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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上海市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日益加重，同时，人们不断
提高的生活水平对环境质量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的静脉产业日
益受到重视。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将静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规
定开展废物的分类收集、回收体系建设和资源化利用，鼓励建立废物交换信息系统，并给予资金和税
收政策上的支持。
该法强调了发展静脉产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静脉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废弃物是可再生的资源、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
”着力发展静脉产业，运用先进的技术，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转化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和
产品，实现各类废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可以较少的能源资源消耗、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促进整体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的互利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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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市静脉产业发展研究》通过分析美国、欧盟、日本等静脉产业发展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上
海实际，对上海工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包括粉煤灰、冶金渣、煤渣、脱硫石膏和建筑工程废弃
物等）、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再制造产业发展（包括汽车相关部件再制造
、计算机耗材再制造、船舶配套设备再制造等），以及农业秸秆综合利用等静脉产业发展现状和主要
问题，结合相关企业案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了上海市静脉产业发展模式，提出了
上海发展静脉产业的思路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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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开始回收一次性相机，把它的闪光灯和其他部件重
新用在新相机上。
瑞士的卡斯特林公司专门向世界各国提供再制造服务。
美国波音公司为了延长大型客机的使用寿命，拨出专款进行被称为“恢复工程”的研究工作。
　　再制造实现重新利用资源、节约能源和材料、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不断改造产品技术，减低生
产成本，并进一步丰富了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内涵，延长了产品寿命，创造更多的生态价值和经济效
益，材料的回收再加工，使得劳动和资本价值增加到产品零件中，如马自达的HR2X2代表了100％的再
循环的希望。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政府也给予了资助和相关税收政策。
此外，美国的许多大学正在进行再制造技术研究和教学。
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有一个专门从事再制造工程研究的全国再制造和资源恢复中心；田纳西大学无
污染产品和技术研究中心将进行汽车行业的再制造技术研究。
许多学校在工业设计课程中讲授再制造技术，要求在工业产品设计中考虑设备部件的可再制造性，认
为在设计产品时只考虑一次性使用是不合理的。
　　先进制造技术（包括再制造技术）已被列为由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制订的六大跨政府各部门
的综合性国家科技计划之一。
美国曾对钢铁材料的废旧产品进行再生产的环境效益分析，其中能够节约能源47％一74％，减少大气
污染86％，减少水污染76％，减少固体废物97％，节约用水量40％。
实际上许多汽车通过再制造恢复了原有功能，实现了再循环，延长了汽车的使用寿命。
如某汽车再制造生产企业，每月处理15-20辆，用6-8周再制造每辆汽车，其成本约为新车的一半。
　　在美国，在汽车报废和回收问题上流行一句话：拆车就是在数钱。
现在约有大大小小5万家汽车零件回收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1000多万辆的旧车的80％零部件加以
回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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