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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体发展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利用提出

了要求。在此背景下，旧货流通行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经营模式不

断创新，市场热度持续提升。 

一、交易规模稳步提升 

2023 年，全国旧货流通行业交易规模稳步增长，据中国旧货业

协会综合各机构数据测算，全年交易额约为 13200 亿元，同比增长

5.6%；线上交易额约为 5520 亿元，同比增长 15%。 

   

图 1 行业交易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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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线上交易总体趋势 

 

 

二、产业链日趋完善 

传统旧货行业以个体经营者主体，从经营方式来看，“一收一卖”

是旧货个体经营者的核心模式。伴随着近些年，国家提倡发展绿色消

费、“互联网+旧货”以及居民节约、环保意识的觉醒，旧货经营企业

开始崭露头角，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以“收购（回收）、分销、服务”

为代表全链条式的经营方式逐渐成为主流。2023 年一批如，转转、爱

回收、奢收多、胖虎等为代表的“链主”企业已形成。在收购（回收）

端，经营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让居民家庭随时联系到商家、同时

具有覆盖面广、信息透明的特点，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分销端，

由于收购端收购旧货品种的丰富和集聚，吸引众多中小经营者前来采

购，以省去收购环节的信息、鉴定等成本。服务端，已形成整理、鉴

定、配送等标配服务。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交易额（亿元） 2597 3096 4002 4802 5520

同比增长率 53 19 29 20 15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交易额（亿元） 同比增长率



   

3 

 

 

图 3  典型“链主”企业模式示意图 

 

 

三、经营品类继续扩大 

近几年，旧货品类由传统的电器电子、家具、图书、机械设备等

品类丰富到名贵商品（奢侈品）、衣物、文娱体育器材、玩具、商用

厨具等，基本覆盖了所有耐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领域。2023 年，据中

国旧货业协会对行业较为典型的代表品类调查分析：电子电器类产品

交易量约为 41.34%；高档名品（奢侈品）、家具及衣物交易量约为

25.13%；商用厨具、机械设备交易量约占 13.1%，书籍及其他品类交

易量占比为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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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典型代表品类交易情况 

 

四、市场热度升温明显 

除政府、媒体的引导，消费者节约、环保意识的觉醒外，大部分

经营企业采用了更加专业的鉴定技术，通过对旧货质量严格把关，甄

选出更加精细的旧货进行出售，同时，完善了包括售后保障在内的服

务体系，都极大地提升了人们购买旧货的信心。据中国旧货业协会调

查显示，78.3％的人购买过旧货，21.7％没有购买过。而对于买卖旧

货的渠道，选择正规实体旧货市场占 41.5％；大型网络交易平台占

39.5％；街边或商场内的商店占 27.0％，校园跳蚤市场占 21.5％、

社区跳蚤市场占 14.4％、流动摊贩占 6.6％、其他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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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买卖旧货渠道情况 

 

五、标准建设步伐加快 

目前，旧货流通标准体系涵盖已发布实施标准、在研编制标准以

及拟立项标准总计超过 30 个项目。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团

体标准为辅的旧货流通标准体系框架得到进一步完善（见图 4）。2023

年，《二手货（旧货）术语》等 3 项行业标准已完成起草，正在审查

报批。《二手货（旧货）鉴定机构能力基本要求》《二手（旧）办公

家具流通技术要求》等一批由企业牵头研制的团体标准，推动专项业

务领域标准先行。北京转转精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乐人回收乐

器有限公司入围 2023 年度企业标准“领跑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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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旧货流通标准体系框架图 

六、人才队伍持续优化 

2005 年，商务部、原劳动保障部印发了《关于在旧货行业推行鉴

定估价师职业资格制度的通知》，中国旧货业协会牵头制定了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和相关培训教材，夯实了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据中

国旧货业协会调查，截止 2023 年，有接近 8 万人参加了培训机构的

鉴定估价技能培训，同时，从业人员的学历构成发生较大优化，19%

的从业人员学历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与 2017 年相比，有近 10 个百

分点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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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主要业态情况 

 

