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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各类新款秋装已悄然上市，记者在某带货主

播的直播间看到，一件长袖格子衬衫，几分钟内便成

交上百单。衣物上新快、交易快、更迭快，不少人陷入“一边买

衣服、一边扔衣服”的窘境。《经济日报》报道曾指出，预计到

2030年，我国每年丢弃的旧衣数量将上升到 5000万吨，平均

每人每年将淘汰 16件废旧衣服。

那废旧衣服都去了哪里？在“环境友好”“循环经济”等理

念的倡导下，旧衣回收箱等实现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

设备陆续出现在大众身边。

但一些使用小区内旧衣公益回收箱捐赠衣物的居民发

现，这些回收箱似乎并不规范———标识不清、主体资质及捐赠

流程不明、陈旧脏乱无人管护等。

记者近日现场走访了多个小区，并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一探回收箱背后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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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衣回收箱院
公益要明明白白

新闻NEWS

有的回收箱是野三无冶产品

“弃之可惜，闲着占地，不如

捐了还有份心意！”8月中旬，山
东某小区居民王阿姨与记者交

谈时表示，自己经常参与旧衣公

益捐助，小区里的回收箱给予了

很大的便利。但当记者问及其是

否关注过回收箱投放主体资质

及衣物去向时，王阿姨有些迟

疑，“这个应该怎么关注？这些回

收箱还能不靠谱吗？”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检察院

检察官林龙对此问题关注了很

久。他介绍，当地很多旧衣公益回

收箱箱体上字迹模糊不清、无法

识别投放主体；回收箱设置不合

理，影响了居民正常通行等。

林龙曾对辖区内 10余个居
民小区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后发

现，许多旧衣回收箱个头不小且

随意放置、未标识设置主体、联

系方式或标识不清，旧衣回收存

在不规范问题。

那么，标识了投放主体信

息的“爱心箱”，就能放心投递

使用吗？

“2022年 3月，民政部在《关
于禁止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组织或者个人以慈善名义开展

废旧衣物回收的提示》中明确指

出，为慈善目的，在公共场所设

置废旧衣物募捐箱，属于公开募

捐活动。根据慈善法的规定，只

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泰

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怀学告

诉记者，现行有效的慈善法规

定，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

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

请公开募捐资格。“今年 9 月 5
日最新修改的慈善法施行后，慈

善组织可申请公开募捐资格的

时间由二年调整为自依法登记

起满一年。”

“取得募捐资格后的慈善组

织，开展废旧衣物公开募捐，还

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制定募

捐方案，并进行备案。回收箱作

为募捐活动载体，在显著位置上

应当标识清楚组织名称、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备案的募捐方案、

联系方式等。”北京市中闻律师

事务所律师钳磊进一步补充道。

同时，记者在浙江省民政厅关于

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温

26 号建议的答复中看到，2022
年 4月，民政部就已下发通知明
确将不再同意新的废旧衣物公

开募捐方案申请或者项目延期

申请。

据林龙介绍，经向民政部门

咨询，并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

台“慈善中国”上进一步查询后

发现，“爱心箱”上标识的部分主

体没有公开募捐资格，有的虽

有募捐资格，但未进行备案，或

备案的项目中并不包含旧衣回

收。“比较特殊的是，我们调查

发现，部分摆放旧衣公益回收

箱的主体自身并没有相应资

质，只是作为某些慈善组织的

运输合作方，但在设立箱体时用

了自己的名称。”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慈善研究中心主任赵延会

表示，修改后的慈善法对备受争

议的“公开募捐”作出了明确规

制，没有资质的组织或者个人基

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但应由

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合作

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开展公

开募捐。“上述情形中，合作方只

是通过与慈善组织签署协议，为

其提供运输或者回收服务，按照

即将生效的最新的慈善法来看，

其不具有以自己名义设立旧衣

公益回收箱的资格。”

不规范带来诸多隐患

“没有资质，谁来保证

去向？”

“捐赠的衣物是不是都安

全？没人管理，也不消毒，万一有

‘黑心’的贩子把衣服偷拿去贩

卖，流入市场怎么办？”

“物业从来没和我们说一

声，也不知道啥时候放上的回收

箱，没什么人用，还妨碍通行。”

