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现代化

从已有文献可见 , 在实施回收逆向物流过程中

可以或应该采用第三方方式 , 第三方回收模式是由

独立于厂商、销售者 ( 或消费者 ) 的第三方来代表厂

商承担回收责任。因此, 厂商将EPR制度规定的回收

任务通过市场化途径以委托转让价的形式委托给第

三方回收企业来完成 , 厂商可将精力放在核心业务

上 , 而第三方回收企业则将回收的电子废旧品在拆

解处理工厂通过专业处理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最终

目的。一种新型企业模式的诞生, 不论其社会意义如

何重大 , 仍然要有其经济意义才能生存 , 因此在市场

经济中第三方回收企业必须有其自身的生存之道。

废旧手机回收属于再制造逆向物流网络 , 不仅

有再制造逆向物流网络的一般特征 , 同时还有自身

的特点, 即不确定性和手机产品的种类繁多。影响手

机回收网络的主要因素有:集散度、网络层次、网络结

构及各层次之间的合作等。其不确定性包括供给不

确定性和需求不确定性 , 供给不确定性是指回收手

机的地点、时间、数量以及损坏程度等的不确定 ; 需

求不确定性则是指需要手机产品的数量、时间和地

点等的不确定。

一、第三方回收企业的收入分析

基于第三方回收企业的基本性质 , 企业的收入

包括向签订回收协议的厂商收取的代理费用及出售

还原材料的收入。同时由于逆向物流对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意义 , 第三方回收企业将得到一定的政

府补贴。

( 一) 向厂商收费的收入

根据EPR, 第三方回收企业将会对手机厂商征收

一定的费用 , 第三方回收企业在接受厂商支付的回

收处理基金后 , 把可再制造和再利用部分继续出售

给厂商 , 将经过处理而得的原材料再生部分售给供

应商。因此对手机厂商收取的代理费用, 也成为第三

方回收企业的一部分收入来源。如果某家第三方回

收企业将对手机厂商征收的费用定的太高 , 手机厂

商将不会把自己品牌的手机回收业务外包给该家第

三方回收企业。同时, 该部分代理费用也不能收的太

低 , 如果低于第三方回收企业的运营成本 , 虽然可以

获得较多的手机厂商的委托合同 , 但企业将会亏损。

因此 , 第三方回收企业为了获得足够的合同 , 以维持

其日常运营 , 就必须合理的确定对手机厂商征收的

代理费用。

( 二) 出售可再利用及再生物质的收入

即通过出售经过处理的还原物质所得 , 该部分

物质包括通过翻新可直接使用的零部件及如铝、铜

等原材料。该部分收入的多少首先取决于可供处理

的废旧手机的量 , 量越大则处理可得到的还原物质

越大 , 要获得较多废旧手机 , 第三方回收企业就要降

低对手机厂商收取的代理费用 , 同时还需提高从废

旧源头回收废旧手机的单位回购价格 ; 同时跟处理

过程也有关系 , 采取越精细的处理过程 , 将越有助于

提升废旧物品的利用率 , 增加还原物质的产出量 , 而

为了获得较高的废旧品还原效率 , 需要花费更多的

第三方回收企业产能 ( 本文用企业所拥有工时来衡

量 ) , 产能是相对固定的 , 提高还原率将会减少能够

处理的废旧品数量的能力。因此, 第三方回收为了提

高该部分收入 , 则需权衡对手机厂商收取的代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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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回废旧手机的回购价格及废旧手机还原率的

