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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方位的塑料污染治理体系，需要不

断地完善国际法律框架、提升相关技术水平和

公众绿色消费意识。

1 推进覆盖塑料全生命周期的国际治理

1. 1 尽快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

尽快达成控制塑料污染乃至塑料产品的国

际协议，有利于形成全球共识并推动建立塑料

污染治理综合体系。过去半个世纪间，国际社

会逐步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如，2019 年在日

内瓦召开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

巴塞尔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1992 年 5 月生

效) 缔约方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对 1989 年 3 月

通过的《公约》进行修订并通过了修正案( 2021 年

1 月生效) ，从而就塑料废弃物全球范围管理机

制达成协议，将塑料废弃物纳入一个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框架，成为推进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

重要里程碑。又如，国际海事组织(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 曾通过若干关于防

止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国际协议，不断强化关

于塑料垃圾的约束管理。

既往的努力主要针对塑料废弃物，但是塑

料污染可以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产生，国际

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覆盖塑料全生命周期的

全球治理工具。为此，2017 年第三届联合国环

境大会提出了全球应对塑料污染的想法。经多

年磋商，2022 年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

《终结塑料污染: 制定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

协议》，决定建立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以到

2024 年达成一项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内容涉及塑料制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生产、

设计、回收和处理等，以及加强技术获取、能力

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1］。
1. 2 加强塑料废弃物跨境转移管控

认真履行《公约》，加强塑料废物越境转移

管控，是各国应尽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发达国

家和地区，过去的通常做法是将塑料废弃物简

单收集后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目的地

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合理管控塑料废

弃物的跨境转移，出口国应当确保接收国具备

完善的处置利用基础设施和条件，以避免产生

二次污染，并在必要时对接收国提供资金、技

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援助或支持。

我国于 2017 年正式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

经过 4 年的努力，在 2020 年底如期实现了固体

废物进口清零的目标。当前，我国继续严防洋

垃圾走私和变相进口洋垃圾，完善禁止洋垃圾

进口配套监管制度，并加强固体废物出口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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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我国固体废物出口造成进口国环境污染。
1. 3 建立符合国情的塑料治理体系

全球塑料污染问题的形成具有历史累积特

征和跨区域转移特征，为有效治理塑料污染，迫

切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

根据本国国情，协同采取积极行动。如，制定针

对塑料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引导和规范产业

发展和大众消费; 建立完善的相关基础设施，加

强塑料废弃物收集处置和再生循环利用设施的

建设; 实施积极的财税金融政策，激励塑料产业

全生命周期的技术创新。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

视塑料污染治理，率先签署《公约》和有关国际

协议，切实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2］。

如，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

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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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立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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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塑料产业技术进步

2. 1 促进塑料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和前景

在生产工艺流程上，可做两方面改进。一

是改进和创新塑料原料，在减少有毒有害物质

的添加或使用高性能、毒性少的树脂材料的基

础上，提升塑料性能以提升使用寿命和可回收

性。二是在不改变石油为原料的产业前提下，

通过优化产品设计、提高工艺效率、减少生产能

耗等方式减少开采运输和精炼制造环节产生的

温室气体。

在处置废弃物方式上，也可做两方面的改

进。一是回收再生利用塑料，既避免碳流入环

境，又减少了原料从开采到初加工过程中产生

的温室气体。二是开展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

即对无法进行材料化回收利用的废弃物进行焚

烧发电，用以替代其他化石燃料，同时减少堆积

量和填埋土地占用量。

发展可降解塑料虽曾成为一时的投资热

点，但还不能从根本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如，可

降解塑料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分解，也就意味

着机械性能弱于常规塑料，只能用于生产一些

性能要求不高的一次性制品。又如，目前常见

的可降解塑料并不能自然降解，需要特定堆肥

条件才能实现，而且如果没有被回收，依然会对

自然界造成危害［3］。

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和政策导向来

看，对塑料废弃物进行回收再生循环利用是主

流发展方向，按回收 1 吨废塑料可节约 3 吨原

油的通常计算方法［4］，回收再生循环利用塑料

可大量减少对石化原料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

减少精炼制造过程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还

可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效益。英国艾伦·麦克阿

瑟基金会预测，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到

2040 年，塑料的回收再生循环利用每年可节省

2000 亿美元经济成本，还可创造 70 万个净新

增工作岗位［5］。
2. 2 回收再生循环利用塑料的方式

按照欧洲塑料工业协会 ( Plastics Europe)

