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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日薄西山

“

其实，互联网废品回收早已不是新鲜行业，
在太仓也不止“每日一收”一个平台。记者从市
城管局获悉，“一丢丢”“收纸啦”等平台也在开
展互联网回收业务。“商业化的互联网回收平
台也存在局限。”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逐
利的商业本性可能使得社会企业“挑三拣
四”，更趋于回收高价值的废品，对于低价值
的废品如玻璃瓶等则“弃而远之”。据了解，
太仓正筹备具有国资背景的数字平台投入社会
化回收工作，更好地承担起回收平台的公益责
任。

企业也在不断探索，以获得更多盈利点。
如“每日一收”正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我们积极
参与市城管局组织的进社区活动。”邬志兵介
绍，在小区展示“每日一收”的回收车，并指导居
民垃圾分类，告知各类废品回收的价格，手把手
教居民使用平台……“城市废品回收，尚存无限
潜力。”邬志兵希望通过提高群众知晓率，拓展
平台业务。

如今，垃圾分类无疑已广布全城，越来越多
人参与到这件环保“关键小事”中，互联网企业
也乘着政策“东风”，在这一领域“掘金”，这是一
件好事。但是，推进垃圾分类精细化水平、加
快传统回收产业转变发展方式、顺应“互联
网+”发展趋势，推动经营模式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还需要各个层面形成合力。企业

“单打独斗”压力巨大；百姓需要创新模式方便
生活；政府也需要更广泛的力量驱动垃圾分类
工作，这其中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合作方能生
发更强力量。

“互联网+”新模式
撬动废品回收“旧”市场

手机扫一扫，指尖点一点，风格统一、干净整

洁的垃圾回收车就能上门服务，回收废品的费用

瞬时到账。这样的垃圾回收全新场景，已经在太

仓成为现实。垃圾分类渐入佳境的太仓，在互联

网加持下，是否能够迎来绿色治理新篇章？

□本报记者 张瑜 文/图

伴随着百姓物质生活水平
提升和网购等行业疯狂生长，城
市垃圾也在成倍上升。据统计，
一个四口之家日均产生的生活垃
圾有5千克左右，而其中的大部
分垃圾都可以变废为宝。以往蹬
三轮车沿街叫喊的传统废品回收
模式，在净美如画的城市已显得
不合时宜，同时也有着天然短板。

首先是信息不对称。有一
种痛苦，是平时每天拿着喇叭沿
街跑的收废品大爷大妈，在自己
想卖废品的时候就怎么也等不
到。而对于废品回收者来说，每

天回收多少要看“天意”，信息不
通畅导致供需不对等，买卖双方
都耗时耗力。同时，废品回收价
格不透明，卖多少钱要看回收者

“心情”，缺斤少两也时有发生，
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始终无法
做到价格规范，更谈不上服务。
走街串巷的废品回收经营模式，
不仅有损城市面貌，乱堆乱放的

“常规操作”还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容易引发火灾等事故。如何
提高回收利用效率，更高效地

“变废为宝”，一直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

当互联网与废品回收行业
结合，将生发出怎样的局面？早
上趁着高温还未来袭，位于南郊
的杜红军骑着“每日一收”的资
源回收车开始上门接单。“每日
一收”平台已经在太仓运营了一
年多，市民通过手机可以在平台
下单，平台分发给各个区块回收
员。回收员接到派单，按照系统
规划的路线按时上门回收。在
客户家门口，回收员打包称重
后，客户只需一键确认，金额即
时到达微信钱包。这完美解决
了废品回收环节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让用户足不出户轻松卖废
品，回收员快速上门，大大提高
了回收效率。“现在人都忙，没时

间处理这些杂事。用这个平台，
没人在家也能卖废品。”杜红军
介绍，平台用户大多是年轻人，
工作日不在家，他们会把废品放
在门口，他按照约定时间上门称
重打包，并通过电话与客户沟通
好，卖的钱直接到用户账户里，
不用面对面交易，节省用户时
间。

回收员上门服务的方式，从
根本上解决了废品回收“最后
一公里”的痛点问题。用户家
里有废品需要处理的时候，只
需要手机一点，就会有小哥上
门服务，大大减少了时间成
本，提升了用户分类处理废品
的积极性。

“正规军”横空出世

资源回收的“数字化”不仅
仅优化了“客户端”的服务。传
统废品回收模式，有着回收、集
中、打包、运输等多个环节，
且有着层层“中间商”，效率低
利润差。以废纸回收为例：一
个废纸箱需要经过废品回收
员、一级收购站、二级收购
站、打包站等多道程序，最终
才会到达纸厂回收再造，回收时
间冗长，环境压力大。记者在太
仓“每日一收”站点看到，回收仓
库内有着大型打包机，每日回收
员收来的废品通过分拣后可以
第一时间打包。

站点的负责人邬志兵告诉
记者，因为互联网的加持，“每日

一收”有着平台优势，能够摒弃
中间环节，直接对接用户和纸厂
两端，用户一键下单，回收来的
废品可以打包直接送到纸厂。
因为更少的“中间商”赚差价，让
这个原本利润空间极低的行业
拥有“一线生机”。

“我们还结合互联网平台进
行绿色环保回收宣传，倡导垃圾
分类。”邬志兵表示，“每日一收”
不局限于商业利益，更能够通过
互联网帮助提升用户的环保意
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用户勤
于分类，自然提高了废品回收
率，我们的单子也会增多。这是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
邬志兵说。

“互联网+”催化行业革命

废品回收行业准入门槛低，利润也不高，互
联网真的能够颠覆行业状态？邬志兵坦言，互
联网的确解决了行业的很多矛盾，但操作层面
的效果不如预期。废品回收的参与者以老人居
多，他们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导致单量较
低。“目前，太仓站点的回收人员近20名。”
邬志兵说，成立一年多来，每日订单量大约
100单到 200多单，利润难抵人工成本。同
时，作为加盟方，太仓“每日一收”站点每年
需要给平台加盟技术服务费，“我们还需要配
备客服、管理等人员。” 邬志兵表示，站点运
营成本压力大，需要依靠一些企业回收大单来
平衡收支。

今年5月，邬志兵决定对站点运营模式进
行改革，把过去由企业提供车辆等工具、员工拿

“底薪+提成”的方式，变为由回收人员租赁购买
车辆，免费使用平台接单，但是自负盈亏。“这在
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人工成本的运营负担。”
邬志兵表示，走出这一步，可以让回收人员由被
动变主动，真正成为回收企业的城市合伙人，加
快他们的学习成长速度，助力垃圾分类的有效
实施，也是在当前状态下规范化回收企业能够
继续发展的必要措施。

对于回收员来说，互联网平台的确有很多
优点，但实际操作也“举步维艰”。“有时候，用
户只有几块钱的废纸箱，也要上门回收，利润
还不够路费。” 杜红军告诉记者，近来高温
天，每天只有几单，其中还有部分单子的废品
数量极少，这样下去一个月赚的费用还不够生
活。“有时候小区门不好进，物业人员脸难
看，也倒没什么，但这一新生事物，接受的人
还是太少了。”杜红军在这一行刚刚起步，内
心也有不少苦水。遇到老年人不会操作手机，
他就一一发放名片，或是手把手教学，希望通过
一点一滴的努力提高单量。

产业发展迎风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