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

出，要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防治。今年 1 月 1 日

起，我国正式实施“禁塑令”。在全国“禁塑令”实

施前一个月，2020 年 12 月 1 日，海南正式以立法

形式开始实施全域“禁塑”。

我 国 早 在 2008 年 6 月 就 开 始 实 行“ 限 塑

令”。在此之前，我国城乡居民每天买菜要用掉

10 亿个塑料袋，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增速一度超

过 20%。“限塑令”实行之后，塑料袋使用量年均

增速下降到 3%以内，主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袋

使用量年均减少 20万吨。塑料制品使用量在减

少，但规模依然庞大，治理“白色污染”形势严峻。

向“白色污染”宣战，海南于去年 12月 1日起

全面禁止销售和使用 2大类、10小类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海南为何率先实行全域“禁

塑”？效果如何？

为何要“禁塑”

“限塑”效果未达预期，
作为定位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海南，“禁塑”势在
必行

全域“禁塑”是块硬骨头。

在实施全域“禁塑”之前，海南从 2008 年 10

月就开始实施《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

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全岛进入“限

塑”阶段。

“限塑”之初，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

2009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调研结果，超市有

偿使用的塑料袋用量减少了 20%至 50%，垃圾场

塑料袋使用数量减少两成以上。

然而“限塑”十年后，效果却并不如预期。一

项数据显示，2017年海南每天一次性塑料袋的使

用数量，比“限塑”规定实施前不仅没有减少，反

而大幅度增加，从 110 万个增长到 320 万个。全

省每年使用塑料制品约 12万吨。岛内各大商超

售卖的一次性塑料袋价格从 0.05 元至 0.1 元不

等，消费者图省事，大量购买使用。尤其是在农

贸市场，顾客还在挑菜，薄薄的塑料袋已经被摊

主放到面前，免费使用。

“在‘限塑’阶段，无论是政策补贴、税收优

惠、付费使用等经济杠杆，还是行政管理、行政处

罚手段，效果都不理想。”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

长王毅武告诉记者，“限制”并不等同于“强制”，

欠缺力度。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最强优势和最大本

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2018年 4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指导意见》发布，确定海南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提出要“全面禁止在海南生

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

具，加快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应用”。

海南“禁塑”势在必行。“‘禁塑’是海南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标志性项目之一，是保持

一流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也是海南作为岛屿省

份保护海洋环境的必然选择。‘禁塑’涉及各行各

业、千家万户，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把各项工

作做实做细做好。”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沈晓明说。

“禁塑”禁什么

海南将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袋、餐具 2 大类和 10
小类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都纳入“禁塑”范围

农历春节前，记者在海口市创新农贸市场、

鹏辉商业广场等地随机采访了 10 余位市民，他

们纷纷表示支持和理解“禁塑”工作，认为这是利

国利民的好事。在被问及“禁塑”禁些啥时，大家

的答案也几乎一致：“塑料袋”。

其实，海南“禁塑”禁的不单单是塑料袋。

2020 年，海南发布了《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以下

简称《名录》），以负面清单形式明确禁止生产销

售和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种类，“禁

塑”禁些啥，都在《名录》里。

《名录》将 2大类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餐

具与 10 小类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纳入“禁

塑”范围，主要包括：含有聚乙烯（PE）、聚丙烯

（PP）、聚苯乙烯（PS）、聚氯乙烯（PVC）、乙烯-醋

酸乙烯共聚物（EVA）、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膜、袋

类和餐饮具类。

“哪些进 《名录》，哪些还不进名录，我们

经过了长期反复研究，遵循先易后难、积极稳

妥的原则。”参与 《名录》 制定的中科院理化所

高级工程师、海南省降解塑料技术创新中心副

主任卢波告诉记者，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

的农用地膜极易碎化，对生态环境破坏性很

强，目前急需禁止使用，但 《名录》 目前还没

有将其列进去，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不同

农作物使用的地膜标准不同，这就要求替代品

需要具有多样性。“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地膜替代

品，这属于‘禁塑’中比较难的部分，因此没

有进入 《名录》。”

国内其他地区生产的含塑料物品，如包裹等

能否进入海南？“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未来封关

运作后，我们将有条件对进岛货物进行检测，尽

量减少不可降解塑料物品进入海南岛。”海南省

生态环境厅土壤处副处长公磊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禁塑’不能一刀切，《名录》也非一成不变，

我们每年都会对《名录》实施情况进行科学评估

论证，结合经济、技术等发展情况，及时进行动态

调整，以适应实际情况变化，实现分批分阶段全

面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政策目标。”

