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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再制造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杨铁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北京１００８０４）

摘　要：工业循环式发展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发展中国再制造产业是实现工业循环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需要结合国情综合施策、需要勇于创新破解难题、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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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当今时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资源、

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十分突出。工业化、城镇化

进程一方面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另

一方面也加剧了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如何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全面协调可持

续，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这就要求我

们寻求一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推进工业

循环式发展，破解能源资源约束和缓解生态环境

压力［１］。

１　发展再制造产业，是实现工业循环式发展

的必然选择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资源环境问题，把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积极实施节能减排

战略，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分

别把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和１６％作为约束性

指标，与此同时，中国还承诺到２０２０年，单位

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要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

４５％。最近，中国习近平主席和美国奥巴马总统

共同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计划

２０３０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

日达峰。

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

家，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

束日益突出。作为一个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发展中

大国，即使采用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完成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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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能源资源规模也是空前的。特别是经过

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迈入制造业大国行

列，如果仍然坚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

弃”的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经济社会发展

将难以持续。

近年来，中国机电产品保有量迅速攀升。仅

“十一五”期间，内燃机累计产量达３亿台，预计

“十二五”产量将超过４亿台。当前汽车保有量

超过１亿辆、机床８００万台、工程机械５００万台以

上［２］。与此同时，历经多年累积，中国已步入机

电产品报废高峰期，实现废旧产品循环利用迫在

眉睫，再制造产业顺势而生。

再制造迎合了传统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巨大

变革需求，是实现废旧机电产品循环利用的重要

途径，是资源再生的高级形式，是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方向，也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更是推进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载体。再制造既有利于加快推动制造业

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又实现了废旧机电产

品的高附加值再利用，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

堪称一门艺术。正是因为再制造产业的发展，打

通了“资源—产品—报废—再制造产品”的循环

型产业链条，构筑了节能、环保、可持续的工业绿

色发展模式。

２　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需要结合国情综合

施策

　　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结合中国的国情，

根据中国产业发展特别是再制造产业发展特点，

重点推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开展再制造试点示范。２００９年以

来，工业和信息化部选择工程机械、机床、办公信

息设备等８个领域３５家单位开展机电产品再制

造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社会反响很好，影

响力逐步增强［３］；２０１１年批复建设了上海电科国

家电机高效再制造示范工程，２０１２年批复了上海

临港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园等。２０１３年，还印发

了《内燃机再制造推进计划》，计划用３年左右时

间，将内燃机再制造及配套服务产业规模提升到

４００亿元左右。近期，将根据社会和市场需求进

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加快推进机电产品再制造规

模化、集聚化发展［４］。

二是扎实推进再制造产品认定。再制造产

品在原料来源、生产工艺、检测手段、销售对象等

方面与新品制造存在显著差异，而中国再制造相

关的政策、法规、标准等仍在完善之中，因此，提

高对再制造产品、再制造生产过程的甄别和检测

能力是当务之急。为此，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

定了再制造产品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指南等

制度，以及认定标准、再制造产品标志等［５］。截

至目前，已公告发布４批《再制造产品目录》，总

计包括２７家企业９５种再制造产品，涉及产品型

号达数千种。通过实施再制造产品认定，进一步

规范了再制造产品生产，引导了再制造产品消

费，提升了再制造产品的公众认知度和市场接受

度。《再制造产品目录》已逐步成为有关政策措

施的重要依据和参照，正越来越受到业界关注。

三是推动再制造技术进步。工业信息化部

联合科技部发布了《机电产品再制造技术及装备

目录》，按照研究开发、产业化示范、应用推广３大

类别，引导和促进再制造技术装备研发及先进适

用工艺技术及装备示范和推广［６］。此外，工业和

信息化部还在机床、钢铁等行业组织召开了再制

造技术经验交流会，帮助再制造企业拓展产品市

场空间。今后，将继续支持部分试点单位参与实

施相关重大科技项目，在石油、矿山、铁路等重点

领域组织再制造技术及产品推广。

３　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需要勇于创新破解

难题

　　再制造是新兴产业，有其固有的特点。经过

多年的实践探索，一些制约再制造产业发展的共

性问题逐步显露出来。为了更快地推进产业发

展，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广大企业需

要共同努力，勇于创新，坚持问题导向，用改革精

神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产业跨越式发展。

一是要加强统筹，推动再制造产业科学布

局。再制造产业当前仍处培育阶段，我们既要坚

持鼓励再制造产业加快规模化发展，也要防止一

哄而上，背离产业基础。

二是要加快逆向物流体系建设。旧件是再

制造产业的原料，必须充分依靠市场的力量，加

快构建起网络化、规范化、低成本、高效率的逆向

物流体系，让可再制造的旧机电产品能够及时流

转到专业再制造企业，否则发展再制造产业必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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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三是要加快再制造专用技术装备的产业化

步伐。再制造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需要有坚实的

装备技术支撑，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再制造专用技

术装备的研发，推动产需衔接，加快提升再制造

技术工艺和装备水平。

四是要营造有利于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政策环

境。继续推进再制造相关的贸易、监管、财税、知识

产权等政策研究，推动相关政策向着协同统一的方

向逐步完善，进一步优化再制造产业发展环境。

４　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需要加强国际交流

与合作

　　再制造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体

到一个特定市场，往往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

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再制造多处于探索培

育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深切希望深

入交流和分享各国政策和实践经验，在不同范

围、不同层次促进合作共赢，建立各种双边、多边

对话机制，促进政府、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广泛交

流。近年来，中国积极支持技术实力强、国际影

响力大、产品市场占有率高的国外再制造企业与

国内企业开展多层次、多方位合作；借助中美商

贸联委会对话机制，加强中美再制造政策和实践

经验对话交流，已经分别在北京、华盛顿、上海举

办了三次中美再制造对话，深入交流了双方推动

和规范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管理经验；

与欧盟开展了中欧绿色再制造研讨；同时还推动

了一系列再制造相关展览等活动，充分交流和展

示再制造最新理念、科学技术成果、产业发展动

态，不断促进再制造产业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

５　结　论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

大挑战，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发展再制造产

业需要相关各方在技术、市场、服务以及监管体系

等方面积极沟通、加强协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

景下，这一新兴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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