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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塑料制品越用越多？快递包裹上的塑料
一层又一层？塑料废弃物收集困难？这些存在多年
的难题将成为“十四五”期间塑料污染治理的重点。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
《“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强调要开展
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筑起防止塑料向环境泄漏的
一道道“堤坝”。

塑料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材料，已经广泛应用
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诸多
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挑战。塑料本身
并不是污染物，塑料污染的本质是塑料垃圾泄漏到
土壤、水体等自然环境中且难以降解，带来视觉污
染、土壤破坏、微塑料等环境危害。塑料污染治理
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已上升为全球焦点话题。

“十四五”期间，围绕塑料污染治理，《方案》
部署了三方面主要任务：一是积极推动塑料生产和
使用源头减量，包括积极推行塑料制品绿色设计、
持续推进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减量、科学稳妥推广
塑料替代产品等。二是加快推进塑料废弃物规范回
收利用和处置，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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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塑料垃圾无害化处置水
平等。三是大力开展重点区域塑料垃圾清理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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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广、价值低、收集
难，是塑料污染治理的难点和痛点。为此，《方案》
明确将从源头上减少其生产和使用量。

产品设计生产环节，积极推行塑料制品绿色设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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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少商品过度包装，提高材质均一化程度和产品的易循
环、易回收性，方便塑料制品使用后的回收和再利用。

塑料流通消费环节，要推动商品零售、餐饮、
住宿等传统商贸服务领域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一
次性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吸管、宾馆酒店一次性
塑料用品的使用减量。督促指导电子商务、外卖等
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制定一次性塑
料制品减量平台规则。大幅减少电商商品在寄递环
节的二次包装，提升快递包装标准化、绿色化、循
环化水平。

《方案》同时给出了治理塑料污染的时间表：到
2025 年，塑料污染治理机制运行将更加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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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其中，在源头减量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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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的现象将大幅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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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收处置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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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清理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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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垃
圾向自然环境泄漏现象将得到有效控制。

知识更丰富，技能在增强

消费者金融素养的变化，银行工作人员
的感受最明显。

“客户对金融知识的掌握越来越全面、专
业。”工商银行个人客户经理冀彦如在工作中
发现，现在，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时普遍会
提前做功课，对相关政策的关注度也在提
高。“比如，客户不会简单地认为银行储蓄没
有风险，开始意识到存款保险保护的重要
性。再比如，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客户的需
求越来越多样化，会考虑不同产品的投资方
向、风险等情况，而不是只盯着收益率。”

央行 《报告》 从多方面展现出消费者的
这种积极变化。

金融知识更丰富了——与 2019 年相比，
金融消费者在信用知识、保险知识、贷款知
识、存款保险知识、年化收益率计算等方面
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其中，85.15%的受访者
知道严重不良信用记录会对自己申请贷款产
生负面影响；对退保犹豫期认识比较到位，
71.03%的受访者知道无条件退保相关规定；
多数受访者 （68.62%） 对贷款期限与月还款
金额及利息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解。

金融行为显著改善——以信用卡为例，
与2019年相比，金融消费者信用卡还款行为
明显改善，全额还款的比例提高了 8.2 个百
分点，最低还款额或还款能力不足的比例下
降了 2.81个百分点。同时，消费者阅读合同
习惯有明显改善，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的比例
增加了 12.31个百分点。“现在我们银行碰到
的信用卡还款逾期现象越来越少。随着金融
知识的不断普及，客户也开始关注信用卡还
款的及时性与自身征信记录之间的关系。”
冀彦如说。

金融态度有所提升——《报告》 指出，
中国金融消费者对负债消费普遍持谨慎的态

度，仅有 23.57%在购置大件商品时会考虑用
足贷款额度。近九成受访者认可金融教育的
重要性，且多数人认为针对青少年金融教育
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学校课程教育。

金融技能更强了——整体来看，中国消
费者在日常收支管理方面表现良好，大多数
处于收支盈余或平衡状态。在应急储蓄方面
优势明显，78.41%的受访者可以应对相当于3
个月收入的意外支出。在通过互联网渠道获
取金融产品或服务信息的群体中，受访者大
多能够意识到要通过资质来辨别金融营销宣
传，71.15%的受访者认为要通过查看金融牌
照来辨别，53.57%认为要通过金融营销人员
的资质来辨别。在有阅读合同习惯的群体
中，八成以上受访者能够理解金融产品合同
的关键性条款。在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方面，
受访者基本能够选择正确的投诉渠道。

在全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消费者金融素养提升的背后，既有金融
业快速发展、加强宣传普及的因素，也是消
费者主动了解、学习金融知识的结果。与
2019年相比，消费者认为金融教育非常重要
的比例提高了14.04个百分点，认为金融教育
不重要的比例则下降近10个百分点。

近两年，在大中城市，各类线上线下的
理财培训受到欢迎。北京市民赵女士最近花
8000元报了线上理财培训班，通过25节视频
课学习基本理财知识，包括家庭资产配置、股
票投资方法、现金管理方法等。“我工作20年
了，银行存款有一些，但对理财一知半解，
就想报个班学习一下，提升一下‘财商’。如

果理财能做好，相当于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赵锡军分析：“中国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
高、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金融服务对消
费者来说越来越重要。有了金融方面的需
求，消费者自然会主动学习相关知识。此
外，随着技术进步，新的金融服务形态不断产
生，这也需要消费者不断提升自身金融素养。”

