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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益增长的电子废弃品的有效回收离不开消费者的参与, 本文以厦门市废旧手机回收为

研究样本, 通过对厦门市消费者进行抽样问卷调查, 统计分析消费者废旧手机的回收意愿及相

关的影响因素, 提出构建科学高效的逆向电子废弃品回收体系的必要性, 旨在为制定合理、可

行的回收措施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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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飞速发展及技术创新, 导致电子产品

更新换代加快。目前, 我国的电子废弃物正以惊人

的速度在增长, 电子废弃物的环保处置已成为亟

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有效回收是进行电子废弃物

的环保处置的首要且关键环节。但是, 我国废旧手

机的回收却不尽如人意, 如华星集团每年的废旧

手机电池回收量不足 300台 , 急切需要构建科

学、环保和高效的废旧品回收体系
[1]
。

回收体系的源头是消费者, 消费者对回收的

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着回收的有效性。国外一些

学者就此展开研究并得到一些结论, 如消费者服

从效用最大化, 即根据成本和收益来决定自己的

行为
[ 2]

; 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由于其信仰和态度等影

响了废旧品回收中的行为表现
[ 3]

; 便利性或者说是

综合成本将会非常显著的影响回收意愿
[ 4]
。还有一

些研究是基于一些基本的社会统计数据进行的,

如认为女性更愿意参与到废旧品的回收行动
[ 5]
。也

有调查发现性别与回收意愿是没有关系的, 但收

入与回收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关系
[ 6]

; 教育背景对回

收意愿也有正向的影响, 越高的教育背景 , 参与回

收行为的能动性越强
[7]
。本文在参照以上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 运用调查问卷的方法, 通过对厦门市消

费者进行抽样问卷调查, 分析众多影响消费者对

废旧手机回收意愿的因素 , 旨在为构建高效而又

环保的回收模式提供决策参考。

一、研究方法

1. 选择调查的产品。国际著名市场调查研究

公司尼尔森于 2010年 3月, 对中国大陆 19个城市

中 4 946名 15岁及以上的消费者进行面对面访问

的实地调查, 发布了 中国手机市场洞察报告 ,

报告称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了 7 55亿人次, 超

过中国总人口数的一半。由于每人拥有一部或多

部手机, 几乎都有手机淘汰和更新经历, 废旧手机

的回收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

2. 选择调查的地区。手机的消费及更新换代

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城镇, 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

地区; 由于农村地区环保意识较为薄弱, 较难获得

民众对废旧手机的真实回收观点。因此, 本研究仅

对城市的消费者进行抽样问卷调查, 现选取城市

为厦门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经济特区

之一, 厦门市是全国卫生城市并获联合国人居奖,

一方面经济发达、手机保有量高, 另一方面能否解

决好电子垃圾问题关系到厦门的城市形象及声誉。

因此, 厦门市政府及民众对于环保的要求较为迫

切 , 愿意配合调查, 相关法规的设立和实施也易于

展开。

3. 选择调查的对象。调研对象包括在校本科

生和硕士生、中学生、社会工作人员和退休职工

等 , 基本上涵盖了城市手机用户的主要人群 , 尤

其是年轻群体, 他们是手机消费及更新换代的生

力军。

4. 调查问卷的设计。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手

机用户的个人基本信息 (年龄、性别、学历、年

收入和婚姻状况 ) 及以下五个方面共 18个问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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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1) 手机的使用经历; ( 2) 废旧手机对环境

影响的认识; ( 3) 废旧手机的回收方式; ( 4) 废

旧手机的回收费用; ( 5) 对当前环保政策的看法。

问卷主要采取纸质问卷形式, 该方式的好处

是问卷回复效率高, 且获得的问卷答复信息也较

为真实, 共发放了 600份 , 最后收得回复 524份,

剔除其中 35份回答不完整和不合理的问卷, 最后

有效问卷数量为 489份。

二、问卷基本统计结果

1. 问卷对象基本信息。经过对问卷中个人基

本信息的统计, 整理得到如表 1所示的结果。

表 1 问卷对象基本信息

属性 统计结果

B1:年龄 (岁 ) 20以下: 2 45% ; 20- 30: 58 49% ; 30- 40: 30 88% ; 40- 50: 5 93% ; 50以上: 0 2%

B2:性别 男: 51 94% ; 女: 48 06%

B3:学历 高中或高中以下: 14 93% ; 大专或本科学历: 55 01% ; 硕士: 28 43% ; 博士: 1 64%

B4:年收入 (人民币: 元 ) 1万以下: 21 06% ; 1万 - 5万: 40 70% ; 5万 - 10万: 29 04% ;