一、实体市场有待发力 

实体旧货市场是发展旧货行业的基础，也是旧货行业最基本的载

体。1996 年，原国内贸易部开始旧货调剂试点工作就是以实体旧货市

场为基础。实体旧货市场能将经营商户集聚起来经营，不光能提高交

易效率、摆脱“信任危机”、缩短交易周期，更能方便行业管理。 

我国实体旧货市场特别是亿元以上的大型旧货市场在 2006 和

2007 年有过较快发展，亿元以上旧货市场在 2005 年只有 14 个，2006

年增长了 21 个，到 2007 年发展到 39 个，约是 2005 年亿元以上旧货

市场数量的 2.8 倍。旧货市场摊位跟成交额也有了较大的增长。2007

年旧货摊位比 2005 年增长了约 167%。成交额 2006年约为 213.6亿，

是 2005 年的 4.53 倍。2007 年以后，亿元以上旧货市场呈下滑态势。

由图可以看出，除 2009 年有较明显回升外，亿元以上旧货市场、成

交额都呈下降趋势，旧货摊位数和营业面积在 2012 年有小幅度增长

外，基本上也呈下降趋势。 

截止 2022 年年底，全国约有亿以上旧货市场仅有 5 个，比 2021

年减少了 2个。旧货交易成交额也由 2021年 67.06亿降为 14.59亿，

下降了约 78.2%。摊位数 1825 个，比 2021 年减少了 27.2%。 



   

8 

 

造成实体市场下滑的原因主要是没有相关政策支持，特别大部分

地区没有将实体市场纳入城乡规划或商业网点规划，由于没有规划的

保障，导致实体市场被随意拆迁，大部分地区拆迁不给补偿经营场地，

稳定的实体流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相应的监督管理也陷入无从入手

的困境。 

表 1   2004——2022年我国亿元以上实体旧货市场基本情况 

年份 

2004 

亿元以上旧货市场数量(个) 

14 

摊位数(百个) 

59.87 

营业面积(万平方米) 

28.6 

成交额(亿元) 

41.9 

2005 14 51.33 26.5 47.2 

2006 35 136.99 110.1 213.6 

2007 39 137.09 116.9 202.8 

2008 22 87.39 78.4 75.4 

2009 25 85.64 56.7 140 

2010 21 81.55 42.2 136.1 

2011 20 81.61 37.1 86.4 

2012 21 98.64 43 80.8 

2013 20 78.23 38.5 79.1 

2014 20 91.06 36.7 83.1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7 

13 

12 

9 

8 

9 

7 

5 

81.95 

66.58 

64.61 

52.97 

51.88 

59.06 

25.06 

18.25 

34.3 

25.52 

23.52 

18.68 

16.18 

27.47 

29.40 

8.84 

66.3 

33.31 

31.83 

25.27 

23.23 

51.30 

67.06 

14.5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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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4——2022年亿元以上实体旧货市场数量情况 

 

 

图 8  2004——2022年亿元以上实体旧货市场基本情况 

 

二、线上市场持续火热 

2002年，孔夫子旧书网上线，以线上成交、线下交易的模式发展，

标志着我国迎来了二手线上交易的探索期，此后国内综合类二手交易

平台陆续上线。2018年至 2020年，二手线上交易进入市场启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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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线上交易因“虚假伪劣、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凸显，使

得二手线上企业融资受阻，大量初创型二手线上企业退市，市场进入

合并浪朝，2019 年京东旗下二手商品交易平台“拍拍”与“爱回收”

合并，开始探索 C2B2C 模式，2020 年，转转与找靓机合并，此后行业

内商业模式初步得到认可。2021 年，有关政府部门发布了多项政策，

在政策指导下，二手线上交易逐渐规范化、健康化发展，同年 6 月，

爱回收正式登陆纽交所上市，线上交易迎来高速发展契机。因此，当

前我国二手线上交易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从二手线上的商业模式来看，主要可分为 C2C、C2B2C、C2B、B2B、

B2C 等五种，其中当前线上交易主要是以 C2C、C2B2C 模式为主。 

 

图 9  线上交易主要商业模式及特点 

 

                       资料来源：网经社  www.100ec.cn 

 

二手电商主要为专注于二手商品交易的电商平台，交易形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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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买卖、二手置换、二手回收等。据网经社（www.100ec.cn）资

料显示，主要二手电商公司有 70 多家，其中有 19 家分布在北京，

上海有 18 家，广东 16 家，浙江 5 家，江苏 4 家，湖北、重庆、四

川各两家，陕西、福建各 1 家。 

 

