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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率先在部分地
区和领域禁止、限制生产销
售和使用部分塑料制品；

2022年，一次性塑料制
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
品得到推广；

2025 年，塑料制品生
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
环节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
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塑料
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近日，北京市场监管局
重点在农贸市场、便利店、超
市等商品零售场所，开展为
期3个月的塑料袋专项整治

行动，对销售、使用超薄塑料
袋，及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等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查处。

无独有偶。海南省计划
从4月1日起，花8个月的时
间，分步骤、分阶段组织重点
行业和场所率先开展“禁塑”
试点工作，为12月1日全省
正式全面“禁塑”打好基础。

2020年，对很多塑料制
品而言将是“生死线”。到
2020年底，我国将禁止生产
和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
具、一次性塑料棉签，禁止生
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今年是很多塑料制品“大限”
消除白色污染，我国再次明确时间表

《意见》明确指出，推广使用可降解购物袋、可
降解包装膜（袋），在餐饮外卖领域推广使用可降
解塑料袋等替代产品；加强可降解替代材料和产
品研发；加大可循环、可降解材料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和成果转化，开展可降解地膜等技术验证和产
品遴选等。

可降解塑料也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心的
热点。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功能材料化学重点
实验室主任蓝闽波指出，《意见》发布后亟须研发
大量可生物降解新材料及制品，建议完善相关可
生物降解评价机制及产品标准。同时，结合《禁塑
目录》加大科研支持力度，研制计量可溯源塑料标
准品等。

全国人大代表、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郑月明说，现阶段我国生物可降解材料
产业还面临不少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
不够成熟，还未形成规模化生产，相对于传统塑料
而言，成本较高，限制了其推广应用。

杜欢政指出，市场上可降解塑料的品种非常
多，需要建立相关评价标准、认证体系，对可降解
的认定进行规范。在推广应用方面，还需从产品
适用条件、生产能力等方面建立起一套可降解塑
料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的新体系，才能满足《意
见》规定的要求。

毛达说，目前，尚未完全禁止普通塑料袋的使
用。如果部分居民使用了可降解袋，但其他人不
用，可降解塑料袋和不可降解塑料袋混杂在一起
进入堆肥场，难以区分，也达不到降解的效果。

为此，毛达建议，应该明确限制可降解塑料的
使用范围和适用级别。例如，与食物接触的包装
物，装厨余垃圾的塑料袋，较适宜采用可降解塑
料。在回收时不易混入传统塑料垃圾的特殊场
合，也可优先考虑使用可降解塑料，如大型赛事活
动中提供的茶包、咖啡胶囊、快餐盒等。而对于电
商、快递等行业，大规模使用可降解材料的难度较
大，为此应更多关注包装制品的可重复使用性，以
降低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强度。

“消除白色污染，一次性塑料的减量、塑料的
可循环利用、可降解塑料的使用，三方应齐头并
进。”杜欢政说。

（据科技日报）
《意见》对不可降解塑料

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宾馆、酒店
一次性塑料用品，快递塑料包装
都提出了禁止、限制使用的具体
范围和时间表。比如禁止生产
和销售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
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0.01毫
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随后，《禁塑目录》提出了
更为详细的品种、使用范围等
规定，并要求目录涉及品类的
细化标准将根据实施情况动态
调整。

零废弃联盟政策顾问毛达
博士告诉记者，解决塑料污染，

光靠分类、回收是不够的，必须
有源头减量措施。《意见》明确
禁止、限制一部分塑料产品，从
源头上阻断这些产品的生产，
这有利于减轻末端塑料垃圾分
类、回收、处理的压力。

毛达指出，纳入《禁塑目
录》的塑料制品，主要是国内使
用量大、污染较为严重以及前
期有减量经验的塑料制品，比
如2019年7月开始，上海在宾
馆限制使用的“六小件”等。

此外，《禁塑目录》制定时，
也参考了国际“禁塑”的相关规
定。2019年5月，欧盟版“禁塑

令”正式生效，规定到2021年将
禁止使用有替代品的一次性塑
料产品，其中包括塑料吸管、一
次性餐具、棉签等，成员国要在
2029年之前实现回收90%饮料
瓶。塑料吸管、一次性餐具和
棉签等也被列入《禁塑目录》。

孟玮说，绿色生产和生活
方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根据《意见》，我国遵循“突出重
点、有序推进，创新引领、科技
支撑，多元参与、社会共治”的
原则，按照“禁限一批、替代循
环一批、规范一批”的思路，加
强塑料污染治理。

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塑料生产国与消费国。随着电
商、快递、外卖等生产生活方式
转变和新兴业态发展，塑料制
品特别是一次性塑料用品的消
耗量持续上升。

由于绝大部分废弃塑料回
收利润低，99%的快递废弃塑
料会被混入生活垃圾中，最终
被焚烧或填埋。《中国快递包装
废弃物产生特征与管理现状研
究报告》指出，2018年，我国快
递行业共消耗塑料类包装材料
85.18万吨。塑料包装废弃物
中，仅1.77万吨会被再生利用。

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塑
料循环分会秘书长蒋南青表
示，塑料包装最大的问题是用
完就被扔掉，没有被当作资源
性产品回收使用，生命周期非
常短。与之前相比，《意见》的
一大亮点在于，着眼于整体塑
料循环产业链的构建，提出构
建塑料回收管理体系和步骤，

从不同层面上发力，比如规范
企业的生产，健全垃圾回收体
系等。配套的监管、政策和科
技研发方面也有了比较全面的
体系规划。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
玮表示，与以往塑料污染治理
的相关政策相比，《意见》具有
系统性、协同性和有序性。不
同于以往政策仅对个别环节、
个别领域做出规范，《意见》提
出的政策措施基本涵盖了塑料
制品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
置全过程和各环节，体现出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系统性和整体
性，有利于建立形成治理塑料
污染的长效机制。

“升级版‘限塑令’主要针
对的是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对
环境的危害，促进塑料制品的
易回收、可循环、减量化。”中国
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塑料循环分
会会长、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
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表示，与

以往不同的是，《意见》还明确
设置了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
今年开始，率先在部分地区和
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
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到2022年，
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
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塑料废
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
幅提升；到2025年，塑料制品生
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
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
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
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重
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
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杜欢政说，《固废法》根据
我国当前固体废物处置现状，
针对违反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
次性塑料制品“禁限”的行为，
规定了具体的法律责任以及罚
款金额。这是对“禁限”行为的
规范，细化法律责任，使得处罚
有法可依，执法更具可操作性。

针对当前塑料制品带来的
“白色污染”，今年以来，国家和
地方层面均出台了一揽子新
政。先是国家发改委、生态环
境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被誉为2008年“限
塑令”的升级版，明确提出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时间
表；随后，国家发改委又出台了
《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
的塑料制品目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禁塑目录》）；
将于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则

规定，未遵守国家有关禁止、限
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
性塑料制品规定的，将处以一
万至十万元的罚款。

从“限塑”到强化“禁限”到
细化法律责任，我国对塑料污
染的治理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中。

对塑料污染的治理正在有力有序推进中

着眼于塑料制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源头减量与末端分类、回收并重

可降解塑料产业仍面临不少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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