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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实施七年多收效甚微

超薄塑料袋 依然“满天飞”
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

施的“限塑令”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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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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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限塑令”是为了
限制塑料袋的使用。但是，
七年多过去了，“限塑令”遭
遇“令行禁不止”的尴尬处
境，超薄塑料袋、免费塑料
购物袋依然随处可见。日
前，记者对我市塑料袋的使
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情
况不尽如人意。

□文/图 见习记者 杨 旭

市民

据记者了解，“限塑令”实施前，
农贸市场使用的塑料袋厚度大多在
0.005毫米左右。这种塑料袋重复利用
价值低，回收难度大，这也是国家出
台“限塑令”的主要原因。然而，记
者走访沟张农贸市场、华山农贸市
场、受降路农贸市场发现，超薄塑料
袋依然随处可见，商户、市民对此均
表示一直在用，没有什么不妥。

在受降路农贸市场一家蔬菜摊
位前，摊主为顾客取用方便，将大小
不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悬挂在醒目
位置。市民每选购一种蔬菜，摊主都
会用一个塑料袋单独装起来。若选购

较多，摊主会用最大号塑料袋统一打
包。即便如此，有的市民还要求摊主
多套一层塑料袋，而这些塑料袋都是
免费的。这些免费塑料袋质地轻薄，
显然难达到“限塑令”所要求的标准。

除了农贸市场，餐饮行业也是超
薄塑料袋的“消费大军”。在市区文化
路一家小吃店，记者看到，店主会为
餐饮外带的顾客使用超薄塑料袋进行
两层打包。与农贸市场不同的是，这
里用的都是透明塑料袋。而在市区交
通路一家自制饮品店，尽管顾客现场
打开饮用，但店主还是在饮料包装外
再套一层塑料袋。

1.农贸市场：超薄塑料袋滥用无度

在一个塑料袋的“生命旅程”
中，自从它被使用者投入垃圾桶那一
刻起，就完成了使命而“寿终正寝”。
这个曾给人们带来许多便利的“朋
友”因污染环境，从此摇身一变，成
了人们的“公敌”。它随着我们每天丢
弃的生活垃圾，静静地躺在社区的垃
圾桶里，向我们昭示着它们的侵略。

记者走访了沙北多个小区发现，
几乎每个小区的垃圾桶都是塑料袋的

“海洋”。面对这些侵略着我们生活环
境的“敌人”，居民们又是什么态度
呢？在位于黄山路的阳光世纪苑 （二
期） 小区，居民刘晓华女士对记者
说：“知道塑料袋污染很严重，但是生
活中离不开啊。在门口买个油盐酱
醋，老板也会拿塑料袋装着，回到家
就成了垃圾。不过以后会注意，像我

们背包的女士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购物
袋，但没有背包习惯的男士就没有办
法了。”

其实，小区的塑料袋污染只是冰
山一角，垃圾回收站里的塑料袋之多
才令人吃惊。记者在位于市区海河路
的一家垃圾中转站看到，这里的生活
垃圾中混杂着大量的塑料袋，堆积起
来就像一座花花绿绿的小山。

一名正在清理垃圾的环卫工焦梅
花告诉记者：“说不清一天能清理多少
塑料袋。质量好一点的塑料袋一般都
被人当作垃圾袋使用了，还比较容易
清理。那种很薄的塑料袋一点用处都
没有，有点微风就刮得到处乱飞，我
们追着捡，费劲又危险。有的被挂在
树上，影响环境，也让清理人员犯
难。”

2.社区：塑料袋污染环境成人们“公敌”

除了厚度，“限塑令”对塑料袋有
偿使用也做了明确规定，目的无非是
希望通过提高成本抑制使用需求。相
比农贸市场，大型超市对这一规定
的执行积极很多，并且得到了市民的
认可，但收费真的能有效抑制需求
吗？

3月1日傍晚，在市区人民路一家
大型超市门前，记者采访了市民赵凯
博，他手里正提着满满两大塑料袋商
品。他告诉记者：“我家附近没有大型

超市，我一般会在下班后来这里购
物。每次都是购买超市提供的塑料
袋，再说这里的塑料袋质量好，回家
后还能当垃圾袋使用，这也算是重复
利用吧。”

在超市附近的商场和购物中心，
有许多经营服装和化妆品的零售业
者。记者观察发现，这些商家有的使
用纸袋包装，有的使用塑料购物袋。
尽管这些塑料袋的厚度明显达到了

“限塑令”的规定，但均为免费。

3.超市：塑料袋收费难挡市民需求

据了解，从2008年“限塑令”实施至今，
我国每年减少量仅占生产总量的不到10%。既
然2008年国家曾经出台“限塑令”，如今为何
处于“令行禁不止”的尴尬处境？

