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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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实施意见

发改环资〔 2022〕 526 号

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管局、银

保监会、证监会、能源局，军委后勤保障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商务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我国是全球第一纺织大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占全球的 50%以上。随着人均纤维消费量不

断增加，我国每年产生大量废旧纺织品。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对节约资源、减污降碳具有重要

意义，是有效补充我国纺织工业原材料供应、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措施，是建立健全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构建资源循环型

产业体系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提高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为目标，着力打通回收、交易

流通、精细分拣、综合利用等关键环节堵点、痛点，强化全链条管理，完善标准体系，加强行

业监管，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

（二）工作原则。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突

出市场导向，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提高全社会参与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积极性。 

——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加快建立健全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全链条发力。以废旧

制式服装为重点，率先突破，逐步推动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行业发展壮大。 

——创新引领、规模利用。充分发挥科技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推进关键技术研发应用，加

快绿色回收模式和利用方式创新，推动废旧纺织品规模化、高值化循环利用。 

——提质增效、规范发展。推进小散项目整合，提高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技术装备水平，

规范循环利用经营活动，积极培育骨干企业，推动行业集聚化、规范化发展。

（三）主要目标。到 2025 年，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循环利用能力大幅提

升，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达到 25%，废旧纺织品再生纤维产量达到 200 万吨。到 2030 年，建

成较为完善的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生产者和消费者循环利用意识明显提高，高值化利用

途径不断扩展，产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达到 30%，废旧纺织品再生纤

维产量达到 3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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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纺织工业绿色低碳生产

（四）推行纺织品绿色设计。鼓励纺织企业开展绿色设计，提高纺织品易拆解、易分类、

易回收性。制定纺织品材质分类指南，鼓励生产企业依据指南在纺织品上设置包含面料材质信

息的可视化标签或可机读无线射频识别标签，提高废旧纺织品分拣效率和准确性。

（五）鼓励使用绿色纤维。鼓励纺织企业优先使用绿色纤维原料，加强绿色产品标准、认

证、标识体系建设。引导支持纺织企业特别是品牌企业使用再生纤维及制品，提高再生纤维的

替代使用比例，促进废旧纺织品高值化利用。有序推进生物基纤维及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应用，

突出生物基纤维可自然降解优势。

（六）强化纺织品生产者社会责任。鼓励企业落实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 CSC9000T），提高纤维材料资源化利用水平。引导有关机构和企业研究制定废旧纺织品循环

利用目标及路线图，积极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支持有关机构和企业研究废旧纺织品资源

价值核算方法和评价指标，逐步构建支撑再生纺织品生态价值的市场机制。

三、完善废旧纺织品回收体系

（七）完善回收网络。推动合理设置废旧纺织品专用回收箱或相关设施，打通回收箱进社

区、进机关、进商场、进校园的壁垒，提高回收箱体覆盖率，鼓励引导回收企业向三四线及以

下城市下沉布局。结合农村实际，探索推进农村废旧纺织品回收。结合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建设，合理布局建设分拣中心和资源化利用分类处理中心，及时精细化分拣和分类处理废旧纺

织品。

（八）拓宽回收渠道。积极发展互联网 +回收，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充分利用生活垃

圾分类系统收集废旧纺织品。探索一袋式上门回收、毕业季进校园等新型回收模式。培育回收

龙头企业，建立重点联系企业制度，加强废旧纺织品回收行业调查，引领行业规范发展。鼓励

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建设废旧纺织品回收及资源化利用信息化平台，整合废旧纺织品来源和数

量、利用去向和方式等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强公众参与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积极性。

（九）强化回收管理。规范回收主体及回收行为，打击违法违规回收行为和不规范生产经

营活动，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对违法违规填埋、焚烧废旧纺织品等行为依法予以处理，涉

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指导行业协会加强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数据统计分析。

四、促进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

（十）规范开展再利用。按照节约经济、绿色低碳原则，有序推动旧衣物交易。制修订旧

衣物清洗、消毒标准及技术规范，完善卫生防疫要求和市场交易管理规范。加强旧衣物卫生防

疫监管，规范交易市场和平台，打击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欺诈行为。引导旧衣物出口规范化，

出口企业要依法如实向海关申报，确保旧衣物清洗、消毒等符合进口国（地区）有关要求，树

立良好国际形象。鼓励企业和居民通过慈善组织向有需要的困难群众依法捐赠合适的旧衣物。

（十一）促进再生利用产业发展。扩大废旧纺织品再生利用规模，加强纺织工业循环利用

废旧纺织品，推动废旧纺织品再生产品在建筑材料、汽车内外饰、农业、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应

用，鼓励将不能再生利用的废旧纺织品规范开展燃料化利用。推动废旧纺织品再生利用产品高

值化发展，支持废旧纺织品利用企业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鼓励利用企业加强与回收企业衔

接，延伸产业链，开展兼并重组，培育具有产业链领导力的龙头企业。强化行业监管和整治，

惩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和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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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实施制式服装重点突破。将废旧军服、警服、校服等制式服装作为废旧纺织品循

环利用的突破口，推行绿色设计、使用绿色纤维，选择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加大支持力度，

组织有能力的企业开展废旧制式服装循环利用试点，优化集中循环利用技术路径和市场化机制，

提高统一着装部门、行业制服工装、校服的循环利用率。

五、加强支撑保障

（十三）完善标准规范。完善废旧纺织品回收、消毒、分拣和综合利用等系列标准，建立

健全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标准体系。修订《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再加工纤维质量行

