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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回收50余辆，可再生利用率98%以上，100%无害化处置

废旧电动自行车的“新生”之旅
文/片 李梦瑶 实习生 冯妙韵 济南报道

10月份至今
已回收3400余辆

12月15日上午10点，趁着济南市电动
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市民李先生将家中
骑了五六年的电动自行车送到附近的销
售门店准备换新。

“新车早就选好了，款式新颖，续航
还长。我打听了一下，交上旧车再加上补
贴，提新车能便宜800元钱。”李先生说，
他先通过泉城购二手电动自行车回收平
台提交了旧车信息，新车在销售门店就
可以挂牌。

此时，山东济供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
司旧电动车回收员张凌开着货车进了市
区。自济南市启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
动以来，每天穿梭于市区各大销售门店回
收旧电动自行车，占据了他工作的大部分
时间。

电动自行车销售商老王（化名）当天
回收了3辆旧电动车，“每天张师傅都过来
拉走，省了不少心”。

没有以旧换新活动前，老王也回收旧
车。“那时候碰上卖相好的旧电动车，部分
零件还能用，我们会拆下来再卖出去。”老
王说，现在市民在以旧换新平台上传了旧
车信息和照片，他们就不用再拆卸了，“回
收工作相对更轻松了”。

张凌最终要把回收来的旧车送到公
司，记者跟着他的车来到了山东济供再生
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数百辆整齐排列的旧
电动自行车摆放在院内。张凌告诉记者，
这些都是近两个月回收到的旧车。

货车停稳后，站内的工人们立刻开始
了卸车工作。一名工作人员递给张凌一张
表，让他填写交接信息。

现场负责人郭女士介绍，废旧电动自
行车的处置分为回收、加工、利用三大环
节，“我们是济南唯一一个具备回收资质
的企业。但严格意义上，我们算是一个中
转回收站，主要进行旧电动车的储存与初
步拆解”。

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自10月26日济
南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启动以来，
截至目前，已有3400余辆电动自行车被回
收至中转站，进入正规拆解再利用渠道。
粗略计算，回收站平均每天回收50余辆电
动自行车。

“解剖”式拆卸
最大程度“变废为宝”

在现场，工作人员先对每辆电动自行
车的车牌、车架号以及车辆的完整度进行

核对；核对无误，由专人对车牌和车架号
进行注销后，电动车正式进入拆解环节。

只见一名拆卸师傅先将电动车上的
电池电源线剪断，确保其不会正负极接触
引发安全隐患后，便将电池放置到专门的
回收托盘上，接下来再拆除电机和前后轮
等，直至电动自行车仅剩下车架。

电池、塑料、废铁、废铜、废铝、废钕、
橡胶……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材料堆在
不同的区域。郭女士介绍，一辆电动车至
少能拆出7类不同的材料，如果再精分，可
以分出十四五种材料。大到车架、小到一

块塑料，寻常人眼中无用的“垃圾”，在这
里却是宝贵的生产资源，届时会再有专门
人员来把这些材料运到不同的加工厂，进
行“回炉重造”。

“虽然这里只是中转站，但旧车进入
这里才算真正进入正规的拆解渠道。”市
民郭女士说，目前他们合作的下游公司有
五六家企业，如冶炼厂、粉碎厂等，分布在
山东、安徽、四川等地，这些企业也均具备
相应材料拆解再利用的资质。

现场，一辆大型吊车正在把堆放在一
起的车架装上车。郭女士告诉记者，它们

将被送往济阳的一家塑料厂。“车架子上
还有很多零部件，但是比较复杂，我们这
一环节就不再进行细分拆解。”郭女士说，
每辆电动自行车能拆解出23-28公斤的废
铁，约占整车重量的50%。

除此之外，废有色金属类、废塑料类、
废钢铁类和危险废物类也均会实现“新
生”。通过加工处理，废旧电动自行车可再
生利用率可以达到98%以上，整个流程的
无害化处置率可以达到100%。

搭建平台只是第一步
需多方共同发力

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山东
现有电动自行车保有量4300余万辆，其中
济南市有469 . 8万辆。

“不少企业并不是没有发现这个市
场，主要还是利润较低。”山东济供再生资
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单先生说，在济南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之前，几乎没有
人把电动车送到他这里拆解。

一电动自行车销售商透露，目前市场
上一辆不带电池的废旧电动车回收价约
80元，拆解出售可卖130元，扣除手工费等
成本，每辆车约有30元利润。

“拆解的利润较低，主要收入来源还
是翻新业务。”上述销售商透露，市场上
翻新电动自行车的价格普遍在1000元
以上，扣除电瓶和翻新成本，仍然有几
百元的利润。

除此之外，电动自行车回收行业需要
一定的场地规模来容纳废旧电动自行车
的拆解、分类、存储和处理设备。由于城市
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回收企业资金实
力的限制，很多企业难以获得足够规模的
场地，无法进行拆解的再细分。

在回收拆解环节上，单先生感觉，目
前整个产业链缺乏明确的指导。如何拆、
拆成什么样？很难做到精准分类。

广东省是电动自行车使用大省，截
至2023年底，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
约为3 0 0 0万辆，其中约1 5 0 0万辆的使
用年限已经超过五年。而广州出台的

《轻型电动车及电池报废回收拆解服务
规范》不仅为相关企业提供了技术层面
指导，也为全省以旧换新的政策实施提
供了依据。

据单先生了解，目前济南有关单位
正在编制电动车回收全链条的行业规
范。随着行业规范的建立，他想在钢城
区建设一个标准工厂，让这条产业链真
正“活”起来。

“回收平台的搭建只是第一步，还需要
让市民形成共识，主动将废旧电动自行车
送到正规渠道去。”单先生说，“多方共同
发力，才能让这条产业链条‘活’起来。”

自济南市启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
以来，市民参与热情高涨，回收来的废旧电动
自行车都去了哪里？记者跟随电动车回收员，
见证电动自行车的报废和“新生”之旅。

拆卸师傅正在拆解旧电动车。

回收员张凌正在将回收来的旧电动车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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