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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政策下塑料产业可持续发展方向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plastics industry under 
the "plastics limit" policy
■文 / 吴波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100项重大发明

之一，塑料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改

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然而，塑料制

品使用后，因回收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导

致大量塑料制品散落到环境中，塑料制

品很难被大自然分解，带来了严重的环

境问题。

一、 限塑政策
塑料用途广泛，早已进入人类生活

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

塑料，随身的衣物、佩戴的眼镜和手机

等。面对日益严峻的塑料污染问题，塑料

产业可持续发展方向在于发展塑料“循

环经济”，构建从塑料设计生产、流通消

费到废弃后处置的闭合式循环发展模

式。通过选择正确的材料、设计和可循环

的报废，塑料便可以成为最环保的材料

之一。

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量大，回收利

用率低，使得塑料污染问题多发于一次

性塑料制品。面对日益严重的一次性塑

料污染问题，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纷纷出台“限塑”政策和措施限制使

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以减少环境污染。目

前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出台“限塑”

法规，部分法规见表1，主要措施是构建

回收循环利用系统、推广使用替代性产

品、收费及罚款等。

欧盟及美国通过限制塑料制品使用

量、对一次性塑料生产商征收税费、向消

费者收费、加强回收塑料废弃物管理或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等多种方式采取措

施。其中，欧盟“限塑”令，目标是在2025

年底欧盟国家的民众每年每人消耗不超

过40个。德国政府与相关企业达成协议，

对一次性塑料袋进行征税。美国的“限

塑”政策主要在州、城市层面上推行：一

是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二是对塑料

袋进行收费；三是采取回收计划。

2021年，东 盟 发 布《2021-2025年

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区域行动计划》指

导成员国逐步淘汰一次性塑料，协调回

收标准的区域政策。2008年，日本修订

了《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要求相关行

业有偿提供一次性塑料购物袋。韩国在

2010年10月就开始实行“再生计量收费

垃圾袋销售”制度，规定超市不得免费提

供一次性塑料袋。

2017年，肯尼亚政府下达“全球最

严”的“限塑令”，严格禁止一切零售塑料

袋的制造和使用。截至2019年6月，非洲

55个国家中已经有34个国家颁布相关法

令，禁止一次性塑料包装袋的使用或对

其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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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球主要“限塑”法规

时间/年份 国家/地区 政策法规 内容

1994 欧盟 《包装级包装废弃物指令》 限制塑料袋使用量

2001 爱尔兰 《废物管理修正法案》 收取0.15欧元/个塑料袋

2007 美国旧金山 旧金山规定

美国无国家层面限塑政策，各州独立制定

差异化限塑政策。旧金山规定：禁止在超

市、药店等使用塑料袋；禁止使用一次性

塑料袋，对纸张和可重复使用袋的强制性

收费

2008 日本 《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 相关行业开始有偿提供塑料购物袋

2010 韩国 《再生计量收费垃圾袋销售》 超市不得免费提供一次性塑料袋

2013
澳大利亚/塔

斯马尼亚州
《塑料袋禁用法案》 禁止使用厚度小于35μm的塑料袋

2018 欧盟 欧盟议会决议
禁止使用饮管、餐具和棉签等10种一次性

塑料制品

2018 欧盟
《欧洲循环经济中的

塑料战略》

到2030年欧盟市场上的塑料包装全部重

复使用，其境内超过50 %的废塑料须回收

2018 英国
《绿色未来：英国改善环境的

未来25年计划》

到2042年底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

包括塑料袋、饮料瓶、吸管和大部分食品

包装袋

2020 法国 《能源转型促进绿色增长法》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

2021 南非
《国家环境管理法》

《国家环境管理：废物法》

禁止在南非生产、贸易或商业分销国产或

者进口塑料手提袋和塑料偏平袋

2021 哥伦比亚
《国家一次性塑料

可持续管理计划》

到2030年投放到市场的一次性塑料100%

可重复使用、可回收

中国在2008年就实行了“限塑令”，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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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

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自2008年

以来，中国相关“限塑”政策见表2。

2020年，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的通知》，对塑料污染治理做出总体部署

和系统安排。提出到2020年底，将率先在

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

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到2022年底，

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费量明显减少，替

代产品得到推广。《关于扎实推进塑料

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做好塑

料污染治理工作，特别是对完成2020年

底阶段性目标任务作出部署。自2021年1

月1日起，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

等场所，餐饮打包外卖服务以及各类展

会活动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

袋，但是暂不禁止连卷袋、保鲜袋和垃圾

袋。

自此，全国各省（区、市）也相继出

台了相关配套规定。吉林省要求全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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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年份 政策名称 发布机构 内容

2008
《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

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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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 关 于 建 立 完 整 的 先

进 的 废 旧 商 品 回 收 体

系 的 意 见 》 （ 国 办 发

［2011］49号）

国务院

完善我国废旧商品回收体系、贯彻循

环经济理念、加大废旧商品的资源化

利用率

2012

《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

防治管理规定》（公告 

2012年第55号）

环境保护部

废塑料加工利用集散地应当建立废塑

料加工利用散户产生的残余垃圾和滤

网集中回收处理机制。鼓励废塑料加

工利用集散地对废塑料加工利用散户

实行集中园区化管理，集中处理废塑

料加工利用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

废物

2017 《循环发展引领行动》 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
制定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目标，巩

