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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一次性饮料杯及其替代品的生命周期分析

为例，该报告还详细陈述了对于一次性饮料杯及其替

代品的基于LCA分析的一些研究发现和建议，如下列

出了一些关键发现和建议：

（1）可重复使用的饮料杯比任何材料制作的一

次性杯子都更加环境友好。如果塑料杯能够用到20—

70次，就可以明显降低对气候的影响；如果能用到

20—40次，对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就会远远小于一次

性杯子。

（2）不论什么材料的一次性饮料杯，其对环境的

影响是相当的。如果某些场景只能使用一次性水杯，

那么对环境影响最低方式就是采用可回收的纸杯，且

这个杯子使用之后的实际去向是回收再生，而不是混

入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

（3）循环利用率越高，对环境的影响就越低。例

如，回收率超过80%的一次性纸杯和可重复使用但在

清洗过程中需要较高能耗的杯子相比，前者依然是一

个更好的选择。

从全球来看，塑料污染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塑料废

物没有得到完善的管理。需要从全生命周期来考虑，

从产品设计、材料的选择、可重复使用性、消费模式、

回收和循环再生等全链条的角度进行政策决策，以实

现系统性转变。要解决一次性饮料杯的问题，推广可

重复和多次可重复使用的杯子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回

收和循环再生也是促进减少一次性塑料污染和降低

塑料制品碳足迹的有效方式。具体哪个方式更好，需

要看各国的国情、产业特点、市场模式、技术水平和经

济成本而综合考虑。

四、国际塑料污染治理的最新进展
根据202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所通过的第

5/14号决议，国际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已于

2022年组建完成并计划通过召开5次国际谈判会议

完成国际法律文书的制定。

目前，INC已召开了4次会议，分别于2022年11

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市（线上线下结合）、2023年

5月在法国巴黎、2023年11月在肯尼亚内罗毕以及

2024年4月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其中，前两次会议

选举了主席团，通过了议事规则，并授权起草了零案

文。第三次会议（INC3）上，各方在零案文的基础

上进行了第一轮的基本立场磋商，会后形成了汇集

各方全部意见为一体的、不加编辑整合的修订版零

案文。第四次会议（INC4）有来自170个国家和超

过480个观察员机构的2500余名代表参加，各国政

府代表以修订版零案文为基础展开了对部分案文的

实质性磋商，两项推进谈判进程的重要决议获得通

过：一是决定成立两个会间闭会工作组，将分别开展

有关可能资金资源和资金机制的总体分析，以及开

展有关塑料制品、化学品和产品设计的标准及非标

准类措施和建议的识别分析供INC5参考；二是决定

成立不限成员名额法律起草小组并于INC5开始工

作，负责审查修订案文草案要素以确保法律的健全

性。第五次会议（INC5）将于2024年11月在韩国釜

山召开。

总体而言，经过四次国际政府间谈判磋商，各方

的主要立场越来越清晰，但各方对有关原生塑料聚合

物限制生产、有问题的化学品管控、有问题和可避免

的塑料制品、产品设计等核心条款的对立性观点仍

然难以弥合。如何实现UNEA5/14大会决议所定的

2024年底前完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起草的目标还

需要各方的建设性建议、灵活性和一致的决心。

作者介绍：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常务

副秘书长；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联合工作组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

各位读者朋友：

现就 《世界环境》2024.2期 《日本环境学习基地与设施开放》 一文中两处内容更正如下：

首段末句更正为：截至2022年3月底，日本47个都道府县设立了140多个基地，82个政令

指定城市及重要城市设立了190多个基地。   

第二段首句更正为 ：这些基地包括京都生态中心（京都市）、北九州环境博物馆（北九州

市）等专门为环境学习和展览设立的设施。

特此更正，敬请谅解。

《世界环境》 编辑部

更
正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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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塑料重复使用：
政策梳理与国际公约展望 
Promote plastic reuse: policy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global plastics treaty   

