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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十年 喜忧参半

在11月2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联组会议上，国
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准备会同相
关部门研究调整“限塑令”，研究制订在
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率先限制一系
列不可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的相关实施
方案。

国家邮政局等 10 部门 11 月初也
联合发文，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提出
到2020年，可降解的绿色包装材料应
用比例提高到50%。这意味着，“限塑
令”将迎来加码落实的新时期。

不过，切实做到加码落实，亟须
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明确监管者、生
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等各个环节的
责任和义务，改变“限塑”目前的有法
不依、执法不严。一方面要“堵”，从
源头上遏制，环保、质监、工商等部门
必须在塑料袋生产的审批、监控、执

法环节中出狠招、抓落实，不让违规
产品流入市场。另一方面要“疏”，完
善塑料袋销售、使用和回收的全链条
制度设计。

当然，无论是堵还是疏，最关键的
是公众环保意识的转变。以全球“限
塑”最为成功的爱尔兰为例，政府长期
在学校、社区等开展宣传教育，给消费
者分发环保宣传手册、环保购物袋等，
如今爱尔兰全社会已经形成不接受、不
欢迎塑料袋的氛围。

“‘限塑令’的核心价值在于向整个
社会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资源有价，
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专家表示，只
有引导大多数消费者形成资源有价意
识，让消费者从思想上“限塑”，才能促
进人们主动参与“限塑”，最终实现保护
资源、保护环境的目标。

（张一琪 彭训文）

塑料袋限用拟扩范围全民环保需多管齐下

2007年12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发布。近10
年来，这份被公众称为“限塑令”的通知在限制和减少塑料袋使用方面效果明显。然而随着时
间推移，特别是随着近年外卖、快递等行业迅速发展，“限塑令”效果逐渐弱化。

今年11月初，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准备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调整“限塑令”；国家邮
政局等10部门也联合发文，着力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但要让“限塑令”真正达到预期效果，
需要政策引导、消费自觉、替代品研发和生产供给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违规者将被判刑

孟加拉国从2002年3月开始禁止使用塑料袋。违反法
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处最高10年刑，发放塑
料袋者则可被判处6个月监禁。 （韩维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
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从
2008年6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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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 6 月 1 日
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
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
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国家发改委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
“限塑令”实施以来，超市、商场的塑料
袋使用量普遍减少2/3以上，累计减少
塑料袋 140 万吨左右，相当于节约了
840万吨石油。

不过，在一些农贸市场、商品零售
场所内，超薄塑料袋肆意流通难题仍
然存在。同时，随着“互联网+”兴起，

快递和外卖领域逐渐成为塑料袋使用
“大户”。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去
年快递业塑料袋使用量约 147 亿个。
今年“双11”的包裹量约为15亿个，其
中大多数为无法降解的塑料袋。

另外，外卖类 APP“饿了么”近期
发布的外卖大数据显示，外卖市场每周
有超过3亿份外卖被送出，如果按每份
外卖消耗1个塑料袋计算，就产生了至
少3亿个塑料袋。

总的来看，“限塑令”的确起到了增
强消费者环保意识的作用，并在实施前
期使塑料袋使用量大减。但近年，由于
超薄塑料袋肆意流通的旧难题尚未解
决，快递、外卖等领域又成为塑料袋监管
的新盲区，导致“限塑令”执行效果弱化。

为配合“限塑令”落地，商务部、国
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2008 年联合发布《商品零售场所塑料
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其中对向
消费者无偿或变相无偿提供塑料袋等
行为制定了相关处罚措施，但实际效
果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执法部门取证难、执罚难
是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限塑令”本身
存在局限性，产生了很多“灰色地带”。
大部分顾客为图便利都会直接购买塑
料袋，超市成为最大受益方，使得“限塑
令”有转变为“卖塑令”之嫌。

此外，对于近年出现的快递、在线
或线下购物采用塑料袋包装，“限塑令”

也没有明确规定，给了塑料袋继续泛滥
的机会。

同时，生物降解材料塑料袋、环保
购物袋等成本高，限制了其大规模推
广。一般来说，生物降解塑料袋成本是
传统塑料袋的2至3倍，目前全国生物
基塑料和降解塑料产量仅十几万吨，和
传统塑料千万吨的年产量相比差距明
显。