10万 - 20万: 8 79% ; 60万 - 100万: 0 2% ; 100万以上: 0 2%

B5:婚姻状况 未婚: 49 90% ; 已婚,无孩子: 21 47% ;已婚有孩子: 28 63%

从表 1可以看出,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男女比例

比较平均, 分别为 51 94%和 48 06% ; 在年龄比

例上以 20- 40岁的人居多, 该年龄段也是目前消

费手机的最大年龄群体; 学历以本科以上居多; 年

收入基本分布在 10万元以下 (占 90 08% ), 该部

分收入人群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人们对废弃手机

回收方式及费用的处理意向; 婚姻方面已婚和未

婚各占一半。从以上信息来看 , 本次问卷调查范围

比较全面, 并能代表普遍的观点。

2. 问卷结果统计。以下表 2 -表 6是对问卷

五个方面, 共 18个问题的简单统计。从以上统计

结果可以发现大部分人是在手机坏掉或者手机丢

失的情况下更换手机 (大约 80% ) 的, 因为新型

手机的出现而更换手机的人也不在少数 (占到

14 93% ); 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技术的

不断革新, 该部分比例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人们

对废旧手机的处理通常是将其放在家中或者送给

朋友使用, 较少的人会卖给二手市场或者普通拾

荒者。因此, 可认为废弃手机回收与回收报偿相关

性不大, 结合 Q8 (认为手机回收的最主要障碍是

基础设施和人们的环保意识 )。

表 2 手机的使用经历

手机的使用经历 统计结果分布

Q1:从您拥有第一部手机开始到

现在经历几年了?

5年: 23 52% ; 5- 7年: 33 54% ; 8 - 10年: 33 33% ; 11 - 15年: 8 18% ; 15年:

1 43%

Q2:您在何处购买手机?
附近的 3C店: 35 79% ; 附近品牌手机的专卖店: 50 92% ; 到较远的大城市购买:

1 23% ; 网上订购: 4 50% ;到旧货店购买二手机: 1 84% ;其他: 5 73%

Q3:您通常在什么情况下更换手

机?
有新型手机出现: 14 93% ; 手机坏掉: 56 85% ; 手机丢失: 23 31% ; 其他: 4 91%

Q4:您已经使用了几部手机 -包

括现在使用的?

1- 2部: 20 45% ; 3 - 4部: 49 69% ; 5 - 6部: 21 68% ; 7 - 8部: 5 32% ; 更多:

2 86%

Q5:您的手机被淘汰后, 通常会

怎样处理?

卖到二手市场: 12 47% ; 卖给流动的回收者: 7 98% ; 送给亲戚朋友使用: 28 22% ;

像生活垃圾一样直接扔掉: 7 57% ; 库存在家里,不使用: 43 76%

表 3 废旧手机对环境影响的认识

废旧手机对环境影响的认识 统计结果分布

Q6:您认为手机的哪那部分对环

境的破坏最大?

电池: 76 69% ; 屏幕: 2 86% ; 充电器: 5 11% ; 外壳: 1 23% ; 机芯: 5 73% ; 不知道:

8 38%

Q7:以手机为例, 您认为现阶段

电子废弃物的处理会对环境造

成怎样的影响?

非常严重,较之白色污染等对环境的影响更大: 43 15% ; 比较严重,比一般生活垃圾

对环境影响较大: 43 76% ; 一般严重, 与一般生活垃圾没有不同: 5 93% ; 未感受或

察觉到对环境的影响: 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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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废旧手机的回收方式

废旧手机的回收方式 统计结果分布

Q8:您认为现在我国手机实行有

利于环境的回收, 最大的障碍是

什么?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9 82% ; 人们的环保意识: 46 63% ; 基础设施不完善 (回收网点

少 ): 32 92% ;政府执行力不够: 9 61% ; 其他: 1 02%

Q9:您觉得以下哪种回收方式最

好?

先在网上或电话申请然后由专人上门回收: 14 93% ; 送往本社区指定回收地点:

41 51% ;送往路边 (如公交站牌附近等 )指定回收地点: 22 49% ;在手机销售地举办

收集活动: 20 25% ; 其他: 0 82%

表 5 废旧手机的回收费用

废旧手机的回收费用 统计结果分布

Q10: 在废旧手机回收费用中,谁

应该付费最多?
手机生产商: 66 67% ; 手机销售商: 16 36% ; 消费者: 5 11% ;政府: 11 86%

Q11: 在废旧手机回收费用中,谁

应该付费次多?
手机生产商: 31 49% ; 手机销售商: 37 42% ; 消费者: 14 31% ; 政府: 16 77%

Q12: 若是让您为自己的废弃手

机回收付费,您愿意么?

愿意,这是我应该负的环境责任: 16 16% ; 不愿意, 这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

36 81% ;不很愿意, 但是如果必须的话也会付, 只要费用合理: 47 03%

Q13: 若让您为自己废弃的手机

支付回收费用, 那么您愿意采用

哪种付费方式?

