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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每个小小的摊位上，都能
找到塑料袋的身影，伴随着摊主灵巧
一甩的动作，一单单生意成交；超市
中，推着满载的购物车去结账，收银员

头也不需抬，熟练地敲击着键盘，会问大袋小袋；
炎炎夏日，买一杯冰凉的饮品解暑，商家少不了
会给配上一根带颜色的塑料吸管……

这些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场景里，塑料制品
几乎无处不在。

算一笔眼前账：作为生产生活中应用广泛的
重要基础材料，塑料带给我们很多便利。再算一
笔长远账：因为不规范生产、使用塑料制品和不
规范回收处置塑料废弃物等，造成了能源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很多看起来超薄的塑料袋，废弃
后却可能200年无法降解，长期留在土壤中，威
胁土质和水体，造成严重的白色污染。

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发
布了《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有人称
之为升级版的“限塑令”，也有人直接称之为“禁塑
令”。升级版“限塑令”要求，按照禁限一批、替代
循环一批、规范一批的思路，分2020、2022、
2025三个时间段，对治理塑料污染进行部署。

升级版“限塑令”与以往有哪些不同？给我
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让升级版
“限塑令”更好地发挥作用？请看本报调查——

提要

网络上有人称塑料是20
世纪最糟糕的发明。

近年来，废弃塑料白色污
染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外的高
度关注。一些国家采取有奖
积分鼓励顾客不用塑料购物
袋、各种材质购物袋都收费、
征收塑料袋税等方式降低塑
料袋使用频率。

为了限制和减少对塑料
袋的使用，遏制白色污染，
2008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
的首个“限塑令”开始实施。
从这一天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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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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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年，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关于
塑料袋的国家标准，明确规
定塑料购物袋的最小厚度应
不小于 0.025 毫米。2009 年，
国家标准《塑料一次性餐饮
具通用技术要求》首次对可
降解塑料餐具提出了指标要
求。此后，一些省份结合自
身实际尝试禁塑或者实行全
面禁塑。

“限塑令”实行后，自带
购物袋、使用布袋或者环保袋
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为了方
便，往往不在乎多花上两三角
钱，“限塑”逐渐演变为“卖
塑”。由于监管不力、快递外
卖等新兴行业的塑料制品消
耗严重等因素，“限塑令”的效
果也在日益弱化。

今年1月，“限塑令”迎来
新变革，《进一步加强塑料污
染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出台。
“这次政策有很大变化。”

多位采访对象对此异口同声。
变在哪儿？

《意见》对禁止、限制使用
的塑料制品予以明确：如明确
了不可降解塑料袋的应用场
景，并提出餐饮行业禁止使用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餐
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全国范围
的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不再
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全
国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
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
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

“《意见》提出了禁止使用
场所、地域，有详细的禁止目录
和推进时间表，更为系统、明
晰，可操作性也更强。”省塑料
工业协会秘书长李德龙认为。

此外，还有一些塑料制品
禁止生产和销售。禁止生产
和销售厚度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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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
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
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
产品……

“如果说以往的政策，我们
称之为‘限塑令’，那么，新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看，似乎更应称
之为‘禁塑令’。”李德龙说。

今年7月，九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
作的通知》，并明确了相关塑料
制品禁限管理细化标准（2020年
版），而目前，新的塑料袋的国家
标准也在征求意见中。

日前，记者多方了解到，
我省的省级实施方案也将于
近日出台。

从“限”到“禁”塑料制品管控不断升级

屡禁不止的塑料袋，难以走出的“舒适区”，观望的市场，考验的是政策的执行力——

“限塑令”升级，我们准备好了
本报记者 关艳玲 赵 静 文并摄

关注“塑料污染治理”（上）

塑料废弃造成白色污染的治理不可能
一蹴而就。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升级版
的“限塑令”能取得怎样的效果，不少人仍
持审慎、观望的态度。

走访中，文起东、王宝生等企业家同
时提到了政府在推动“禁塑令”中应发挥
的作用，比如，维护好市场秩序，避免劣币
驱除良币等，“希望国家能及时出台相关
标准，加强监管，并对研制可降解材料和
生产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
扶持。”

塑料制品是商品，要从源头上遏制塑
料袋的泛滥，注定不能依靠商家自觉来实
现。不让违规产品流入市场，需要政府“看
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要确保‘禁塑令’效果，监管和惩罚措
施非常重要。”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所长张思宁认为，2008年实施的“限塑令”
虽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远远没有达到期
望的效果，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管乏力。

谁来监管，如何监管？张思宁认为，
“首先要明确职能部门，具体操作上由谁来
监管，避免‘九龙治水’；其次，要加大违令
的惩罚力度，必要时法定入罪。”

