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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2年后，以旧换新政策退出，2012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2012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管理规定》

，继续通过补贴手段解决回收问题。《管理办法》一方面将对生产者定额征收处理基金；另

一方面， 将对拆解处理企业实施定额补贴。 &ldquo;处理基金&rdquo;政策落地后，取得拆解

资质、享受定向补贴的企业，能够用市场化的手段收购废品资源，而没有补贴资质的企业，

将面临淘汰或被整合的境地。行业从无序竞争走向规范发展阶段，预计未来拆解市场将向正

规企业集中。

      产品类型   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标准（元/台）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的征收和发放标准（

元/台）       家电补贴（上限，以家电销售价的10%发放）   运费补贴   拆解处理补贴   对电器电

子产品生产者的征收标准   对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征收标准   对处理企业的基金补贴标准       

电视机   400   20-40   15   13   13   85       电冰箱   300   30-50   20   12   12   80       洗衣机   250   30-50   5  

7   7   35       空调   350   20-50   0   7   7   35       电脑   400   20-35   15   10   10   85   

 

       2011年我国电子废弃物总量为16058万台，2014年为13583万台，较2011年有所下降。

 2011-2017年我国电子废弃物总量：万台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电子废弃物处理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可行性报

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电子废弃物处理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电子废弃物处理整体运行态

势等，接着分析了电子废弃物处理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电子废弃物处理市场竞

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电子废弃物处理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电子废弃物

处理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

子废弃物处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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