公磊表示。

“禁塑”之后用啥

替代品种类形式多样，
关键是应满足可循环、易回
收和可生物降解要求

海南全域“禁塑”了，不少人担心“以后用

啥”。“我以前都是购买一块钱 100个的小规格塑

料袋，价格便宜、用着方便。”在海口市做生意的

陈琼佳说，现在他还不知道该用什么代替以前使

用的塑料袋。

“替代品种类形式多样，关键是要满足可循

环、易回收和可生物降解的要求。”卢波告诉记

者，从总体上划分，目前替代品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可重复使用的，比如环保布袋、不锈钢

餐具、陶瓷杯等；第二类是纸制品；第三类是生物

质制品，主要由蔗渣、竹纤维、淀粉等生物质制

成；第四类则是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卢波说，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作为一种新兴

材料，在国际上已得到一定应用。随着新型材料

不断涌现，只要符合上述“可循环、易回收和可生

物降解”要求的产品，都可以作为潜在替代品。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上述替代品存在

缺货、不耐用、价格贵等问题。

“环保袋子看着很轻薄，感觉轻轻用力就会

被戳破。”海口市一位外卖员告诉记者，有时候不

得已会多套一个袋子。

卢波解释说，与传统的一次性塑料袋相比，

全生物降解塑料袋虽然看着轻薄、摸着柔软，但

承 重 性 并 不 差 。 以 中 袋 为 例 ，可 承 重 6 公 斤

左右。

除了感觉不够结实耐用以外，全生物降解塑

料袋价格较高，这也是“禁塑”在执行过程中的一

个痛点。根据目前海南市场行情，生物降解塑料

袋成本是传统塑料袋的三四倍，有的甚至更高。

“禁塑”之后，海南省邮政行业统一使用可

降解包装制品。记者在海口市海府路邮政支局

看到，在大厅醒目位置张贴了“禁塑”宣传海

报，包裹、快递全部采用全生物降解塑料袋，

就连纸箱都改为免胶带折叠纸箱。该局局长吴

文告诉记者：“海南邮政全力落实‘禁塑’要

求，从发出的每一件邮件做起，做到‘禁塑’

全覆盖。”不过吴文也坦言：“‘禁塑’产品刚

刚推出，价格相对较高。比如快递包裹专用

袋，以前只需几分钱一个，现在全生物降解专

用袋一个要一元多。”

如何破解量少价高难题，海南省塑料协会秘

书长周鸿勋给出建议：一是扩大产业规模，二是

依靠科技进步，三是改变生活习惯。有业内人士

表示，海南全域“禁塑”也有优势：一是传统塑料

生产企业少，容易转型；二是塑料制品需求量不

像别的省份那么大，替代品容易满足供应。目前

海南的替代品产能已经超过传统塑料产能，但还

未能满足岛内需求，替代品价格过高的情况还将

持续一段时期。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海南省

内目前已经形成 4.5 万吨/年的塑料制品替代品

产能。2020 年 12 月 1 日“禁塑”实施以来，有 84

家企业获得了“禁塑”替代品监管码，替代品销售

量逾 2000 吨。海南省还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

吸引了中科院、中石化等 8个上游原材料项目落

地海口、洋浦和澄迈，预计投资总额逾 24 亿元，

将于 2022年至 2023年前后形成全生物降解材料

及制品完整产业链。届时，替代品价格将大幅

下降。

与此同时，为了有力支持海南全生物降解塑

料产业发展，中科院理化所联合海南大学、海南

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等单位成立了海南省降

解塑料技术创新中心。中心的工作重点就是支

持环保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研

究降解材料领域的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建立降

解材料生产应用过程中的标准体系，培养行业紧

缺人才。据悉，该中心正在制定和研究一批“禁

塑”标准和技术。

全面“禁塑”久久为功

“禁塑”是个漫长的过
程，破局还需全国“一盘棋”

2021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禁塑”

开局良好，“十四五”期间，将稳步推进“禁塑”，形

成全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完整产业链。

面对“禁塑”这块难啃的骨头，海南省做了充

分准备。据了解，在全域“禁塑”启动之前，海南

省人大常委会就对“限塑”规定贯彻实施效果、存

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调研，并提出建议。

“‘禁塑’并不是一禁了之，而是需要一

个漫长的过程。从‘限塑’到‘禁塑’，海南一

直都很注重加大宣传，引导大家不去购买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养成绿色生活习惯。”公磊

说，“海南‘禁塑’见到了成效，但一些小摊

位、小档口、小餐饮店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的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商户私下销售没

有售完的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此外，商场中很

多商品包装也都还是不可降解塑料，这些商品

产地又大多在岛外。破局还需全国‘一盘棋’。”