确定。

( 三) 政府对第三方回收企业的补贴

由于第三方回收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有助于实现

国家环保目标 , 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 并且该行业

是新兴行业 , 政府有必要对第三方回收企业根据其

为环保贡献程度给予补贴奖励。由此, 第三方回收还

有一部分收入来源是政府的补贴 , 政府补贴是根据

第三方回收企业收回废旧品的数量 , 以及废旧品的

还原效率来确定的 , 收回的越多 , 还原率越高 , 政府

给予的补贴就会越多。

二、第三方回收企业的成本分析

( 一) 逆向配送成本

逆向配送是逆向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 包括了

将废旧品从废旧源头回收到回收中心 , 并最终送到

第三方回收企业的处理中心。因此该部分成本包括

回收环节上的运输费用及收集地的运营费用。逆向

配送的效率将直接影响整个逆向物流系统 , 配送成

本是影响逆向配送效率的关键因素。废旧品回收需

要对两个方面内容进行决策 , 即货物通过配送渠道

如何运回 , 或者说逆向配送如何设计及回收配送的

总成本如何分配? 其中企业最关心的是逆向配送的

成本问题。逆向配送收集地发生的费用, 主要是废旧

品在收集中心的存储费用 , 则收回废旧品的量越大 ,

则所要花费的运营费用就越高。运输费用是将废旧

品从收集地运送到处理拆卸中心所发生的费用 , 该

部分费用也与收回废旧品的量挂钩 , 回收越多 , 运输

成本就越高。

( 二) 回购费用

第三方回收在运营过程中 , 首先要履行与客户

( 手机厂商) 签订的合约 , 从废旧源头收回废旧手机 ,

收回这些废旧手机需给予废旧源头一定的回报 , 这

部分费用就是回购费用。收回废旧手机的量与第三

方回收企业确定的回购费用高低直接相关 , 对收回

单台废旧手机的回购费用越高 , 就能在废旧市场商

收回越多的废旧手机以实现第三方回收企业的运营

目标 , 回购费定得过高将直接提升第三方回收企业

的经营成本 , 因此必须将回购费用定在合理的价格

水平。

( 三) 处理费用

将废旧手机集中到处理拆卸中心后 , 就必须对

废旧品进行检查分类。对拆卸后并确定能继续使用

的零部件 , 可进行维修并将其翻新进行出售 , 这部分

将获得较高的回收价值; 对那些无法继续使用的 , 经

过一定处理 , 将其中可回收物质提取出 , 将处理得到

的原材料出售获得收入; 对残余部分 , 为了避免其对

环境造成污染, 必须将其合理填埋或者焚烧。本文假

设该部分费用主要与所花费的工时有关 , 单位手机

花费的工时越多 , 说明拆卸处理的越精细 , 单位手机

的物质还原率就会越高 , 但这样也会使得单位手机

的处理费用提高 , 因此第三方回收企业必须合理确

定对废旧手机处理的精细程度。

三、第三方回收企业盈利模型的建立

( 一) 模型假设

为简化问题 , 构建第三方回收企业盈利模型时

做如下假设:

假设1: 本模型是以第三方回收企业为中心 , 只

考虑第三方回收企业向手机厂商收费 , 而不向消费

者收费 , 厂商可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和周围竞争环境

将这部分费用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假设2: 假设市场上各手机厂商生产的手机有较强

的相近性, 包括市场价格及生产成本相近。并且, 各厂商

的每年市场上产生的废旧手机量也基本相近。

假设3: 收集地的运营成本主要归结为电子废旧

品的存储管理费用。

假设4: 第三方回收企业处理废旧手机的还原率

直接与处理手机所花费的工时相关 , 花费工时越多

处理过程就越精细, 还原率也就越高。

( 二) 最优化模型

max z=ρ·C
m

i=1
∑

f

j=1
∑xij+s·

m

i=1
∑

f

j=1
∑xij+β·H- p·

m

i=1
∑

f

j=1
∑xij-

(D+T)·
m

i=1
∑

f

j=1
∑xij- L·u

m

i=1
∑

f

j=1
∑xij ( 1)

约束条件:

m

i=1
∑

f

j=1
∑xij≤(1- e

p

p- M
)·Q (2)

Q=n·q (3)

ρ=1- e

lu

lu- C
(4)

u·
m

i=1
∑

f

j=1
∑xij≤V (5)

β=

m

i=1
∑

f

j=1
∑xij

Q
(6)

n=
N·e

s

s- C# $ (7)

0<p<M (8)

0<L·u<C (9)

