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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商家开始替换，
大多数在观望

记者近日在安徽、海南、福建、浙江
等地走访发现，有的大型商超、餐饮企
业和医院开始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纸
制品来代替传统塑料制品，或者通过创
新包装设计减少传统塑料的使用。

在三亚大东海广场周边的一家大
型超市里，记者看到原来的不可降解塑
料袋已经下架。“商超、市场里生鲜类的
包装材料、连卷袋、购物袋月底前全部
更换。”一名运营经理介绍，超市已上架
部分可降解塑料袋。

“用纸袋拎咖啡、装汉堡和薯条环
保又方便，我们已经逐渐接受了。”合肥
市民鲍先生说。在合肥多个商场，记者
注意到，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等连锁
餐饮企业已经将打包袋部分或全部替
换为纸袋。

不过，由于禁塑限塑的年底最后期
限未到，以及使用成本上涨明显，这种
替代还不普遍。

记者近日在福州市的永辉超市黎
明店看到，这里提供的购物袋以不可降
解的传统塑料袋为主，可降解塑料袋只
用于打包部分即食食品。由于限塑令
对超市内用于分包装的连卷袋并未有
要求，而且超市都是免费提供的，不少
顾客大量使用这种小塑料袋打包商品，
消耗巨大。

在餐饮打包外卖服务方面，记者发
现，各平台均有“无需餐具”选项，有的
店铺有餐盒选择，环保餐盒需要额外收
费，但对于外包装袋目前没有规定。记
者调查发现，一部分店铺开始使用无纺
布袋、纸袋等作为外包装，但大多数店
铺依然在使用传统塑料袋。比如，记者
点了某比萨外卖，虽然食物包装都是纸

盒、纸袋，但外边依然套着一个不可降
解的大塑料袋。

“这不是还没到年底吗？”“传统塑
料制品的存货还有不少，得先用完再
换。”“等期限到了，我们会停止使用不
可降解购物袋的。”……不少商家对禁
塑限塑持观望态度。

“订单量不多，进行可降解塑料替
代的商户是少数。”金塑（海南）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普东直言，公司今
年8月以来生产了可降解膜袋类产品6
吨，现在仍处于积压状态。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多地
不少场所观察发现，多数消费者都养成
了自备购物袋的习惯。其中，年长者多
于年轻人，女性多于男性。有的是拿旧
塑料袋重复使用，有的使用无纺布袋、
布袋等。“现买塑料袋还要花钱，家里各
种袋子很多，一般都会随身带一个。”北
京市民张女士说。

用不起，也不够用

记者采访发现，价格是影响可降解
塑料袋推广的最主要因素。

据了解，目前，超市使用的传统塑
料袋一般中号每个0.2元，大号每个0.3
元，而可降解塑料袋每个约1元。

永辉超市福州市鼓楼区后勤品类
教练邱琳表示：“可降解塑料袋的价格
比传统塑料袋高约3倍，如果把塑料袋
统一换成可降解的，仅连卷袋一项，每
个门店每个月就会多支出20万元。”

杭州农合联王家弄农贸市场一家
水果经营户赵晓娟说：“现在都是免费
提供塑料袋，不提供肯定影响生意。
我们是小本生意，袋子价格上去会压缩
利润。”

据记者调查，可降解塑料制品价格
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材料供不应求。

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翁云宣等人的研究数据显示，从可
降解塑料原材料目前的产能来看，实现
大规模替代还需要一点时间。2019年，
我国的塑料制品产量已高达 8184 万
吨，而完全生物降解的主流材料聚乳酸
的全球产能只有约28万吨，其中我国
约5万吨。

海南创佳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蔡连开说，传统塑料制品的原材
料聚丙烯每吨约7000元，而可降解塑
料制品的原材料中，聚乳酸每吨3万元
以上。

另外，塑料制品使用方便且便宜，
替代产品的使用体验还不能与之相
比。厦门市好猫生态文明推广中心副
理事长邱竹佳表示，除价格更高的可降
解塑料袋外，其他替代品仍无法给消费
者提供足够便利，纸袋子不能承重，布
袋子在卫生方面存在问题，菜篮子体积
大不易携带。

不少消费者也表示，如果有足够方
便、好用、价格合适的替代品，完全支持
不用传统塑料袋。

倒计时阶段，
有哪些是可以做的？

据记者了解，不少企业已开始布
局，部分国内企业贯通了低成本生产聚
乳酸原材料的全线技术，最近一两年开
始大规模生产。

今年8月，安徽丰原集团年产5万
吨聚乳酸项目投产，目前年产30万吨
聚乳酸项目正在建设。为争取原材料
稳定供应，山东正凯新材料、河南中塑
新材、江苏悦达家纺等十多家企业纷纷
规划在该聚乳酸生产基地附近建厂，紧
俏程度可见一斑。

“以聚乳酸为代表的生物基可降解
材料产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鼓励相关企
业扩大产能，不仅能解决可降解塑料原
材料短缺的问题，同时还能降低可降解
塑料制品的成本。”合肥工业大学食品
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姚日生说。

也有企业担心可降解塑料制品的
假冒伪劣问题。海南天人降解塑料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智功认为，如果
监管管不住假冒伪劣的可降解塑料制
品，或者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继续大范
围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企业就难以
生存。

“管得住正规厂，管不住小作坊；管
得住大超市，管不住小卖部。”一直以
来，小作坊、菜市场、小商铺等是限塑令
执行的难点。

海口市爱蓝环境保护服务中心总
干事徐华等人建议，在可降解塑料制品
短期内难以降价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可
以使用价格补贴等方式适当减轻商户
和消费者的压力。同时，加强市场监管
力度，对违规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的行为进行查处，以保证禁
塑限塑相关政策落实。

数据显示，在2008年限塑令颁布
前，我国每天买菜要用掉 10亿个塑料
袋，其他各类塑料袋 20 多亿个，相当
于每人每天至少要用掉两个。限塑令
实施 7 年后，相关部门统计发现，超
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减
少了 2/3 以上，累计减少塑料购物袋
140万吨左右。但是，仅 2016年，几大
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 70 多亿个塑
料包装袋。

业内人士表示，限塑的目的是减
少塑料垃圾污染，核心是实现塑料垃
圾减量。一方面相关场所应严格落实
限塑规定，另一方面，消费者更容易做
到的是增加循环使用次数，一个塑料
袋多次重复使用，日常使用量必然会
减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禁用在即，可降解塑料袋准备好了吗？

“ 装 药 的 袋 子 有 点 不 一 样
了。”在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市
民们最近发现，药物包装袋、储片
袋、资料袋等开始换成了带有环
保标志的“生物降解”塑料袋。

今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和生
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
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
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
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
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
料袋。

禁用在即，“新华视点”记者
在多地调查发现，替换为可降解
塑 料 袋 的 商 家 占 少 数 ，多 数 商
家在观望，等待最终禁用期限的
到来。

观望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