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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大量废旧手机在家“吃灰”

“卖也卖不了多少钱，只能扔在家里‘吃灰’，
越攒越多。”从十多年前的功能机，到近几年的几
款智能手机，陈先生的抽屉里摆放着六台手机。

尽管这些手机早已用不着，但陈先生并不愿
意出售。“这么便宜卖出去有点心疼。”陈先生举例
说，2020年上市的一款华为手机，当年发售价格超
过6000元，如今回收价仅有2000元左右；一款原
价超2000元的红米手机，用了一年多，收购者给出
的报价为六七百元；不能上网的“古董”功能机，也
就卖5元。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目前一部手机
的平均寿命在 2.2 年左右。我国平均每年产生 4
亿部以上废旧手机，废旧手机存量超过20亿部。
对此，有大量机主像陈先生一样，把废旧手机存在
家里。也有一些机主愿意回收废旧手机。

在中关村科贸电子城，多家商户的柜台上贴
着“回收手机”的广告，柜台里摆放着各个品牌、各
个型号的待售二手手机。

“手机回收一天一个价。”一位商家介绍，由于
手机更新迭代快，二手手机价格下跌的速度非常
快。“这个手机我今天400块收的，你要是要就450
块卖给你。”商家指着柜台上方的一台华为手机告
诉记者，二手手机越晚卖越卖不上价，现在加价50
元没卖出去，过阵子可能就降价几十元、一百元。

“新款一上市，这个系列的二手手机都得降价。”
记者拿出一款10年前的索尼手机，几位商家

分别给出了10元、30元、50元的报价，而且并不情
愿回收。“像这样小众的老款手机，卖不出去，只能
拆件。你自己留着吧。”

走访
不同商家回收价差别大

在废旧手机“卖不上价”的同时，回收市场由
于缺乏规范性，导致定价标准不统一，也让机主与
回收商之间存在信息差，很难在交易中获得议价
能力。

记者拿着闲置手机分别前往多家经营手机回
收业务的商户处咨询，发现不同商家给出的价格
差异不小，特别是自营商家的报价更是有不少套
路。

“你这老机器值不了多少钱。”在中关村科贸
电子城，记者拿出一款上市于2020年、发售价格为
4千余元的华为手机，一位商家在检查了配置、屏
幕、镜头等情况之后，给出了500元的回收价格。
几分钟之内，他又先后提出了550元、580元的报
价，并一再强调“这个价格很高了”。

见交易迟迟没有完成，附近一位商家走过来
看了看手机说：“最高给你650块”。听到记者不
打算以此价格出售，他又给出了 700 元的报价。
而不远处的一位商家得知了报价，提出“我给你加

50元”。
随后，记者又走访多家手机店，发现在不议价

的情况下，此款手机的报价在500元到1000元左
右不等。尽管商家都表示，他们回收和出售二手
手机，要参考网上每日更新的价目表，但实际上报
价非常随意，且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相比之下，多个手机品牌已推出“以旧换新”
服务，按照其官方系统进行估价。同时，多个二手
手机回收平台及其线下门店也采用这类定价系
统，并且不接受议价。

在位于朝阳大悦城的转转门店和爱回收门
店，店员在其估价软件中勾选账号情况、外观情
况、购买渠道等信息后，均给出了1000元出头的回
收价。转转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动态的估值计
算背后，有一套比较复杂的算法。“我们会根据手
机本身的残值、市场的情况等来判断该如何定
价。”

两家门店的店员都表示，可以线上估价，再通
过门店、上门、快递三种方式进行回收。“如果检测
后发现机况与描述的相同，那就按照线上的估价
来回收。”

市面上有多个手机回收平台同样提供邮寄等
回收方式，但这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在“黑猫投
诉”平台上，包含“手机回收”的投诉有1万多条。
投诉内容包括“质检后遭遇‘到手刀’，估值被砍”

