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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国塑料制品消耗量大，塑料污染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塑料污染问题，为防治塑料

污染建立了涵盖塑料制品生产领域、流通消费领域、回收利用领域全生命周期的综合管理体系，着重减

少塑料制品的使用和促进对废塑料的回收利用，这对我国塑料污染的治理具有借鉴意义，结合我国塑料

污染治理现状可以从完善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体系、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扩大生产者责任、完善回

收处理体系、发展可降解塑料产业等几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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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 Korea consumes a large amount of plastic products. The problem of plastic pollution is be-
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recent years,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
portance to the problem of plastic pollu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control plastic pollution,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covering the life cycle of plastic products production, circula-
tion and consumption, recycling and utiliz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Emphasis is placed on re-
ducing the use of plastic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recycling of waste plastics. It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plastic pollution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lastic pollution treatment in China, we can start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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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chain control system of plastic pollution, raising residents’ awareness of garbage classifica-
tion, expanding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perfecting the recycling system, and developing degrada-
ble plastic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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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塑料由于其价格低廉、功能广泛、耐用性强已成为 21 世纪最常用的材料之一，近年来，随着城市化

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消费意识逐渐改变，日用塑料制品的需求量进一步扩大。但是塑料在

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因为其难以降解也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危害，随着时间的积累其产生的问

题也日益凸显。2017 年 7 月份，工业生态学家罗兰·盖耶博士(Roland Geyer)和他的同事在《科学进展》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计算出人类迄今为止生产的所有塑料的数量为 83 亿吨。其中约有 63 亿吨成为塑

料垃圾，这些塑料垃圾有 79%被排入垃圾填埋场或自然环境中[1]。大量的塑料废物进入土壤和海洋，据

相关数据统计，塑料垃圾占海洋垃圾的 60%~80% [2]，每年有 10%的陆地塑料垃圾(480 × 104~1 270 × 104 
t)进入海洋[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每年有数十万海洋生物因海洋塑料而死亡。这些污染物质又通过

食物链最终被吸收到人体内，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近几年国际社会对塑料污染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许多

国家实行了更严格的限塑政策，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塑料污染治理是建设生态文明、改善人

居环境的重要课题，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治理经验，完善塑料污染治理体系，助力建设美丽中国。 

2. 我国塑料污染治理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2.1. 我国塑料污染治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塑料污染问题主要有总体回收利用率较低、新兴领域塑料污染严重等，为此我国出台了

一系列方针政策，希望通过系统性治理，推动完善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各环节的管理

制度，形成塑料污染多元共治体系。 

2.1.1. 实施更严格的限塑令，推动塑料污染源头治理 
面对我国巨大的塑料消耗量，首要任务是实现塑料垃圾源头减量。《意见》区分重点城市、地级以上

城市和相关县级城市，按照 2020 年、2022 年和 2025 年三个时间段，积极稳妥地推进塑料污染控制的分步

骤、分领域整体工作。要求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行业分析，确定禁止生产、销售的塑料制品和禁止、限

制使用的塑料制品的种类。同时推广应用塑料替代产品，加强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替代材料和产品研

发，规定了商超、药店、书店等场所和餐饮外卖领域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袋，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 

2.1.2. 开展新兴领域治理，加大塑料污染重点治理 
近年来我国电商、外卖、快递行业蓬勃发展，市场规模持续上升，拥有大量的消费人群且市场潜力

巨大。而随之产生的是大量使用包装物、但未形成完善的废弃包装物回收利用机制而造成的环境污染问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2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马小月 
 

 

DOI: 10.12677/ass.2022.111021 139 社会科学前沿 
 

题。目前我国外卖市场正在呈爆发性增长趋势。对于外卖包装污染问题，《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地

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 30%。对于快递行业的塑料包装问题，

《意见》划定了“两步走”的任务目标，第一阶段，到 2022 年底，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

东等省市的邮政快递网点，先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

的塑料胶带使用量。第二阶段，到 2025 年底，全国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

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体现了政府狠抓落实、减少塑料污染的决心。同时，政府加大了对塑

料污染的防治力度，2020 年 1 月 1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

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被称为史上最严“限塑令”，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

通过推动塑料污染源头治理和加强重点领域治理、提高回收利用率等措施，我国塑料污染治理达到了一

个更高的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塑料污染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 

