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标轻轻一点，商品

便送货上门。如今，网购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

种生活方式，收快递、拆包

裹是他们每天忙得不亦乐

乎的“例行公事”。然而，

又有多少人关注过手中网

购商品的包装也存在极大

的浪费现象？

为了保护快递商品，

同时也为了让消费者感到

更“贴心”，赢得“亲”们给

的“好评”，很多网店商家

往往在快递包装上也颇下

一番功夫。不仅包装盒制

作得精美厚实，有的还包

装套包装，包裹得“里三层

外三层”。而消费者收到

商品后，这些包装就失去

了用处，只能当成垃圾丢

弃。这不仅增加了网店商

家的经营成本，还造成了

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处

理这些包装垃圾既污染环

境，也耗费人力物力。

随着电子商务大潮汹

涌而来，物流业也发展迅

猛。如去年“双11”当天，

仅淘宝天猫商城的总成交

额就达到571亿元，随之产生了2.78亿件包

裹。由此不难想象，全国每年的网购包裹数量

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由此产生的包装浪

费现象又多么严重。如何“适度”包装，才能既

把网购商品完好送至消费者手中，又能较好地

避免铺张浪费现象，值得引起全社会关注。

当前，一是要尽快制定网购商品的快递包

装标准，从快递包装的材质、大小、厚薄、形状等

方面，作出合理规定，督促物流企业和网店商家

落实。二是加强宣传，唤起全社会重视这一问

题，人人从我做起，积极出谋划策，尽力减少这

一领域浪费现象。三是尝试建立网购包装物的

绿色回收体系，通过网上积分奖励、换购商品、

参与抽奖等激励方式，引导消费者不随意丢弃

商品包装，实现可循环利用。四是提倡物流企

业创新服务模式，为一些有条件的网店商家及

其商品提供少包装、零包装的安全运送服务。

通过“多管齐下”，让我们的网购行为多一点绿

色，就能为地球“减压”。

国家发改委近日下发的《关于适当调整
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并没有在风
电业界引起太大震动。

通知称，对陆上风电继续实行分资源区
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将第 I 类、II 类和 III 类
资源区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降低 2
分钱，调整后的标杆上网电价分别为每千瓦
时 0.49 元、0.52 元和 0.56 元；第 IV 类资源
区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维持现行每千瓦时
0.61元不变。

风电将与传统能源同台竞争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与之前预期的 4 分
钱下调幅度相比，已经是减半，对风电行业
的负面影响已大大减弱。而且，由于上述规
定适用于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核准的陆上
风电项目，以及 2015年 1月 1日前核准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投运的陆上风电项目，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风电将出现一轮圈地抢
装潮，利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随着各开发
企业抢订设备，风机供不应求的局面出现，
价格将随之上涨，而项目施工价格和其他相
关费用也都将有所上涨。

不少发电投资运营企业则纷纷采取对
策，打算集中投资，加快推进降价地区已经
开工项目的建设，以保证在年底前投产。调
价客观上有利于技术性能符合行业标准、更
为适应风能资源状况、成本具有竞争优势的
设备制造企业的生存发展，加快制造业的优
胜劣汰。但也有人担心一些开发商为了尽
快上项目，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

业界普遍认为，虽然本次降价低于预
期，但不排除近一两年继续大幅调低价格的

可能。从中长期来看，风电上网电价已经进
入下降通道。

其实，2009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
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将全
国分为 4 类风能资源区，发电上网电价分别
为每千瓦时 0.51 元、0.54 元、0.58 元和 0.61
元。同时，国家发改委明确每隔一段时期重
新评估电价并调整，让风电电价最终与常规
能源接轨。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
将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作为改善
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风电近年来在我国
取得长足发展，成为近年来增长最快的电源
类型。作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我国风电装
机容量、发电量均已超过核电，成为继火电、
水电后的第三大主力电源。

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共有 1352 个风电
场并网发电，累计吊装风电机组 58601 台。
2013 年底风电并网装机容量 7716 万千瓦，
占全国电源总装机容量的 6.2%；全年风电
上网电量达 1357 亿千瓦时，占全国上网电
量的 2.5%。

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的成熟，单位
发电装机造价也在下降。但在过去几年，
我国风电上网电价一直没有变化。“本次风
电价格下调，是 2009年出台风电上网电价
后的首次下调。”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
师兼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白建华表
示，“国家逐步降低风电上网电价，体现了
风电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风电正逐步走向
补贴不断降低、最终取消补贴、参与电力
市场竞争的道路。”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风电等清洁能源
从替代能源走向主力能源必须要经历与传
统能源在同一个平台上的竞争。而同台竞