图 10 线上头部企业分布地图 

 
资料来源：网经社  www.100ec.cn 

 

目前知名二手电商有：1）综合类：闲鱼、转转等；2）电子产

品类：找靓机、爱回收等；3）奢侈品类：红布林、只二、妃鱼等；

4）二手书类：孔夫子旧书网、阅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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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23年二手电商产业图谱 

 

资料来源：网经社  www.100ec.cn 

 

据“电数宝”（DATA.100EC.CN）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3 年二

手电商用户规模为 5.8 亿人，同比增长 25.26%。 

 

图 12  线上二手用户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电数宝 data.100ec.cn 
 

二手线上交易的活跃，也受到资本的青睐。据 IT 桔子

（www.itjuzi.com）估算，截止 2023 年 7 月，二手消费电子领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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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累计投入 150 亿元、名贵商品（奢侈品）领域 35 亿元、图书领域

5 亿元。 

图 13  资本累计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IT桔子  www.itjuzi.com 

三、跳蚤市场活力十足 

近些年，居民社区、大中专院校自主开办跳蚤市场逐渐成为了一

种风气。社区跳蚤市场已全面普及，从大中城市的社区到边远乡镇都

有跳蚤市场开办。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尉犁镇在 2023

年 5 月份就举办“邻里”跳蚤市场。大中专院校跳蚤市场都已建立，

其规模动辄上千平米，且有日渐扩大的趋势。如，厦门大学的大学城

跳蚤市场，每周均有近千商家及四万余名买家光顾，每周成交额达数

百万元。不管是校园还是社区跳蚤市场都具有：交易流程简单（即时

性）、目标消费群体清晰（老师、学生、同一社区人员）、环保节约

等特点。 

据调查，98%的人支持开展跳蚤市场活动。75.4%认为跳蚤市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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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生活提供便利，62.6%的人认为跳蚤市场可以解决一些困难人群

的生活急需和就业问题，41.1%的人认为跳蚤市场的繁荣是城市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8.5%的人认为逛跳蚤市场是种娱乐休闲方式，

35.8%的人认为跳蚤市场可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图 14  居民对跳蚤市场的认知情况 

 

四、实体零售商店增长积极 

实体零售商店包括寄卖店的发展情况呈现出积极增长的态势，成

为新亮点，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3

年年底，全国共有 30 多万家从事旧货零售和寄卖的实体商店。实体

商店主要以经营二手名贵商品为主。实体商店的优势在于能够给消费

者提供直观的购物体验，降低网络购物的风险，并提供售后服务，增

加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实体商店一般都开在城市比较繁华的区域，经

营面积一般为 2、3 间门面房，通过装修、陈列等手段提升自身形象，

提供生活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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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消费者光顾。近几年，头部线上平台，如万物新生、转转、闲鱼

等都在积极布局实体商店或在商业综合体内设点。 

五、社交媒体和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崭露头角 

社交媒体上的二手交易圈也形成了独特的交易生态。用户通过微

信、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发布二手商品信息，并与潜在买家进行

直接沟通。这种交易方式具有用户活跃度高、交易频率快的特点，特

别适合小件商品或急需出手的物品。同时，社交媒体上的交易还带有

一定的社交属性，用户之间可以分享交易经验，增强了交易的信任感。 

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也是二手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这些平台通常

具备地域性强、服务内容丰富的特点，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贴近生活

的二手交易服务。例如，通过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的二手市场，用户可

以方便地找到附近的二手商品信息，并进行线下交易或取货。此外，

一些平台还提供上门回收、估价等增值服务，进一步提升了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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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趋势发展展望 

 

一、服务能力持续得到提高 

旧货经营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将进一步推进实体网点建设，加快

融入以多种业态集聚形成的城市各种商圈，加快构建包括仓储、展示

在内的大区域中心。同时，创建以数字化为支撑的服务模式，加快收

购（回收）、分销流程及服务迭代升级，增强对出售者、分销商、消

费者的全场景市场服务能力，提升产业链效率。推进精准收购（回收）、

精心服务和精细管理。 

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得到提升，规模经营优势也将得到进一步体

现。头部企业将开始进入连锁经营时代，推进加盟业务。企业规模持

续大，给予出售者、购买者更多信任，客户更多，旧货品类更齐全，

辐射面和触角也更宽、更广。 

二、旧货上游来源更加丰富 

旧货行业大多是由供给决定市场——需要经营者从居民家庭和

个人手中收购足够多的货源，消费者才能随意挑选。在我国人均 GDP

突破 8000 美元后，旧货货源的上游——新产品零售业进一步爆发，

无论是相对理性消费还是相对冲动消费，“买买买”都成了消费的常

态。产品更新换代频率加快；技术进步、产品使用生命周期明显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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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得居民家庭和个人手中的二手物品累积大量增长，处理手中二