“因压价严重，不同意回收，手机返回后被恶意损
坏”等。

痛点
用户担心泄露个人信息

二手手机交易过程中，对于“隐私泄露”的担
忧也让很多机主望而却步。

“我再也不敢卖废旧手机了。”杨女士告诉记
者，大约在五年前，自己曾将闲置手机内的个人信
息清空，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出售给了个人买家。
没过多久，她听说手机即便在格式化或恢复出厂
设置后，也有可能被找回信息，连忙更改了各个账
号的密码。“现在很多账号都关联着银行卡，一旦
信息泄露就容易有财产损失。”杨女士说。

格式化处理、恢复出厂设置，是目前自营商户
们清除手机信息的普遍做法。

“你可以把信息删了，直接拿过来给我们也
行。反正我们都会给恢复出厂设置的。”在位于朝
阳区姚家园的一家手机店中，店主称，一旦“恢复
出厂”，就可以避免信息泄露。

然而，在网购平台上，存在大量自称可以进行
数据恢复的店铺。记者向两家网店咨询恢复出厂
设置后能否找回数据。一家店铺客服立即表示

“可以操作”，另一家的客服则在询问过品牌、型号
后，称可以先下单检测试试。两家店铺都在服务
声明中指出“本店仅对自己的设备进行恢复”，但
对于顾客是不是手机机主，客服并没有进行询问。

这类能够恢复信息的宣传，让很多市民担忧，
自己出售的旧手机，会不会被找回信息。

在这方面，多家手机回收平台对数据清除进
行了“加码”。以转转为例，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
常规的恢复出厂设置，转转还有自主研发的深度
清除软件，并且通过了权威的数据安全认证，来确
保用户的隐私数据不可被恢复。

不过，二手平台回收的手机型号有所限制，而
且仅回收可以正常开机进入桌面的手机。至于部
分小众机型和无法开机使用的手机，机主只好卖
给个人买家或自营回收商。

困局
二手手机难以物尽其用

那些已经进入回收体系的手机，如何被使用
的？

一位手机回收产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
回收来的手机主要有四种处理途径：一是作为二
手机出售；二是翻新后再出口；三是拆件，可以用
于手机维修或生产其他产品；四是进入了拆解领
域，进行资源回收。

据媒体报道，一吨废旧手机中至少能提炼出
150克黄金，此外还有其他重金属。然而，这个“金
矿”开采起来却不容易。

记者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官网上查询到，北
京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名单中，有两家
企业。其中一家企业的联系人王先生介绍，目前
公司是在开展拆解手机工作的，但是拆解量比较
小。“偶尔才会收到一些手机。”王先生解释道，公
司能给出的收购价格太低，很难获得大量货源，来
进行大规模拆解。

“拆解手机是赚不到钱的。”一家具备拆解资
质的企业内部人士透露，将一台手机充分资源化
后，顶多获得10元的收益。“再减掉前面的收货、
人力等各种成本，能赚到什么钱呢？”至于提炼黄
金所需要的大量废旧手机，更是需要很高的回收
成本。

2011 年 1 月起实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目录（第一批）》中，包含“四机一脑”（电视机、
冰箱、洗衣机、空调和电脑）；2016 年 3 月，手机、
打印机、电话单机等产品也被纳入其中。相关企
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原来处理“四机一脑”财政
部是给补贴的，但手机拆解一直没有被纳入补贴
范围。

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指出将实施设备更
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
大行动。

有手机回收行业从业人员向记者表示，希望
能对废旧手机回收观念加大宣传，也希望能在政
策层面有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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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家有几部废旧手机？

为啥“宁闲不卖”？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

显示，我国废旧手机存量超过
20 亿 部 。 手 机 废 弃 后 ，约
54.2%被消费者闲置留存，只
有约5%能够进入专业的废旧
手机回收平台、“以旧换新”回
收渠道。为何手机回收率如
此低？记者走访发现，手机回
收市场仍存在缺少统一价格
标准等问题，同时，有很多市
民担心隐私会被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