为规范》《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等标准规范文件。推动落实《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涤

纶）行业规范条件》，提高以废旧纺织品为原料的再生涤纶产量，开展规范公告工作，促进循

环再利用涤纶行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加快科技创新。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依托骨

干企业，加快突破一批废旧纺织品纤维识别、高效分拣、混纺材料分离和再生利用重点技术及

装备。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专业科研机构等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快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装备研

发和产业化应用。

（十五）强化政策扶持。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在

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企业提供信贷产品和服务，支持符合条

件的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加大对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支持力度，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对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予以资金支持。

六、强化组织实施

（十六）加强统筹协调。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商务、教育、科技、公

安、民政、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海关、税务、

市场监管、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切实履行职责，按照职能分工，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

监管有力的工作协调机制，强化政策联动，统筹推动本地区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确保取得工

作实效。

（十七）强化典型引领。结合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设，支持大中型城市率先

建立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探索高效循环利用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形成规模效益。

培育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骨干企业，支持重点支撑项目建设，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编制典型城

市和骨干企业实践案例，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促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八）做好宣传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加强再生纺织品优质宣

传。鼓励党政机关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使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开展废旧纺织品循环利

用进校园、进社区等宣教和实践活动。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纳入节能环保宣传主题活动，倡

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开展知名品牌使用再生纤维联合倡议活动，鼓励行业内企

业开展创新设计大赛等推广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良好氛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 务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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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完善废旧纺织品回收体系
	（七）完善回收网络。推动合理设置废旧纺织品专用回收箱或相关设施，打通回收箱进社区、进机关、进商场、进校园的壁垒，提高回收箱体覆盖率，鼓励引导回收企业向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下沉布局。结合农村实际，探索推进农村废旧纺织品回收。结合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合理布局建设分拣中心和资源化利用分类处理中心，及时精细化分拣和分类处理废旧纺织品。
	（八）拓宽回收渠道。积极发展互联网 +回收，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充分利用生活垃圾分类系统收集废旧纺织品。探索一袋式上门回收、毕业季进校园等新型回收模式。培育回收龙头企业，建立重点联系企业制度，加强废旧纺织品回收行业调查，引领行业规范发展。鼓励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建设废旧纺织品回收及资源化利用信息化平台，整合废旧纺织品来源和数量、利用去向和方式等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强公众参与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积极性。
	（九）强化回收管理。规范回收主体及回收行为，打击违法违规回收行为和不规范生产经营活动，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对违法违规填埋、焚烧废旧纺织品等行为依法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指导行业协会加强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数据统计分析。
	四、促进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
	（十）规范开展再利用。按照节约经济、绿色低碳原则，有序推动旧衣物交易。制修订旧衣物清洗、消毒标准及技术规范，完善卫生防疫要求和市场交易管理规范。加强旧衣物卫生防疫监管，规范交易市场和平台，打击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欺诈行为。引导旧衣物出口规范化，出口企业要依法如实向海关申报，确保旧衣物清洗、消毒等符合进口国（地区）有关要求，树立良好国际形象。鼓励企业和居民通过慈善组织向有需要的困难群众依法捐赠合适的旧衣物。
	（十一）促进再生利用产业发展。扩大废旧纺织品再生利用规模，加强纺织工业循环利用废旧纺织品，推动废旧纺织品再生产品在建筑材料、汽车内外饰、农业、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应用，鼓励将不能再生利用的废旧纺织品规范开展燃料化利用。推动废旧纺织品再生利用产品高值化发展，支持废旧纺织品利用企业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鼓励利用企业加强与回收企业衔接，延伸产业链，开展兼并重组，培育具有产业链领导力的龙头企业。强化行业监管和整治，惩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和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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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实施制式服装重点突破。将废旧军服、警服、校服等制式服装作为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突破口，推行绿色设计、使用绿色纤维，选择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加大支持力度，组织有能力的企业开展废旧制式服装循环利用试点，优化集中循环利用技术路径和市场化机制，提高统一着装部门、行业制服工装、校服的循环利用率。
	五、加强支撑保障
	（十三）完善标准规范。完善废旧纺织品回收、消毒、分拣和综合利用等系列标准，建立健全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标准体系。修订《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再加工纤维质量行为规范》《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等标准规范文件。推动落实《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涤纶）行业规范条件》，提高以废旧纺织品为原料的再生涤纶产量，开展规范公告工作，促进循环再利用涤纶行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加快科技创新。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依托骨干企业，加快突破一批废旧纺织品纤维识别、高效分拣、混纺材料分离和再生利用重点技术及装备。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专业科研机构等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快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十五）强化政策扶持。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企业提供信贷产品和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加大对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予以资金支持。
	六、强化组织实施
	（十六）加强统筹协调。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商务、教育、科技、公安、民政、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海关、税务、市场监管、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切实履行职责，按照职能分工，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有力的工作协调机制，强化政策联动，统筹推动本地区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确保取得工作实效。
	（十七）强化典型引领。结合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设，支持大中型城市率先建立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探索高效循环利用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形成规模效益。培育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骨干企业，支持重点支撑项目建设，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编制典型城市和骨干企业实践案例，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促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八）做好宣传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加强再生纺织品优质宣传。鼓励党政机关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使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开展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进校园、进社区等宣教和实践活动。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纳入节能环保宣传主题活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开展知名品牌使用再生纤维联合倡议活动，鼓励行业内企业开展创新设计大赛等推广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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