在购买手机时, 手机价格中附加了回收费用: 65 64% ; 在废弃手机并将其送到指定

地点时缴纳一定的费用: 34 36%

Q14: 您认为手机回收费用的制

定应以哪种因素为主要依据?

手机的购买价格: 20 25% ; 手机的品牌: 7 57% ;手机的新旧程度: 24 34% ; 无所谓,

只要是废弃的手机就一视同仁: 44 58% ;其他: 3 27%

Q15: 如果在手机价格中附加回

收费用,多少可以承受?

5元以下: 36 20% ; 5- 10元: 38 24% ; 10- 20元: 15 95% ; 20- 30元: 7 16% ;其他:

2 45%

表 6 对当前环保政策的看法

对当前环保政策的看法 统计结果分布

Q16: 您在购买新手机时,如果您买的是 绿色 手机 (生

产过程及制造材料符合环境友好 ) ,您是否愿意为它比

其他同类 非绿色 手机多花些价钱?

不能接受, 带来相同效用, 不值得多花钱: 22 49% ; 能接受,

只要不会贵太多: 77 51%

Q17: 如果现在政府征收环境保护税, 征收程度与个人收

入相关,您是否支持该做法?

非常不支持: 14 72% ; 不支持: 39 88% ; 支持: 40 29% ; 非常

支持: 5 11%

Q18: 当前对政府在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 您是否觉得满

意?

非常不满意, 只是流于形式: 31 70% ; 不满意, 有付出, 但没

见什么成效: 50 10% ; 满意, 许多环保措施, 已经初见成效

了: 18 20%

在回收体系规划中, 应该加强回收意识的培

养和回收渠道的规划, 使消费者能较容易将废弃

手机交付给专业回收处理机构; 观察 Q9可以发现

41 51%人都倾向于将废弃手机送往本社区指定回

收点 , 因为该途径对消费者来说最为便利 , 这就说

明在构建回收渠道时, 应提高对便利性的要求。观

察 Q8、Q9、Q10可以发现, 消费者比较不愿意为

废弃手机承担回收费用, 认为手机生产商和手机

销售商更应该承担该笔费用, 这点对构建市场化

回收体系是不利的。根据市场机制, 废弃手机的回

收费用必须由消费者、生产商和政府部门三方共

同承担, 否则将会扭曲竞争机制。因此, 有必要调

查、研究消费者是否愿意承担手机回收费用, 以及

这种意愿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三、 Log istic统计分析

下面将通过一些统计分析来研究这些影响因

素 , 该部分主要是为了从问卷中找出影响人们对

收取回收费用意向 ( Q12, 因变量 ) 的主要影响因

素 , 从而找到提高废旧手机回收效率的重点所在,

并根据这些信息指导建立废弃手机回收体系。

1. 主成分分析。由于问卷中许多问题的相关

性较高, 将会对回归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需对 18

个问题进行挑选 , 将其中适合进行 Log istic分析的

(具有顺序特征的题目 ) 问题抽选出来, 进行主成

分分析并进行重新分类。本文选出 Q1、Q4、Q7、

Q15、Q16、Q17、Q18, 因为其他题目的各个选项

之间没有明显的比较意义 , 选入将会影响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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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以上 7项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如表 7所示。

表 7 主成分分析结果

主成分及其测量指标 因子负荷 KM O及 Bartle tt检验

成分 1-对环保政策的态度 KM O= 0 511

1 手机价格的回收费用 ( Q15) 0 432 B artlett: P< 0 001

2 是否接受价格较高的 绿色 手机 ( Q16) 0 521

3 对当前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满意程度 ( Q17) 0 447

成分 2-使用手机的基本情况

1 使用手机的历史 ( Q1) 0 567

2 更换手机的数量 ( Q4) 0 599

成分 3-对电子废弃物对环境影响的看法

1 电子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程度 ( Q7) 0 580

2 目前政府的环保行为的作用 ( Q18) 0 595

注: 成分 1, 该变量数值越大说明该问卷对环保行为越支持; 成分 2表示手机使用的情况, 该值越大说明对手机越了

解; 成分 3表示电子废弃物对环境影响的看法,该值越大说明该问卷反映出对目前的环境状况越悲观。KM O检验各个成

分间是否有较小的相关性, KM O> 0 5时结果较为理想。 Bartle tt球形测试主要是检验该模型的拟合程度, P< 0 001代表

较好的拟合效果。

表 8 Log istic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

变量 标准差

成分 1-对环保政策的态度
0. 4791* * *

( 0. 0906)

成分 2-使用手机的基本情况
0. 0627

( 0. 0955)

成分 3-对电子废弃物对环境

影响的看法

- 0. 1871* *

( 0. 0897)

年龄 ( B1)
- 0. 2147

( 0. 1402)

