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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未来
Reinventing plastics in the future

2022年3月2日，备受瞩目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

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落下帷幕。本次

大会最具历史意义的成就是决议开启终结塑料污

染全球协定的国际谈判，并力争到2024年底完成。

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Andersen女士的话

说，这一决议的通过，是自2015年达成应对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以来，全球环境治理进程最重要的

进展。

回顾历史，塑料或可称得上人类发明的最神

奇材料。这种由美籍比利时人贝克兰1907年发明的

“高分子聚合物”，甫一问世，便以其成本低廉、便利

耐用，风靡世界。正如贝克兰公司的一句经典标语：

“人类已经打破了原来的动物、矿物、植物分类标

准，现在有了第四个王国，疆域无边无际。”作为材

料，塑料堪称完美，它可轻松塑形实现设计师的百

变创想，并由于特殊的化学性质而千变万化，硬者

可替代陶瓷、玻璃乃至金属，软则伸缩自如、轻如鸿

毛。塑料制品充斥着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塑造

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既是现代

社会的产物，也是现代生活的重要标志。

然而，正是由于塑料几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

一方面，它解放、滋养了人类，另一方面，也产生了

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理论上，大部分塑料都可回

收再利用，但大部分塑料制品回收流程复杂、成本

高昂，最终只好被放弃，任其流浪四海。据测算，一

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生产塑料已超过90亿吨，其中

只有约9%的塑料废品被回收利用。目前，困扰各国

的塑料污染主要是海洋垃圾和微塑料污染。根据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人类每年向海洋倾倒

的塑料垃圾达1100万吨，触目惊心的太平洋垃圾带

目前已达到160万平方公里。仅2018年，塑料垃圾就

对旅游、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等造成了数百亿美元

的损失。微塑料——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和

颗粒，是塑料在自然界分解后的产物。近年来，在海

洋、土壤等自然环境中和作为人类食物链的动植物

体内，科学家都已发现了它的存在。尽管微塑料的

危害还有待科学进一步证实，但其造成的污染已越

来越多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塑料生产

需要耗费大量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生产过程大量

耗能，排放大量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加剧了资源环

境和气候变化压力。

在国际政治格局分化加剧的大背景下，终结塑

料污染决议的通过，可以看作联合国多边进程的一

次重大胜利。然而未来谈判和塑料污染治理之路，

仍然将是一个涉及全球利益调整的各方博弈、凝聚

共识的曲折过程。首先，要澄清一点认识。终结塑料

污染，终结的是污染，而不应是塑料，当前人类似乎

尚未发展出其他经济可行的产品或技术方案可全

方位替代塑料。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加强塑料

的重复利用。一次性塑料袋诞生的初衷，其实是为

保护环境。此前，人们大多使用纸袋，但制作纸袋需

砍伐树木，耗费能源——今天依然如此。从全生命

周期核算，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资源环境代价同样

不菲。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涵盖生产和消费全生

命周期的环境成本核算标准，将环境影响大的一次

性塑料袋等产品纳入禁止生产和消费塑料产品目

录，健全环境税等经济政策，完善塑料资源化回收

利用体系，尽可能减少进入自然环境的塑料垃圾数

量。当然，塑料污染的最终解决，离不开科技创新，

相信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终将生产出不产生微塑料

污染的终极塑料。

重塑一个没有塑料污染的未来，需要人类生产

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曾被英国《卫报》评为20世

纪最糟糕发明的塑料，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愿意，从

现在起，你也可以尝试做一个不“塑”之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