的分类，塑料废弃物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实现回

收再生利用［6］。第一种是机械回收，指在不显

著改变材料化学结构的情况下，将塑料废物加

工成二次原料或产品。这是最普遍的物理回收

形式，再生工艺非常成熟。原则上，所有类型的

热塑性塑料都可以机械回收，如，苯二甲酸乙二

醇酯( PET) 和高密度聚乙烯( HDPE) 等塑料，

它们通常用于制作软饮料瓶或容器。第二种是

化学再生，包括了一系列改变塑料废弃物化学

结构的技术，通过把构成塑料的长烃链分解和

用作新化学反应的原料，生产新的回收塑料和

其他化学品。第三种是溶解回收，作为一种净

化过程，混合塑料废弃物中的聚合物选择性地

溶解在溶剂中，与其他成分分离，并以纯净物形

式回收，而不改变其化学性质。这种技术已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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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业应用实例，如，将聚氯乙烯( PVC) 、聚
苯乙烯( PS) 、尼龙( PA) 或聚丙烯( PP ) 从混合

的多材料废物中分离出来。第四种是有机回

收，指在堆肥等好氧条件或沼气生产等厌氧条

件下，对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废物进行受控微生

物处理，适用于在微生物作用下可转化为稳定有

机残留物、二氧化碳、甲烷和水的特定聚合物。

关于塑料的化学再生利用，科技人员还在

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开发出一种“升级回收”塑料的工艺，可将

废弃塑料变成更有价值的黏合剂; 华盛顿州立

大学正在研发新的技术，将塑料转化为航空燃

料和其他有价值产品的原料。据统计，2021 年，

在欧盟 27 个成员国以及英国、挪威和瑞士，塑

料生产商计划对化学再生利用技术进行大量投

资，投资额将从 2025 年的 26 亿欧元逐年提升

至 2030 年的 72 亿欧元［7］。
2. 3 循环再利用塑料的现状、前景和政策发展

当前全球将塑料废弃物回收作为原材料再

生利用的比例不高，以 2019 年为例，欧盟 28 成

员国( 当时英国还未脱欧) 以及挪威和瑞士共

产生 2910 万吨塑料废弃物，其中回收 946 万

吨，材 料 化 回 收 率 为 32. 5%; 同 年 美 国 产 生

3568 万吨塑料废弃物，其中回收 309 万吨，材

料化回收率为 8. 66%。同年我国塑料废弃物回

收再生利用的比例为 30%，接近欧盟水平。

根据联合国网站发布的预测数据，如果全

球共同努力，到 2040 年，可将排入海洋的塑料

量减少 80%以上，将原生塑料①产量减少 55%，

为各国政府节省 700 亿美元，温室气体排放量

减少 25%［1］。

由于以循环经济发展为引导的回收再生利

用塑料具有较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以及较高的

经济效益，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制定相关政策，

并通过设立行动目标，减少一次性塑料使用和

加大塑料废弃物的分类回收和处理力度 ( 见

表 1) ，尤其是提高塑料的回收利用率和再生塑

料的使用比例。
表 1 部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塑料回收利用目标

国家和地区 时间及政策 具体目标

欧盟 2018 年 4 月通过“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提案 2025 年和 2030 年 包 装 类 废 旧 塑 料 再 生 利 用 率 分 别 达 到

50%、55%等

2021 年 7 月实施一次性使用塑料( Single Use Plastics，

SUP) 禁塑指令

以 PET 为主要成分的一次性饮料容器的再生塑料的使用比

例到 2025 年不少于 25%，到 2030 年不少于 30%

意大利 2021 年 1 月开始征收塑料税 对使用一次性塑料的包装征收 0. 45 欧元 /千克的税

瑞典 2020 年 4 月 1 开始征收塑料袋税 大多数塑料袋将被征税 3 瑞典克朗( 约 0. 31 美元) /个，而更小

和更薄的塑料袋将被征税 0. 30 瑞典克朗( 约 0. 03 美元) /个

英国 2022 年 4 月开始征收塑料税 针对再生塑料含量不到 30%的包装，向生产商及进口商收取

450 欧元 /吨塑料税

日本 2019 年颁布日本塑料回收战略目标 到 2030 年将一次性塑料容器和包装使用量减少 25%

到 2030 年塑料容器和包装的再利用率上升至 60%

到 2035 年实现所有使用过的塑料 100%有效利用包括热回收

美国 2018 年 5 月美国化学协会公布塑料可持续发展目标 到 2030 年实现 100%的塑料包装可回收或可再生

到 2040 年实现 100%的塑料包装被回收或被再生利用

在各国和地区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下，很多

国际知名品牌商已在相继响应，宣布将在其产

品中增加使用再生塑料。英国艾伦·麦克阿瑟

基金 会 与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 United Nations

·36·

①原生塑料( Virgin plastic) 是与再生塑料( regrind plastic) 相对的概念，即直接从新原料第一次生产出来。再生塑料则是指通过预处理、
熔融造粒、改性等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对废旧塑料进行加工处理后重新得到的塑料原料，是对塑料的再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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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 ) 联合发布的“新

