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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垃圾回收AB面：金矿or污染源？
本报记者秦枭北京报道

这是一个电子产品飞速更迭

的时代，而被淘汰下来的电子产品

却难觅归处。

以手机为例，据央视财经消

息，行业数据测算，2021年我国手

机社会保有量已达18.56亿部。废

旧手机的产生量和闲置量逐年增

长。预计“十四五”期间闲置总量

累计将达到60亿部。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子垃圾可

能含有金、铜、镍等金属，这些金属

都可以回收利用，但与此同时，手机

等原材料中也含有砷、镉、铅以及其

他多种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的有毒

物质，威胁着周边的环境。手机等

电子废弃物规范回收利用是资源节

约、降碳、减污的“刚需”。

终归何处？

此前，联合国大学、国家电信联

盟、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发布的《全

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2020》显示，预

计2030年全球将年产高达7470万

吨电子垃圾，并且该报告中还透露，

现阶段我国的电子废旧物回收率不

足20%，而欧洲则已达到42.5%。

电子垃圾是指被废弃不再使

用的电器或电子设备，主要包括电

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

电器和计算机等通讯电子产品等

电子科技的淘汰品。

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的 WEEE 论坛最新公布的数据，

2021年全球废弃电子电器设备总量

估计为5740万吨，超过地球上最重

的人造建筑物——中国长城的重量。

爱收集市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创始人贺樯对记者表示，电子垃圾

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消费电子更新

换代的速度太快，几乎所有的消费

电子企业每年都会推出新的产品，

尤其是手机，一年推两次新品几乎

成为各大公司的主流，淘汰率自然

就会上升。

新手机的面市，也“迫使”众多

消费者不得不处理手中的手机。

换换二手交易平台表示，相信

不少人在生活中都看到过旧手机

换脸盆、剪刀等的商贩，特别是在

功能机盛行的时代，不少人都会将

手机直接交给回收商贩。大部分

用户将手机交给回收商贩前都会

先对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但你以为

简单的清空相册、手机信息、支付

宝账号信息等数据就能防止信息

泄露了吗？事实是，如果你随意地

将闲置旧手机置换，骗子还是能轻

而易举地将你的信息恢复并对你

实施诈骗。

除流入一些商贩手中外，部分

手机也被正规的回收公司回收再

利用。记者了解到，这些回收的电

子产品，品相较好的，主要是功能

完好的，由回收公司进行简单的检

测和修复，直接进入二手市场，或

者通过渠道出口，一般都是亚非拉

等经济欠发达的海外市场。一些

已经完全报废的电子产品会直接

进行拆解，从中提炼贵金属。

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联盟战

略决策委员会主任曲睿晶对记者

表示，手机等电子废弃物由金属元

器件、线路板、芯片、电子显示屏、

橡塑外壳和连接件组成，其中以稀

贵金属回收价值最高。而芯片中

也含有多种稀土元素，是战略资

源。而且因为手机等电子废弃物

元器件里面稀贵金属和稀土元素

已经加工提炼成为了精密级、军工

级，原物使用是资源高效利用的一

种重要方式。

贺樯也向记者介绍道：“为保

证导电效果，手机线路板上含有黄

金等贵金属，经过脱镀、电解、精

炼、熔炼的化学处理流程，就能提

取出黄金。每拆解1000万台手机，

可回收近百公斤黄金和铜。”

除流入一些商贩手中外，部分手机也被正规的回收公司回收再利用。

亟待规范

曲睿晶对记者说道：“从手

机等电子废弃物全生命周期来

考量其碳足迹，计算其对水土固

气的环境影响，规范回收、拆解、

加工、利用是推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环境污染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国内一直重视对

“电子垃圾”的治理。有关部门

先后出台了《废旧家电及电子产

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电子信

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等政

策法规，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逐

步转变为最环保、最节约资源的

绿色产业之一。2021年12月，生

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电子废物环

境综合管理(2012-2021)》报告，

报告指出将继续统筹推进电子

废物无害化处置，做好电子废物

污染管理与碳达峰、碳中和等工

作的对接融合，促进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

不仅仅是政策推动，现在

很多企业开始关注电子垃圾的

问题，苹果首先以“环保”之名

取消购买手机附赠充电头，目

前很多手机厂商都取消了标配

充电器。华为紧跟其后，华为

部分手机也不再标配手机充电

器和数据线，为消费者提供两

种版本选择。然后小米也是两

套方案，有充电器和无充电器

可自行选择。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

大代表，小米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雷军表示，我国是电子产品

的制造大国和消费大国，也是

电子产品的废弃大国。加强电

子废旧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对于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动

