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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在河南省南乐县
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园内，工作
人员查看颗粒状聚乳酸材料生产
线。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限塑令”实施遭遇新情况

10年前出台的“限塑令”主要内容包含
两个方面：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
售、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
袋。二是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
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10 年来，“限塑令”执行效果如何
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区分两个时间
段。实施前期，“限塑令”效果十分明
显。据2013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限塑
令”实施以来的主要成效》显示，从2008
年到2013年，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
用量普遍减少 2/3 以上，全国主要商品零
售场所塑料购物袋使用量累计减少了 670
亿个，累计减少塑料消耗100万吨。

不过，近年来，随着商场等执行“限
塑令”力度减弱，加上快递、外卖等使用塑
料“大户”兴起，“限塑令”效果逐渐弱化。

不久前，社会组织零废弃联盟发布
《限塑令十周年——商家执行情况调研报
告》（下称 《报告》）。《报告》 显示，北
京、深圳等 9地 1101家受调查线下商品零
售场所中，提供不合规塑料袋店铺比例为
78%，其中只有 89 家同时做到标识完整、
厚度达标和收费这 3 项要求。除大型超市
和全国连锁便利店外，其他类型门店有九
成左右并未执行限塑令关于收费的要求。

“塑料袋收费的价格和方式都存在问
题。”零废弃联盟相关负责人谢新源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塑料袋价格在0.2
元至 0.5 元之间，消费者购买时没有负
担；很多商家自行加价售卖塑料袋，所获
利益也是归商家，导致“限塑令”被一些媒
体诟病为“卖塑令”。还有一些商家因为担
心顾客流失，也愿意免费提供塑料袋。

同时，一次性塑料替代品泛滥也是
“限塑令”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报告》
显示，45%的受调查超市提供平口袋、封
口袋、保鲜膜等其他塑料膜。大型超市和
全国连锁便利店是免费提供这些不受“限
塑令”约束的塑料膜的主要场所。谢新源
说，这意味着塑料垃圾总量不一定减少，
反而有可能增加。

这种现象在国内一些禁塑地区也有所
体现。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近期对国内某禁
塑地区进行的调研显示，该地区对商家提
供塑料购物袋的禁令执行得较为严格。同
时，一些商家开始免费提供劣质的无纺布
袋，消费者也往往使用一次就丢弃。该环
保组织负责人认为，由于无纺布材料是聚
丙烯，本质上也是一种塑料，污染问题并
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副会
长、秘书长王永刚对记者表示，总体来
讲，“限塑令”主要作用是减少塑料袋的
使用。实施以来，一些质量低劣、厚度太
薄的塑料袋、一次性包装等从源头上得到
控制，塑料袋质量变好了，“白色污染”
治理效果也十分显著。但近几年，外卖、
快递行业用塑量不断增长，“这既与行业

增长过快有关，也和人们消费习惯难改、
回收难度增大有关。”

回收利用研发进展慢

从人们直观感受看，塑料垃圾特别是
一次性塑料垃圾有增多趋势。消费者使用
习惯难改、厂家生产成本较低，这两种因
素助推了一次性消费文化的逐渐形成。受
此影响，在生鲜、餐饮等行业一次性包装
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网购、外卖等新
业态又加入了“用塑大军”，导致垃圾清
运处理系统压力巨大。

过度使用塑料制品所产生垃圾造成的
影响是明显的。首先，这是对资源的巨大消
耗。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塑料垃圾产生量
中有一半是一次性塑料垃圾，与我国每年进
口用于生产塑料的合成树脂量大致相当。

其次，与塑料垃圾相关的环境健康风
险也不容忽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
教授朱芬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
现在还没有低成本的 100%可降解塑料运
用，所谓的可降解也局限于一定范围内，
人们视觉上无法发现的塑料颗粒仍存在于
自然中，且降解速度非常缓慢。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毛达对记者表示，
如果公众在投放塑料垃圾时没有做到准确
投放，城市又缺少单独的回收处理体系，
把塑料与其它垃圾混合处理，那么可降解
塑料袋实际上仍然得不到有效降解。

那么，对塑料进行有效回收再利用情
况如何呢？

据了解，目前，我国废弃塑料的回收
主要来源是工厂、公众。再生塑料企业回
收后，先进行清洗等预处理，在采用熔融
造粒、改性等物理或化学方法对废旧塑料
进行加工处理，得到新的塑料原料，并对
塑料进行再利用。不过，这些年来，再生
塑料企业在研发成本更低的环保塑料及回
收再生方面进展缓慢。

