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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塑料垃圾的四种模式处理塑料垃圾的四种模式

目前，全球对废旧塑料的处理方
法有填埋、焚烧、再生造粒和热解等
方法。

填埋法是被广泛用来处理废旧塑
料垃圾的传统方式。这种简单直接
的 物 理 处 理 方 式 隐 患 和 危 害 比 较
大，增加土地资源的使用压力，难
降解的塑料严重妨碍地下水渗透，
塑料中的添加剂造成土地的二次污
染。塑料垃圾——无论是在河流、海
洋还是在陆地都可以在环境中持续几
个世纪。塑料在自然中几乎不可能完
全分解。大多数塑料制品永远不会完
全消失，只是越变越小。

焚烧同样是被广泛使用的塑料垃
圾处理方式。英国广播公司称，“焚
烧派”说，塑料是从石油和天然气
提炼生产的，主要为碳氢化合物，
焚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热能，然后
用产生的热能来发电。以这种方式
焚烧塑料垃圾，目前在有些地方代
替了烧煤或石油之类产生污染的燃
料。不过，焚烧塑料会产生有毒有
害气体，如果焚烧炉效率不高，这些废
气会进入环境。以德国为例，目前，该
国每年有 20 万吨的 PVC 垃圾，其中 30%
在焚化炉里燃烧。德国环境部门已规定
所有的焚化炉都必须符合每立方米废气
值低于 0.1ng （纳克） 的限量。德国的焚
化炉空气污染标准虽然已属于世界公认
的高标准，但仍然没有说焚烧方法不会
因机械故障放出有害物质。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要通过比较完善的控制
系统让塑料垃圾燃烧得比较充分，在后面
还要设置一个完善的烟气净化系统，把烟
气处理到位，这样污染就可以得到有效控
制。

再生造粒是物理性回收利用塑料垃圾
的方法。大多数可回收的塑料经机械加
工分解成颗粒，然后重新制造成新的塑
料产品，如包装材料、座椅或衣物。然
而，再生造粒方法也有局限性，该工艺
不适用于塑料薄膜、小袋和其他层压塑
料，通常这些材料会被送到垃圾填埋场
或进行焚烧。

废旧塑料热解法。这种化学分解方
法，是指利用固体废物中有机物的热不稳
定性，将其置于热解反应器内受热分解的
过程。此项技术可以将废塑料转化为燃料
油、天然气、固态燃料等高附加值能源产
品。

塑料垃圾处理三大难题塑料垃圾处理三大难题

既然有多种处理模式，为什么塑料处
理仍让全球挠头呢？

首先，塑料产量太大。自20世纪50年
代以来，塑料产量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其他
材料都快。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联合国
环境署2018年的一份报告称，全世界总计
生产出的90亿吨塑料制品中，被循环利用
的只有 9%，约 12％被焚烧。其余 79％最
终堆积在垃圾填埋场或流入自然环境中。
目前，全球每年用掉的塑料袋多达5万亿
个，如果一个个排开，可以覆盖两个法
国。

其次，无论是化学方法还是物理方法
转换利用，均面临一个困难，即回收的
废旧塑料品种混杂，不易鉴别分类，另
一方面又特别不干净 （如一次性饭盒），
清洗非常困难，回收成本很高。分拣是
决定材料复用经济性的重要因素。目前
国外分拣技术发展很快，很多自动化分
拣线已经投入使用，可非常准确地对不
同种类的材料进行分拣处理。而这个分
类过程必须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完成的环

节，比如经过家庭第一次分类后，将塑
料垃圾分为“可燃”“不可燃”“可回收
（资源） ”三大类；回收企业再进行第二
次分类：将可燃垃圾单独集中，将不可
燃垃圾进行破碎分选，将可回收塑料按
类别集中；再由废弃物处理企业进行最终
处理。