■文 / 金海媚  王丹青  游于晴

在过去50年间，全球塑料消耗量增长了20多倍。

据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到2034年，全球的塑料消

耗量将再翻一番。中国已于2019年成为全球塑料产

量最大的国家，塑料消费量更是与日俱增。

一次性塑料包装在全周期内，从生产到回收，都

在以不同形式对环境产生各种负面效应，特别是在生

产和回收阶段，它们会排放大量的碳，加剧气候变化。

如果不改变现状，到2050年，塑料的碳排放可能占全

球1.5°C温控目标所需碳预算总量的10%—13%，将大

量挤占其他行业的碳排放空间。另一方面，塑料包装

的环境代价巨大，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达400亿美

元，这个数字甚至超过塑料包装产业获得的总利润。

因此，专家们呼吁从源头减少塑料的使用，推广重复

使用（Reuse），让废弃物变成循环资源，替代资源浪

费型的线性经济模式。

虽然目前重复使用系统还没有普遍统一的定义，

但在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全球塑料中心发表的《让重复

使用成为现实》的报告中，重复使用系统被解释为一

项“为可重复使用包装的多次循环而设计的综合系

统”，该系统强调包装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在此系统

下，可重复使用包装仍属于重复使用系统，消费者只

拥有包装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核心目标是让物品回

归循环。如此一来，可持续性盈亏平衡点将成为衡量

重复使用系统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重复使用系统拥有诸多优势，不仅符合循环经

济的理念，而且能有效解决一次性塑料包装在使用

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首先，重复使用系统能有效

减少一次性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威胁。通过采用不锈

钢和玻璃等惰性材料，不仅显著降低了人体与有害

化学物质的接触风险，而且减少了塑料焚烧产生的

毒素排放，同时还保证了从业者免受长期暴露的健

康风险。

其次，相比一次性塑料包装，重复使用系统不

仅有效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及其污染，而且从生命

周期的角度来看，其总体环境效益和减碳效益也优

于一次性材料。以中国2021年的同城快递业务量为

例，若重复使用快递箱的替代率达到10%，且单个包

装的平均利用次数达到最高约70次时，可实现减碳

约6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根据中国石化和同济大学

的研究，从2021年到2030年，如果不对快递塑料袋

进行循环使用或替代，预计累计碳排放量将达到近

6000万吨。而如果采用循环快递袋替代一次性塑料

袋，根据使用频次，循环5次可减少碳排放约64.5%，

10次可减少约82.3%，15次则可减少88.2%。即使使

用可降解塑料包装，若处理不当，也可能导致更高的

碳排放。由此，循环包装在减少快递业的碳足迹上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循环包装作为重复使用模式的一种，不仅

能减少废物的环境污染，还能创造经济价值和新的

就业机会。这种“产品即服务”模式需要建立一套完

整的操作和逆向物流体系，其中包括包装的回收、

清洗与重复使用。此过程将生命周期成本从初期转

移到后期，创造了新的商业机遇，尤其是对于材料制

造、清洁、填充、品牌和销售领域。艾伦·麦克阿瑟基

金会估计，全球如果有20%的塑料包装转向循环使

用，可创造高达100亿美元的市场。重复使用系统所

要求的回收和清洗服务，则将带来更多劳动密集型

的就业机会。

最后，除了降低健康风险，提升环境效率和创造

商业价值，重复使用系统还能从源头上节省成本，提

高效率。一项在爱尔兰进行的研究显示，每吨垃圾的

清理成本高达1500欧元，其中一大部分来源于一次

性包装。对政府而言，重复使用系统可从源头减少废

弃物量，节省垃圾处理费用；对从业者如快递电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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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通过循环使用包装箱，在多次使用后即可回收成

本，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从而显著降低运营成本，同时

因其标准化尺寸和特殊材质特性，还能提高包装、装

卸和运输的效率，实现降本增效。

随着全球塑料消耗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其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采取行动减少一次性塑

料的使用并推广重复使用系统变得极其迫切。以下总

结了相关政府、企业及公共机构在促进重复使用方面

的政策目标、承诺及实施建议。

餐饮业包装重复使用政策及建议
2022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

了包装及包装废弃物法规的提案，其中设定了明确

的重复使用目标。提案要求，到2030年至少20%的包

装需支持重复使用系统，到2040年这一比例需达到

至少35%。此外，对于市场销售的非葡萄酒及起泡酒

类酒精饮料，要求到2030年至少10%的产品使用可

重复使用的包装，到2040年达到至少25%。欧洲各国

也根据自身情况设定了具体的重复使用目标。例如，

葡萄牙要求到2025年至少20%的酒水饮料使用可重

复使用包装，到2030年达到至少50%。智利从2024

年开始要求食品企业在堂食时使用可重复使用的产

品（如盘子，杯子和玻璃杯）。西班牙的纳瓦拉地区

要求到2028年，酒店和餐饮业必须使用可重复使用

的容器提供80%的啤酒和70%的软饮料。法国和奥

地利也设定了类似的目标，如法国规定到2023年1

月1日前，外送到企业餐饮设施的容器重复使用率达

到100%，奥地利则要求到2025年饮料包装的重复

使用比例达到2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强调，通过增加瓶装产品和饮

料杯的重复使用以及新的交付模式，到2040年，至少

减少10%（2500万吨）的短寿命塑料。此外，海洋保

护组织Oceana估计，将全球可重复使用饮料包装的

比例增加10个百分点，可以防止高达1530亿个塑料

瓶和杯子进入世界的海洋和水道。Oceana敦促饮料

和装瓶公司设定至少增加10个百分点可重复使用包

装的目标，并投入适当的资源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反思塑料”联盟（Rethink Plastic Alliance)“反

