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10
2021年
5月29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习惯1： 用纸吸管影响 “喝
奶茶的快感”

“限塑令” 实施以来， 餐饮行业
响应国家号召， 将长期使用的不可降
解塑料吸管替换为纸吸管。 记者探访
北京、 成都、 太原等地的部分咖啡馆
时发现， 目前在喜茶、 星巴克、 瑞幸
等门店出售的饮品均已提供纸质吸管
作为塑料吸管的替代品； 麦当劳、 肯
德基的部分门店则在新规实施前就更
换了塑料吸管、 餐具和打包袋。

不过， 因口感问题， 使用纸吸管
引发了部分消费者吐槽自己的 “糟糕”
体验： “难用！ 还有一种奇怪的木头
味道， 影响饮品口感！” “从环保的角
度我非常支持， 但泡一小时就发胀变
软了， 感觉像在吃卫生纸。” “没有厂
名厂址、 材质什么的， 感觉不是很放
心。” “难道纸制品的原料和生产废料
就更环保吗？” ……

有消费者表示 ， 相比用纸吸管 ，
自己更愿意打开杯盖直接饮用； 有消
费者直言 “纸吸管影响了喝奶茶的快
感”， “被纸吸管剥夺的快乐” 因此成
为微博上不少奶茶爱好者讨论的热门
话题； 更有消费者表示， 如果门店同
时提供纸吸管和塑料吸管， 自己更愿
意选择塑料吸管。

据悉， 普通塑料吸管原材料价格
约为每吨8000元， 而可生物降解的聚
乳酸 （PLA） 塑料吸管原材料每吨近4
万元 ， 纸质吸管原材料每吨约2.2万
元———折算下来， 纸吸管的价格相当
于普通塑料吸管的2倍到3倍， 聚乳酸
塑料吸管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塑料吸管
的5倍。 成都市一家吸管生产厂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 由于纸吸管与聚乳酸塑
料吸管的售价相差较大， 目前厂子接
到的纸吸管订单数量明显更多一些。

业内专家指出， 虽然相对塑料吸
管而言， 纸吸管更容易降解， 也符合
“限塑令” 要求， 但纸吸管未必就一定
比塑料吸管更加安全环保。 中国食品
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指出， 纸吸管和塑
料吸管是否安全， 还得看其生产过程
是否规范， “一些使用劣质塑料的塑
料吸管、 工艺未达标的纸吸管都是有
害的”。 不过， 朱丹蓬表示， 作为一次
性餐具 ， 纸吸管环境相容性较好 。
“在各地出台 ‘限塑令’ 的背景下， 纸
吸管只是一种暂时的替代品， 未来还
会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习惯2： 塑料地膜用起来
“熟门熟路”

记者走访发现 ， 在山西 、 陕西 、
河北等地的部分农村地区， 一些农户
在种植时还是会选择一次性不可降解
的塑料地膜， 使得残留农膜成为田间
地头的 “白色污染”， 严重妨害农业生
产生活。 有受访农民告诉记者， 一次
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地膜用起来 “熟门
熟路 ”， 市场上容易买到 ， 而且成本
低。 还有人表示， 这些一次性不可降
解地膜在当地实施 “限塑令” 前就已
购买， “不用的话浪费了”。

中科院理化所高级工程师、 海南
省降解塑料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卢波
指出， 在农业生产中一度被广泛使用
的地膜极易碎化， 对生态环境破坏性
很强， 应该尽快禁止使用。 “由于不
同地区、 不同农作物使用的地膜标准
不同 ， 这就需要替代品具有多样性 ，
但是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地膜替代品 ，
这也是 ‘限塑’ 中比较难的部分。”

“塑料替代品种类形式多样， 关
键是要满足可循环、 易回收和可生物
降解的要求。” 卢波指出， 当前全生物
降解塑料制品已作为一种新兴材料得
到一定程度的应用， “随着新型材料
的不断涌现，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产
品成为潜在的替代品”。

除了要找到可循环、 易回收和可
生物降解的新材料作为塑料替代品外，
山西省推进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
加强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的探索也值得
借鉴。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将在全省范
围内推广使用标准地膜， 配合市场监
督管理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 推进全
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 山西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姚继广介绍，
山西将通过建立农膜回收利用体系 ，
培育废旧农膜加工企业 ， 实现 “企
业+回收网点+农户” 的市场化运行机
制， 提升农膜回收率。 与此同时， 还
将在全省布设320个农田地膜残留监测
点， 通过长期定点监测， 逐步摸清全
省地膜残留污染底数及变化趋势， 为
持续开展地膜污染防治提供基础数据
和理论依据。