……

留意到回收箱不规范问题

的居民，表示了担忧，并对回收

箱如何进入小区产生了疑问。

“回收箱可能是街道或者城

管部门投放的，也有的是外包给

第三方所投放的。但居民小区并

非公共场所，在小区内设置回收

箱，涉嫌改变业主共有部分的使

用功能，根据民法典及《物业管

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由业主

共同决定是否可以实施该行

为。”钳磊表示，小区物业只是根

据合同为业主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的主体，其同意不代表能在小

区投放回收箱，应征得业主大会

或业主委员会的同意。

旧衣回收箱进入小区有“限

制”，该如何防止问题回收箱进

入小区？已投放设立的回收箱又

该由谁管护、清理？

记者在人民网“领导留言

板”上以“旧衣”“回收箱”等关键

词进行检索，发现各地群众对于

旧衣回收箱资质、投放位置等有

诸多意见和不满。其中贵州省六

盘水市的一名网友就留言反映，

小区内一个旧衣回收箱垃圾成

堆，夏天时散发异味，严重影响

居住环境。有关部门反馈时表

示，由于无法联系到负责人，为

了彻底解决相关卫生问题，社区

直接将旧衣回收箱进行了封存

处理。

其他地方也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

比如，在安徽省淮南市八公

山区，有群众反映，部分印有“捐

赠”“慈善”的旧衣回收箱不仅未

标注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备案的

募捐方案等，且相关主体也没有

相应的公开募捐资格，所收旧衣

物去向不明，整个过程缺乏监管。

据八公山区检察院干警石

毅了解，有关部门对全区旧衣回

收箱的投放运行现状进行全面

排查，并协调社区和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及时清理已发现的问题

回收箱；为构建长效管理机制，

还要求小区物业切实履行管理

职责，对进入小区的旧衣回收箱

进行严格把关。

围绕旧衣回收箱的管护主

体，廖怀学说，“有偿和无偿设置

回收箱对日常管护主体的要求

是有区别的。无偿设置旧衣回收

箱的主体通常为慈善组织，应由

其对回收箱进行管理，并对相关

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督；而

有偿设置旧衣回收箱的为商业

经营主体，其对回收箱负有管护

职责。购买相关回收服务的政府

部门，在投放回收箱时，同样具

有监管职责，有义务确保回收箱

来源可靠、回收规范。”

依法规范促进良性发展

今年 5月 21日，央视《焦点
访谈》栏目聚焦直播间“尾货孤

品”乱象作出报道，指出这种把

二手旧衣当作“尾货孤品”来卖

的行为，反映了二手旧衣循环利

用不规范的问题。

“有一部分人可能并不在意

衣服是否被用于公益，投入回收

箱只是想将废旧衣物进行处理。

然而一旦旧衣来源不清、混乱，

又不经规范分类和消毒处理再

次流入市场，可能会带来更为严

重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环境

污染等问题。”北京服装学院副

教授吴汉光向记者介绍了衣物

回收的基本流程，首先是通过

线上平台委托物流企业上门邮

寄回收、线下回收箱等途径建

立回收渠道，收集旧衣；然后通

过人工和机器对旧衣就材质、

完整性等进行分类、清洗、消毒

和整理；最后进入再利用阶段，

或流入市场、对外出口，或经特

定的工艺手段生产出新型纺织

品或者工艺品，部分无法利用的

则会无害化处理，进行焚烧和填

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二

手服装规范流通，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需要社会各方主体的

参与。”

廖怀学也指出，“近几年有

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几项有关废

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国家标

准，如《废旧纺织品再生利用技

术规范》，但整体上看尚未形成

标准体系。建议相关部门制定

相关政策和法规，明确衣物回

收的目标、标准和要求，为衣物

回收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

支持。”

结合修改后即将生效实施的

慈善法，赵延会建议各级政府加

大对民政、市场监督、税务、城管

等部门的统筹协调，对衣物回收

工作参与主体进行统一的业务指

导和帮助、管理经验培训等。同时

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借助信息化

手段推动回收工作开展，如简化

优化公开募捐资质查询方式、根

据实际投放智能回收设备，实现

可回收物回收的自动化、智能化

管理，为市民提供更加细致、便

捷、多样化的回收服务。

“各部门也要注重加强市民

公益理念和环保观念，鼓励群众

积极提供不规范回收箱线索，鼓

励、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积极

参与慈善事业，形成合力推动衣

物回收绿色环保行动有序开

展。”钳磊说。

渊据叶检察日报曳冤

一小区内投放的有偿回收式野智能回收箱冶

该旧衣回收箱存在缺乏募捐方案尧衣物去向信息等标识不规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