思塑料”（Rethink Plastic）和“摆脱塑料污染”运

动（#Break Free from Plastic，一项致力于让地球

摆脱塑料污染的全球运动）的建议则更加具体，提出

到2027年，通过将酒店、餐厅、咖啡馆行业的食品和饮

料重复使用率提高20%，将节省大量的资源，包括减

少990万吨的资源使用和节约26亿立方米的用水。到

2030年，若将这些行业的重复使用率提高至50%，将

节省2710万吨的资源使用和74亿立方米的用水。同

时，他们还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100%的堂食使用可

重复使用餐具，以及75%的外带和快递食品饮料使用

可重复使用包装。

快递和物流服务重复使用政策和提议
2022年的欧洲委员会的包装和包装废弃物的法

规提案对快递和物流服务中的包装重复使用目标进

行了严格规定。例如，要求从2030年起，至少50%的大

型家电产品（包括冰箱、洗衣机等）需使用可重复使

用的运输包装，到2040年这一比例须增至90%。所有

运输包装到2030年需要实现95%可重复使用，但对于

需要特别保护的易碎或重货物包装则免除这一要求。

“反思塑料”和“摆脱塑料污染”运动也提出，到

2030年，将电子商务部门的重复使用包装比例提高

到50%，可节省资源25万吨，节约用水10亿立方米，减

少429000吨二氧化碳当量。

包装领域重复使用目标
在包装领域，法国政府规定到2025年通过包装

重复利用（包括批量销售、再填充和押金返还计划）

来实现减少20%一次性塑料包装的目标。此外，法国

的包装生产者责任延伸（EPR）组织被要求至少将

其收到的5%捐款用于开发包装重复使用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英国制定了目标，到2025年所有塑料包装

将可回收或可重复使用。罗马尼亚更是从2020年起

强制市场经营者销售至少5%的可重复使用包装商

来源：https://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

hotels-using-less-plasti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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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并计划每年增长5%，以期到2025年达到30%的销

售目标。

Oceana的研究表明，到2030年，将可重复使用包

装增加10%，可以避免超过1万亿个一次性塑料瓶和

杯子的产生。绿色和平组织建议，零售商和品牌应设

立雄心勃勃的目标，至少将一次性塑料减半，并确保

至少25%通过可重复使用包装系统实现。

“反思塑料”提出了更具体的目标，建议到2027

年，30%的 欧 盟 市 场 包 装 应 可 重 复 使 用，到2030

年这一比例应达到50%，并在2035年进一步提高到

75%。此外，他们还提出行业特定的目标，如到2030

年，零售行业的饮料、家用清洁产品、化妆品和个人

护理产品的可重复使用包装比例应达到具体的百分

比，并对电子商务领域的包装也设定了明确的重复

使用目标。

企业承诺
全球多家知名公司，如星巴克、可口可乐、百事可

乐、雀巢和联合利华等，已宣布了增加重复使用包装

使用量的目标。星巴克致力于到2025年实现100%的

塑料包装可重复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并通过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的重复使用杯或回收杯项目的测试，探

索多种重复使用杯项目或运营模式。联合利华将确

保到2025年其100%的塑料包装采用完全可重复使

用、可回收或可堆肥的设计。可口可乐公司也宣布，到

2030年，其全球品牌组合中至少有25%的饮料采用可

再填充/可回收的玻璃瓶或塑料瓶，或通过传统的喷

泉式饮料机或可口可乐自由式饮料机售货机等重复

填充容器销售。

中国“重复使用”政策现状与实践
虽然“重复使用”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效减少塑

料使用的方法，但在中国，这一方法还未得到应有的

重视。目前，中国在推广“重复使用”的政策和法规上

仍显不足，主要政策集中在快递包装和物流领域。而

在餐饮等其他行业中，“重复使用”的概念较少提及，

仅有基本的鼓励性措施。此外，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

开始逐步推广“重复使用”的理念，相关政策多停留在

顶层设计和发展鼓励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措施和经

济激励，限制了其实际应用的广泛性。

在快递包装和物流领域，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

初步有效的措施。例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

治理的意见》推出了多项措施，旨在规范回收和循环

利用，促进在连锁商超、大型集贸市场、物流仓储、电

商快递等重点行业使用可循环的包装产品和物流配

送器具。此外，为支持这些措施，《“十四五”循环经

济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

也提出了具体目标，如到2025年，电商快件将基本实

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的应用规模达到

1000万个。

在餐饮行业，虽然政府也推出了《关于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的指导意见》等政策，鼓励餐饮服务单位提供可

