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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生产者延伸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明确
建立以生产者为主的延伸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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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回收利用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2020年汽车报废量将达1300万辆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明确要求：建立以汽车生产企业为主导的回收利用体系 

 汽车轻量化、智能化、电动化和新材料的广泛使用：以废金属为主的回收利用
产业模式将难以确保实现95%的回收利用率目标 

 “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手工拆解作业方式将难以为继 

 缺乏良好的经济回报和政策驱动：回收利用技术装备和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发展：消费者的观念和关注度是重要推动力 

 汽车回收利用产业能否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关键支
撑技术，发展退役汽车产品的高附加值再利用，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最大化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for Auto Recycling Industry in China 



产业发展目标：建立起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下的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
体系，报废汽车实际回收利用率达到95%，实现对法定禁用限用物质的
全生命周期管控，退役零部件的高附加值再利用技术在行业内得到普
及。 

2020年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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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规模预测 

产业发展规模：报废汽车年处理总量达1365万辆(2100万吨)，全行业规模
以上企业1400余家，总产值近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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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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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报废汽车回收利用工艺路线 

针对使用年限6-10年的退役汽车以及
年拆解规模1万吨左右的回收拆解企业

环保预处理-深度拆解-机械化压缩、剪切、打包-电炉重熔

针对使用年限10年以上的报废汽车以及
年拆解规模2、3万吨以上的回收拆解企业

环保预处理-零部件拆解-机械化破碎-机械化分选-ASR回收利用

Technical Approaches of ELV Recycling in China ’2020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发展基本策略 

第一，在汽车生产企业建立汽车产品绿色设计与生产体系，实施汽车生产者的减

量化责任和信息公开责任，从源头控制开始，提高中国汽车产品的回收利用率 

第二，通过市场机制，在汽车产品回收拆解、再利用行业解决好环保达标和高附

加值再利用的问题。开展金属零部件和汽车电子部件的再使用及再制造，形成车

用非金属再生材料零部件的应用 

第三，把握好经济调节机制与行政管制机制的衔接和配合，通过深化落实汽车产

品回收利用率、禁用物质和危险废物的处置与管理，配合相应的激励政策来引

导、促进和推动整个回收利用产业链的共同参与 

第四，通过建立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致力于汽车产品回收

利用产业基础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示范，并形成向全行业辐射的新体制和新

机制，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跨越贸易壁垒的市场竞争能力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uto Recycling Industry in China ’2020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技术发展目标 

以发展循环经济和国家汽车产业政策需求为导向，攻克和自主掌

握符合市场需求、实现汽车产品高附加值再利用的先进适用技术，提

高汽车制造业的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

用紧密结合、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多元化投融资和促进成果转化的新

体制和新机制，推动我国汽车绿色制造共性基础技术和重大前沿技术

的自主发展 

Development Goals for Auto Recycling Technology in China 



中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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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的技术支撑

建立汽车产品绿色拆解\破碎分选\ASR资源化技术应用体系

汽车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达95%

报废汽车实际回收利用率达80% 报废汽车实际回收利用率达90~95%

建立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下的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体系

建立汽车产品绿色设计和绿色供应链管理技术应用体系

退役零部件再制造技术

报废汽车绿色深度拆解技术
报废汽车大型机械化破碎、材料分选技术

ASR的能量转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ASR中聚合物分离和再利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危险\禁用\有害物质零部件资源化及处置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建立危险\禁用\有害物质零部件资源化和处置技术应用体系

车用非金属再生材料的零部件制造技术
新能源汽车电控部件、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技术
安全气囊、玻璃及轻量化复合材料回收利用技术

建立车用非金属材料高附加值再利用技术应用体系

建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技术应用体系

汽车产品可拆解性、可回收性设计技术
车用材料禁用物质替代技术
汽车产品绿色供应链管理技术

ASR资源化技术
危险\禁用\有害物质资源

化及处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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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一、 重点建立和发展五大共性技术支撑体系 

 汽车产品绿色设计和绿色供应链管理技术应用体系 

 退役汽车绿色拆解、破碎分选、ASR资源化技术应用体系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技术应用体系 

 车用非金属材料高附加值再利用技术应用体系 

 危险、禁用、有害物质零部件资源化和处置技术应用体系 

二、 重点突破汽车产品可拆解性设计技术、可回收性设计技术、绿色供应
链管理技术、零部件禁用/限用物质替代技术，使汽车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
达95%，并实现对法定禁用限用物质、环境负荷物质的全生命周期管控。 

三、 重点突破退役汽车产品高效绿色拆解技术、退役零部件再制造技术、
车用非金属材料高附加值再利用技术、车身机械化破碎分选技术、ASR资源
化技术、汽车电子及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技术、禁用限用物质零部件资源化和
处置技术，实现95%的回收利用率目标。 

Main Tasks 



结 束 语 

 汽车轻量化、智能化、电动化的背景下，各种非金属材料、复合材
料、新材料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动力电池、燃料电池、储氢装置、
电子控制单元等先进复杂零部件不断涌现，需要开发新的回收利用策略
来应对这种挑战。 

 提高资源利用率是实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发展
的重要途径。消费者的观念和关注程度是汽车回收利用产业实现经济和
环境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推动力。 

 退役车用材料和零部件的再利用经济价值决定了汽车回收利用产业的
未来。建立起以汽车生产企业为主导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下的中国汽
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体系，通过扩大行业集中度，提升企业规模效应，
使中国报废汽车回收利用行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实
现行业的升级转型，是未来中国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产业的机遇之所在。  

Conclusive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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