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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旧衣回收箱如何不再成摆设？

“激活”爱心衣物回收箱，亟待完善旧物回收体系
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废旧化纤纺织

品资源再生循环技术发展战略研究报

告》估计，目前旧衣利用率不足 10%。中
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秘书长潘永

刚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废
旧纺织品产生数量逐年上升，全国每年
产生废旧纺织品达 2000 多万吨， 已成
为新垃圾源，亟待打造完备的旧物回收
体系。

业内人士反映， 目前的募捐箱鱼龙
混杂，各式各样的机构、企业都有，是否具
有公募资质等不明确； 有的箱子疏于管
理，企业放置箱子后后续管理不负责任，
甚至变成了“垃圾站”，造成负面影响。

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秘书长张忠

莲认为，目前，废旧衣物回收监管、处理
与加工、再生产品检验检疫等方面的政
策法规还不完善。 建议尽快制定废旧纺
织品分类标准、回收标准以及再生产品
质量标准；通过构建产业化、规模化回

收体系，降低回收成本。 同时对参与回
收的公益组织和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帮
助其尽快形成回收、分选、加工产品的
多样化产业链条。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司

纪亮说，目前在旧衣回收运营上，公益
组织受困于高昂的物流、 运营等成本，
难以为继； 商业公司由于缺乏监管，存
在不规范经营的问题。 相关部门应明确
监管责任， 建立权责分明的管理体系，
积极引导旧物回收产业链上下游的参

与单位，对旧物回收领域进行规范。
业内人士提醒，在宣传上应注意规

范公益和环保事业的标语；此外，相关
专家建议，对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益事业捐赠法》 等法律法规进行完
善， 明确回收组织的责任和负面清单，
建立旧物回收公示制度，保证捐赠财产
可以物尽其用、提升市民参与感。

（据新华网）

箱子不少、回收率不高，有些被当成垃圾箱
旧衣回收箱在一些大中城市的投

放已经较为普遍。例如，多家旧衣物回
收机构在北京投放回收箱， 数量已经
超过 3000 个；旧衣回收机构“白鲸鱼”
在杭州有 2000 个旧衣回收箱；从事旧
衣回收的公益组织 “同心互惠” 在北
京、 济南两地投放的旧衣回收箱超过
500 个。

记者近期在北京、 山东等地走访
发现， 小区中的二手衣物回收箱使用
情况并不理想。 在济南二环南路的一

处小区内， 两个回收箱被放置在小区
角落里，无人问津。该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回收箱使用率很低，久而
久之也没人来定期回收了， 居民嫌碍
事，就把两个箱子挪到了小区角落。

记者随机翻看了部分小区的旧衣

回收箱， 在一些回收箱里， 除旧衣物
外，还有啤酒瓶、旧报纸，以及其他杂
物。有市民反映，不少住户并不了解这
些箱子的用途和回收要求， 把旧衣回
收箱当成了垃圾回收箱。

衣服去了哪里？ 为何回收率低？ 谁在管理？
二手衣服流向了何处？ 旧衣回收

机构 “白鲸鱼” 负责人陈仲恺告诉记
者， 旧衣回收箱是回收衣服的途径之
一。 “收集到的衣服根据新旧程度分
类，符合标准的会用于捐赠，但是这个
比例是浮动的，一般占比 10%。 ”陈仲
恺表示， 旧衣回收机构会将不适合捐
赠的衣服送到工厂加工做成保温材

料；也有衣服经过消毒处理后再销售，
盈利部分用于企业的运转。

公益组织“同心互惠”负责人耿度
说， 符合捐赠到贫困地区的衣服占比
也是 10%左右。 作为公益机构，“同心
互惠”将二手衣物处理后进行义卖，以
底价出售给城市低收入群体； 也有部
分衣服进入工厂再加工。 盈利部分用
来维持公益事业和机构的发展。

为什么回收率难达预期？ 旧衣回
收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 有的企业

打着爱心的幌子去收衣服 ， 实则用
于非法牟取利益，公众对箱子也产生
了怀疑。

二手衣物回收箱由谁来监管？ 记
者多地采访发现， 旧衣回收箱的管理
部门不尽相同，造成监管缺位。同时行
业缺乏规范，难以赢得公众信任。记者
在北京、济南、青岛等多个城市走访发
现， 不同爱心回收箱的主管部门包括
民政局、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城市管
理局等多家单位。记者以咨询为由，拨
打了印在回收箱上的某地管理单位电

话，工作人员却表示，对爱心回收箱的
管理并不了解。

陈仲恺告诉记者， 实际上对于回
收机构而言， 回收箱的投放和运营更
多地是和居委会、小区物业打交道，甚
至存在 “给负责管理小区的居委会打
个招呼，回收箱就可以投放”的现象。

目前，不少居民小区内都放置了旧衣回收箱，用来
收集处理市民丢弃的旧衣服。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旧
衣回收箱几乎无人问津，有些甚至成了垃圾箱。回收箱
使用效率如何？旧衣回收箱收集的衣服流向了哪里？记
者进行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