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建议

保护电子废旧物中个人数据安

全，避免废旧手机等设备泄露

个人信息，提升电子废旧物回

收利用率；建议开展个人碳积

分试点，推动全民参与回收利

用、绿色无害化处理等。

“剧本杀”行业走上合规之路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张靖超 北京报道

近年来火爆的剧本杀正逐渐

从野蛮生长向合规化过渡。

近期，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

门研究起草了《文化和旅游部公

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

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剧本娱

乐经营活动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现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对于《意见稿》的发布，多位

剧本杀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

对剧本杀影响最大的是在合规和

版权方面。

针对此前广泛引起争议的

剧本杀内容血腥暴力、恐怖元

素过多等问题，《意见稿》提出

剧本娱乐经营单位应当自经营

之 日 起 三 十 个 自 然 日 内 将 经

营场所地址、场所使用的剧本

脚本名称、作者、简介、适龄范

围等信息，通过全国文化市场

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报经营场

所所在地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备案；新增或者更新剧本

脚本主要内容的，应当自使用

之日起三十个自然日内将剧本

脚本的上述信息报原备案部门

备案。

剧本杀作为新兴的游戏项

目，最重要的就是剧本的内容质

量，剧本杀门店依托好的剧本经

营，但由于内容成本较大，不少

剧本杀门店不通过正规的工作

室 渠 道 购 买 剧 本 ，而 是 盗 版 。

iiMediaResearch（艾媒咨询）报告

指出，在产权保护与剧本质量两

个结构性问题上，由于剧本版权

取证难、剧本质量把控难等导致

剧本杀行业发展受阻，如何处理

好这些行业健康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是未来剧本杀企业即将面

临的挑战。为了防止盗版，有的

工作室选择申请书刊号保护剧

本，但是维权难却困扰着行业从

业者。

未成年人或占剧本杀人群三成

《2021 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

报告》显示，2021 年国内剧本杀

市场规模超过 150 亿元，消费者

规模或达 941 万人次，超七成的

消费群体在30岁以下。另外，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文化

娱乐行业协会联合在北京、上

海、广州等10个城市对近9000名

青少年调查发现，79.3%的青少年

知道“密室”“剧本杀”，71.2%的

人接触过，65.2%的人表示喜欢，

且年龄越低，喜欢此类娱乐活动

的比例越高。

因此，对剧本杀的内容监管

引起了各方重视。例如在 4 月 2

日至7日，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以下简称“中娱协”）连续召开专

题会议，就近期公布的《意见稿》

进行研讨。会议认为，剧本娱乐

经营活动不得含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娱乐场所

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鼓励

创作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剧本

脚本；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

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

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除国

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

期外，剧本娱乐经营活动不得向

未成年人提供。

一家剧本工作室的创始人小

丽（化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限制未成年人玩剧本杀在

某些程度上是有好处的，很多剧

本店没有那么合法合规，商家剧

本参差不齐，会对未成年人教育

上产生一些隐患，“我们自己也有

门店，未成年人客户大概有30%，

很多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玩，还是

要具体看门店的地址。”一家北京

剧本杀店店长小庆（化名）也表

示，对于未成年人的限制不太会

影响门店的经营。目前来看影响

比较大的主要还是门店合规和内

容自审的问题。

剧本杀题材是以“出现谋

杀”为主线进行，因此首先就会

有相应的情节内容。小庆表示，

过去行业的发展太快，导致市场

恶性竞争很多，为了吸引客人来

玩，会引进一些内容比较刺激的

剧本。

剧本杀行业交易量最大的

平台黑探有品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意见稿》

中对行业影响较大的还是在门

店、内容的合规方面。而合规和

内容审核会如何影响经营，例

如是否要配备安全员、对内容做

备案和审核、是否要增加其他的

设施设备，仍需要进一步观察和

明确。

“为了应对内容过审方面的

问题，我们目前减少了恐怖题材

剧本的采购。之前情感本和恐怖

本能到所有采购剧本数量的五分

之二，现在也就是二十分之一。”

