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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家具回收交易技术规范》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归口管理的 

国家重点标准，该项目被列入了《以标准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 

作方案》《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中 

的重点国家标准项目清单。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关于下达 

“两个方案”重要标准〈项目立项书〉的通知》 [市监标技（司）函 

〔2024〕104 号]，为贯彻落实《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标准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有 

关标准研制工作要求，2024 年 4 月 28 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 

编制了国家标准《项目立项书》， 委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承担本 

标准的研制任务。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第 

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 

〔2024〕25 号），2024 年 5 月 3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下达《家具 

回收交易技术规范》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计划号是 20241740 

—T—442，具体起草工作由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等 

单位负责起草。

1.2 制定背景和意义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对于新样式、 

新功能的追求使得家具的更新换代年限逐渐缩短，如今很多家具的平  

均使用年限往往仅有 5～8 年。据统计，我国每年会产生以废旧家具



为主的木质固态垃圾约 6000 万吨，折合约 8500 万立方米，并且废旧 

家具的产量仍在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大量未被合理回收的废旧家具 

会被直接丢弃在社区垃圾点中，并在后续的处理中被直接掩埋、焚烧， 

危害环境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些被弃用的废旧家具中大 

部分仍具有实际的资源利用价值，因此，如何提高废旧家具地再利用 

水平从而减少资源浪费成为近年来国家发展与学界研究中日益重视 

的议题。

国家层面对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日益明确，推动家具 

行业朝着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商务部 

等 9 部门关于健全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通知》（商流 

通发〔2024〕18 号）提出要督促回收企业守法合规经营，加强进出 

货环节信息登记与台账管理，及时无害化处理废旧家具，降低环境污 

染风险。与此同时规范二手家具流通秩序，发挥二手流通企业收购、 

鉴定、评估等专业优势，扩大二手家具交易、租赁规模。鼓励发展“互 

联网+”二手方式，推动网络交易平台建立健全有二手流通价值家具 

的交易规则，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跟踪流向，促进二手交易规范 

畅通。及时推广复制经验做法；并要求加快推动废旧家具等再生资源 

回收领域地方立法，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提升回收网点建设等法治化 

标准化水平。商务部等 9 部门办公厅（室）关于印发《健全废旧家电 

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典型建设工作指南》的通知（商办流通函 

[2024]18 号），提出要做好回收分类处理和二手流通。

可见，伴随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碳达峰碳中和”的推进，家具回



收行业有望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 目前废旧家具回收交易 

由于缺乏统一的交易规范和标准，家具回收交易存在诸多问题，如消 

费者旧家具拆卸、搬运和处理的困难；行业准入门槛低、信用机制不 

健全、部分交易平台监管缺失，导致不少消费者常常遭遇货不对板、 

以次充好、售卖假货、网络欺诈及退款困难、售后服务缺失等诸多问 

题。因此，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行动方案》部署，亟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规范家具 

回收流通秩序和交易行为，逐步引导旧家具交易的便利化、规范化； 

明确回收交易企业的运营规范和相应责任，维护公平交易秩序，为二 

手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规范商家入驻二手交易平台的 

资质，明确其经营范畴，提高商品信息透明度，完善售后服务机制， 

从而促进家具回收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

1.3 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 

津再生资源研究所、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中国再生资源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

1.4 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

1.5 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2024 年 3 月起，标准起草单位通过调研国内家具回收企业、销 

售企业，深入了解了废旧家具从回收、分类、再生利用、销售的完整



流程，对废旧家具的回收方式、处理过程、交易流程等行业现状有了 

更加透彻的认识，特针对目前家具回收过程中渠道不通畅、流程不规 

范和交易过程中商品质量标准不明确、售后困难等问题，提出本标准 

的制定。

期间，标准起草单位调研了家具回收的市场情况。随着环保意识  

的提高，国内二手家具需求稳步增长，市场潜力巨大。相比于新家具  

行业，二手家具行业成本相对较低，且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通过寻  

找优质二手家具资源、修复翻新、在线销售等方式，投资者可以实现  

低成本投入、高回报的经营模式。随着在线市场的兴起，二手家具的  

在线交易也变得更加便捷。消费者可以在线上平台轻松找到各种类型、 

风格的二手家具，并通过在线支付、物流配送等方式完成交易。这种  

线上线下的融合模式，为二手家具行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最新的市场研究报告，全球家具回收行业正在经历快速的发 

展。以中国市场为例，2024 年，中国的家具回收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了数百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不仅反映了消费者对环保和可持续生活 

方式的追求，也体现了政府对循环经济的大力支持。其中二手办公家 

具市场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预计到 2025 年，中国二手办公家具 

市场规模将达到 15 亿美金，这显示出二手家具行业在中国市场的巨 

大潜力。

家具回收行业可以细分为多个领域，包括住宅家具回收、办公家 

具回收、酒店家具回收等。每个细分市场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需求。 

例如，住宅家具回收主要针对家庭用户，而办公家具回收则更多地服



务于企业和机构。在产业链方面，家具回收涉及多个环节，包括收集、 

分类、处理和再利用。其中， 收集是整个产业链的起点，也是最为关 

键的一环。一些大型家具回收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回收网 

络，确保废旧家具能够及时、有效地被收集起来。

总体来看，国内二手家具行业的规模正在逐渐扩大，未来仍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政府对于二手商品交易的监管逐渐加强，二手家 

