启动第

二批再制造试点，根据实际情况修订《汽车零部件

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同时将切实采取措施，加

大对合格再制造产品的推广力度，促进旧件回收。

三是强化产业集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再

制造产业化必须依托一定的产业基础和资源支

撑，建设产业基地有助于形成专业化回收、拆解、

清洗、再制造、公共平台建设的产业链条。我们

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精神，根据“企业集群、

产业集聚、物质循环、园区管理”的要求，探索开

展再制造产业基地和集聚区建设，促进产业集聚

发展，形成再制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四是强化技术创新。继续发挥核心科技机

构作用，加强再制造关键技术攻关。支持设立国

家再制造工程研究中心，开展关键适用技术的推

广和产业化应用，鼓励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联合

攻关，支持生产企业、研究设计单位开展有利于

再制造的绿色设计。总结中国特色再制造发展

的有效模式并加大推广力度。

五是强化体系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政

策机制，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再制造重点产

业化建设项目；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发布《再制造产

品目录》，明确中国可再制造的产品种类和范围。

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切实防止假冒

伪劣产品，加强旧机电产品进出口检验和监管。

４　结　语

再制造起源于国外、成熟于国外，要在中国

创新发展，中国再制造产业发展需要学习借鉴国

外成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壮大。我们将进

一步加强再制造领域的国际合作，欢迎国外的成

熟企业、研究机构与国内单位合作建立研究中

心、实验室，根据国内产业基础开展再制造实践。

２０１１再制造国际论坛对交流国内外再制造方面
的经验，借鉴吸收国外再制造的经验做法是一个

很好的平台。我相信中外参会者都能从这次论

坛中有所借鉴，有所收获，共同促进全球再制造

产业的发展壮大。

再制造对于企业生产，对于经济发展，对于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都是一种理念的创新、路

径的创新、模式的创新。我们要坚定信心，大胆

实践，勇于探索，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制

造产业发展之路，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

进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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