2.2. 我国塑料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建筑、农业、医疗、快递、外卖等行业不断崛起，导致中国塑料用量逐

年增加，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塑料消费国。2019 年中国塑料用量为 8097.84 万吨，2020 年中国塑料用

量为 9087.7 万吨，同比增长 12.2% [4]。由于人口众多、塑料消耗量基数大，相较于塑料污染所带来的生

态环境、社会经济压力，塑料污染的治理还面对着许多问题。总体来看，我国塑料污染治理处于起步阶

段，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观望，就目前我国塑料治理措施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 

2.2.1. 尚未形成系统治理体系 
塑料污染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塑料生产、加工、销售、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的各个行业的广

泛合作，形成塑料循环的闭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塑料的循环利用，目前我国缺少完善的

法律体系对各个行业进行规范监督，对一些塑料制品使用量大的新兴领域缺少统一的强制性规范和标准，

上下游产业链仍存在协同度不高、资源得不到有效回收利用的情况。 

2.2.2. 居民绿色消费意识不强 
首先是垃圾分类方法的普及度不高，目前全国几个试点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垃圾分类，通过广泛的宣

传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全国范围内居民并没有形成垃圾分类的意识，对于垃圾分类重视程度不高、

绿色消费意识不强。对垃圾分类、保护环境的整体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在一些小城市、农村地区的宣

传不到位，居民没有形成垃圾分类的自觉性，这会对后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垃圾分类产生阻碍。 

2.2.3. 回收利用产业分散 
我国的废塑料回收处理尚未形成专业化的体系，废塑料的收集主要依靠分散的拾荒者，由于缺少专

业的分拣装备，回收的废塑料品质较低，而收集起来的废塑料也多流向了规模小、技术落后、污染治理

设施较差的小作坊，二次污染严重，这是导致我国废塑料再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且受市场波动影响大，

无法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回收利用机制，也影响了我国回收产业的升级。目前我国废弃塑料的收集基础设

施有待完善，再生资源行业尚存诸多技术瓶颈，缺少精细化分拣技术，再生塑料行业的规模化、自动化

程度不够，分选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无法实现同级再生循环利用[5]。 

2.2.4. 塑料替代品产业薄弱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塑料替代产品、可降解塑料的开发与应用尚不尽如人意。目前我国塑料制品产量

已占据全球的 1/4，但是生物可降解塑料消费量全球占比仅为 4.6%，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主要原因

在于可降解塑料的价格较高，普遍是传统塑料价格的 2 倍以上[6]。受政策影响，我国可降解塑料产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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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发展势头良好，例如最常见的可降解塑料 PLA 的生产行业有大量企业涌入，但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在

我国目前仍属起步阶段，已建并投产的生产线不多，且多数规模较小。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

品使用上，我国目前尚处于产业发展前期阶段，规模小而分散[7]。 

3. 韩国限塑政策的经验 

韩国作为最早实行垃圾分类制度的国家之一，在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垃圾管理制

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垃圾处理体系，据韩国统计厅数据，2018 年韩国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

87.1% [8]。近几年塑料污染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韩国政府不断调整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实施更严

格的限塑令，主要通过减少塑料产品的产量和提高回收率来减少塑料垃圾，着力建立塑料循环经济体系。 
韩国建立了涵盖塑料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的法律体系，对塑料使用和处理的规定

具体详细，形成了较完善的塑料污染治理体系。环境部计划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到 2025 年将塑料废弃物

减少 20%，到 2025 年将分离排放的废塑料回收利用比例从目前的 54%提高到 70%。从中长期来看，减

少石油系塑料，到 2030 年将塑料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30%，到 2050 年与产业界合作，逐步将石

油塑料 100%转化为生物塑料，向“无塑料社会”转型[9]。 

3.1. 塑料生产阶段 

在生产阶段，采用政策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限制塑料的使用。 
政策方面，为了减少塑料容器的生产和使用，韩国对一定规模以上的容器类生产企业，设定生产的

容器产品中塑料容器类的生产比例。从 2022 年开始，将根据《资源循环基本法》对回收利用相对困难的

塑料容器降低生产目标。韩国政府计划截至 2025 年将塑料容器占整体容器比重从目前的 47%减少到 2025
年的 38% [9]。疫情期间餐饮外卖塑料包装使用量大幅增加，韩国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分阶段根据外卖容