消费者对“限塑令”知之不详或主
观上仍存图省事观念，也是造成“限塑
令”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专家表示，在
缺乏低成本环保替代品的前提下，很难
通过高成本的抽象道德责任实现环保
愿景。

问题叠加致消费量降幅减小

“灰色地带”影响“限塑”效果

加码“限塑令”重在执行落实

■压力可能会遗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研究显
示，女性孕期压力可能遗传给下一代。孕中期承受
压力较大可能影响宝宝神经系统发育，从而令宝宝
对压力反应较大、恢复较慢。

研究人员追踪观察151名中低收入女性怀孕期
间和产后半年的情况，让她们报告孕中期（12周至
24周）遭遇的压力事件，包括患病、人际关系问题、
住房困难、法律纠纷等，并检测她们孕中期的压力水
平。等到宝宝6个月大时，研究人员通过宝宝心率
来观察他们对压力源的反应。

完成全部测试的有67名研究对象。与孕中期遭
遇压力事件最少的22人的宝宝相比，遭遇压力事件
最多的22人的宝宝对压力源反应大22%，而且恢复
较慢，显示抗压性较差。 （据新华社）

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团队日前说，经过多年
野外科考工作，他们在新疆哈密的戈壁滩上发现超过200
枚翼龙蛋化石及大量翼龙骨骼化石，其中16枚翼龙蛋含有
三维立体的胚胎化石，帮助还原了这一史前“空中霸主”的
发育成长史。这是全世界首次发现三维翼龙胚胎。图为哈
密翼龙蛋及胚胎化石模型和哈密翼龙复原图。（据新华社）

中国发现史前“翼龙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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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塑料回收利用体系

德国建立了完善的塑料回收利用体系，可使99%用过的
塑料袋得以回收利用，确保塑料袋经过分拣进行机械再生和
资源回收，不会滞留于环境中。

爱尔兰

韩国

孟加拉国

德国

征收塑料袋环境税

爱尔兰政府从2002年开始征收塑料购物袋环境税后，塑
料购物袋使用减少了95%，人均年消费量21个，收税前则为
328个。

旧购物袋换新袋

从1999年2月起，韩国商店不再赠送购物袋，如果顾客
没有自备袋子，就要花钱购买纸袋或塑料袋。商店会原价收
回这些袋子，顾客也可以拿用过的旧袋子到商店换新袋子。

塑料袋、塑料盒，这是人们在生
活中经常接触的用品。但对于这些
塑料垃圾最终如何处置，很多人或
许很少关注。

白色污染，是对不可降解的塑
料废弃物污染环境现象的一种形象
称谓。这些塑料制品废弃后散落在
城市、乡村的角落，不仅影响美观，
形成“视觉污染”，还因为不易降解
而给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危害。

与颜色相关的还有一个词，叫
绿色发展，它是指以效率、和谐和可
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方式，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
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目标。显然，白
色污染和绿色发展理念是相悖的。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生产国
和消费国。“限塑令”施行近 10 年
来，的确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白色污
染问题仍不容乐观。

一方面，提高一点使用成本并
不足以抵抗公众长久以来使用塑料
袋的习惯和便利，再加上一些集贸
市场执行难、替代产品价格高等问

题，塑料袋使用量仍然很大。塑料
垃圾分类回收、重复利用需要依赖
于公民环保意识提升。而现阶段在
多数地区，虽然有了设施齐全的分
类垃圾桶这样漂亮的“面子”，却缺
乏践行垃圾分类的“里子”。

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给人们带来“足不出户，买遍全球”
的便捷，同时也产生了数量巨大的
塑料垃圾。而据媒体报道，依据三
大外卖平台目前的日订单总量，我
国日均产生约4000万个废弃餐盒。
这些都是塑料垃圾新的重要来源。

白色污染已经成为绿色发展绕
不开的难题。减少白色污染，实现
绿色发展，不能安于已取得的成绩，
要更加重视，更有力地解决问题。政
府部门的制度设计、立法保障，企业
层面的高新技术研发、替代产品生产
普及，广大公众的环保理念和实践推
广，这些缺一不可。只要全社会勠力
同心，努力实践绿色发展理念，我们
的绿色生活时代必将早日到来。

（叶子）

别让白色污染影响绿色生活

本组稿件均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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