针对海南实施“禁塑”过程中出现的替代

品供应不足、价格过高等新问题，海南省生态

环境厅厅长毛东利表示，2021 年，海南将从加

大执法部门对“禁塑”违规案件的查办力度、

持续推进建设生物降解材料全产业链、持续加

大“禁塑”工作宣传力度三方面扩大“禁塑”

成果；配合工信厅、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吸引

国内有实力的研究机构和大型企业，在海南开

发新型生物降解材料，投资建设产业链上游项

目，以“禁塑”为契机，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

业。记者了解到，未来，海南还将开展新技术

对外合作，吸引国际新型生物降解材料技术企

业在海南开展研究和技术推广，为全国“禁

塑”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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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在 全 国 率 先 实

施全域“禁塑”，有其必然

性。从“限塑”到“禁塑”，

虽一字之变，但意味着整

个产业链都要做出巨大

调整，人们的观念和生活

方式也要随之变化。海

南全域“禁塑”是场硬仗。

作为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近年来，海南省

充分发挥全国最好的生

态环境、全国最大的经济

特区、全国唯一的省域国

际旅游岛“三大优势”，加

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

新海南，实现全省人民的

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

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

天堂“三大愿景”。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基础，是资

本，是优势，必须保护再

保护，海南没有退路。

“限塑”10 年效果未

达预期，率先在全国实行

更严格的全域“禁塑”，海

南面对的困难很大，但海

南依然迎难而上，拿出了

敢于动真碰硬的决心和

勇气。“禁塑”之“禁”，并

非简单的一“禁”了之，需

要多个环节的支持和配合。笔者采访中一

个感受就是，海南不仅有面对问题的勇气，

更有破解问题的方法，做了比较充分的准

备。比如海南在“禁塑”的同时，加紧全生物

降解替代品的研发和推广，如果有科学有

效、价格合理的替代品，市场自然会优胜劣

汰。同时，海南在全域“禁塑”之前，也在重

点行业和场所进行了试点，对出现的问题及

时改进。

“白色污染”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亟待解

决的一个难题。海南率先破题，走出了有意

义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细

做实，把这场“硬仗”坚定不移地打下去。我

们期待更多治理“白色污染”的海南“好点

子”，给更多地方治理塑料制品泛滥问题提供

有益借鉴，也为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

新经验。

吸管变成纸质的，超市购物

袋变成了可降解的环保袋……

今年1月 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

“禁塑令”，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正在远离我们的生活。在

全国“禁塑令”实施前一个月，海

南正式以立法形式开始实施全

域“禁塑”。全域“禁塑”难度有

多大？实施效果又如何？经济

日报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从“限塑”到“禁塑”改变了什么
——海南治理“白色污染”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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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推进自由贸易港和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进程中，“禁塑”工作被列为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 12个先导性重点项目之一，大

力推进。海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冯玉红在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南‘禁

塑’的决心和力度都是空前的，需要每个人的

关注和参与。”

冯玉红说，海南“禁塑”工作最大的意义

是探索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为全国“禁塑”做

出示范。

“塑料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产生

了很多性价比很高的制品，让人类生活更加便

利。但是，近些年人类无节制地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因此有

人说，塑料真可怕！其实，塑料没有好坏之

分，重要的是怎么科学地用好。”冯玉红认

为，不可降解塑料不是一无是处，可生物降解

塑料也不是毫无缺点，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

方，怎么用。“把不可降解塑料用于非一次性

用品中，能更好地发挥其成本低、耐用的优

势，用完后再回收使用。可生物降解塑料制

品，降解后对环境没有污染，但如果无节制使

用，同样是资源浪费，也会给地球带来负担。

因此，我们在使用塑料制品时，应同时倡导用

后垃圾分类，科学处置。”

冯玉红说，对于一些难回收或者不能回收

的低值一次性塑料制品，以生物可降解制品来

替代是必然趋势。“‘禁塑’最终的目标是人

人都养成低碳、节约、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

比如买菜自带购物袋，少用塑料袋包装；出行

带水杯，少喝瓶装水；出差自带生活用品，减

少或不用酒店一次性用品等。”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每一天的低碳

生活做起！”冯玉红呼吁，“禁塑”事业需要每

个人的关注和参与。“‘禁塑’只是手段而非

目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能提高对塑料

制品的认识，科学、环保地使用塑料制品，

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让生态环境得到更好

的保护！”

“禁塑”工作意义深远，专家呼吁——

“ 禁 塑 ”需 要 你 我 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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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开展海南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塑料制品废物利用塑料制品废物利用””活动活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