争的重要基础是价格。
从 2011 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就开始酝

酿下调上网电价。在去年的北京国际风能
大会上，发改委酝酿调整风电价格的消息就
成为与会者热议的焦点。赞成者认为，下调
风电价格，使其与传统能源同价竞争是必然
趋势。反对者则表示，调价可能会对目前不
景气的行业造成更大的打击。2014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召开“陆上风电价格座谈
会”，通报风电上网电价下调设想方案，风电
企业与行业协会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主
要理由是因“弃风”问题，风电开发商的财务
状况大不如前，此时调低上网电价，将严重
挫伤风电投资的积极性。今年出台的风电
上网电价就是综合考虑各方诉求的结果。

消纳风电需形成全国大市场

随着风电规模扩大，我国风电产业也出
现发展不协调、电网运行不适应、创新能力
不强、支持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我国风
电产业还处在扩大规模、优化布局、提升质
量的爬坡阶段，风电企业盈利能力还很脆
弱。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国风电行业亏
损面达到 50%以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电装机
容量已稳居中国和亚洲第一，盈利性保持领
先。但总经理李恩仪表示，企业未来发展仍
面临着弃风限电和风电盈利能力脆弱等亟
待解决的问题。

大唐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风电
整体情况不太好，而且受电力需求不足影
响，弃风限电情况并没有改善。”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依然很大，目前我国风电仅占全社会用电量
2.5%，而欧盟、西班牙、德国装机占比分别
达到 13%、21.8%和 18.4%，电量占比分别达
到 8%、20.9%和 10.2%。

另一方面，不少风电企业反映可再生能
源补贴长期存在“寅吃卯粮”的现象，形成了
补贴缺口。一些企业遭拖欠的可再生能源
补贴累计高达 40 多亿元。近几年风电利润
最高达每千瓦时 0.1 元左右，而风电的平均
补贴标准约为每千瓦时 0.2 元左右。这意
味着，可再生能源补贴是目前风电企业经营
利润的重要来源。这让风电持续调价的大
趋势引起业界的担忧。

白建华说，风电“弃风”在“三北”地区较
严重，本次风电上网电价下调也主要针对这
些地区。消纳好风电，关键是要加快推动和
加强大区之间的电网联系和各级电网协调
发展、电网与电源协调发展，形成全国统一
的大市场和与之相适应的联网能力。他还
建议，把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的高效利用作
为整体电力规划研究的前提，构建对清洁能
源“友好”的整体电力系统。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
司长史立山透露，国家能源局正在研究包括
风电在内的新能源发展路线图，着力从规
划、审批层面解决弃风限电等问题；加快电
力运行管理市场化改革，通过扩大资源配置
范围、加快蓄能电站建设等手段实现电网跨
区互补、多种电源互补；同时优化电力系统，
抓紧研究以清洁能源供热的相关扶持政策。

“2020 年前后，从装机容量看，风电
仍将为第三大电源。风电、太阳能发电发
展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各自单位装机
的发电量、单位发电成本等的相对变化趋
势。”白建华说。

我国风电已超过核电成为第三大主力电源，风电上网价格 6年来首次下调——

风电能否成为改善能源结构突破口
本报记者 李予阳

谁来管管网购包装浪费

周慧虹

北京最大园林废弃物消纳基地停产——

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起步艰难
本报记者 王 晋

北京最大园林废弃物消纳基地停产——

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起步艰难
本报记者 王 晋

1月 16日下午，北京东五环外金盏乡的朝阳园林废弃物消纳基地已断电停产。 本报记者 王 晋摄1月 16日下午，北京东五环外金盏乡的朝阳园林废弃物消纳基地已断电停产。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麦盖提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塔
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是全国唯一嵌入沙漠
的县，沙漠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90%。这里植
被覆盖率极低，生态环境脆弱，年均沙尘天气达
80余天，老百姓常年忍受着沙尘之苦。

沙进人退，还是人进沙退？尽管环境恶劣、
条件艰苦，麦盖提人选择了与风沙作斗争。

2012 年以来，麦盖提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西南边缘启动了“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
建设工程，10 多万名干部群众春秋两季在与库
木库萨尔乡接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挖坑换
土、引水修路、植树造林。

两年多来，麦盖提的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进
展如何，当地的百姓生活怎样？

记者走进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望不到边的杨树、沙枣、红冠
果、红柳、梭梭草，林间条条黑色塑料水管如纵
横交错的血脉，昼夜不息地滋润着这些固沙植
物，伺机攻城略地的沙漠在这片林带前止步。