性别 ( B2)
- 0. 2098*

( 0. 1493)

学历 ( B3)
- 0. 1676

( 0. 1078)

年收入 ( B4)
- 0. 1538

( 0. 1101)

婚姻状况 ( B5)
- 0. 0552

( 0. 1461)

注: 其中* * * , * * , * 分布代表 1% , 5%和 10%置信水

平显著。

2. Logist ic属性变量分析模型与结果分析。下面将

结合主成分与问卷对象的基本信息 ( B1- B5), 对

消费者付费意愿进行分析。由于本次分析的变量

全为顺序型属性变量 , 因此本次选择的模型为 O r

der Log ist ic属性变量分析模型 , 下面对该模型进行

简单描述: y
*

i = X i + i ( 1)

其中 y
*

i 表示被解释变量 (也就是本问卷中

Q12):

y i =

1 = 愿意, if 0 - < y
*

i < 1

2 = 很不愿意, if 1 < y
*
i < 2

3 = 非常不愿意, if 2 < y
*

i <

3 +

( 2)

假定 i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那么可以得到如下

概率:

P (y i = 1) = ( 1 - X ) - (- X )

P (y i = 2) = ( 2 - X ) - ( 1 - X ) ( 3)

P (y i = 3) = 1 - ( 2 - X )

其中 ( ) 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 则

和参数 的估计可以使用极大似然估计获得 ,最后

得到参数 估计结果如表 8所示。

由图 1可知, 一致对 ( P ercent Concordant) 比

例为 60 8% , 不一致对 ( P ercent D iscordant) 比例

为 38 7% , 但 Som ers D等 4个统计量是与一致

对个数有联系的秩相关指标, 其指标值越高表示

模型越有较高的预测能力 , 实际中这几个指标都

不高 , 因此模型的预测能力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

BETA在较高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 也说明所选变量

对因变量有较强的影响作用。

对参数结果进行分析可知: ( 1) 成分 1-对环

保政策的态度, 该变量对收取回收费用的态度影

响最为显著 (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 ) , 且参数为

正 , 说明民众对环保的态度越积极, 他们将越支持

缴纳手机回收费用。因此, 在规划手机回收体系

时 , 首先从手机设计的源头开始, 尽量按照 绿

色流程 来进行设计和制造, 并将绿色手机概念

普及到消费者; 其次, 政府应尽快完善电子废弃物

回收法案, 使回收体系的建立有法可依, 并从消费

者角度出发建立较为便利的回收渠道。以上措施

均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民众对环保的支持。 ( 2)

成分 3-对电子废弃物对环境影响的看法 , 该变量

对收取回收费用态度的影响也在 5%的置信水平显

著 , 参数为负 (该值越大说明该问卷反映出消费

者对目前的环境状况越悲观, 将促使他们更加支

持环保政策和行为 ) ; 该项变量也说明了增强环保

意识宣传的必要性, 只有消费者意识到电子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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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生活环境破坏的程度 , 才会更加主动地参与

到回收体系当中。 ( 3) 同时还发现性别 B2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这也说明了女性相对与男性

来说 , 对环保更加敏感, 更愿意支持环保活动。因

此, 在进行环保政策宣传时, 可以针对女性消费群

体进行宣传, 进而影响男性消费群体。 ( 4) 其他

变量 , 如成分 2-使用手机的基本情况、年龄、婚

姻状况等变量均不显著, 这是符合本文预期的, 但

学历和年收入不显著却出乎意料, 因为对环保活

动的支持与学历和年收入是成正向关系的。可能

的理由是本文的样本在学历方面过度集中于本科

和硕士, 收入方面较集中于 1- 10万元的人群中,

且低学历和低收入者中大多为中学生 , 因此导致

了这些变量在统计中不显著。

图 1 Log istic属性变量分析结果

四、结论及建议

电子废弃物的处理已日渐成为全世界共同关

注的问题, 面对日益严重的电子垃圾污染 , 废弃物

回收体系的建立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本文

从分析消费者手机回收意愿出发, 以问卷调查的

方式 , 分析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诸多因素。在政策

方面 , 研究发现可以大力扶植企业制造 绿色手

机 , 给予该类企业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大力加

强环保必要性的宣传, 普及环保观念, 使消费者充

分认识到目前的环境状况 ; 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

环保法规, 使整个回收体系有法可依。在基础建设

方面 , 应从消费者便利性角度出发, 并结合一定的

成本控制, 选择对消费者较有利的布点方式。本文

在分析构建回收体系过程中, 较多的关注了消费

者的意愿, 对构建回收体系的成本缺乏讨论, 未来

可在此基础上, 结合体系构建成本进行研究。

注释 :

杨汛.废旧手机电池都跑哪儿去了 [ N ] .北京日

报, 2010- 0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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