张思宁认为，“禁塑令”涉及生产者、消
费者习惯的改变，而通过加大对违规者的
处罚力度，增加违规成本，倒逼环保习惯的
养成，是最有效的方法。此外，全社会的宣
传教育也非常重要。比如，公益广告的投
放，在商场、超市、饭店醒目位置的宣传，都
有助于进一步形成共识。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对以外卖为主的餐饮小店来说，必然会增
加成本。”辽宁省饭店餐饮协会会长张宝学
同样认为，要执行好“禁塑令”，离不开加大
监管、处罚力度，严禁餐饮店特别是小食
店、路边摊等购买和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
性塑料制品。他建议政府给予一定的补
贴，帮助企业消化因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
而上升的一部分成本。

限塑，还要突破理念和习惯的惯性。
张宝学认为，“餐饮企业和消费者都要

承担社会责任，逐步改变使用习惯，弃用一
次性塑料制品。”他表示，辽宁省饭店餐饮
协会正在依据新出台的《辽宁省绿色餐饮
企业评价规范》，开展“绿色餐饮企业”创建
活动。

记者看到，这一规范的评价细则中，有
“使用可降解塑料袋、可降解一次性餐盒餐
具”以及“订餐过程中主动向消费者提示尽
量少选用一次性餐盒、筷子等餐具”等指标
项，张宝学表示，这正是引导餐饮企业和消
费者树立绿色消费理念。

“建议疏与堵并举。疏，推广可替代塑
料材料和循环使用的新产品；堵，从生产源
头及全产业链各环节，杜绝白色污染产生
因素的存在，加强立法并严格执法力度。”
李德龙说。

而对于塑料制品的使用者来说，替代
品的成本和效果都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如果真用可降解地膜，成本会不会高
出很多？”香瓜种植户关俊强告诉记者，他今
年承包了两亩地种植香瓜，需要用大量的时
间精力去清理地膜，自己愿意尝试使用可降
解地膜，但需要算一下经济账。

花生种植大户王强介绍，他用过可降
解地膜，但降解效果并没有预期的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全降解地
膜制造企业——大连华诺塑料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生物降解材料具
有特殊属性，不同地域的气温、土壤墒情和
农作物种植方式的不同，降解地膜的实际
降解效果确实存在差异。先进行降解地膜
覆盖示范试验，取得科学实践数据后再普
及推广应用，至关重要。

“技术上因地制宜，效果才能更好，希
望政府能出台相关补贴政策，提升大家用
可降解地膜的积极性。”王强说。

疏堵结合 强力监管

源于近年来环保理念的提升，面对
升级的“限塑令”，从生产端到市场端，
并没有表现得意外和慌乱。

“一次性塑料制品，在减量的基础
上，走向可降解，这已是大势所趋。”在深
耕环保材料研发制造领域20年、对日本
年出口环境友好型塑料袋达2万吨的营
口东盛集团，记者看到，这里生产的一次
性可降解餐具、塑料袋等制品已经形成
自主品牌，并在国内电商平台售卖。董
事长文起东表示，“禁塑令”就是产业提
速的“风口”，目前，公司正在加紧布局，
提升产能，以服务未来广阔的国内市场。

敏锐的市场主体从来不会忽略丝
毫风吹草动，政策落地时，他们早已厉
兵秣马。

“公司十多年前注册成立时，就希
望在可降解塑料研发、生产方面有所成
就，并从多年前开始布局可降解地膜的
生产实践，如今，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一旦客户调整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可以
进行生产。”营口永胜降解塑料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宝生满怀期待。

“禁止生产和使用一次性塑料制
品，前提是有价格合理的替代品。”文起
东表示，在技术上，可降解材料研制已
日趋成熟，如何控制成本是制胜所在。
基于巨大的市场需求，随着原料产量的
不断扩大，以及市场竞争下的技术革
新，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成本也会进一步
降低，从而进一步支撑和促进“禁塑令”
的实施。

超市、快递、餐饮、外卖，作为这次
政策调整的利益相关者，大势之下，一
些嗅觉敏感的企业已经提前布局。

记者走访沈阳多家超市发现，目
前，一些超市使用的仍是不可降解的塑
料袋。一家连锁大型超市相关负责人
介绍，超市也注意到了关于限塑的最新
规定，等到我省明确具体实施时间表，
将严格按照要求，使用可降解产品进
行替换。而少数大型超市早已开始使
用可降解塑料袋，在塑料袋上除了承
重、规格、生产厂家等，还标注着：本产
品能降解成粉末，还原土地不会造成
白色污染，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水，不
排放污水和有毒有害物质；太阳光直
射三个月可能会导致发生降解等环保
提示。当然，相对于普通塑料购物袋
0.2 元至 0.5 元的售价，可降解塑料购
物袋的售价明显较高。记者在麦德龙
超市走访时了解到，这里使用的可降解
塑料购物袋按大小每个分别售价为0.5
元和0.9元。