首先，塑料袋虽然对环境造成危害，但相
比纸袋子、布袋子有其优势。比如，方便携
带、便于放置、不怕水浸，更重要的是非常便
宜，即使收费，价格也是相当低廉，只有几毛
钱。 对于“限塑令”，一些市民提出了这样的
疑问，如果完全不使用塑料袋，我们的生活会
变成什么样子呢？“过日子，生活方便是很重
要的。外出买一碗面，难道还要带上饭盒？”
一位市民说。

其次，嫌达标的塑料袋成本太高，商家仍
使用廉价的超薄塑料袋。沟张农贸市场一位商
贩告诉记者：“我卖菜十几年了，一直都是使
用这种塑料袋。记得多年前也曾有管理人员要
求按照‘限塑令’标准执行，但达标的塑料袋
成本高出许多，我们这都是小本生意，用了不

划算。况且大家都在用，有句话叫‘法不责
众’，也没见谁真的受到过什么处罚。”

再次，一些市民的环保意识不强。记者询
问市民张大妈，是否担心这种劣质塑料袋危害
健康、污染环境时，张大妈表示：“用了很多
年都没事，免费的东西哪有那么多讲究？”

还有市民认为，既然国家提倡“限塑”，
为什么不免费发放可降解的塑料袋或其他环保
的购物袋？“限塑令”之所以为“限”而非

“禁”，正是因为当前还无法杜绝塑料袋的使
用。然而，有使用就有污染，我们只能对使用
什么样的塑料袋，怎样使用做出选择。因为塑
料袋的受益人，也是这些塑料垃圾的丢弃者。
只有广大市民增强环保意识，自觉抵制和监督
塑料袋的乱用和滥用，才能最终实现“限塑
令”的应有效果。当然，政令的实施离不开政
府部门的作为。如何解决厚度小于0.025毫米
塑料袋的泛滥，还需要质监、工商等部门的通
力协作。

目前暂无替代品，人们环保意识有待提高

“限塑令”之下，我们没有感到身边的塑
料袋明显变少，人们对它依赖如故。这一难题
该如何破解？当前又是怎么处理这些“白色垃
圾”呢？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化学教研室李品艾
教授向记者解释：“我们常见的塑料袋大多由
聚乙烯制成，这种材料不可降解，会给环境带
来难以逆转的危害。受限于技术和成本，当前
许多地方处理这种塑料袋主要还是采取填埋和
焚烧。而用生物材料制成的可降解塑料袋价格
较贵，不易被市场主动接受。至于我们在农贸
市场常见的那种塑料袋，很多是用回收塑料制
成的，含有杂志和毒素，用来装食品会危害人
体健康。所以，破题的关键是要找出一种质优
价廉的替代品。”

记者在位于107国道旁的市垃圾填埋场的
所见所闻也印证了李教授的说法。该填埋场一
位工作人员称：“尽管我们有专人负责分拣，

能分拣出大部分塑料袋并进行人工处理，但还
是有一些残留的塑料袋在填埋场等待自然降
解，这一降解过程需要很长时间。不仅如此，
那种质地特别轻薄的塑料袋极易随风飞舞，不
但影响美观，而且飞到田地会伤害土壤，飞到
水面会伤害鱼虾，还有可能被禽畜吞食。希望
市民能够重视起来，共同抵制‘白色污染’的
泛滥。”

市民靳旭建议，除了公民环保意识的自
觉，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如何将监管覆
盖落实到位，不要让自由市场、流动摊贩游离于
日常监管之外。二是，不仅是单纯的观念问题，
还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支撑。以塑料袋为例，
除了购物方便，对于日常的生活垃圾处理来
说，塑料袋使用在家庭中已经成为一种刚需
品。想要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量，通过完善的公
共服务让生活垃圾处理更规范、更有效率，同
样很重要。

多管齐下，“限塑”方可显成效

21世纪初，“白色污染”问题被提出，各
国开始推行“限塑”措施。如日本《容器包装
循环利用法》 规定，一年内包装材料使用量
超过 50 吨的超市、便利店有义务制定削减购
物袋的目标，并向政府报告每个年度的削减
成绩，如发现措施不力的商家，将公布其名
字，环境大臣有权对商家处以 50 万日元以下
罚款。

美国的部分城市也已立法，旧金山等市的

超市和药店等零售商只允许向顾客提供纸袋、
布袋或以玉米副产品为原料生产的可生物降解
塑料袋，化工塑料袋被严格禁止。目前，国内
一些省份已经出台规定明确禁止生产销售和提
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

韩国自1999年实行购物袋收费制后，塑料
袋的使用减少了60%。德国政府在2002年对塑
料袋征税之后，该国塑料袋的使用量下降了
70%。

其他国家如何“限塑”

■他山之石

↑在人们的生活中，塑料
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收集上
来的生活垃圾里就有大量塑料
袋。

←超薄塑料袋在农贸市场
随处可见，商户、市民对此均
表示一直在用，没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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