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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循环经济为理论基础,针对我国废旧衣物回收与利用程度低的问题,对石家庄市旧衣回收箱回收模式实施

效果进行了分析,发掘该模式的优越性,同时对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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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

质量不断提高,服装的淘汰速度也不断加快,有的服装

甚至没有穿就被遗弃。常见的废旧服装处理方法包括

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循环、焚烧回收能量以及填埋等。
废旧纺织品被回收后要经过分拣,将能够再次利用的

服装进行分类、清洗、消毒、包装,捐赠到贫困地区或销

往非洲国家,这是最生态、环保的方法。不能二次穿着

的服装根据原材料进行分类,循环利用,例如,利用废

旧棉织物生产乙醇[1],日本的RecyclerJeplan公司使

用废旧T恤或棉纤维生产乙醇,1t衣服可以生产700
L乙醇,既解决了废旧服装处理问题,又生产出可替代

石油的可再生的乙醇燃料;利用废旧服装生产再生纤

维素纤维和再生聚酯纤维,缓解了原材料供应问题,将
废旧纺织品加工成手工制品,如韩国的 ECOParty
Mearry公司以废旧西服为原材料,设计制作的时尚手

提包,深受本国以及欧美国家欢迎。不能再利用和再

循环的废旧纺织品可以送往焚烧厂,将其焚烧回收热

能或者进行填海处理。
为了减少废弃纺织品对环境的危害,加强其高值

化利用,2012年,我国成立了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由中纺联、相关高校以及相关企

业组成,形成了废旧纺织品回收与利用的产、学、研、用
的全链条。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也提出了

“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加快建设废旧纺织品等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系统”,这表明了国家对废旧纺织

品回收与利用越来越重视。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继
上海、广州之后,优先应用回收箱模式回收废旧衣物,

提升居民的环保意识,从环境和公益方面促进废旧衣

物的循环再利用。

1 石家庄市废旧服装利用现状

2009年,祖倚丹等人对河北省居民进行了一项家

庭废旧服装存放与处理的调查,结果表明,46.5%的家

庭存放30件以上的大件废旧服装,而每个家庭每年还

要新购置10件以上的服装[2]。石家庄市约有1000万

人口,如果按照每人每年4件废旧服装来计算,一年就

会产生废旧服装4000多万件。为了更好地解决废旧

服装问题,延长废旧纺织品的使用寿命,降低对环境造

成的危害,2015年12月,石家庄启动了名为“衣旧连

心”旧衣物循环利用环保公益项目,该项目由石家庄市

慈善总会管理,石家庄绿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主
要依靠回收箱方式回收废旧衣服。

2 石家庄市旧衣物回收箱模式效果分析

2.1 覆盖范围广,解决了“随手一扔”的问题

根据社区内居住人数情况,“衣旧连心”项目组长

期定点摆放一定数量的旧衣物回收箱,方便居民持续

且便利地参与“衣旧连心”旧衣物循环利用环保公益行

动。据不完全统计,其项目组已经在裕华区、桥西区等

5个区域共投放回收箱1300多个,覆盖石家庄市85%
以上的社区(见表1所示),在高校等人口密集区,数量

有所增加。综合来看,市区附近居民基本可以实现一

公里内找到回收箱,有效解决了以往因回收方式不合

理产生的“随手一扔”的问题。
表1 石家庄市旧衣回收箱投放社区数

地 区 裕华区 桥西区 长安区 新华区 开发区

社区数/个 197 253 223 222 49

2.2 配套体制完善,提高了运营效率

“衣旧连心”项目有专门的回收队伍,每周至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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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箱收集并维护一次,如接到箱满的电话,24小时

内前往处理。还配套了专门的衣物分拣中心,配有水

洗机、烘干机、熨烫台、干洗机等专业设备。经过分拣、
洗涤、消毒、熨烫、整理等专业处理后,8成新以上的衣

物通过慈善总会捐赠给有需要的贫困群众;剩余不符

合捐赠条件的,通过环保再生技术,进行破碎开松、开
花,制作成工业领域的纺织产品(如图1所示),以响应

国家资源循环利用的号召,为生态文明作贡献。所得

利益反哺此项目的持续运营,并在市慈善总会设立爱

心企业冠名基金,增加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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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石家庄市旧衣回收箱衣物处理流程图

2.3 线下宣传新进展,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自2017年以来,项目组不定期在社区组织废旧衣

物环保公益宣传及募捐活动,丰富居民生活,提高民众

环保意识。截止到7月底,已与鑫城小区、燕都金地

城、滨河新城等10个社区联合开展废旧衣物回收宣传

活动,使环保理念传入社区,深入人心。
2.4 企业合作,体现社会责任与担当

“衣旧连心”项目组与跃翔体育展开合作,发起“衣
+1=爱”儿童慈善活动,跃翔体育开启旗下35家专卖

店或专柜作为回收点,不仅发动公司内部员工积极参

与旧衣物捐赠,还号召顾客将家中闲置的衣物投放到

回收箱。截止到7月25日,共收集到5万多件废旧衣

物。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加大了废旧衣物回收的力度,
拓宽了回收的领域,也体现出旧衣回收箱所附加的社