作为塑料袋新兴的使用大户，外卖
快递领域如何限塑，对政策效果影响不
容忽视。

“我们从 2017 年开始逐步推行绿
色包装，公司有专门研发包装的部门，
通过对包装胶袋厚度优化及缩小LO-
GO印刷，减少原料用量。”顺丰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正积极联合包装供
应商研发推广可循环包装，有效减少塑
料包装物使用。公司已经做了相关技
术储备，“我们会根据国家监管部门要
求推行包装减量化，绿色化，可循环，也
会利用社区宣传等形式让消费者了解
绿色包装的重要性，从而养成使用循环
包装的习惯。”

记者联系到美团外卖相关负责

人，对方介绍，美团外卖早在 2017 年 8
月就启动了外卖行业内首个关注环境
保护的行动计划——青山计划。他们
在商家端服务市场设立环保专区，引
入多样化环保包装供应商，以此来解
决商户环保选购需求。今年4月，他们
又联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设立青山
计划专项基金，建立供外卖平台餐饮
商户选择的包装产品供应商名录，资
助外卖包装（重点为外卖餐盒）创新产
品孵化项目，以实现环保包装在外卖
商家的推广使用。

消费者是否愿意为可降解塑料袋
多付费？

记者在某知名购物平台搜索可降
解塑料袋，发现已经有相当多的商家在
售卖。比如一款标明用“PLA+PBAT+玉
米淀粉”等原料做成的“全生物降解塑
料袋”，30只售价15.8元，虽然比普通塑
料袋贵上许多，但这款环保塑料袋目前
月销5000多个。

“咱买的不是塑料袋，是环保。”“全
降解塑料袋+厨余垃圾，绝配。”有买家
在评论中这样说。还有买家在评论里
十分专业地科普起了“全降解”和“可降
解”，提醒大家购买时擦亮眼睛，不要购
买部分添加了聚乙烯成分的塑料袋。
当然也有人反映环保袋“有点薄”“容易
划破”“不耐高温”等问题。

记者看到另一款秸秆浆制作的一
次性餐盒，50套售价39.9元，平台月销
也在 5000 多个。这说明，随着环保意
识的提升，以及垃圾分类的推广，对于
可降解塑料袋，消费者有需求，也愿意
多花一点钱支持环保。

减量是目标 替代是基础 成本是关键

沈阳某超市为消费者提供可降解塑料购物袋。

营口永胜降解塑料有限公司研制的可降解地膜。东盛集团生产的一次性可降解餐具。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70周年校庆公告
七秩芳华，盛世相约。2020 年 9 月 26

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将迎来建校 70 华
诞。在此，我们向关心和支持学校建设发展
的各级领导、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友人以
及广大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缘油而建，不忘报国初心。肇始于第一
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提出的“培养我国石油
工业技术人才”的决议，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1950 年在大连成立，1953 年北上搬迁至抚
顺办学，前身为大连石油工业学校、抚顺石
油学校、抚顺化工学院、抚顺石油学院。
2000年抚顺工业专门学校整体并入。2002
年更名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作为新中国
第一所石油工业学校，在70年办学过程中，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始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初心，守持“抚油”传统，积淀形成了

“问学穿石 修身诚化”的校训和“团结、求
实、严谨、创新”的校风，建成以石油石化为

特色，工、理、经、管、文、法、教、艺八大学科
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因油而兴，不负使命担当。70年来，辽
宁石油化工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与我国石油工业同发展、共进步，牢记
兴教育才使命，不断夯实发展基础，为新中
国石油工业和石油高等教育作出重要贡
献。学校是辽宁省一流学科（A类）建设高
校，现有本科专业5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权点 14 个和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10
个，联合培养博士点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4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0个；建有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2个，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2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 27
个。学校是教育部确定的少数民族本科预
科生培训基地，辽宁省石油化工紧缺本科人

才培养基地。自建校以来，辽宁石油化工大
学已为国家培养12万余名毕业生，校友中
涌现出了一批以院士、企业家、科技领军人
才为代表的行业精英和社会栋梁之材，为学
校赢得了“石化人才摇篮”的美誉。

与油共进，再续奋进华章。70华诞，是
学校承前启后的重大盛会，是学校强化石油
石化特色、向高水平大学目标奋进的新起
点。学校将以70周年校庆为契机，通过线
上线下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总结70年发展
成就，谋划未来发展蓝图，激发爱校荣校情
怀，凝聚发展奋进力量。在此，我们热忱欢
迎广大校友重返母校，畅叙情谊，追忆求学
生涯；诚邀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级领导
以及各界宾朋拨冗莅临，共襄盛举，同绘美
好未来！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2020年8月26日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丹东路西段一号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校庆工作办公室

联系人：宫老师 郭老师
电话：024-56860123 56861234
传真：024-56861234 邮编：113001
网站：http://www.lnpu.edu.cn
电子信箱：shdx70xq@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