器种类新设厚度限制，将其限制在平均厚度以下。2020 年 5 月，环境部与生产食品外卖塑料包装的协会

签署协议，将外卖容器的重量减少 20%，但是，根据外卖食品种类和分量大小的不同，外卖容器的厚度

也不同，因此将通过调查来决定限制厚度。 
除了减少本国塑料制品的生产，韩国政府开始严格管制塑料进口，继 2020 年 6 月禁止 PET、PE、

PP、PS 4 种塑料进口后，又将禁止进口对象扩大到所有废旧塑料，从 2022 年起全面禁止从海外进口塑

料废弃物。为扩大塑料再生产品的出口，韩国环境产业技术院将通过再利用标志认证来为企业进行宣传，

并根据生产者的再利用业绩，提高对企业的再利用分担金减免比率。韩国政府预计通过这一举措，到 2025
年韩国塑料再生产品的出口规模从目前的 300 亿韩元增加到 500 亿韩元。 

经济手段有实行生产者再利用责任制度和再生原料义务使用制度。不断扩大生产者再利用责任制的

实施范围，将原本不属于再利用责任制范围的塑料袋、塑料制品纳入再利用责任范围，干洗店和运输包

装用塑料、雨伞塑料套、一次性塑料手套、食品保鲜膜等 5 种塑料制品的生产者，也被要求承担更多废

弃塑料回收利用责任。韩国政府还决定从今年起分阶段对塑料适用原本仅适用于纸、玻璃、铁的再生原

料义务使用制度，到 2030 年将再生原料使用比重提高到 30%。此外，为促进再生原料的使用，环境部要

求生产者按使用再生原料的比例减免生产者责任回收分担金，用再生原料制作的可回收产品，地方政府

将义务性地购买一定比率以上的产品，并在产品上标记再生原料比率，以此来引导消费者的购买，从而

刺激企业对再生原料的使用[10]。 

3.2. 流通消费阶段 

在流通阶段主要措施有减少塑料袋和难回收利用的彩色塑料瓶的使用、严格限制过度包装、实施一

次性塑料杯保证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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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韩国再次升级“限塑令”，规定 2000 家大型卖场和 1.1 万家面积超过 165 平方米的超市不

得提供一次性免费塑料袋。除鱼类和肉类等商品可使用塑料袋外，卖场和超市只能为顾客提供计量垃圾

袋、环保购物袋等。违反规定的商家将面临最高 300 万韩元罚款。根据韩国政府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

品的计划，从 2022 年起，便利店和糕饼店等也将禁止使用塑料袋。2030 年开始，除特殊情况外，所有

行业均禁止提供塑料袋，以达到全面“禁塑”目标。从 2019 年年底开始，韩国禁止使用难以回收利用的

彩色塑料瓶或用聚氯乙烯(PVC)制成的塑料保鲜膜。为了能够轻松去除塑料瓶上的标签以便于回收，还制

定了不允许使用一般粘合剂贴标签的政策。对于使用无标签容器的企业，将目前每公斤 147 韩元左右的

生产者分担金减少 50%。通过这一举措，计划到 2025 年将包装容器类中难以再利用的包装材料比例从目

前的 34%减少一半以上，达到 15%。 
对过度包装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以方便流通或促销为目的，在产品上附加一个的所谓“N + 1”

包装、与赠品捆绑在一起的行为，以及将 3 个以下的产品捆绑在一起的行为。对于产品的过度包装检

查，由之前的事后检查改为事前检查，企业在推出产品之前需要接受专门机构是否过度包装的检查。

采用事前检查制度，从产品包装的设计阶段开始就可以引导环保性包装，也可以减少企业因包装问题

引起的争论。 
为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韩国政府规定，2020 年 8 月 1 日起，若商家不询问顾客意见而直接

提供一次性杯子，将被处以 5 万至 200 万韩元金额不等(约合 300 元至 1.2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计划到 2022
年，咖啡店的一次性塑料杯使用量由目前的 61 亿个减少至 40 亿个，回收利用率达到 50% (2020 年回收

