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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塑料制品随处可见。快递、外

卖的包装，奶茶的吸管⋯⋯不过，当我们在享受塑料便利

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塑料污染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

负面影响。

日前，省政协举行了今年首场民生协商论坛，围绕

“推进塑料污染综合治理”协商议政。该如何防范塑料污

染带来的健康隐患？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中的塑料污染

治理面临哪些挑战？塑料替代材料的发展面临哪些难

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委员和专家们的好声音。

省政协今年首场民生协商论坛，热议“塑料污染综合治理”

做科研的、办电商的、点外卖的⋯⋯
大家都得来出力

要防范微塑料
对人体的侵害

近年来，“微塑料”这个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

线。顾名思义，与看得见、摸得着的“白色污染”相

比，微塑料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滤不掉，不仅充斥

在环境中，还通过食物链回到人体。

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

科学学院教授张英说：“人虽然不吃塑料，但是塑

料开始吃人了。”

据了解，自然界中的微塑料主要有两大来

源：一是塑料制品在自然条件下风化而成；二

是在日化用品中添加的塑料微球，主要用作摩

擦剂。

人体摄入微塑料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个是

食物本身被微塑料污染，另一个是塑料用具在使

用过程中释放出的塑料微粒。

有 研 究 表 明 ，微 塑 料 已 经 在 我 们 的 生 活

中 广 泛 存 在 。“ 毫 米 级 微 塑 料 可 以 通 过 食 物

进 入 消 化 道 ；微 米 级 的 可 以 进 入 血 液 循 环 ，

分 布 到 心 、肾 甚 至 胎 盘 中 ；纳 米 级 的 则 可 透

过 血 脑 屏 障 ，进 入 大 脑 ，导 致 脑 损 伤 和 行 为

障碍。”

张英认为，防范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侵害，刻

不容缓，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对工业企业而言，

要响应国家号召，尽一切可能用可降解生物质材

料替代塑料包材和器具；对普通民众而言，要尽可

能少用或不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尤其是一次

性塑料产品。

电商塑料垃圾
成为城市垃圾污染主要源头之一

在追求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外卖、快递已逐渐

成为都市人餐饮消费的新习惯，但大家都知道，外

卖、快递产生的大量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低，而

浙江作为电商大省，全省快递、外卖包装废弃物增

量占生活垃圾增量的 90%以上，塑料垃圾治理迫

在眉睫。

省政协委员、农工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田野

认为，绿色包装供给不足、可降解塑料包装的成本

远高于不可降解塑料包装，且电商垃圾特别是塑

料垃圾回收难等因素造成电商塑料垃圾成为了城

市垃圾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省政协委员、杭州医学院副院长陆绍红在调

研中发现，外卖作为新业态行业，对于产生的塑料

垃圾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被剩菜剩饭、油脂污

染的外卖餐盒连同塑料袋，无论质量好坏，都难以

回收，只能和其他垃圾混杂在一起处理，严重加剧

了环境负担。”

那么，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带来的塑料污染问

题要如何解决呢？

“应该充分依托现有的生活垃圾回收网络、再

生资源回收网络，科学合理设置快递包装回收网

点和回收容器，在校园驿站、社区驿站、办公楼等

重点场所设置回收箱，集中回收快递包装废弃

物。并且鼓励快递企业与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开展合作，开展‘快递+回收’定向合作，探索建立

包装生产、使用和消费等多方协同的回收再利用

体系。”田野说。

陆绍红认为，应该尽早制定浙江省绿色包装

促进条例，明确各部门的权责划分和具体责任追

究机制，建立完善的监督检查制度、回收制度、督

导制度、部门协调机制和问责制度，加强审批、生

产、销售、监控、执法等各个环节监管力度，做到有

法可依，执法必严。

同时，还要压实主体责任，推行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

“要从根本上解决外卖垃圾问题，就要让相应

的责任主体切实担负起处理外卖垃圾的责任，共

同治理外卖垃圾。”陆绍红说。

加大对原材料生产的投入
鼓励替代材料的研发生产

这次民生协商论坛，继续采用现场与远程互

动、线上与线下同步的方式，除在省政协机关设

主会场之外，还在杭州桐庐县、义乌市设分会

场，政协委员、有关专家、界别群众代表踊跃建

言。

在前期的调研过程中，义乌市一些塑料制品

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对“塑料污染综合治理”有

不少想法和建议。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一直专业从事一

次性吸管的生产制造和销售，是吸管行业标准、国

家标准、ISO 国际标准编制起草单位。论坛现场

连线了公司总经理李二桥，听取他关于推进可降

解吸管行业发展的建议。

李二桥介绍，国内吸管产业规模每年约 4 万

吨，460亿支（不含食品及药品配套吸管），目前浙

江吸管产业约占全国总量的 50%以上，规上企业

都已经普遍转产环保可降解产品，积极配合国家

产业政策。

“目前市场上塑料吸管的替代产品主要是聚

乳酸（PLA）和纸质吸管，但随着限塑令的推动，产

品需求量加大，导致上游原材料出现紧缺，价格出

现了非常大的涨幅，也直接带动了下游产品的涨

价，经销商出于成本考虑，目前大多持观望态度，

对替代产品的推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李二

桥说。

为此，李二桥建议，加大对上游原材料生产的

投入和支持力度，匹配市场需求，以降低成本，让

新型环保材料的价格更加亲民，便于市场化推广；

还要从塑料替代产品的标准、标识、检验规范等方

面同步推动，让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监管者有

一个统一辨识和判定的尺度，以利于环保产品的

可持续发展。

省政协委员、浙江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院长王旭认为，应该加大对新型高分材料、制

品以及塑料回收利用等行业的政策保障和关键瓶

颈技术开发的支持力度；由相关行业组织、学术团

体牵头，制定浙江省的生物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

品的地方标准；依托相应省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

等平台，加大我省在生物可降解高分材料领域研

发、检测、认证等条件建设。

那么，我省在培育替代产业、加大可降解材料

供应能力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省经信厅的相关

负责人也在现场作了回应。

针对全省可降解材料基础产能不足的问

题，省经信厅会同省财政厅将可降解材料项目

列入省级生产制造方式示范项目，引导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加快可降解材料项目的建设。截

至目前，全省在建可降解材料产能 18 万吨，按

目前推进速度，预计到今年 6 月底，全省可降解

材料产能可达到 8 万吨，到今年 12 月底，可达

到 2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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