习惯3： 不可降解塑料袋价
廉易得且方便

“环保塑料袋太轻薄， 稍微用力
就会戳破 。” 一位外卖派送员告诉记
者， 送餐时会担心外包装被戳破、 汤
汁外溢而多套几个袋子， 因此送到消
费者手中的外卖食品总是会被包裹得
“里三层外三层”。

2021年3月， 《海南省2021年禁塑
联合执法行动方案》 出台。 根据该方
案 ， 海南将在党政机关 、 国有企业 、
学校、 医院、 商超、 酒店、 旅游景区
加强禁塑政策落实， 并着重在批发市
场、 集贸市场、 餐饮集中点等重点领
域 ， 港口码头等外来输入重点区域 ，
以及本地企业非法生产、 非法储存和
批发等重点环节，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这并非海南省首次向 “白色污染”
宣战 。 早在 2008年 ， 海南就实施了
《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
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 海南省人
大常委会2009年的执法调研结果显示，
“限塑” 伊始， 塑料污染防治确实取得
了一定成效。 然而， 较之 “限塑” 规
定实施前， 2017年海南全省每天一次
性塑料袋的使用数量不减反增， 从100
万个增长到320万个。 消费者为方便购
物， 大量购买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袋。 尤其是在农贸市场， 顾客还
在挑菜时， 红色、 白色的塑料袋就已
经被摊主放到顾客面前， 免费取用。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 在北京、 上
海 、 杭州 、 西安 、 太原等大中城市 ，
不少年轻消费者在商超购物时， 还是
不习惯随身携带可重复使用的布袋 、
纸袋， 而是选择当场购买塑料袋。 在
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型农贸市场、 小超
市， 因价廉易得且方便， 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袋依然随处可见 。 在山西 、
陕西、 河北等地的部分农村， “白色
垃圾” 仍未妥善得到回收处理。 其中，
既有消费者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
和 “好面子” “图方便” 等主观心理
原因， 也有新型可降解塑料制品成本
高、 研发进展缓慢、 应用推广难等客
观原因。

习惯4： 懒得想可选择哪些
塑料替代品

根据长三角消保委联盟的调研报
告， 可降解塑料有生物分解、 光降解、
热氧降解、 可堆肥降解等不同的分解
形式。 尽管降解程度高的产品理论上
应该被优先使用， 但受成本和价格因
素影响 ， 可降解产品市场也会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 的情况。 此外， 网络
平台销售的各种替代品很多， 价格差
异大， 由于缺乏可比较的信息， 小商
家和消费者难以判断和选择。 记者走
访发现， 其中也不排除 “懒得想” 的
因素。

据了解， 目前不可降解塑料的替
代品主要有四类： 一是可重复使用的
物品 ， 比如环保布袋 、 不锈钢餐具 、
陶瓷杯等； 二是纸制品； 三是生物质
制品， 主要由蔗渣、 竹纤维、 淀粉等
生物质制成； 四是全生物降解塑料制
品。

“我国可降解材料产业已具备一
定规模 ， 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 。
产能方面， 国内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
PBAT、 聚乳酸 （PLA） 塑料等可降解
材料在建和规划产能已近千万吨。” 全
国人大代表、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指出， 虽然可降
解材料已经开始在一些领域推广使用，
比如一次性购物袋、 一次性吸管、 一
次性餐具等， 但当前可降解材料的发
展仍然存在产品结构不合理、 高端产
能不足、 低端产能过剩的风险， 需要
国家加强产业引导 ， 完善标准体系 ，
进一步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的支持力度。

在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看
来 ， 除了加大对可降解材料的研发 、
产业化和推广力度外， 还应进一步加
大对 “禁限塑” 新规的宣传力度， 让
消费者掌握 “禁限塑 ” 必备的知识 。
“根据 ‘禁限塑 ’ 新规每个阶段的要
求， 要让消费者明白这会带来日常生
活的哪些新变化， 自己应该如何配合，
同时引导和鼓励消费者养成 ‘选择合
适的替代品’ ‘不使用塑料一次性餐
具’ 等消费习惯。”

摘自 《光明日报》

限塑令
为为何何禁禁不不住住这这些些““用用塑塑””习习惯惯

经过多年持续宣传，社会各界已经在减少塑料制
品使用、更好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达成共识。 但在具体
生活场景中，一些既往的“用塑”习惯还在存续，导致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身影依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