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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再生资源行业协会主办 2021年6月28日

会员企业

南京再生资源行业协会成功组织召开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

座谈会暨行业发展报告调研

为深入了解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状况，探讨展望我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未

来发展趋势，科学编撰《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21）》，2021 年 6

月 2日，协会组织召开了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座谈会暨行业发展报告调研会。张

正煌会长、孙波秘书长，再生资源主要回收品类重点企业、垃圾分类重点企业负责

人，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专家，市商务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报了行业发展报告编撰的进展情况。孙波秘书长介绍了编撰《南京市再生

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21）》的前期准备工作情况，

对重点企业的数据统计和信息报送，特别是信息员的工作

给予肯定和感谢；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曹雅专员代表编撰

组详细介绍了《报告》的总体框架和编制思路，并广泛征

求参会同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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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总结交流了 2020 年度再生资源回收情况。各重点企

业介绍了 2020 年度经营状况、亮点工作及瓶颈问题；曹雅专

员分别就各品类的回收量、回收值、同比增长情况，以及企

业创新经验、对行业发展的建议意见等重点问题，进行了翔

实的问询和认真地校对，确保相关数据的准确性、科学性。

会议开展了安全生产宣讲和行业发展趋势分析。市商务局

负责同志对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事

项清单》20条，进行了逐条宣讲和重点提示，要求企业时刻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确保企业安全健康发展。张正煌会长

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就协会连

续五年进行编撰行业发展报告谈了几点体会，他表示：通过

每年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的编撰发布，一是摸

清家底，找出行业发展方向与存在问题；二是逐步建立起南

京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的数据库，同时建立起一支可以信赖的信息员队伍和数据采集

点；三是报告的详实数据和各类信息，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四

是报告可以将本行业、企业和广大从业者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出来，为行业发声；五

是提高了本行业的知名度，吸引其它行业前来寻求合作，为会员企业带来新的商机。

会议还对《南京再生资源回收指导手册（2021 年）》进行了修改完善。

行业观澜

复盘上海垃圾分类，他们是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垃圾分类”虽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想要真正落地，做到人人自觉，人人

参与，恐怕还有无数的“硬仗”要打。个人感觉这场“战争”和抗日有些类似，想要取得

最终胜利，光靠喊口号是不行的，必须广泛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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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让“理想”落地生根？如何让“顶层设计”和实际执行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闭

环？在这些关键节点上，如今的上海给其他城市上了“教科书”式的一课。

宣传篇——一定要搞的人尽皆知才满意

虽然这个时代的通讯技术已经无比发达，但想要一件事情以最短的时间人尽皆

知，还是需要一番设计和规划的。而上海垃圾分类的传播力度之大，可谓史无前例！

这也使得顶层设计立刻被公众熟知，做到这一点，其实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早期试点，引导参与

2018 年 9 月，上海全市派发《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宣传指导手册》，遍布

全市 16个区、各大社区。《手册》围绕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么实施垃圾分类、答

疑解惑三个内容进行展开。

前期广泛宣传

2019 年 2 月，为引领绿色生活理念，增强广大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上海电视

台从春节起，每天 17:30—22:30 在新闻综合频道、外语频道以及看看新闻网等电视

频道播出垃圾分类公益广告，让市民通过公益广告学习绿色生活新理念，掌握生活

垃圾分类小知识。

中期集中爆发

2019 年 6 月，有关上海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进入集中爆发期，政府媒体发文加

网友积极讨论，直接将垃圾分类相关话题频频推上热搜。

这个阶段虽然没有流量明星参与，但原创微博数量逐渐走高。垃圾分类“支持”和

“好事”等表示积极正面态度的词成为网友发言的主旋律。

后期持续引导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后期对公众的宣传和引导也不可放松，上海市通过

不同时间节点，根据实际情况发布不同的内容，时时刻刻强调垃圾分类标准。

执行篇——绣花针功夫让《条例》落到实处

一方领导亲自挂帅，上行才能下效

2018 年 8 月-9 月，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上海的垃圾分类进展情况，由市政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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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办、市绿化市容局指导举办的“垃圾分类听民声——区长对话居民”系列访谈节

目将陆续播出。

测评、表彰……各种手段推进垃圾分类

为提升上海垃圾分类的实效，让市民群众对身边的垃圾分类“有感觉”，2019

年起，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建立了垃圾分类实效综合

测评机制。

测评围绕“五有”标准开展：即有设施设备、有宣传告知、有物流去向、有长效管

理、有分类实效。其中，有设施设备、有宣传告知两项为基础项目，占分 45%；有物

流去向、有长效管理、有分类实效三项为提质项目，占分 55%。

大力推进“两网融合”，为可回收物找好“下家”。

据相关数据，上海立法实行垃圾分类一年间，全市建成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1.5

万个，每天分出的可回收物量已接近 7000 吨，是 2018 年底的 7 倍多。“罗马不是

一天建成的”！据了解，上海很多辖区、企业数年前就开始了可回收物体系建设。

政策法规

发改委发文到 2025 年建设 50 个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的通

知。其中提出，到 2025 年，建设 50 个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示范基地大宗

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75%以上，对区域降碳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培育 50家综合利用

骨干企业，实施示范引领行动，形成较强的创新引领、产业带动和降碳示范效应。

示范基地要综合施策，进一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大“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力度，

推动相关产业向基地集聚，发挥基地的产业集聚和链接效应。鼓励骨干企业遵循市

场化原则，通过兼并、重组等多种措施，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产

业集中度。（该政策全文可参考南京再生资源行业协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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