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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家电回收为何总是被“一口价”估值？

注销手机号：销号容易消除“隐私”难

现状：使用年限不同但回收都是60元

李女士家中目前使用的冰箱是2014年装修房
子时买的，当时一台300多升的三门冰箱花了她大
几千元。10年过去，老冰箱整体功能还算正常，但
偶尔也会闹点“小脾气”，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嗡
嗡嗡”的工作响声着实有点吵人。

李女士一查，原来，这台老冰箱已到了“退役”
之年。根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相关标准，家用洗衣
机、吸油烟机的安全使用年限一般为8年，家用电冰
箱、房间空调器安全使用年限为10年。

“要不换一台新的吧。”最近国家推出家电以旧
换新的政策，各种补贴和优惠让她动了念头。按照
家电销售企业推出的以旧换新方案，旧家电可以作价
回收，相当于抵扣一部分新家电的价格，更优惠了。

李女士在门店看了一圈，对几款新冰箱都挺满
意：不仅容量大、外观时尚，还可以智能联网，工作
时也更节能“静音”。不过，当她听说一台旧冰箱在
以旧换新时仅仅能作价60元时，多少还是有些意
外：回收价咋这么低？

“旧冰箱如果坏了也就算了，现在还能正常使
用而且外观保养得也不差，再怎么着也值上百元
吧，现在这价格不就等于白扔吗？”如此低的回收价
格令李女士感到不值，思考一番后，她决定先“凑
合”一阵再做打算。

即便没有“超期服役”，旧家电的价格同样也上
不去。感觉制冷效果有些不如以前，赵女士将用了
5年的冰箱拿去以旧换新，旧冰箱回收价也只有区
区60元。

以旧换新过程中，旧家电因回收价格太低而被
“吐槽”，并非个案。有的消费者抱怨“买家电的时
候是一笔巨款，卖的时候感觉‘一文不值’”，没有获
得感；有的消费者质疑“为何用一年跟用十年一个
价”，没啥吸引力。

体验：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一口价”

记者发现，从主流平台企业回收旧家电的标准
来看，偏低的回收价格是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大
家电如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等，不论使用年限、
品牌、品相等，往往都是“一口价”回收。除空调能

给出“3位数”的报价外，其他大家电多在30多元至
60元之间。

“免费上门拆卸搬运，不论品牌，不论好坏。”苏
宁易购近期正在全面推进家电以旧换新。记者在
官方网站上查询发现，空调是大家电里评估值最高
的，其中挂机空调为220元，柜机空调为400元。20
寸以上的老式电视和32英寸以上液晶电视回收价格
均为35元；冰箱虽按照100升以上单门、双门、三门、
对开门、多门及冷柜等类型分类，但评估价格都是60
元。洗衣机大体类似，4公斤以上的滚筒、波轮均作
价为50元，而双缸洗衣机更低一些，只有38元。

另一家京东平台的情况也类似。记者对旧家
电进行价格评估后发现，以空调柜机为例，不论何
种品牌均估价为400元，挂机价格为220元；4公斤
以上的波轮、滚筒洗衣机均为50元；100升以上的
冰箱均为60元；32英寸以上液晶电视35元，老式显
像管电视35元。

而像油烟机、灶具等厨卫家电大多数更是“无
残值”，也就是0元。以燃气灶为例，在平台参与以
旧换新时，就会显示“无残值，代处置”，即可以免费
上门拆机搬运，但无旧机款发放。

记者又来到南三环附近的一家家电门店探访，
发现线下卖场对旧机的估值与线上基本一致。比
如某品牌一款标价4799元的1.5P新款挂机空调，
换新补贴再加上门店的各种优惠，可将价格降到
3799元。“家里如果有旧空调，折旧还能让您再少掏
200多元。”空调销售人员说，因为空调里面有铜管，
所以折旧价会高一些，但其他像冰箱、洗衣机等家电
回收基本不能讨价，“也就几十元钱的事儿”。

探因：近八成旧家电被直接拆解

用了一年的家电和用了十年的家电，怎么就
会出现“一口价”？旧家电的回收价格为何上不
去？业内人士将症结归结于渠道，目前旧家电回
收渠道太过单一，大部分用于直接拆解，这就很难
让回收的家电拥有更高的价值，自然也就难以“高
价”回收。

“从材料看，空调含有铜、铁、铝等金属，回收时
相对来说更值钱一些，而像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家
电，这样的金属含量相对较少，所以残值较低，也就