利用率仅为 8%)。此外，环境部于 2020 年 6 月修改了《资源再利用法》，规定将从 2022 年 6 月开始新

设一次性杯子保证金制度。一次性杯子保证金制度是指，消费者购买带有一次性塑料杯的产品时除了支

付产品价格外，还要缴纳一定金额的杯子保证金，将使用过的杯子返还给商店就可以退还保证金。此外，

自 2021 年起，咖啡厅的外带包装、外卖提供的一次性餐具都将被禁止无偿提供。2022 年起，全面禁止

塑料吸管和塑料搅拌棒等用品的使用[11]。 

3.3. 回收利用阶段 

总体来看回收利用阶段的主要措施有提高个人分拣的比例、加强对海洋塑料垃圾的回收、完善回收

利用体系。 
环境部提出了到 2022 年可回收废弃物的公共分拣比例达到 40%的目标，规定各小区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开始逐步实施透明塑料瓶分拣，到 2022 年安装塑料分拣桶 4 种以上。在透明塑料瓶的基础上，

对于使用量较大的塑料材质，将增设分类回收桶，根据各地方回收企业的分布情况，灵活选择分类回收

桶。对于无法设置一个分类回收桶的单独住宅，将按照废塑料、泡沫塑料等回收物品分类实行排放、回

收星期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异物混入。在电影院、大型商场、游乐场等密集区域，设立自动回收塑料瓶、

易拉罐机器试点，市民投放可回收废弃物可获得生态积分。为防止再次发生企业拒绝回收事件，环境部

规定要强化公共管理、建立紧急应对体系[12]。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海洋塑料污染问题，2019 年 5 月末，韩国政府推出了《减少海洋塑料污染综合

对策》。这次的海洋污染对策比以往更加具体，通过减排、回收与处理等管理方案以及提高国民意识，

计划截至 2022 年减少 30%的海洋塑料垃圾，截至 2030 年减少到 50%。具体方案是：为了提高海洋塑料

垃圾中占一半以上的废浮标、废渔具的回收率，将从 2021 年起实施保证金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吸引渔民

积极参与塑料垃圾的回收。政府还将利用无人机等信息通信技术与高性能装备进行监测，加强岛屿、海

底等回收困难地区的塑料垃圾回收，并扩大海洋垃圾处理设备的使用，利用海洋垃圾研发循环利用产品。

另外，与周边国家合作进行调查研究，建立联合应对体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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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塑料污染问题的积累，当下塑料污染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韩国的治理

经验表明，塑料污染的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治理

塑料污染需要长期的努力。我国垃圾分类处理的制度体系、基础设施较薄弱，对塑料污染的治理正处于

探索阶段，在一些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借鉴韩国塑料治理的经验、立足我国的实际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4.1. 完善全链条治理体系 

2020 年初，我国已经公布了关于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塑料制品生产、

流通、使用、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我国对加强全链条治理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为此，首先需

要完善涵盖各个领域的明晰详细的法律制度，各部门进行广泛的社会调研和民意征集，完善各领域的配

套制度，建立涵盖塑料制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监督法律体系；其次，法律效力的发挥关键在于法律的

执行，要加强各环节的执法检查，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政府成立专门督察小组，同时发挥社会组

织的作用，实行垃圾违法投放举报制度，促使居民相互监督，建立有关部门监督、社会组织监督和公民

个人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管理体系，严惩污染环境的非法行为。塑料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2021
年将是我国塑料污染治理的关键期，各地政府在具体落实政策时应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遵

循我国污染治理的基本方略的同时灵活应对当地的问题，及时跟踪政策实施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4.2. 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据报道，2018 年首尔市出售专用垃圾袋的收入约为 1586 亿韩元，占到首尔市一般生活垃圾处理费

用的七成[13]。韩国通过垃圾计量收费制度不仅减轻了政府处理垃圾的负担，而且使垃圾分类逐渐变为人

们的自觉行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众的垃圾分类意识较弱，还不具备推行垃圾袋计量收

费制的条件，逐步扩大民众的垃圾处理负担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只依靠政府进行垃圾分类回收

势必会对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大宣传教育，使居民自觉进行垃圾

分类，减少垃圾再分类的投入。韩国十分重视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提出了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开展

环境教育提高居民资源回收意识的方针，每年在世界环境日、世界无塑料袋日和韩国资源循环日开展集

中宣传和实践活动，建立政府和民间团体共同参与的宣传组织，并扩大对青少年、居民的环境教育，培

养环境问题的专业人士，派专业的环境教师给小学生上课，在社区居民文化中心进行环境保护培训。目

前我国很多地区对垃圾分类的宣传还不到位，基层组织在垃圾分类教育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