手物品的意愿也在不断的增强。据中国旧货业协会调查显示，97.2％

的居民家庭和人有二手物品。76.5％的人卖过二手物品；19.5％的人

想卖掉二手物品，但不知道怎么卖；也有 4.1％的人表示不想卖。 

 

图 15 出售二手物品意愿情况 

 

三、多业态多模式协同发展 

面向消费者需求渠道的多样化，行业企业的经营业态、模式创新

提速，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线上企业依托数字化营销，将用户聚集，

线下开设实体体验店，供消费者购买前真实体验及售后维护保养等，

弥补了线上交易缺少的感知体验和信任感。实体市场通过建立微信群、

开发小程序等方式，为线下二手交易“牵线搭桥”，分享交易体验，

弥补了线下交易触角少、获客不足等情况。经营企业除传统的“购、

卖过二手物品

76%

想卖二手物品，

但不知道怎么卖

20%

不想卖二手物品

4%

卖过二手物品 想卖二手物品，但不知道怎么卖 不想卖二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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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模式外，更多采用寄卖、拍卖等模式进一步拓宽经营方式。同时，

探索私域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兴特色模式与行业的融合发展。 

四、先进技术应用全面提速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旧货提出新挑战。供应链管理

技术将持续提升旧货行业从回收（收购）到最终销售全过程信息化管

控能力和智能化、透明化、专业化运营水平，推动优化旧货交易管理

体系。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将提升旧货交易鉴定的效率和透明度，

让出售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都能够受益。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

术可以精确估算出旧货的质量、价值、真伪，减少交易中的欺诈和误

解；还可以精确地向消费者推荐最匹配的旧货，提高成交率和减少交

易成本。 

五、跨界融合发展初见成效 

旧货行业提供的二手商品往往富有历史和独特的故事背景，正因

如此，它与怀旧文化、复古艺术的结合成为发展趋势。怀旧文化、复

古艺术的影响力将推动旧货行业中独特的商品如：二手书、衣物、收

藏品、艺术品等热销，并为旧货行业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发展空间。 

六、海外市场开拓取得突破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沿边、沿海地区的一些旧货经营者开始进行

小规模的旧货出口贸易活动，把二手商品和积压的生活、生产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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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或易货的形式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易，如老挝、缅甸、俄

罗斯等。旧货出口贸易符合旧货在不同消费层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

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动的一般规律。2019 年，我国出台了促进二手车

出口的政策，给旧货出口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部分行业头部企业开始

试水二手衣物、手机、箱包、机械设备等旧货的出口，虽然还处在探

索期，但已经取得了不斐的成绩。旧货出口的发展，将打通国内的“堰

塞湖”，释放人们对品质更好的新商品的需求，不仅增加了商品需求

总量，还可以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七、二手电商政策将日趋完善 

二手电商经历几大发展阶段，分别为：探索期（2002-2013 年）、

启动期（2014-2018 年）、冷静期（2018-2020 年）、高速发展期（2021

年至今）。二手电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行业虚假伪劣、信息不对称等

经营痛点，出现行业规范问题、融资环境的挑战，二手电商平台们面

临拓展业务边界与转型升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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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6——2023二手电商行业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网经社  www.100ec.cn 

在政策层面，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积极行动，针对二手电商行

业的特性，出台了一系列细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

不仅明确了平台企业的运营规范，包括商品信息发布标准、交易流

程管理、售后服务保障等方面，还进一步细化了平台企业的责任边

界与责任范围。具体而言，平台需承担起对入驻商家资质审核、商

品质量监控、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信息安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

确保交易的真实、合法、公平与透明。这意味着，当消费者在二手

电商平台上遇到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交易欺诈等问题时，能

够获得有效的维权途径，而违规者则将面临法律制裁和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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