再次，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成本与收益
问题：塑料垃圾的综合处理成本是否低于
资源再循环利用后所创造的综合价值。这
个综合价值既包含经济价值，也包含社会
价值。而综合处理成本是一道看不见的门
槛。因为这个领域的特点是，既要占用大
量劳动力，又要很高的技术 （资本）。比
如焚烧炉的环保措施要高于煤炭发电厂；
废塑料的筛选机就是大型精密仪器，其一
台光电分选机的价格就很高等。同时，在
塑料垃圾回收过程中，有收集、运输、分
拣等工序，又需要大量人工，而发达国家
普遍不愿在相关领域提供如此多的劳动
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
塑料垃圾处理最终其实是市场经济在全球
配置资源的结果，并不是说世界上没有相
关处理技术，发达国家在相关技术领域更
加先进，但因为他们觉得成本上不划算，
因此就要找到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处理
方式——将塑料垃圾大量出国到发展中国
家。

有可行替代方案吗有可行替代方案吗

那目前有替代塑料的可行技术方案
吗？

刘建国表示，总体来讲，现在大面积
替代塑料的条件还不具备，因为它自身具
有的优越功能有很多，这是其他材料不具
备的。而成本更是一大阻碍。

日本民间和政府系研究机构一直致
力于研究塑料替代技术，比如一种可降
解的购物袋，其成分 70%树脂，30%淀
粉，通过食品级的添加剂可以调整强
度。这个技术虽然通过了检验，但其价
格是塑料的 2.5 倍，这就很难推广。另
外，日本的造纸企业研究以纸替代塑料
容器。就是将纸表面通过喷涂加工，使
其具有隔绝空气和水分的特性，这样可
以作为软饮料包装袋。这项技术已经投
入使用，但废弃物作为废纸回收后，不
可再生利用，且增加了废纸分选的难
度，最后只能增加焚烧量。故从材料的
角度，替代了塑料，从再生资源的角
度，降低了可回收率。这个矛盾如何解
决，是需要企业界不断思考的问题。

BBC 称，生物塑料是由可再生的物
质提炼制成，通常包括植物油脂、木薯
淀粉、木片或食品垃圾。然而，印尼有
初创公司则是用海藻包装代替塑料。他
们用海藻制造三明治和汉堡包的包装
纸、咖啡袋和调料包，以及肥皂的包
装。用海藻制成的调料包在热水浸泡下
可以溶解，然后直接食用，不需要扔掉
包装纸。具有可持续和有营养的双重好
处。

加强回收再利用法规监管是全球治理
塑料垃圾的一个普遍做法。欧盟目前为其
成员国提供了一个战略框架，要求它们从
2030年起回收再利用55%的塑料废物。在
美国，虽然没有联邦法律要求公民进行回
收再利用，但各州有自己的立法。在日
本，地方政府会组织和鼓励居民进行垃圾
分类。

韩国的一些“限塑”方案值得我们借
鉴。根据韩国统计厅数据，2016年，韩国
人均塑料制品消耗量为98.2公斤，位列世
界第一；塑料袋消耗量为216亿个，这一
数字为德国的6倍，芬兰的逾100倍。以一
次性咖啡杯为例，韩国年消耗一次性塑料
咖啡杯总量高达260亿个。

为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去年 8 月起，
韩国环境部禁止咖啡店使用一次性塑料
杯。随着新年到来，“限塑”范围从咖啡
店扩至超市和烘焙店等。今年 1 月 1 日，
韩国《关于节约资源及促进资源回收利用
的法律》修正案正式生效。其中规定，韩
国2000家大型超市和1.1万家面积超过165
平方米的超市全面禁用一次性塑料袋。根
据修正案，除肉类、鱼类等含水分制品可
使用塑料袋外，相关超市和大型卖场只能
为顾客提供由废旧塑料重新加工制成的计
量收费垃圾袋、环保购物袋和空纸壳箱等
用于打包。修正案还规定，全国超过 1.8
万家的烘焙店今年起也不得免费提供塑料
袋。