小庆表示。

而在剧本内容制作端，包括

监管部门和剧本杀第三方平台也

在探索内容自审。

3 月 8 日，全国首个正式将

密室剧本杀纳入管理的地方法

规《上海市密室剧本杀内容管理

暂行规定》已正式发布，对剧本

内容登记审核流程、经营活动的

禁止行为、消费者适应年龄等方

面作出了规范。黑探有品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也正在探索为

剧本工作室提供第三方内容自

审备案服务和出版社对接的服

务。“目前我们通过第三方机构，

后台也有自审的提交入口，对

于自审的费用会给予补贴。”其

介绍，中娱协也会定期备案公

示，目前共有 80 个剧本通过了

审核。”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梦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尚未获悉广电总局关于

“剧本杀”发行前过审的相关规定

及举措，但参考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于 2022 年 1 月出台的《上海

市密室剧本杀内容管理暂行规

定》，其中对于剧本“内容的审查

方法”规定了“经营单位自审”“剧

本备案”以及“日常监督检查”三

步监管措施，目前《意见稿》也基

本采纳了上述监管措施，相比于

广电总局严格的发行审查，上述

监管措施更多强调登记制，而非

审核制。

版权痛点依旧

针对剧本版权维权的问题，国

家文旅局在 2021 年 8 月份曾发布

《关于推动沉浸式剧本行业规范化

发展的建议》，指出应严厉打击剧

本杀剧本侵权行为，提高侵权成

本，尤其对提供洗稿工具的技术公

司要重拳打击，斩断黑色产业链；

同时相应地降低剧本原创者知识

产权维权难度与成本。但在此情

况下，维权之路对于剧本杀行业来

说依旧艰辛。

小丽表示，此前工作室为了维

权付出了不少成本，但是收效不

大。为了保护工作室的剧本，其在

核心内容上做了书号的申请。“要

是剧本能申请得到书刊号，但凡有

盗版可以直接报警处理，不需要再

走繁琐的程序。我们很看重自己

的作品，除所有的作品有本身著作

权申请之外，作品名字也要做商标

注册。”

小丽还表示，在没有书刊号

保护的情况下，一旦发现盗版剧

本，再走法律程序时需要调查取

证。“这个调查取证很困难，首先

你要知道盗版作品上的真实姓名

和身份证号，而且这个盗版商是

在正规电商平台上销售我们的盗

版剧本。然后我们要拿出剧本完

全归属于我们的著作权证明。开

庭诉讼期大概要半年到一年，我

们还要花钱请律师，这又是一大

笔开销。即便是胜诉了，我们拿

到的赔偿也杯水车薪。如果盗版

商是在社交渠道销售，那取证会

更加困难。如果申请到书刊号，

虽然花费成本很高，但是一旦被

发现盗版，只要报警处理就可以，

不需要再走繁琐的程序。”小丽表

示，目前工作室有4个剧本通过了

书刊号的初审。

胡梦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涉及“剧本杀”的侵权行

为主要有直接复制、电子化以及

剽窃篡改等，如果在电商平台直

接进行侵权复制件的交易则相对

较易取证，其他剽窃篡改作品因

涉及“洗稿”在诉讼认定上会增加

难度。其次诉讼维权方式普遍存

在时间长、费用高、赔付少的特

点，一审程序至少 3~6 个月，此外

从目前公示的涉“剧本杀”侵权案

件来看，赔付金额多在数千元至

数万元，相比诉讼请求金额，一些

案件的赔偿比例仅有10%，这也与

“剧本杀”所涉剧本等作品的价值

普遍不高以及对行为人获利的取

证较难有关。

不仅是工作室，剧本作者的版

权维权也非常困难。

一位剧本作者告诉记者，自

己将剧本交给工作室的时候，容

易被工作室剽窃并且不采用自己

的剧本。另外，有些时候工作室

也会在他剧本的基础上做一些微

调再发行，这样的剧本和他没有

关系，不可能获得收入。“现在作

者大多是单兵作战，更多的是兼

职作者，工作室自己孵化的作者

比较少。因此在维权的时候，考

虑到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也

就不了了之了。”

