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要求 

 

一、加强试点工作组织领导。各试点单位要尽快建立健

全再制造试点工作组织管理体系，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

任务，落实工作责任，积极认真组织开展试点工作。 

二、抓紧制定完善再制造试点实施方案。试点单位要组

织力量，加强研究，统筹规划，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再制造

试点实施方案，提出本单位试点工作目标，尤其是标志性目

标，落实工作任务（编制要点见附 1）。请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前将实施方案通过有关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中

央企业集团报我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实施方案应装订

整齐，提交一式五份，并附电子版。我部将组织专家对试点

实施方案进行审查论证。 

三、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各试点单位要抓好技术改造，

加大投资力度，积极运用先进、成熟的再制造相关技术，提

升再制造所需要的拆解、清洗、加工、装配、检测等方面的

技术和装备水平，并配套建设相关污染防治、废物处理等基

础设施，尽快形成批量化产品再制造能力和产业规模。规划

的再制造重点建设项目，请一并随同实施方案上报，并加快

投资、用地、环评等前期准备工作进度。 

四、努力提升再制造管理水平。不断完善再制造产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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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质量标准、生产规范和管理制度。加强旧件和再制造产品

的信息化管理，规范产品标识，建立产品档案。探索适应再

制造要求的经营模式、把再制造理念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

的设计、生产、销售、维修、回收、再制造等环节。 

五、加快旧件逆向物流体系建设。各试点单位要结合产

品市场保有及自然淘汰情况，充分依托自有销售及售后服务

网络，加强与专业回收及物流企业合作，加快建立健全旧件

逆向物流体系，形成与再制造规模相匹配的旧件收集能力。 

六、再制造产业集聚区要认真组织协调所辖相关企业开

展再制造，培育和延伸再制造产业链，重点抓好通用检测和

公用技术平台建设，积极引进再制造专业技术和服务企业，

建立技术咨询和产业服务体系，推动再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

应用。 

七、有关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集团要

做好试点工作的指导和组织协调工作，跟踪试点工作进展，

对试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带有普遍性的政策问

题，要深入调研，及时反映。对再制造试点企业重点建设项

目，应积极予以支持。 

八、加强信息报送与交流。试点工作启动后，试点企业

于每年 6 月底和 12 月底前分别将上半年和年度再制造试点

工作进展情况通过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中央企业

集团报我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为便于试点信息交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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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请各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集团

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前，将本单位及相关试点单位再制造

工作负责人及联系人信息汇总后（格式参考附 2）报我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电子版发送至 jns@miit.gov.cn。 

 

 

附：1. 再制造试点实施方案编制要点 

  2. 再制造试点工作负责人及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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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再制造试点实施方案编制要点 

 

实施方案时间跨度为3年。方案编制应紧扣再制造主题，

明确提出相关目标、指标及项目建设、设备配置计划等，设

定的指标要明确涵义和具体测算方法，指标应便于统计、考

核和验收。主要任务及重点工作应作具体论述，强调可操作

性。对已采用或拟采用的再制造技术装备要作详细说明，与

再制造产品及规模应匹配。坚持少而精原则，提出对实现再

制造试点目标具有关键作用的重点项目，重点是符合再制造

工艺和技术特征的建设内容，对于新征用地、一般性的机械

加工及厂房建设等内容应予以控制。问题和建议应侧重于需

要当地政府和国家协调解决的难点，并分类阐述。具体参考

以下样本： 

一、 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简况：再制造企业的母公司、分公司名称及

所在地、生产规模、主要产品产量、产值等，企业在行业中

的地位，已具备或拟发挥的示范带动作用。属于合资企业的，

应介绍合资股比，合资外方的基本情况。再制造项目背景：

试点企业再制造项目发展背景，可再制造产品社会保有量及

市场占有率（现状及预测），从事再制造的主要经历。 

  （二）再制造企业现状：再制造企业名称（或车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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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从事再制造技术人员情况、再制造产品种类、生产

能力及近五年产品产量；企业再制造的主要特点，再制造的

主要零件，再制造采用的主要技术、工艺、设备等；再制造

旧件来源情况；再制造产品销售情况；近几年主要运营指标，

包括总资产、固定资产、销售额、利润、利税、资产负债率

等。 

  （三）再制造水平和相关指标，如能源、水资源消耗、

污染排放等，相关质量保证体系，节能和环保达标情况。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 指导思想及发展目标 

（一） 指导思想 

（二） 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包括再制造产品发展范围、生产规模、技术

水平和能力、标准制定、质量保证体系等。 

具体指标：企业可根据自身特点设定机电产品再制造发

展的具体指标。如产品品种、产量、旧件利用率（单位按重

量计算）、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水耗、不可再制造部分

资源化比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等。

测算再制造能耗、水耗、污染排放及产品成本等情况，与新

品制造作对比分析。 

三、 主要任务及重点工作 

（一） 围绕目标的落实提出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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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围绕再制造产品质量构建质量保障体系。 

（三） 围绕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的思路及重点工作。 

（四） 再制造旧件物流体系建设：说明再制造旧件的回

收途径，论证或说明将来的旧件来源及保障措施

等。 

（五） 再制造产品的销售服务网络：分别说明自有网络

及可利用网络情况，分析现状，并作出预测。 

（六） 再制造主要工艺特点及关键技术：拟采用的再制

造技术、工艺、设备（名称、来源、作用、成熟

度等），拟采用的国外技术和设备等。 

（七） 主要任务及重点工作的实施进度计划。 

四、 重点项目 

配合主要任务及重点工作内容，按照少而精的原则提出

项目建设及设备购置等计划。重点论述项目对开展再制造工

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对试点方案的支撑作用。阐明项

目建设性质、规模、主要工艺路线、建设内容（新增主要设

备、利用现有设备、改扩建建筑及其面积等）、总投资及效

果分析，提出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五、 保障措施 

（一） 试点工作组织管理体系建设（明确试点工作负责

人、组织机构或领导小组及联络人，落实信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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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员）。 

（二） 制度管理体系建设（包括建立健全生产管理、质

量管理、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质量管理体系和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 

（三） 再制造产品质量和性能保障措施。 

（四） 再制造产品标识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措施。 

（五） 保证再制造生产计划和规模实现的措施。 

六、 政策建议 

结合企业自身情况，提出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

议： 

（一）需要协调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支持试点工作的政策建议。 



附 2： 

再制造试点工作负责人及联系人 

 

单 位  姓 名 处室（部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邮 件 

负责人        

 

联系人        

负责人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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