韩国政府还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
度。执法人员不定期到咖啡店进行现场巡
查，若违反规定将根据咖啡店面积、违规
次数等处以最高200万韩元（100万韩元约
合6000元人民币）罚款。此外，大型超市
被发现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商家将被处以
最高300万韩元的罚款。韩国政府于去年
年底出台鼓励措施，对于干洗店和运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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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产
商能够进行回收再加工，政府将根据回收
再生产量为生产商提供资金支持。

据《环球时报》

全球塑料垃圾困局如何破解

环 顾 四 周 ， 塑 料 制 品 无 处 不 在 。
正因便利、质轻、耐磨等特性，塑料
一经发明便风靡全球，一度被视为科
技之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塑料制
品“回收难、降解难、处理难”弊病
日益凸显，触目惊心的“白色污染”
越来越演化为一场“生化危机”。有调
查报告显示：超过 270 种物种因塑料缠
绕而受害，已发现超过 240 种物种误食
塑料致病，其中就包括人类自己。鉴
于此，有学者将塑料列为“20 世纪人
类最糟糕的发明”，更有不少团体呼吁
全面禁塑。

平心而论，塑料本无原罪，其制品
也已是现代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
塑料的口碑之所以断崖式下滑，是因为
相较全球每日以百万吨速度上涨的生产
消费量，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处理严重滞
后。且不说很多塑料废弃物回收难度
大，即便对于可再利用的少部分，世界
各国也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垃圾处理系
统，大多都是一烧了之或深度填埋。前
些年，许多国家出台“限塑令”，但也仅
是立足流通渠道管住了“白色污染”的
冰山一角。更具迷惑性的是，一些发达
国家顶着“垃圾处理先进”的光环，实
则将数量庞大的垃圾源源不断“出口”
甩锅到发展中国家。如此种种，无不说
明在塑料废弃物回收处理上，人类做的
还是太少。

有学者预言，到 2050 年，全球塑料
垃圾比海洋鱼类的总重还多。这样的
论断或许夸张，但着实点出了一个问
题：对塑料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到了必
须革新的时候。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
资源，有先行者尝试把生活废塑料制
作成了隔音材料、电视机壳、汽车壳
等，效果不错。但要看到，白色垃圾
再次进入经济循环，显然是建立在有
效分类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中国
还有不小差距。前些日子，习近平总
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各地在落实层面正拿出“细招”“狠
招”。例如，上海正式启动对垃圾分类
推进情况的专项监督，北京推动商业
楼宇、酒店等经营场所开展垃圾强制
分类。可以说，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
实，中国的垃圾分类迎来新的契机。
下一步，需要社会方方面面都能配合
行动，将对“白色污染”的担忧化为
保护环境的行动。

马丁·刘易斯在 《绿色幻觉》 中写
道，“很大一部分人相信，人类的社会
和生态问题只有靠重返原始的生活方
式来解决”。如是“环保”显然太过极
端。但是，只要每个人都能为环保舍弃
一点便利，每个人都能自觉践行生态理
念，必将集腋成裘，换回更多山清水
秀。

据《北京日报》

9090亿吨塑料亿吨塑料制品制品

只有9%被回收

“全球90亿吨塑
料制品中，只有9%被
回收利用。”在最近
召开的某环保论坛
上，中国循环经济协
会会长在发言中剑
指塑料垃圾的环境
成本之高。触目惊
心的数字，甫一发布
便引发关注，不少网
友惊叹：“塑料正在
毁掉我们的家园。”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0日宣布，加拿大2021
年起将取缔一次性塑料制品。这一表态在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严控一次性塑料用品使用量的
大背景下，让塑料垃圾的处理与回收利用再次成

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到底塑料垃圾有哪些处理
方式，处理起来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目前有
没有成熟的塑料替代方案，还是只能最大程度上
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数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