是常说的不值钱。”北京苏宁帮客售后运营中心总
监赵丙华告诉记者。

在残值本就不高的情况下，大部分旧家电由于
没有流通到二手市场的价值，回收时自然抬不上
价。赵丙华介绍，从目前回收旧家电的处理情况
看，有80%进入拆解环节，包括冰箱、电视等大家电
以及油烟机、燃气灶等，从消费者手中回收后最终
就是送到拆解公司。只有大约20%通过合作的回
收商进入二手市场，主要集中在空调、洗衣机领域。

据了解，回收的洗衣机、空调经过清洗、消毒之
后有可能被二次利用。挂机空调回收价目前大概
为220元一台，经过整修后，二手市场价可卖到大约
450元，成色好的能卖到500元，这中间会让回收商
有一定利润。冰箱则有所不同，虽然有的功能正常
仍可使用，但被二次利用的机会其实很低。这一方
面是由于旧冰箱很难除味，另一方面则是涉及食
品，很多人在心理上并不接受旧冰箱。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相较于以旧换新，消费
者如果只是想要卖旧，以一台旧冰箱为例，甚至连
60元的报价也拿不到。

不少回收人员就表示，由于运输成本和人工成
本都较高，还得从楼上搬运下来，如果单独回收这
些旧家电，回收成本可能比回收价值还要高，他们
并不愿去。

举个例子来说，按目前情况，一台热水器、燃气
灶具的拆机成本在二三十元，运输成本大概是四十
元一件。旧家电回收当天一般是无法直接送到拆
解公司，这就需要租仓库暂时存放。人工、拆机、运
输、仓储等成本全部算下来，分摊到每件旧家电的
回收成本可能超100元，这比一台旧家电回收的价
格高出一倍不止。

赵丙华介绍，为此家电平台企业甚至要拿出一
部分资金用于补贴旧家电回收，覆盖拆机费、运输

费、租仓库的费用等一系列回收成本。

建议：让旧家电“转”起来

“卖房子老破小和次新房价格还不一样呢，具
体情况也得具体分析吧。”对于旧家电在以旧换新
时的低估价痛点，不少消费者呼吁，希望能结合家
电的品牌、品相和功能完好情况等因素，进行更加
精细的估值，让保存好的旧家电更值钱点。

日前，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中提出，加快“换新＋回
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发展，支持耐用消费品生产、
销售企业建设逆向物流体系或与专业回收企业合
作，上门回收废旧消费品。

要破解回收渠道单一的难题，就需要建立高效
顺畅的旧家电循环体系，打通消费者以旧换新的

“最后一公里”，更大程度保留旧家电的价值，才能
进一步提升旧家电回收的价格，让以旧换新更有吸
引力。

“以旧换新的旧家电收购价低，是因为现在对
旧家电的使用方式还非常粗放。”商务部研究院研
究员周密表示，一方面，对旧家电回收不光要回收
铜、铁等金属以及玻璃、塑料的回收，还要进行一些
贵金属等元素的回收。未来，对旧家电的回收如果
能够更加精细化，将会提供更高的价值。

另一方面，旧家电回收的价值也并不一定完全
要通过报废拆解和原材料回收来实现。对于那些
有市场需求的旧家电，在消毒并保证其正常功能的
情况下，可以去满足一部分农村等特定下沉市场的
需求，这样就可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周密表示，

“拆解与再利用应该有效结合起来，但目前存在的
问题是信息渠道还不畅通，回收渠道也非常有限。”

据《北京日报》孙杰/文

一台尚能正常使用的冰箱，无论品牌、品相、使用年限，回收时往往是“一口价”
60元，而油烟机、灶具更是一概0元，相当于“白送”。

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正如火如荼进行，在此过程中，旧家电如何估值作价，是
绕不开的话题，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换新体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消费者
反映目前旧家电的估值偏低，获得感不强、吸引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换
新的意愿。

自从电话号码“落户”到个人名下，销号就变成
每一个号码被放弃前的最后动作。然而，实名制不
只是出现在通信领域。随着全网纷杂的账户陆续
要求用户绑定电话号码，销号就意味着要大量更换
或解绑相关信息。

近日，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民警在社交媒体账
号发布的一则科普视频引发轩然大波，“注销手机号
等于出卖自己”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广泛关注。

为了弄清注销后的号码是怎样流转到下一位客
户，以及随意注销号码有哪些风险、如何规避，4月7
日至4月8日，记者实地走访了十余家运营商线下营
业厅及分销商门店。据记者走访了解到的情况，目
前市面上已经有三至四年时间没有新号段放出，流
通的号码大多是被“多手”使用过的。运营商将注销
号码回收后，会有几个月至几年不等的“冷冻期”，随
后号码才会被投放至市场。不过，运营商不具备解
绑或抹平使用痕迹的权利，需消费者自行操作。