塑料经济全球承诺”第三份年度进展报告即

2021 年度进展报告披露，目前超过 1000 家机

构加入了这一倡议，其中，所有加入的品牌和零

售商承诺，到 2025 年，其包装中的新生塑料比

例相较 2018 年将减少 19%，此外，全球 63 家品

牌和零售商设定了自己的塑 料 回 收 目 标［5］。

如，某一知名企业在其“无废世界”计划中宣

布，到 2025 年将使用 100%的可回收包装材料，

到 2030 年使用 50%的回收材料来制作瓶罐［8］。
2. 4 我国促进塑料循环再生利用的政策和实

施成效

我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颁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 年开

展废塑料循环利用试点示范建设项目，2009 年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20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2021 年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

动方案》，法律约束日益严格，塑料污染的治理

体系日益清晰，成效也日趋明显。

我国还利用财税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兼顾

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相关产业的

完善成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对塑料

废弃物再生循环利用项目和生活垃圾收集与焚

烧项目的建设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对利用塑

料垃圾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电力给予价

格补贴;《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

惠目录》对再生塑料给予较大额度的增值税即

征即退优惠政策;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

优惠目录》减轻相关企业的所得税缴纳额度;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快递行业在绿色转型中如涉

及减塑创新，可在“研发费用”科目加计扣除，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在各项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已建起覆盖广

泛、规模庞大的塑料废弃物回收体系和再生利

用体系，近年来实现了本国塑料废弃物 100%

本土利用。2011—2020 年期间，我国累计实现

1. 7 亿吨各类废塑料的材料化回收利用，相当

于累计减少了 5. 1 亿吨原油消耗、0. 9 亿吨固体

废物排放、612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排

放。此外，1992—2018 年期间，我国还累计处

置利用来自欧盟、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1. 06 亿吨塑料废弃物，并将其转化为再生塑料

原料［9］。

3 倡导绿色生活消费方式以减少塑料需求

3. 1 通过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引导减少塑料消

费和生产

在流通消费环节，采取绿色生活方式可显

著减少对塑料的消费需求，进而从根源减少塑

料制品的产生。如，使用纸质或布质购物袋替

代一次性塑料袋，使用其他的塑料替代产品，减

少过度塑料包装和多次塑料包装，重复利用塑

料制品，回收再利用塑料制品，等等。

近年来，餐饮行业在推广不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吸管，宾馆酒店行业在推广不主动

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快递行业在推广减少使

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和编织袋，等等，这些已经逐

渐成为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新风尚、新共识。

如，2022 年 4 月 22 日第 53 个世界地球日之际，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倡议公共机构

带头停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用“减塑”给地

球“减负”。
3. 2 通过实施具体的绿色生活消费政策引导

消费习惯

为有效减少塑料污染，可针对人们日常生

活的一些方面，制定实施具体的引导绿色生活

消费政策，例如推广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
UNEP 和世界资源研究所( World Ｒesources In-
stitute，WＲI) 联合发布《应对塑料污染: “一次

性塑料制品”监管措施指南》，试图帮助立法者

和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减少一次性

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推广塑料替代产品，改

进废物管理系统，加大循环利用或回收一次性

塑料制品力度，以减少海洋塑料垃圾及全球塑

料污染［10］。至 2021 年，全球已有近 100 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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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出台了控制或者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的相关政策和规定［11］。欧盟在限制

一次性使用塑料的方面走在全球前列，截至

2020 年底，欧盟中已有 23 个成员国进行了相

关立法或采取了其他行动［12］。

我国从 2000 年以来陆续发布《关于立即停

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紧急通知》《关

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关

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等一系列

政策，促进从源头减量。通过政策引导，近年

来，前往商超购物自带布质购物袋、差旅住宿自

带牙刷梳子、办公区自带重复利用餐具等已经

逐渐为公众所知和接受，开始成为人们的日常

习惯。《“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进

一步要求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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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继续推

动塑料生产和使用源头减量以及全生命周期污

染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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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plastic pollution to coordinate carb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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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tackle plastic pollution and coordinate carb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s，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covering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plastic，develop a
circular economy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plastic industry，and advocate the green lifestyle to
reduce plastic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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