剧本作者告诉记者，目前比较

常见的收入模式是分成和买断。

买断就是将作品给到工作室，工作

室支付稿费。另一模式则是分成，

作者需要全面跟进作品的制作到

修改，包括中间的改本环节也要参

与。盒装剧本是创作最多的，定好

方向后，作者创作剧本大概需要2~

3个月，和工作室打磨剧本就要花

费 1~2 个月。爆款剧本的作者能

获得 50 万~100 万元的回报，非爆

款的剧本作者能分到 1 万~5 万元

左右。但是由于创作剧本周期较

长，收入性价比并不高。

在一家剧本杀工作室从事商

务工作的雨齐（化名）告诉记者，目

前剧本杀的剧本主要是盒装、城市

限定、独家和实景几个类别。其中

盒装最便宜，大概是500元~600元

之间，城市限定价格在 2000 元~

2500元，独家5000元以上，实景最

贵，为30000元左右。

“我们对于盗版也非常深恶痛

绝。这变相挤压了我们的生存空

间，而且对创作者也十分不友好。

对我们来说，城市限定本的内容成

本较高，大概需要消费者使用8~9

场才会收回成本。但是使用盗版

本的门店几乎不需要考虑内容成

本的问题。”雨齐说。

乱象丛生

电子废弃物不规范拆解及提炼使用的溶剂，如强酸、强碱，及部分重金属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极大，短期内是不可逆的。

手机里有“黄金”也让一些人

看到了“有利可图”。从2016年开

始，商务部大力推进创新回收模

式，包括互联网+回收、两网融合发

展、新型交易平台、智能回收模式

等。大量创新回收公司涌现，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手

段，推动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创新，

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体

系。但是，电子废弃物回收的发展

一直不温不火。

曲睿晶对记者表示，电子废弃

物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必须围绕着

基于回收目标 EPR（生产者责任

延伸）来进行，以前的大多是散兵

游勇式回收，难免有“低小散污”

嫌疑。

中国电子装备技术开发协会

秘书长唐爱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回收渠道不健全，对废弃手

机回收产业政策并没有实实在在

地启动，企业成本很高，再加上灰

色渠道冲击，正规企业生存空间其

实很小。”

贺樯也无奈地向记者表示：“事

实上，真正到我们手里的废弃电子

产品很少，更多的是流向了收垃圾

的小贩和拆解作坊。而电子垃圾回

收的门槛其实很高，专业的回收公

司对这些电子废弃物拆解提炼后，

产生的垃圾会交由专门的垃圾处理

公司处理。然而小贩和拆解作坊利

用有色金属熔点远超塑料、铅汞的

原理，通过焚烧的方式来提炼黄金、

白银等贵金属。不能用的，把玻璃、

塑料等能卖钱的卖了，其余的当垃

圾扔掉。最后，这些包含大量有害

物质的废物多会被当作普通垃圾填

埋或焚烧，因此对自然环境也带来

了极高的污染。”

曲睿晶表示，电子废弃物不规

范拆解及提炼使用的溶剂，如强

酸、强碱，及部分重金属对土壤、地

表水、地下水污染极大，短期内是

不可逆的。

广东的贵屿镇曾是我国民间

电子垃圾回收分解最为集中的地

区，当地人由此获得丰厚收益的同

时也面临着严重的污染威胁。

然而，自2005年3月起，绿色和

平组织在广东省贵屿镇及其周边地

区共收集了44份环境样本，公布的

检测结果表明电子垃圾拆解过程中

排出大量有毒重金属和有机化合

物，导致空气、水体和土壤的重金属

含量严重超标。土壤中钡的含量超

标10倍以上、锡超标152倍、铅超标

212倍、铬超标达1338倍，水中的污

染物超过饮用水标准达数千倍。对

在贵屿镇从业的外来人口进行的医

学检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

88%的人患有皮肤病、神经系统、呼

吸系统或消化系统疾病，健康遭到

很大损害。

手机等电子废弃物规范回收利用是资源节约、降碳、减污的“刚需”。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