根据分销商介绍，通常来说，优惠力度较大的
各类“大王卡”、从事销售类行业、有频繁拨打电话
需求的用户往往是注销的频发区。记者走访发现，
虽然线下门店已经停售有通话时长的大流量卡，但
仍有不可接打电话的流量卡出售。

已有三四年未出新号段

“新用户入网需（须）知：本厅所有号码为信用
号码，号码均为重启号码，如遇收到前客（用）户预
留业务的电话或信息，应立即明确告知来电方此号
码客户已注销，现在是我本人使用，停止一切关于
前客户办理业务方的电话或短信骚扰。”“因号码资
源有限，您购买的号码可能为重启号码。若无法用
该号码注册第三方服务，请您及时与第三方企业沟
通处理。”

记者走访发现，多家门店张贴了诸如此类的提
示。业务办理窗口上张贴的通知有时错漏频出，在
一墙的广告中显得并不起眼，而这样的信息已难以
推断张贴的时间。

溯源门店提示时间很难，重启号码被大众舆论
热议的时间却很清楚。

今年“清明”假期期间，一则“注销手机号等于
出卖自己”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刷屏。随后，在媒
体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之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官方客服都回应了重启注销手机号码一事。

中国移动官方客服称，移动号码销户后存在90
天“冷冻期”，“冷冻期”过后，号码会再次进入号码
库用于后续向市场投放。中国联通客服也表示，注
销后的号码确实会被重新投放进“号码池”，但被投

放时间无法确定。中国电信客服人员则表示，用户
的手机号注销后会有90天的冻结期限，此后才可能
被重新投入市场，至于后续是否会被投放、有没有
投放，暂无法确定。

4月8日，记者走访运营商线下门店。据北京
某电信营业厅工作人员透露，注销的号码回到号码
池后至少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才会发放给下一位
用户。记者通过电话追问能否买到首次使用的号
码时，该客服称“无法保证”。不过，她也建议，有这
类需求的消费者可前往营业厅办理号码并提出开
新号的要求，具体需看营业厅如何办理。

“其实别人用过的，收回来的号码，（使用上）也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据该客服介绍，虽然比例不
高，但若用户屡次接到此前用户未解绑或换绑手机
号导致的骚扰电话，可通过下载相关软件尝试拦截。

从走访情况来看，对业内来说，运营商回收号
码和再次销售确实是事实，而且很常见。消费者如
果对此心存顾虑，该如何分辨重启号码？销售多家
运营商电话卡的分销商刘心告诉记者，要分辨这类
号码很难。

运营商无权解绑或“抹除痕迹”

其实，“二次放号”甚至“多次放号”由来已久，
此次引发网友热烈讨论，还是与近年来大量网站、
APP、金融账户均需绑定手机账号，且可通过手机号
码以收验证码的形式登录账户进行更多操作有关。

根据多家营业厅工作人员及分销商反馈信息，
购买电话号码的消费者拥有号码使用权，一旦将其
绑定至APP或账户就属于个人隐私，运营商不具备
查询、解绑或抹平使用痕迹的权利。用户可在全国
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更多的绑定信息，但也无法
全面覆盖。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就指出，目前“一证通查”
仅支持16个头部应用。从使用量来看，这16个头
部应用几乎可以占到所有APP使用量的95%以上；
但这些应用在APP总量中的占比很低。加上很多
用户注册某些应用后就几乎很少登录，难以统计个
人号码绑定的APP。

付亮进一步分析称，在诸多网络实名制注册工
具中，“手机号+验证码”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也是
最被广泛使用的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其他公司
APP的验证码并不是由电信运营商发出，运营商仅
提供了短信通道，也并非所有APP均支持注册用户
注销。

至于消费者最担忧的支付环节，据付亮介绍，
无论是银行APP还是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都

有比“手机号+验证码”更严格的实名认证环节。若
较长时间未使用或更换了使用终端，厂商都会要求
使用者重新实名认证。

“这样，获得复用手机号的用户也不能转走原
使用者在银行账户中的钱。近几年，在反诈的要求
下，支付工具明显提高了支付环节的安全标准，基
本上堵住了复用手机号用户接触到原号码主人资
金的渠道。”付亮称。