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在全球是什么样的
水平？《报告》显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消
费者的金融素养水平综合得分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在G20 国家中排名较好。

其中，在金融知识方面，中国消费者在
利率计算方面优势明显，在投资分散化原理
及风险收益关系的理解上存在不足。在金融
行为方面，中国消费者在日常收支管理和按
时还款方面表现突出，但在购买保险产品方

面较为薄弱。
最突出的优势体现在金融态度上，特别

是应急储蓄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金融消费
者的财务韧性是一次考验，《报告》将家庭的
应急储蓄 （反映家庭的财务韧性） 作为考察
指标，观察金融消费者是否会将长期主义态
度转化为实质性的储蓄行为，提高自身应对
不可预期财务冲击的能力。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消费者在应急储蓄方面遥遥领先。上海
市民白云说，身边人都有储蓄的习惯。在她
看来，银行存款利率不高，但风险低，是保
证日常生活的底气。基金等产品虽然可能拥
有高收益，但风险也大。因此，她将工资分
成 3 份。“我每个月工资大约是 1.8 万元，其
中3000元用来付房租，8000元作为存款，剩
下7000元用于基金产品的补仓和日常消费。”

“一老一少”金融教育有待加强

自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建立消费者
金融素养问卷调查制度以来，今年是央行第
三次发布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报告。消费者
金融素养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存在群体间
不均衡的现象。

“每次回家都要跟父母讲讲金融知识，特
别担心他们被一些所谓的高收益产品‘忽悠’
了。”在北京工作的屈女士说。家庭微信群里，
她常转发一些防止金融欺诈的文章和视频。

目前，消费者金融素养在年龄上的分布
呈现倒“U”型，老年人和青少年的金融素养
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对金融数字化的适应能力存在明显不足。

主动通过互联网渠道（包括电脑和智能手
机）获取金融信息，是消费者能够适应金融数
字化趋势的体现。调查结果显示，这不是老
年人擅长的方式，60 岁以上的群体中仅有
25.09%会将互联网作为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
信息的渠道，而在年轻群体中有 64.27%会将
互联网作为获取金融产品或服务信息的渠道。

赵锡军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扩大内
需、壮大国内市场的重要阶段。“金融服务涉
及消费的全过程，小到日常生活中的刷卡，
大到为了买房、买车进行的贷款行为。因
此，消费者金融素养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

如何持续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对于老年人，

《报告》提出，要关注老年人的数字金融转型
风险，保持足够耐心，避免老年人在转向数
字渠道时遭到非法金融活动的侵害，加大对
老年人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赵锡军认为，
应拓宽老年群体接受金融教育的渠道和机
会。金融机构可以在向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
同时，顺带讲授相关知识。对能够熟练使用
智能设备的老人，可利用网络平台线上进行
金融教育。“各类终端投放防诈骗公益广告就
做得很好，效果不错。此外，线下的大众媒
体传播渠道也不容忽视，要全方位提升老年
群体金融素养。”

《报告》还指出，中国消费者有较为充足
的应急储蓄，对疫情下的经济复苏形成有力
支撑，是中国经济韧性强的表现之一，为保
持这一优势，需要加强对青少年的金融教
育。对此，赵锡军建议将金融教育正式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系统提升青少年的金融素养。

此外，更有针对性、更系统的金融教育
也十分必要。《报告》显示，目前消费者对分
散化投资等金融常识缺乏足够认知，对金融
投资的收益预期呈现非理性特征，容易产生
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这有可能加大金融市场
波动，亟须进一步提高金融教育战略地位。

信用知识、保险知识、贷款知识、存款保险知识，普通居民懂的越来越多——

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不断提高
徐佩玉 徐俊奕

理财和基金分不清？看不
懂信用卡条款？买保险全凭推
荐？这类金融知识缺乏甚至由
此引发纠纷的情形正不断减
少。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
加，中国消费者的金融需求在
增强，金融素养也不断提高。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
《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
告 （2021）》（以下简称 《报
告》） 显示，2021 年全国消
费者金融素养指数为 66.81，
比 2019 年显著提高 2.04，居
民在金融态度上表现较好，金
融技能明显改善。

“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出炉——

电商快件将告别二次包装
本报记者 汪文正

银行储蓄仍
是中国消费者进
行投资理财的主
要选择之一。图
为 9 月 7 日，浙
江省建德市杨村
桥镇长宁村村民
在一处流动便民
银行办理现金存
取等业务。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消费者金融知识更加丰
富，“一老一少”的金融教育逐步加
强。图为 6 月 15 日，在湖南省永州市
道县敦颐文化广场，银行工作人员向
老年人普及金融知识。

蒋克青摄 （人民视觉）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5000余亩鲜食辣椒
喜获丰收。图为昌吉市二六工镇红星村辣椒种植大户们在
晾晒辣椒。 梁宏涛摄 （人民视觉）

◀9 月 16 日，
在安徽省芜湖市
繁昌区孙村镇八
分村，金色的稻
田和整洁的村庄
相映成趣，一派
丰收景象。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日前，在云南大理南
涧彝族自治县公郎镇，村民
忙着抢收水稻。

适志宏摄 （人民视觉）

喜迎丰收节喜迎丰收节喜迎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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