“这主要和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大有
关。”据王永刚分析，随着全球经济调
整，再生塑料企业的税负压力、环保成
本、管理成本、人力成本等持续增加，吞
噬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以税负为例，据他介绍，一家再生塑
料利用企业每年的流转税及附加平均税负
为 9.02%，远高于国内工业企业平均值
4.5%。同时，由于废旧物资收购发票被取
消，企业从个人、家庭以及拾荒者手中取
得的可利用废旧塑料物资无法开具相应的
税务发票，从而使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增
高，并难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此外，由于我国塑料回收体系不完
整、不规范，一些废弃塑料流向了无环保
资质的小作坊、黑作坊。王永刚说，由于
在废塑料回收价格方面远低于小作坊，很
多正规企业在回收上竞争实力不足。

“我想强调，废弃塑料的回收和利用
是低污染排放、低消耗、高效率的过程，
并承担着为全社会实现大量废弃塑料减量
化、资源化的任务。经过40多年发展，我

国已经形成了再生塑料回收和再利用的完
整产业链，很多领域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我们应该扭转传统观念，对这个行业更加
重视、在政策上更为倾斜。”王永刚说。

整个链条应共同努力

文首提到的那款“有故事的衣架”，
是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和京东
合作的一个尝试。这家“绿色再生产品
馆”不仅卖绿色再生的衣架，还有地毯、
垃圾桶、收纳盒、购物袋等。王永刚说，
此举的目的是唤起人们对塑料回收和循环
利用的认识，提升相关企业在产品研发和
生产方面的积极性。

如果将塑料问题比喻为一条河，那么河
清海晏的实现，需要整个链条的共同努力。

王永刚认为，从链条前端的回收环节
看，首先要倡导消费者进行垃圾分类。其
次，对工厂、居民提供的废弃塑料，要进
行流向监管，保证其由正规企业回收处
理。“一个城市还应该建立与其经济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功能配比，不仅要配备足够
的废品回收站、垃圾回收公司，还要提升
其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

从后端的利用再生环节看，减轻企业
负担是重点。王永刚建议，提高废塑料综
合利用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比例，切实降
低企业税负。同时，探索恢复废旧回收企
业税收优惠政策，如免征增值税、启用废
旧物资收购发票等。

目前，“限塑令”调整已经列入了有
关部门议程。今年初，国家发改委表示，
正在按照“限制一批、替代一批、规范一
批”原则，分领域、分品类研究制定防治

塑料垃圾污染的政策文件。
专家表示，在“限塑令”的调整中，

不能简单地扩大“限塑令”适用范围，也
不应依赖价格调整等单一手段，而是要提
升治理能力，该限则限，能禁则禁，以期
最终实现“限塑令”的初衷。

今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 向公众征求意见，废弃塑料污染治
理有望实现有法可依。

10 年来的实践表明，“限塑”是一场硬
仗，不进则退，只能硬碰硬，全力打赢。

有专家建议，政府设立专项补贴基
金，将消费者购买塑料袋费用中的绝大部
分纳入该补贴基金，用于补贴废弃塑料袋
的回收与再生利用加工企业，鼓励废弃塑
料袋的环保回收利用。同时国家应出台相
关政策，促进快递企业扩大使用各类绿色
环保包装材料，并限制物流、快递、网购
以及外卖等行业中的过度包装。

谢新源建议，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说，
应该对塑料膜/袋类用品进行清单管理。
对进入回收系统、填埋场和焚烧厂的混合
垃圾，以及散落到正规垃圾处理体系之外
的塑料垃圾进行调研，制定禁用和限用清
单；还应加大对黑作坊打击力度，防止低
价劣质无纺布袋等代替塑料袋的材料横行
市场。鼓励流程创新，对能真正减少一次
性塑料膜袋类使用的可重复使用项目予以
政策倾斜和相关补贴。

“对每个公民来说，把塑料和其他垃圾
分开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塑料回收企业
可采取‘不分类，不收运’、计量收费、混合
垃圾与分类垃圾差别化收费等措施，以保
证废弃塑料实现源头减量。”谢新源说。

实施十年效果递减 公众企业各有诉求

限 塑 令 ， 还 须 硬 碰 硬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在电商平台京东上，很多消费者对一家叫“绿色再生产品馆”里卖的衣架很感兴
趣。它是用100%的再生塑料制成的。虽然它的架身有点脆，但消费者依然“买账”。
有顾客留言说：“我每次晾衣服的时候都会温柔一些；我原谅它的缺陷，因为它是一个
有故事的衣架。”