挥，首先要建立起官民协同的组织，培养进行环境教育的专业人士，在城市可以通过居委会物业管理人

员进行宣传教育，各地政府积极组织志愿者去到幼儿园、农村住户家里进行垃圾分类指导。 

4.3. 扩大生产者责任 

韩国的垃圾处理制度充分体现了“污染者治理”原则，将垃圾回收处理的责任从政府下移到企业和

消费者，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为强化企业的废弃物回收利用责任主要采取的措施有“废弃物再

利用责任制”、“废弃物负担金制度”。为加强企业生产主体的责任，我国未来可以考虑实施的措施有： 
第一，直接规定生产者再生原料使用的比例。由于规模不同，与以大企业为主的造纸、玻璃容器、

制铁产业相比，塑料产业很难推行再利用责任制度，因此韩国政府根据行业的不同对塑料生产企业使用

再生原料的比例进行了规定，同时也规定减少塑料制品的产量。 
第二，采用负担金制度或生产者再利用责任制。在塑料产业方面，对使用难降解塑料的产业征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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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金或提高税率，对使用再生原料的企业免除废弃物负担金以促进可再生原料使用。韩国较早实施废弃

物负担金制度，并于 2019 年将生产者再利用责任制的实施范围扩大至塑料制品生产企业，由于韩国“废

弃物再利用责任制”的实施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对于塑料产业的应用也比较顺畅。我国应该加快推动实

施“废弃物再利用责任制”，即从限制废弃改为再利用，规定生产企业必须进行回收和再利用的产品和

回收利用的比例。可以考虑将生产者责任再利用制度首先应用于包装材料产业及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

通过对生产者加强管制或给予奖励，刺激塑料再生原料的使用。 

4.4. 完善回收处理体系 

除了通过改善生产环节的材料结构来降低塑料污染，还需要在回收环节建立能够增加优质再生塑料

产量的保障和基础设施。需要成立塑料回收处理的专业组织和企业，实行严格的分拣标准，加强对塑料

分拣人员的培训，减少排放的废塑料残余物。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分类排放监管、扶持回收企业等方式促

进塑料回收，为废塑料的收集和分类提供专门和稳定的资金，加大对回收公司的培育和扶持，促进回收

利用行业规模化和国内回收利用产业的持续升级，加强对废塑料热解设施的技术和资金投入，促进废塑

料再生资源化。仅靠机械回收方式对生产者所要求的优质再生原料供应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化学

回收方式作为支撑，目前国内缺少能够生产塑料再生原料的商业化技术及设备。因此需要加大对技术开

发和设备投资的支持，以便建立能够从不同种类和性状的塑料废料中生产再生原料的塑料回收体系。 

4.5. 发展可降解塑料产业 

目前全国各地出台严格的“限塑”政策，从“限塑”到“禁塑”，政策有望推动可降解塑料产业的

发展，未来还需加大对可降解塑料和塑料替代品产业的扶持，逐步使可降解塑料产能对现有需求形成完

全覆盖。为促进生物基塑料产业发展，可以积极推进碳交易机制的建立，碳交易政策通过市场和法律法

规强制提高石化燃料、产品的生产使用成本，从而形成生物基产品的成本优势，引导产业转型。此外要

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研发绿色、环保、可再生的塑料替代品，并通过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降低

其使用成本，改变国民消费模式，为塑料替代品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还需坚持国际共

同治理，通过联合国环境大会确定全球方向并建立国际行动框架，加强与各国的产业技术合作，共同促

进塑料产业升级、防治塑料废物污染。 

5. 结论 

随着世界范围内塑料污染程度日益加剧，各国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勇于承担全球责任，积极进行塑料污染治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塑料制品产量和消耗量

巨大，部分地区环境容量已严重超载，塑料污染问题日益严峻。面对我国巨大的塑料消费量，如果处理

不当，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尽管，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塑料污染的防治力度，出台了一系列具

体实施方案，使我国塑料污染治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塑料污染治理仍然任重道远。韩国塑料

污染治理起步较早，取得了一定成果，学习借鉴韩国经验，完善我国塑料污染治理体系，以更好地落实

新发展理念，助力我国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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