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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家用电器更新升级和回收利用实施指南
（2023 年版）

一、基本情况

家用电器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产品。近年来，我国

家电生产制造技术水平和保有量持续提升，高效节能家电市场占有

率稳步提高。据有关机构测算，我国主要家电保有量已超 20 亿台，

年运行能耗超 1万亿千瓦时；报废量逐年增加，2021 年主要家电报

废量约 2亿台，大量家电已到更新换代阶段。总的看，我国家电更

新升级潜力大，农村及部分地区家电保有量仍有提升空间，高效节

能家电仍需大力推广，废旧家电回收利用体系需进一步健全。统筹

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加快家电更新升级，对提升家电产品供给质

量，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家电及上下游关联产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高效节

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在用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

热水器、吸油烟机、燃气灶等主要家电中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占比较 2021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实现年节能量约

1500 万吨标准煤，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2900 万吨。废旧家电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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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处理率进一步提升，家电生产、销售、服务、回收、拆解等产

业链循环更加顺畅，家电更新升级对扩大消费的支撑能力有效增

强。

三、推广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积极稳妥实施家电更新升级

（一）持续提升高效节能家电供给能力。鼓励家电生产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品绿色设计，积极采用高效节能环保工艺和绿

色制造技术，强化高效节能家电等高端产品供给。推广使用低（无）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油墨、胶粘剂和清洁剂。鼓励家电生产

企业加快产品创新迭代，优化家电产品功能款式，积极开展个性化

定制业务，推进产品节能设计与制造一体化。支持产业上下游协同

合作，推动家电行业实现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鼓励建设

高水平绿色低碳家电工厂、园区和供应链体系。按照《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和环境准入等政策要求，有序推动低效

落后家电产能退出。严格执行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生产、销

售能效水平达不到标准规定的家电产品。

（二）大力推动家电更新升级。结合开展全国家电“以旧换新”

活动，鼓励通过政府支持、企业促销等方式，促进高效节能家电更

新升级。鼓励相关企业以县城、乡镇为重点，改造提升家电销售网

络、仓储配送中心、售后维修和家电回收等服务网点，推动高效节

能家电下乡。鼓励零售企业、电商平台通过设置产品销售专区、突

出显示专有标识等措施，积极引导消费者选购高效节能家电。支持

企业完善家电售后服务、维修、回收利用等全链条服务体系，创新



24

服务产品，实现消费增值。大力普及家电节能和安全使用年限知识，

引导消费者及时淘汰能耗高、安全性差的家电产品。

（三）不断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家电产业链协同创新，

加强家电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技术协同攻关，积极开展变频、高精

度传感、系统优化与仿真、芯片、功率模块等基础性共性技术和前

沿技术研究。加强高效节能家电核心零部件、集成电路、智能化控

制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家电产品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

能语音、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算法、5G 等新兴技术融合发展。

四、规范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加快促进产业链循环畅通

（一）畅通废旧家电回收处置。完善废旧家电回收设施网络布

局，支持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城市、街道、社区、家庭相贯通的

回收体系。鼓励上游制造厂商、中游零售企业、下游回收处理企业

开展合作，健全废旧家电回收体系。推动家电生产企业开展回收目

标责任制行动，助力畅通家电产业链循环。支持家电销售企业拓展

废旧家电回收业务，通过上门回收、免费拆装等方式，进一步提升

废旧家电回收率。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需按照《再生资源

回收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鼓励回

收企业开展废旧家电回收信息登记，加强收集、存放、转运、处理

等环节信息化管理，实现可查询可追踪。

（二）提升废旧家电拆解利用水平。加强废旧家电回收、分选、

拆解、处理等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提高废旧家电回收利用自动

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废旧线路板处置、元器件无损化高效处理、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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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提取等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再生塑料绿色处置和利

用，促进废塑料高纯度分选和高值化改性。加强废旧液晶面板、聚

氨酯、热固性塑料、玻璃（碳）纤维等低值材料资源化利用技术创

新，提高废旧家电及再生资源处理附加值。推进优质拆解处理企业

做大做强，严厉打击非法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