塑料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接触到的物品。它的优点很突出，但由随意
丢弃带来的污染也很严重。为减少塑料污染，越来越多的再生塑料制品正进入公
众生活。

在中国，大规模的“限塑”还得追溯到10年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
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简称“限塑令”）的实施。10年来，塑料包装

使用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式的变化：实施初期，“限塑令”在限制塑料袋使用、遏
制白色污染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快递、外卖等行业逐渐火爆，“限塑
令”效果开始逐渐弱化。有调查报告显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零售场所，执
行“限塑令”的情况都不容乐观。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研究调整“限塑令”。今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公众征求意见，
包括塑料袋在内的塑料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等有望实现有法可依。

那么，“限塑令”下一步应如何调整？如何回应公众、环保组织、塑料回收
企业等各方的不同诉求？记者进行了采访。

消费自觉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最好的办法是减少一
次 性 不 可 降 解 塑 料 的 使
用。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等
应优先选择可降解塑料制
品，国家也应制定外卖塑
料餐盒质量标准，通过标
准介入逐步淘汰不可降解
塑料。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
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

塑料制品之所以替代了其他材料制品，
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价
格低，价格低的原因又在于塑料制品对环境
的污染没有被计入成本，而是由全社会承担
了。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塑料制品价格，那
么塑料制品就会变得昂贵，就有可能被其他
材料替代。因此，减少塑料制品消费不仅要
在消费环节发力，也需要在生产环节发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
员王晓毅

“限塑令”很有意义，
但不能只停留在倡导层
面，也要更加注重强制性的
要求。比如，进一步从法律
法规层面细化相关规定，
明确违反相应规定的惩处
措施。监管部门也要进一
步强化监督与检查。

——武汉科技大学资源
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黎

应该在政策制度
和执行层面，建立起一
个从塑料袋生产、销售
到回收的完整生态链，
用更多元的市场手段，
在最大限度降低社会
成本的前提下，控制

“白色污染”。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
授陈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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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 ，
江西省新余市渝
水区城北街道办
的志愿者在恭惠
农贸市场门口向
群众免费发放环
保袋。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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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初，智利成为南
美国家中第一个颁布“禁塑
令”的国家。无独有偶，新
西兰政府也宣布，2019 年起
全 国 范 围 内 禁 止 使 用 塑 料
袋。这证明，禁塑、限塑正
在世界范围走向实践。

中 国 也 不 例 外 。 早 在
2007 年 ， 国 务 院 就 颁 布 了

“限塑令”，要求超市、商铺
等停止免费提供塑料袋。“限
塑令”从 2008 年开始执行，
至今已经 10 年。10 年来，限
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目前的情况依然
不能乐观。“限塑令”只是要
求有偿提供，并没有禁止。
很多人都愿意花几毛钱买一
个塑料袋，认为既实惠又方
便。伴随着电商物流业不断
壮大，其所带来的塑料袋污
染 问 题 也 日 益 严 重 ， 仅 仅
2017年的“双十一”，就产生
超过十亿个塑料袋，而且多
数不可降解。

因此，舆论场上对于限塑
的话题讨论越来越热烈，甚至
有很多声音要求直接禁止塑
料袋使用。国家相关部门表
示，正在研究制定新的“限塑
令”。其实，限塑也好，禁塑也
罢，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制定政
策，还应该鼓励民众、相关企
业全面参与其中。

将电商物流、外卖等行业纳入限塑的通
盘考虑之中。现在满大街的外卖小哥、快递
员所送的货物，大部分都使用塑料袋，并且
不可降解。因此，如何减少外卖、电商物流
行业中的塑料袋使用，是政府在研究制定新
的“限塑令”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

激励电商、外卖等行业减少塑料袋的使
用，鼓励科技公司加强可降解塑料研发。此
前，许多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减少塑料
袋使用，比如共享快递盒等。这种做法值得
鼓励。但更加治本的方法是在科技上下功
夫，在资金、人才、税费方面加强对研究可
降解塑料公司企业的支持，帮助他们尽快研
究出既优质、又廉价的可降解塑料或者其他
绿色产品，减少不可降解塑料生产。

民众应该养成绿色生活理念，自觉地加
入减少塑料袋使用行列。要鼓励民众使用布
袋、或者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尤其是针对外
卖、电商等，让民众不可随意丢弃塑料袋，
鼓励民众循环使用。

总之，为限塑禁塑负起责任的，不应该
只有政府，企业、个人都应该负起相应责
任。只要全民参与限塑禁塑，让塑料袋这种
白色污染消失的一天就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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