0<s<C (10)

i=1, 2, 3⋯m;j=1, 2, 3⋯f

模型中相关符号的描述:

xij: 从第三方回收企业第i个收集中心运送至第j

个处理中心的废旧手机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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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第三方回收企业有m个废旧手机收集中心;

f:第三方回收企业有f个废旧手机处理中心;

p: 第三方回收企业将单台废旧手机从废旧源头

回购的价格;

C:单台手机的生产成本, 常量;

M:单台手机的市场价格, 常量;

N:市场上手机厂商的数量, 常量;

n: 与第三方回收企业签订回收协议的手机厂商

的数量;

q:每家手机厂商每年废旧手机量;

s: 第三方回收企业回收单台废旧手机对手机厂

商的收费;

u:第三方回收企业处理单台手机所花费的工时;

V:第三方回收企业所拥有的总工时, 常量;

L:第三方回收企业单位工时的费用, 常量;

ρ:第三方回收企业的产出效率, 即可从废旧手机

上得到的回收价值;

β:企业从废旧源头收回废旧手机的能力;

H:政府给第三方回收企业的最高补贴额, 常量;

D:单台废旧手机在收集中心的存储费用;

T:单台手机的运输费用。

目标函数( 1) 中 , 将第三方回收企业的盈利分成

收入和成本两部分 , 收入中包含出售还原物质的收

入ρ·C
m

i=1
∑

f

j=1
∑xij, 对与第三方回收企业签订回收合约的

手机厂商收取的代理费用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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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及政府补贴β·H;

成本主要包含从废旧源头回购废旧手机的成本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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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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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焚烧填埋等)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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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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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xij。式( 2) 、( 3) 主要是对废

旧手机回收量
m

i=1
∑

f

j=1
∑xij进行限制, 与第三方回收企业

签订协议的企业有n家 , 预计相应市场上的废旧手机

量有Q=n·q, 回收量与回购价格p有关, 越接近于新手

机市场价格M则回收的量就越接近Q。式( 4) 描述的

是第三方回收企业处理废旧手机的还原率ρ与处理

单台废旧手机所用工时u相关 , 所用工时越多 ( 但工

时成本不能超过手机成本C) 则还原效率越高。式( 5)

是对第三方回收企业耗用总工时的限制, V表示第三

方回收企业所拥有的工时。式( 6) 描述的是政府对第

三方回收企业的补贴系数β, β与企业的收回废旧手

机的量
m

i=1
∑

f

j=1
∑xij有关, 回收的量越接近市场上废旧总

量Q, 回收系数就越趋近于1。式( 7) 是对与第三方回

收企业签订回收合约的企业数量n的确定 , n与第三

方回收企业对手机厂商的收费s有关, s越高则签订合

约的企业数量n将越少。

( 三) 模型分析

本模型从整体上反映了第三方回收企业的运作

流程 , 包括从废旧手机的收集、运输及最终处理 , 将

企业的盈利分解为对手机厂商代理费用收入、出售

原材料收入、政府补贴收入、回购成本、逆向配送成

本及处理成本。并且, 由模型可知各部分之间是相互

影响的 , 回购单台废旧手机的价格和对手机厂商收

取的代理费用的高低 , 将会影响到收回废旧手机的

数量 , 进而影响存储费用、运输费用、政府补贴及获

得的还原物质。在处理中心, 花费在单台手机上的工

时越多 , 将获得越多的还原物质 , 从而影响企业出售

还原物质收入和废旧手机处理成本。因此, 通过本最

优化模型 , 第三方回收企业可确定最优的定价方案

和生产计划。

倡导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 , 探索产品的回收与

再生利用, 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延伸厂

商 责 任 制 对 大 多 数 厂 商 来 说 是 一 种 必 须 接 受 的 挑

战 , 但对另外一些企业而言则是一种商机并能带来

利润和效率的增长。本文所探讨的第三方回收企业

以市场化的形式承接了厂商的环保责任 , 借助专业

优势促进我国电子废旧品回收处理的产业化。通过

本文最优化模型 , 可为第三方回收企业确定最优的

定价方案和生产计划决策提供辅助。在未来研究中,

可通过增加第三方回收企业数量 , 引入市场竞争机

制, 将会使本模型更加贴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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