会责任与担当。

3 目前存在的问题

3.1 回收箱存在结构问题

为降低回收箱生产的成本,其结构相对比较简单,
大多为方形箱体,不同类型的衣物混合在一起,增加了

分拣难度。另外,回收箱没有安装在线监测系统,不能

准确判断箱体内服装的数量,只能依靠回收人员定期

开启,存在箱满而未及时回收或回收时没有废旧服装

的现象,无形中增加了人力成本。
3.2 前期投入过大

首先,为了方便人群,回收机构需要投放大量的回

收箱。调研显示,每个方形回收箱的成本在1000元

左右,有造型的回收箱成本更高,达1500元左右[3]。
其次,目前分拣设备和技术还相对比较落后,主要依靠

人力进行分拣,需要支付大量的人力资本。另外,在回

收、清洗、消毒、运输方面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

3.3 监管不足

随着项目的日益扩大,出现了监管不足的现象。
有人将整箱衣物盗走卖废品,以获取利益,还有人将回

收箱当成垃圾箱,人为破坏回收箱。

3.4 项目透明度较低

回收箱的回收量、各类衣物数量、公益流向、受惠

人群及数量等,均对公众的支持力度有影响。作为公

益项目,透明度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对废旧衣

物回收与利用的热情。

3.5 宣传渠道相对单一

实地宣传固然有其亲切、明确的优点,但对于大众

群体来说却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媒体、公益活

动等方式进行大力宣传,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系列宣

传活动,将绿色、环保的理念植入少儿之心。

4 建议及措施

4.1 改善回收箱结构,加强监管

一是内在结构,可以参考垃圾箱的分类方法,将回

收衣物先做大体分类,如按季节分3箱,春秋装、夏装、
冬装;按衣物类型分3箱,长袖、短袖短裤、长裤;按新

旧程度划分等。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分拣难度

和成本投入,创造更大的回收利润。二是防护问题,回
收箱外置于路边,抵挡风吹日晒是必备条件。可以采

用高科技材料,或者给回收箱加一把伞、一个檐、一个

保护的外壳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4.2 公开项目信息,增强民众信任度

当今社会,大多公众对于公益事业的落实结果持

怀疑态度,这一回收模式要想长期发展,争取公众的信

任至关重要。回收机构应该尽可能做到回收衣物在运

输、加工处理、去向等方面的透明化,接受广大群众的

监督。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平台,分阶段公布处

理情况,物资走向。另一方面,可以成立一个社会实践

项目,接受广大群众实地参观考察,使他们更好地了解

废旧纺织品的加工处理流程,提高参与积极性。

4.3 扩大宣传途径,增强回收利用意识

开展相关宣讲、展会、模特表演、公益活动等,在新媒

体上推广废旧纺织品回收,改变广大群众的传统认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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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大家的参与。加强和中、小学校的合作,在德育课程中

安排相关内容,增强学生环境保护、资源再利用的意识,由
学生来影响家长,更有效地提高宣传的效果[4]。

4.4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高值化利用进程

回收机构应和相关院校加强技术合作,研发高效、
快速、准确、连续化的分拣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应和相

关院校联合开发废旧纺织品高值化利用的生产方法,
避免出现由“废”到“废”的过程。同时,回收机构应和

化工、建材、汽车等行业的相关企业加强合作与交流,
为这些企业提供相应的废旧纺织品,使其用于生产化

工原料、建筑复合材料、隔音、隔热材料[5-7]等。

参考文献:

[1] RANJITHKUMARM,RAVIKUMARR,SANKARM
K,etal.Aneffectiveconversionofcottonwastebiomass
toethanol:acriticalreviewonpretreatmentprocesses[J].
Waste&BiomassValorization,2016,8(1):1-12.

[2] 祖倚丹,李晓英,崔少英.家庭废旧服装存放及处理的调

查分析[J].生态经济(中文版),2010,(10):180-182.
[3] 陈遊芳.以回收箱为主回收废旧纺织品[J].毛纺科技,

2016,44(1):69-72.
[4] 陈遊芳.日本废旧纺织品再利用方式研究[J].毛纺科技,

2016,44(4):60-64.
[5] UMARM,SHAKERK,AHMADS,etal.Investigating

themechanicalbehaviorofcompositesmadefromtextile
industrywaste[J].JournaloftheTextileInstitute,2017,

108(5):835-839.
[6] DAMIANRM,TIUCAE,VERMESANH,etal.Im-

provedsoundabsorptionpropertiesofpolyurethanefoam
mixedwithtextilewaste[J].EnergyProcedia,2016,85:

559-565.
[7] HADDEDA,BENLTOUFAS,FAYALAF,etal.Ther-

mophysicalcharacterisationofrecycledtextilematerials
usedforbuildinginsulating[J].JournalofBuildingEngi-
neering,2016,5: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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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circulareconomytheory,aimedatthelowrecoveryandutilizationofoldclothinginourcountry,theeffect
ofrecyclingmodelofoldclothesrecyclingboxinShijiazhuangwasanalyzed.Theadvantagesofthemodelwereexplored,andsugges-
tionsandmeasuresforexistingproblemsinitsdevelopmentprocess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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