回收或可重复利用的打包盒，但这些措施相对较少且

不够系统。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了政策上释放了一些积

极信号。例如，2023年5月，商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了《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管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

办法》，要求电商和外卖平台/企业定期报告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使用和回收情况，并鼓励使用替代产品，这显

示了对更广泛地应用推广“重复使用”的肯定态度。

尽管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已经建议外卖行业优

先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但中国的餐饮外卖行业广

泛实施可重复使用包装转型仍处于初级阶段。除了一

些特定封闭环境下的创新循环餐盒项目，大规模转变

尚需时间。例如，2022年，民间环保机构“摆脱塑缚”、

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教授段华波和北京培

思绿色科技发展中心王华博士团队发布了《外卖循环

餐盒经济与环境效益研究报告》，研究南方医科大学

顺德校区的爽提循环餐盒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爽提

负责提供点餐平台、配送、餐盒回收等服务，学校提供

政策支持、场地和餐盒清洗服务，商家通过平台销售

食物，消费者则负责点餐、取餐、归还餐盒。借助内置
来源：https://stories.starbucks.com/asia/

stories/2021/reusable-cup-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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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和唯一识别码的智能餐盒系统，爽提能够有效

跟踪餐盒的整个循环过程。截至2023年5月，南方医

科大学顺德校区的试点项目中，每个餐盒的年平均

循环使用次数达到了63次，极大地减少了一次性塑

料餐盒的使用。爽提创始合

伙人兼首席运营官王奕超

指出，高校环境的封闭性、

需求的集中性以及学生对

环保理念的高接受度，使得

高校成为外卖循环餐盒项

目的理想试点地。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在

推广“重复使用”方面已取得

一定进展，尤其是在快递和物

流行业，但在餐饮及其他行业

的应用仍需要更多的政策支

持和具体措施。未来，应细化

政策指导，制定明确的定量目

标，并配套发展必要的公共基

础设施，以促进“重复使用”的

广泛推广和深入实施。

国际塑料公约展望： 

关于重复使用政策的条

约条款会是什么样子？
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四

届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将修订版“零草案”作为谈判基

础。这一草案在产品设计、成分和性能方面提出了多

种选择性条款，目的在于提升塑料及其制品在安全、

耐久、可重复使用、可再填充、可维修、可翻新以及在

废弃后改变用途和循环利用的能力，同时减少其整体

需求。尽管“零草案”文本认可了重复使用在实现长期

消除塑料污染中的关键作用，但目前对重复使用系统

的提及相对较少，并且与其他措施如替代品、废物管

理和再回收等交织在一起，表明整体政策在这方面还

需进一步细化和强化。

为 应 对 这 些 挑 战，全 球 塑 料 政 策 中 心（The 

Global Plastics Policy Centre）指出，需要在全球

统一重复使用系统、标准和设计要求的定义。确立普

遍认可的关键术语如“重复使用”“再填充”和“修复”

的定义，以及制定全球健康、安全、材料适用性和操

作程序的标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有凝

聚力的重复使用系统基础。

“ 摆 脱 塑 料 污 染 ” 运 动（#Break Free from 

Plastic）也强调了重复使用系统在解决塑料污染问

题中的重要性，并提议在全

球塑料条约中强化与重复

使用相关的措施，包括制定

全球统一的重复使用相关

定义、标准和设计要求，并

在条约中明确包括重复使

用的具体术语和最低设计

及性能标准。他们还建议设

定明确的实施时间表和目

标，强调必须尽快过渡到重

复使用系统，并且应包含支

持这些系统的国家计划，包

括必要的能力建设、资金和

技术转移要求，以确保包容

性和公正转型。

促进重复使用全球联

盟（PR3）也提出了具体建

议，认为条约中应明确包含

重复使用的具体定义，并鼓

励各方根据标准化的产品

设计标准设定目标，以减少

对塑料的需求并提高产品的可重用性。PR3还强调，

需要在产品设计、组成与性能部分中区分和重组关

于减少、重复使用、修复和回收的规定和目标，以符

合废物管理的层级结构。同时，PR3建议设立具有最

低性能标准的可重复使用包装系统，如确保一定数

量的循环使用次数及/或包装回收率，并推动采纳能

促进不同系统间互操作性的国家或国际标准，确保

环境和社会绩效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此外，PR3建

议塑料国际公约的相应条款应支持经济发展、技术

转移及标准实施，并建议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以推动

重复使用的发展和实施。该机构将支持行业间采用

国际重复使用标准，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转移的机

会，并协调公共与私营部门的投资。

作者单位：太平洋环境资源中心（美国）重庆代

表处

来源：http://www.pexue.com/

New20190117Home/Content/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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