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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

发《“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塑料

污染治理机制运行更加有效，地方、部门和

企业责任有效落实，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

费、回收利用、末端处置全链条治理成效更

加显著。《方案》将给居民生活消费、企业生

产服务带来哪些变化？

源头减量：大幅减少
不合理使用一次性塑料
制品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

长王永刚介绍，我国已成为塑料原料生产、

制品生产和消费的大国。2020 年我国塑料

产量为 1 亿多吨，规模以上塑料制品产量超

过 7600 万吨。

塑料本身并不是污染物，但塑料垃圾泄

漏到土壤、水体等自然环境中且难以降解，

会带来视觉污染、土壤破坏、微塑料等环境

危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8 年的一份报

告显示，全世界总计生产的 90 亿吨塑料制

品 中 ，被 循 环 利 用 的 只 有 9%，约 12%被 焚

烧，其余 79%最终堆积在垃圾填埋场或进入

自然环境中。

“如何处理日益严重的泄漏到环境中的

塑料垃圾，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学军说。

自《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印发一年多来，塑料污染治理取得初步

成效，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需要进一

步完善政策、系统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本

次公布的《方案》，进一步完善了塑料污染全

链条治理体系，进一步细化了塑料使用源头

减量，塑料垃圾清理、回收、再生利用、科学

处置等方面部署，进一步压紧压实了部门和

地方责任，推动塑料污染治理在“十四五”时

期取得更大成效。

在源头减量方面，《方案》提出，禁止生

产厚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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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塑

料微珠日化产品等部分危害环境和人体健

康的产品。商品零售、电子商务、外卖、快

递、住宿等重点领域不合理使用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现象大幅减少，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

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

1000 万个。

“这些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广、价值低、

收集难，成为塑料污染治理的难点和痛点，

必须从源头上减少其生产和使用量。”国家

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副研究

员张德元说。

回收处置：目前我国
每年回收利用各类塑料近
1900万吨

在回收处置方面，《方案》要求，地级及

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建立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塑料废弃物收

集转运效率大幅提高；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达到 80 万吨/日左右，塑料垃圾

直 接 填 埋 量 大 幅 减 少 ；农 膜 回 收 率 达 到

85%，全国地膜残留量实现零增长。

“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的另一个重要环

节，就是要强化废弃塑料的回收利用，变‘垃

圾’为再生资源。”张德元介绍，据统计，目前

我国每年回收利用各类塑料近 1900 万吨，

在提供优质工业原料的同时，与使用原生资

源相比，可减少约 45%的污水排放和 60%—

70%的能耗。

塑料的巨大消费量带来了大量的塑料

废弃物，但不是所有的塑料废弃物都会产生

污染问题，绝大部分塑料材料都具有可再生

性。王永刚介绍，大力发展再生塑料行业，

构建科学精准的塑料废弃物管理体系，合理

管控塑料废弃物、消解处置压力、提升资源

化利用比例，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塑料污染问

题，也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助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王永刚分析，完成《方案》提出的“加快

推进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利用和处置”这一

主要任务，需从加强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和

清运、建立完善农村塑料废弃物收运处置体

系、加大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以及提升塑料

垃圾无害化处置水平等方面发力。

清理整治：要求重点
水域、重点景区、农村地
区的历史遗留露天塑料
垃圾基本清零

一次性塑料垃圾体积小、重量轻，若被

随意丢弃，极易造成江河湖海、田间地头以

及风景名胜区的“白色污染”。为补齐塑料

垃圾收集处置的短板，《方案》在垃圾清理方

面，要求重点水域、重点旅游景区、农村地区

的历史遗留露天塑料垃圾基本清零。

“为此，《方案》有针对性地部署了江河

湖海、旅游景区、农村地区的塑料垃圾清理

整 治 任 务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有 关 负 责 人

说。开展江河、湖泊、水库管理范围内塑料

垃圾专项清理，建立常态化清理机制，力争

重点水域露天塑料垃圾基本清零；开展海

湾、河口、岸滩等区域塑料垃圾专项清理，推

动沿海市县建立海洋塑料垃圾清理工作长

效机制，保持重点滨海区域无明显塑料垃

圾；开展旅游景区生活垃圾常态化清理，强

化对游客的教育引导，制止随意丢弃塑料垃

圾行为，实现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露天塑料

垃圾全部清零；开展农村塑料垃圾清理整

治，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对房

前屋后、河塘沟渠、田间地头等区域的塑料

垃圾开展定期清理，推动村庄历史遗留的露

天塑料垃圾基本清零。

“为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方案》对部

署的 37 项具体任务逐项明确了责任部门，

并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塑料污染治理工作负总责，要健全工作

机制，明确责任分工，抓好组织落实。”国家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组织开展年度塑料

污染治理联合专项行动，将联合专项行动

发现的相关突出问题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范畴，进一步压紧压实部门和地方

责任。

《“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进一步完善全链条治理体系

控源头 重回收 抓末端
本报记者 陆娅楠

核心阅读

塑料作为一种重要的
基础材料，广泛应用于经
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
时 ，也 给 环 境 治 理 带 来
挑战。

当前，我国在塑料污
染治理方面已取得初步成
效。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十
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
方案》，又进一步完善了塑
料污染全链条治理体系，
细化了塑料使用源头减
量，塑料垃圾清理、回收、
再生利用、科学处置等方
面部署，推动塑料污染治
理持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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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成效非常明显。”说起这几

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变

化，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常

务副主任姜广顺抑制不住兴奋。他至

今记得 2000 年左右刚开始做东北虎

研究时的担忧和压力，那时，我国调查

到的野生东北虎仅有十几只。

推进天然林保护修复，强化反盗

猎工作，建设科研监测体系——近年

来，我国加大保护力度，野外监测到的

东北虎数量明显增加。自 2017 年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以来，

东北虎保护成效更加显著。

“东北虎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猫科

动物之一。相比其他虎种，东北虎活

动范围较广，一只成年雌虎的活动区

域可以达到约 450 平方公里。”姜广顺

说，作为我国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东北虎需要充足的食物、水源

以及隐蔽的场所来满足基本生存。保

护东北虎最根本的措施，就是保护其

栖息地。

活动范围大，也意味着栖息地保

护难度高。几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积极实施栖息地保护修

复工程。此外，为了防止非法捕猎的

发生，试点区进一步加强了巡护。

一系列保护措施的实施，让东北

虎数量有了显著增长。2020 年，园区

的监控镜头里，至少出现了 7 个东北

虎的雌虎繁殖家族，园区 10 个分局均

拍摄到虎豹影像。数据显示，虎和豹

种群年均增长率均超过 10%，分布区以每 3 年 10 余公里的速度

由中俄边界大幅向长白山腹地延伸，目前已扩散至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西缘。去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出台多个文

件，确定突发事件规范化处置流程。试点区还建立了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组建了应急处置专家团队。近年

来，试点区与吉林省、黑龙江省林草局以及动物救护中心密切配

合，妥善处理了春化镇、雪岱山、复兴镇发生的多起突发事件。

为帮助当地居民掌握防范人虎冲突的基本常识，试点期间还开

展了大量宣教活动。

生态环境恢复，虎豹种群增长扩散，保护管理工作的重点也

需要向社区共建转移。日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据

介绍，目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经着手设置生态公益岗，聘用当

地居民参与保护工作。“社区共建一方面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日

常收入，另一方面也为东北虎保护做了宣传示范。”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将继续开展环

境教育，吸纳更多当地社区和居民为东北虎豹保护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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