不过，“钱袋子”守得住，个人信息就未必了。
在付亮看来，由于大量网站支持“手机号+验证

码”的登录方式，获得重启手机号的用户可通过“手
机号+验证码”登录之前用户注册的网站。若这些
网站存储有个人隐私信息，就可能导致信息泄露。
不过他也表示，存储有隐私信息的网站在读取数据
时，大多要求提供“姓名+身份证”等升级的安全验
证信息，重启手机号的用户并没有这些信息。

不过也要看到，部分小规格APP对姓名、身份
证号、密码等隐私信息的保护力度不够，不法分子
拿到这些信息，再加上“手机号+验证码”，就可能登
录前主人使用的多个APP。

“但这并不可怕。从用户注销手机号到运营商
二次投放市场，有三个月以上的间隔期，间隔期越
长，信息的价值越小，因泄密给用户带来的影响也
会快速衰减。”

针对这一现象，付亮提出了几点建议：管理部
门需充分认识到安全级别的强弱；“手机号+验证
码”可用于实名制登录，但不能用于支付环节安全
的验证。同时，应强化APP的登录异常判定，减小
网络实名制的范围，尽可能避免没有管理能力的团
队拿到用户的实名信息。

哪类用户频频注销号码？

其实，自从电话卡进入实名制开卡时代，来自
报刊亭、街头小贩或其余渠道的“僵尸卡”明显在减
少。营业厅也会反复提示，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全面
落实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制度，承担对代理商落实实
名制的管理责任，明确有关违约处置措施。建立电
话用户开卡数量核验机制和风险信息共享机制，不
得超出限制规定的数量办理电话卡。

至于具体限制数量，记者在走访中获悉，目前
三大运营商对每个用户实名办理电话卡的数量都
有一定要求，如每位用户最多同时拥有五张移动电
话卡；三大运营商电话卡合计不能超过十张。

为此，哪些号码或用户仍是注销“高频区”？
从走访情况来看，“物联网卡”（运营商为物联

网服务企业提供的用于智能终端设备联网的，仅面

对企业用户进行批量销售，广泛用于共享单车、移
动支付、智能城市、自动售卖机等领域，不面向个
人用户）后，优惠力度较大的“大王卡”或“流量卡”
（低月租、高流量、部分有合约期且限量上架的电
话卡）成为注销频发的场景之一。这类电话卡往
往以线上销售为主，凭借较低的资费和大流量来
获取青睐。

以电信“樱桃卡”为例，根据产品介绍，该卡合
约期为12个月，月资费为29.9元，含155G的通用流
量+30G定向流量+100分钟通话时长。在电信资费
易升难降的当下，这样的宣传确实很容易打动消费
者的心。然而，这类电话卡也有不少隐藏“套路”，
如合约期到期后是否续约还要看运营商政策，网速
受限；使用一段时间后套餐价格上涨，网上注册有
信息泄露风险，需充值才能使用等。

对消费者来说，一旦套餐涨价不再优惠，或出
现其他使用问题，只有携号转网和注销号码两个选
择，因此“注销便捷”往往也成为这类电话卡的卖点
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早在2021年，有关部门就曾发
布通知，强调凡是实施非法办理、出租、出售、购买
和囤积电话卡、物联网卡以及关联互联网账号的相
关人员应停止相关行为，并于2021年6月底前主动
注销相关电话卡、物联网卡以及关联互联网账号。

去年3月，一张“加强互联网卡销售管控的通
知”的截图在“卡贩子”的文案及社交媒体上流传。
根据截图内容，去年4月起，优惠后实收不低于29
元/月、总流量最高135G（含定向流量）入网预存不
低于50元的电话卡成为重点监管对象。

然而，在走访线下电话卡销售门店的过程中，
记者看到不少店铺内张贴着广告，涉及有通话时
长，可接打电话的大流量卡。虽然进一步询问后被
告知这类电话卡目前已经下线，但仍有不可接打电
话的流量卡出售。

根据销售人员介绍，这类流量卡的月租价格大
多在19元/月至50元/月之间，每月流量基本超过
100G或不限，开卡也需实名办理，部分流量卡还会
收取一定卡费。

除了流量卡，较为特殊的工种如销售、广告顾
问等，也是号码注销较为频繁的用户之一。“他们的
号码就使用一个月，甚至用不够俩月就换了，做广
告推销用的。”据线下销售介绍，这类用户往往因拨
打较多电话被标记或被锁定，一旦被锁定，就要携
带本人身份证至营业厅解锁，每人仅可解锁三次。
超过规定次数后号码无法解开，需进行销号处理。

供稿：《每日经济新闻》杨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