具行业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目前仍存在政策引导不足、 

市场参与度不高、二手家具流通秩序和交易行为不规范、相关标准缺 

失等问题。

起草组，梳理了家具回收交易相关的标准和法律法规情况，相关 

标准见表 1。现行的关于家具分类、旧货市场经营管理以及二手货品 

质鉴定通则的标准较为全面。关于家具回收利用的相关标准较少，国 

内缺乏专门针对废旧家具回收处理的通用技术标准。现行国家推荐标 

准《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GB/T 25175—2010）规定了大 

件垃圾的分类、收集、运输与贮存要求和再使用、拆解、再生利用要 

求和残余物的处置要求，涉及废旧家具、电器电子产品、其他大件垃 

圾三个类别，但内容较为简单、不够细化，对规范废旧家具回收利用 

全过程体系建设运营的指导性不强。深圳市进一步推动深圳市垃圾分 

流分类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规范 

体系，推动完善深圳市生活垃圾分流分类体系建设，制定更有针对性、 

实用性和前瞻性的地方标准《废旧家具回收及综合利用规范》（DB4403 

—T 287—2022），规定了废旧家具收集、暂存、运输、综合利用、



污染控制和安全防护的技术要求，以及相关的设施设备的运营维护要 

求，为市、区政府及主管部门系统、有序、规范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 

指导，但并未涉及旧家具回收交易的具体规范。

其中涉及旧家具回收交易，包括《旧货流通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旧货（二手货）市场经营管理规范》（GB/T 33492—2017）、 

《旧货经营商信用管理规范》（SB/T 11230—2021）等旧货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标准，但旧家具种类多、应用场景复杂，现有标准不足以支  

撑规范家具回收和交易。

因此，亟须通过制定家具回收交易技术规范，规范家具回收交易 

行为，以提高家具回收交易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家具的质量安全， 

促进家具回收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

表 1 家具回收交易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类别 标准状态

1 GB/T 28202—2020 家具工业术语 国家标准 现行

2 GB/T 36599—2018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信息描述 家具 国家标准 现行

3 GB/T 7635.1—2002
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第 1 部 

分：可运输产品
国家标准 现行

4 GB/T 32445—2015 家具用材料分类 国家标准 现行

5 GB/T 42875—2023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家具 分类 国家标准 现行

6 GB/T 22529—2008 废弃木质材料回收利用管理规范 国家标准 现行

7 GB/T 33492—2017 旧货（二手货）市场经营管理规范 国家标准 现行

8 GB/T 21667—2008 二手货品质鉴定通则 国家标准 现行

9 GB/T 37652—2019 家具售后服务要求 国家标准 现行

（2）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5 月，项目立项书下达后，在前期预研及调研分析的基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AA1F5D36F57A8DBE05397BE0A0AB19B


础上，组织起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工作进度要求，制 

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详细的工作计划。

（3）起草阶段

2024 年 5 月—6 月，在标准起草阶段，标准起草工作组围绕家具 

回收交易技术采取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方法开展了充分 

的调研工作，广泛查阅整理国内外文献资料和相关标准，研究借鉴了 

目前国内外开展的废旧家具回收流程和分类原则，确定了旧家具二手 

交易的业务流程，形成了《家具回收交易技术规范》标准工作组讨论 

稿。

2024 年 5 月 21 日，召开标准启动会，会上起草组汇报了标准的 

编制背景、编制思路和主要内容框架，对标准框架和编制思路进行探 

讨。

2024 年 9 月 10 日，召开标准研讨会，会议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共有来自全国家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中国木 

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天津市标准化院、天津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 

学的专家，以及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中再生城资（北京） 

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绿天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山东第二树循环家具有限公司、稳力（天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企 

业代表，共 19 人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标准的主要技 

术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对标准的结构框架和具体内容提出了 

完善建议。



标准起草组通过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 

完善，形成了《家具回收交易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 编制原则

为使《家具回收交易技术规范》的内容科学、合理并符合行业特 

征，起草组坚持贯彻以下编制原则：

（1）规范性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2）合法性和合规性

本标准的编制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符合国家相关 

政策文件要求，确保家具回收交易技术的合法性与合规性。

（3）先进性和适用性

本标准制定遵循实用性和适用性原则，充分考虑我国废旧家具回 

收交易模式及行业现状，确保标准内容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4）完整性

在本次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了废旧家具回收企业以及二手 

家具销售企业，对旧家具回收交易及再利用的业务流程进行了梳理、 

分析；根据废旧家具回收交易涉及的各个环节，提出了相关要求，确 

保标准内容完整性。

2.2 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共设置 7 个章节，具体包括：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具回收交易的流程、机构要求、分类回收要求和 

交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家具的回收和交易。

本文件不适用于深色名贵硬木家具。

说明：本标准的制定主要提出家具回收和交易过程的主体和流程， 

标准化对象包括了进行家具回收、交易的相关机构。本标准规定的家

具回收和交易流程不适用于《深色名贵硬木家具》（QB∕T 2385—2018）

中规定的由深色名贵硬木制成的包覆家具、软体家具等家具。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出了在本标准中所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技术标准、技 

术规范等。

根据文件的内容，有文件规定的条款，本文件直接引用，保持与 

其他文件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经过查阅，结合技术要求，本文件引用 

了《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 4706.1）、《消防安全标志设置 

要求》（GB 15630）、《电子商务交易产品信息描述 家具》（GB/T 36599）、 

《家具售后服务要求》（GB/T 37652）、《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图像展

示要求》（GB/T 39570）、《直流电动推杆》（QB/T 4288）。

（3）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对文件中涉及的家具、旧家具、废家具进行了定义，便于 

标准条文的理解。

https://www.doc88.com/p-2941694314603.html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A84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A84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AA1F5D36F57A8DBE05397BE0A0AB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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