固“限塑”成果

2017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国办

发〔2017〕70号）

国务院

严格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年底前，全

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群众反映强

烈的固体废物；2019年年底前，逐步

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

物

2017
《农用薄膜行业规范条

件（2017年本）》
工信部 鼓励研发生产使用生物降解地膜

2020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

污染治理的意见》

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

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

产、销售和使用，积极推广替代品

2020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

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

要求出台省级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

务。

表2 中国相关“限塑”政策

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不可降解塑料购物

袋、塑料餐具。海南省就发布了《海南经

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

定》《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并提出7

个方面21项重点工作任务。

二、政策分析
梳理国内外“限塑”政策，主要方向集

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构建回收系统。在

回收制度比较完善、环保意识较强国家，

主要采用回收塑料的方法而不是禁止塑

料的使用。欧盟、日本和新加坡等国主要

采取上述政策，新加坡政府暂未发布塑

料禁止使用的政策，而是通过3Ｒ政策从

源头上防止废物产生，注重回收再利用，

使塑料发挥其最大作用。二是使用惩罚手

段。无论是在美洲、欧洲还是非洲，都有以

收费、征税和罚款作为“限塑”手段，通常

采取收取处理费、征税、设置回收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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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者罚款等措施。三是允许使用生物降解塑料。

生物降解塑料在一般自然环境下无法快速自然降

解，一些国家对于生物降解塑料的使用也是禁止的。

但也有部分国家，如意大利等国，公民环保意识强，

生物降解塑料产业较发达，允许使用生物降解塑料

来代替部分传统塑料。

国外“限塑”政策的重点主要是限制特定的一次

性塑料制品，包括一次性塑料塑料袋、塑料吸管、一

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超薄塑料袋，酒店一次性塑料制

品和农用地膜，棉签等。国内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中主要限制不

可生物降解的一次性膜、袋和餐饮具等两大类八个

小类。其中一次性膜、袋类主要包括商品包装袋和垃

圾袋，一次性餐饮具主要包括盒（含盖）、碗、碟、盘、

饮料杯（含盖）、吸管等六小类。

综合国内外“限塑”政策可以看出，目前“限塑”

的实质主要是限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一次

性塑料因轻薄、不易回收,是最容易进入到环境中形

成污染的。“限塑”的目标不是让人类社会退回到没

有塑料的时代,而是限制不使用后对生活影响很小、

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停止使用的或者是有合适替代品

的一次性塑料制品，“限塑”的范围不会无限扩大。

三、循环经济全球行动
全球范围内已经逐渐确立了“治理塑料污染，发

展循环经济”的共识，各国纷纷出台塑料回收和再生

政策，塑料循环经济所涉及的产业链上下游正逐步建

立更广泛的合作，实现塑料的闭路循环。全球多家化

工、包装、品牌巨头均已对“塑料循环”做出承诺，推动

“塑料循环经济”由政策导向往市场行为的转变。政

府机构、行业协会等多方已发起了多个倡议，促进塑

料的循环利用。2018年10月底，艾伦·麦肯阿瑟基金

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新塑料经济全球

承诺”，联合企业、政府和各非政府机构，承诺到2025

年100%实现可回收，可堆肥，使用超过25%的再生材

料。目前，已有400多家全球领先公司企业加入，这些

企业代表全球20%塑料包装生产量。随着全球各国行

动和各种联盟的形成，塑料回收成为一个全产业链都

要参与的问题。而企业间的合作案例更是不胜枚举。

相关技术创新也在朝着真正解决塑料循环经济在分

拣、回收、循环利用等问题的方向上发展，从而充分发

挥塑料循环利用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

益。

中国是全球塑料循环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

者。由于拥有庞大、成熟和完整的塑料循环再生产

业体系，我国在全球塑料循环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同时，我国企业也在积极融入世界塑料循环大体

系，加快产业和技术向塑料来源国和贸易承接国的

转移，以新的方式为全球塑料循环做出积极的贡献。

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减少使用、规范使用，积极回

收、再生利用”的行业基调，坚持做到“两提高、一减

少”，即提高塑料回收率、提高再生利用率、减少非必

要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加快构建国内塑料循环经济

体系步伐。

在设计方面，2022年3月，由中国合成树脂协会

塑料循环利用分会（CPRRA）组织编制的《塑料制

品可回收再生设计指南》系列下的《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酯（PET）产品可回收再生设计指南》《高密度

聚乙烯（HDPE）产品可回收再生设计指南》正式

发布。《塑料产品可回收再生设计指南》在中国首先

明确了“可回收再生”的定义，确立了“可回收再生设

计”的三个不同层次：易回收再生设计、需改进可回

收再生设计和低价值有条件回收再生设计。指南为

产业链上游产品研发设计人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技

术路线，循序渐进的推动设计的改变，促进塑料的循

环再生，为塑料产品可回收再生性起到直接的指导

作用。

循环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塑料100%的回收

利用。为此，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塑料循环体系建

设，加强塑料回收、分类和清运、推进资源化能源化

利用，规范塑料回收循环利用，加强对塑料全生命周

期管理，建立健全塑料产业绿色循环价值链体系。引

导全社会形成良好的习惯，建立和巩固塑料回收循

环再利用的绿色环保体系，提高民众环保意识，不断

提高塑料行业科技和环保水平，不断坚持、完善和提

升国内塑料循环经济体系建设成果。 

面对日益严峻的塑料污染问题，塑料产业可持

续发展方向在于发展塑料“循环经济”。“限塑”不仅

仅是“限制”，更是回收与利用。源头减量、重复使用

和妥善回收的循环经济方案才是塑料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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