当地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以前，一年到头刮
着沙尘风，屋里屋外常年积着厚厚的黄沙，村子
里不少老人也因此患上了心肺疾病。自从有了
生态林后，黄沙天少多了，生活环境也干净了。

麦盖提县委书记文福来回忆，每逢一年一
度的植树大会战，沙漠里便红旗飘扬，车水马
龙。全县 10 个乡镇、100 多个单位的职工和群
众都来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他们顶着风沙、冒
着严寒，奋战在茫茫沙海中。有的基层来的林
业管护人员要一连半个多月吃住在沙漠中，吃
馕饼、喝凉水。有的老乡两个人同挤一间帐篷，
有的干脆在沙漠上铺上干草和被褥席地而寝。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通过发展生态和
经济林，硬是在沙漠里种出了新疆杨、红枣、胡
杨、沙枣等生态和经济林木 930 万株，总面积达
到 4.7 万亩。不仅有效抵挡了风沙的侵袭，还
使大片沙地变成了肥沃良田，在沙漠边缘构建
了一道绿色屏障。”文福来自豪地告诉记者。

据麦盖提县林业局局长陶万林介绍，塔克
拉玛干沙漠“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建设工程
规划总面积 100 万亩。到 2015 年春季将提前
完成 10万亩的造林计划。

“在树种选择上，根据湿地、盐碱地、沙漠等
不同土质情况，主要栽种生物油料树种文冠果、
俄罗斯无刺大果沙棘、红枣等树种，并以新疆
杨、梭梭、红柳等为主力防护林，努力实现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局面。”陶万
林告诉记者。

“三分造、七分管”。植树造林结束后，苗木
的抚育管护成为工作的重点。麦盖提县委、县
人民政府选择深圳中环油新能源有限公司全面
介入和参与麦盖提县防风固沙生态林建设，为
防风固沙生态林建设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确
保了苗木的成活率和正常生长。截至 2014 年
7 月底，“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定植的杨树总
体成活率达 90%以上，红枣成活率达 60%以
上，文冠果成活率达 50%以上，430 万株梭梭更
是生机盎然。

守护村庄的沙漠林地
本报记者 常 理

守护村庄的沙漠林地
本报记者 常 理

1 月 16 日下午，在北京东五环外金盏
乡的朝阳园林废弃物消纳基地，记者看到
一座座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园林绿化废弃
物，有的已经过初次处理，有的经过二次发
酵。厂房里，一片漆黑，由于位于高安屯再
生水厂项目拆迁腾退红线之内，这个国内
第一家规模化园林废弃物专业处理场不知
往何处去，2014 年 12 月中旬已断电停产，
一片萧条。

“太可惜了！北京的园林绿化废弃物
如果不能循环利用，处理方式只能是填埋、
焚烧或遗弃。填埋需要占地，焚烧会加剧
雾霾，遗弃也会造成火灾隐患并危害环
境。”北京市京圃园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永利一脸无奈，“像北京这样的大城
市，园林绿化废弃物量非常大。朝阳区量
是最大的，这个处理场每年处理 10 多万立
方米。通过多年探索，这些废弃物经过加
工后可以生产出有机肥或者苗木花卉、瓜
果蔬菜、园林草坪等的栽培基质。园林绿
化废弃物变废为宝是环保项目，但目前却
完全停产了，这样下去，设备也成了一堆废
铁。”

说到园林绿化废弃物，很多人可能并
不熟悉。它指的是城市绿化养护、郊区林
业抚养、果树修剪及木材加工作业过程中
产生的树干枝干、落叶、草屑、花败及木屑
等有机物。由于城市绿化面积不断扩大，
园林绿化废弃物数量巨大且逐年上升。但
绝大部分废弃物都没有实现资源化利用，
大部分作为城市垃圾填埋或焚烧。

在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上，《经济日
报》记者查阅到这样的数据：“2012 年，北
京市园林绿化废弃物总量约为 569 万吨，
其中远郊区县为 448 万吨。目前，北京市
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量城区约为
14.2 万吨/年，仅为资源总量的 11.7%；郊区
约为 7.2万吨/年，仅为资源总量的 1.6%。”

业内人士说，全国园林绿化废弃物的
数量很难统计，如果简单填埋，不仅造成生
物质资源浪费、占用土地资源，还会增加垃
圾处理成本。而如果对其进行资源化利
用，则能实现生活垃圾排放减量、节省珍贵
的土地资源、改良土壤和生态的目标。

虽然是件好事，但实施起来却并不容
易。首先，对园林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认识不到位。调查中，不少人的反应是：

“什么是园林绿化废弃物？”“绿化废弃物量
很大吗？需要特别处理吗？”其次，由于绿
化废弃物污染并不像生活垃圾、淤泥等的
污染那么“显性”，有关部门对相关企业没
有补贴，行业发展步履艰难。

就以朝阳园林废弃物消纳基地为例。
王永利告诉记者，2007 年，京圃园公司为
朝阳园林废弃物消纳基地的建设提供了技
术支持，由楼梓庄林业站经营。两年后，楼
梓庄林业站与京圃园公司签订协议，委托
京圃园运作消纳基地，合约期为 10 年。消
纳基地免费接受朝阳区 3 个绿化队和多家
公园共 30 个单位产生的园林废弃物并加
以循环利用。但合约运行到第五年，目前
却遭遇拆迁的难题。

“涉及农业、基质的投资期比较长。日
常修剪后的枝叶、秋天的落叶、夏天的草
尖、冬天被雪压落的树枝，不同类别的园林
绿化废弃物加工成基质对粉碎或发酵都有
不同要求。前期，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做工
艺改进、设备研发，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农林科学院、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的
科研团队共同研究，探索原材料的处理方
法、种植不同作物的基质养分、发酵方法，
前期投入很大。”王永利说，“2012 年，产品
基本定型了。2014 年，刚开始获得微利，
现在不知拆到哪里去，生产只能停顿。”

负责消纳基地日常运营的项目经理白
洁是学无土栽培的硕士研究生。在她眼
里，这些绿化废弃物是“宝贝”：“这是个有
生命力的行业，废弃物可以变成有用的东
西，让植物生长得生机勃勃。如果把发酵
后的基质循环利用，城市的公园绿化、土壤
环境都会提升一个标准。”王永利插话说：

“城市里很多绿化用土是回填土，很贫瘠。
如果都能把园林绿化废弃物循环利用起
来，不仅能提升园林绿化水平，而且能提高
土壤涵养水源的能力。”

目前，各地逐渐认识到园林绿化循环
利用的意义。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先后出
台了相关规划和措施。查阅《北京市园林
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林业生物质能源
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可见，《规划》提出
在“十二五”时期末达到如下目标：“处理规
模：全市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规模由‘十一
五’时期末的 5万吨/年增至 50万吨/年。”

“我们必须走园林绿化废弃物循环利
用的路子。”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副院
长、博士生导师孙向阳说。他建议，首
先，要按照废弃物“谁产生谁处理”的原

则，园林绿化部门应切实负起责来；其
次，国家要加大立法，城市裸露的土地必
须采取生态措施覆盖，减少扬尘的产生；
第三，逐步禁止泥炭的开采和使用，目前
不少地方使用泥炭作为栽培基质，成本很
低，但破坏湿地环境；第四，对园林绿化
废弃物收集、生产加工、产品销售等环
节，应给予适当补贴和优惠政策，减轻企
业压力。“目前，大家都看到了污水、垃
圾的污染，对园林绿化废弃物的重视程度
还不够。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应具有预见
性，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德国出台废弃物专项法律
德国通过了《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

成为德国建设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专项法
律。对于园林绿化废弃物，德国制定了
Kassel 计划：将庭园枯枝、落叶等垃圾，
厨房食物残余、果皮等有机废弃物放入生
物降解塑料袋，再装入收集桶内处理。

美国为“落叶化土”找出路
1976年，美国颁布实施的《资源保护和

回收法》，可视为农业循环经济的管理起
源。美国环境保护署专门颁布了园林绿化
废弃物和城市固体废弃物堆肥的法则，对
园林绿化废弃物收集、分类、堆肥和后加工

的工艺程序、相关的法令和标准都有严格
的规定。“落叶化土”循环模式已在一些地
区规模化，美国许多州还规定当废弃物堆
肥材料符合土壤改良材料的质量要求时，
政府部门就必须购买或使用这些废弃物的
堆肥材料，为“落叶化土”找到出路。

丹麦能源消费 8l%来自生物质
丹麦从1992年起就制定废弃物规划，

1997年起规定所有可燃性废弃物必须作为
能源回收利用，禁止填埋，并制定了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法律政策和税制，采取了一
系列明确的鼓励政策，2002年丹麦能源消
费8l%来自生物质能。 （金 名）

园林废弃物，国外怎么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