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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限塑令”的思考
Thoughts on Opinion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reatment of Plastic Pollution 
■李斌锐  澳门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

众所周知，一次性塑料袋对

于生态环境的危害是巨大的，因

具有产生量大、难处理等特点，

成为“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

中国为了限制生产、使用、销售

塑料购物袋，2007年12月31日

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

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

知》，并在2008年6月1日开始实

施《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

偿使用管理办法》。上述《通知》

和《办法》亦被形象地称为“限塑

令”。

“限塑令”要求超市、商场、集

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对有需要

的顾客有偿提供塑料购物袋。自

“限塑令”的出现到目前为止已有

十几年的时间，在这十几年的时

间里，中国为了保障“限塑令”能

够有效“落地”在不断努力，例如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6部门

在2011年7月8日下发通知，表明

在2011年7月至8月将开展专项

行动，对于无偿或变相无偿提供

塑料购物袋的商品零售场所经

营者进行严厉处罚，并对集贸市

场开办者给予处罚。但截至目前，

“限塑令”的实施效果并不好，实

践中在是否有偿提供塑料购物袋

的方面，仅有大型购物超市做得

比较好，能够做到真正有偿提供

塑料购物袋。但在超市也仅仅是

收银处提供的塑料购物袋是有偿

提供的，对于在超市内部用于装

散卖食品的塑料袋超市普遍未对

其进行收费。农贸市场等地的商

贩亦并未严格按照“限塑令”的要

求有偿提供塑料购物袋。并且塑

料购物袋的有偿提供似乎并没有

有效削减塑料购物袋的使用量，

因为一个塑料购物袋的收费大概

在0.2-0.3元的价格，而过低的收

费标准实际上很难起到经济杠杆

的作用。

由此，为了保障“限塑令”能

够真正发挥作用，需要在销售者

和消费者两方面入手。在销售者

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监管力度，

对于“限塑令”所涉及的场所应实

现全面覆盖监管。在监管的过程

中，因“限塑令”覆盖范围大，仅仅

依靠具有监管职责的监管部门是

不够的，还需要充分依靠公民等

主体的力量，完善有关举报无偿

提供塑料购物袋的奖励制度，推

动多元共治的实现。在消费者方

面，需要合理地确定塑料购物袋

的使用价格方能充分发挥经济杠

杆的作用。从上述 《通知》和《办

法》 来看，中国内地塑料购物袋

的价格是由商品零售场所自主定

制的，并且不低于经营成本销售

便可，而这正是导致塑料购物袋

价格偏低的根本原因，因为塑料

袋本身的生产成本并不高，对其

设置过高的销售价格容易导致

商品零售场所失去客源，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鉴于此，

可以借鉴中国澳门的经验。澳门

在2019年出台了第16/2019号法

律——《限制提供塑胶袋》，在塑

料购物袋的价格方面，该法律规

定其价格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的批示确定，并最终定为1

澳门元。中国内地对此可以进行

借鉴，规定由各地政府根据其所

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统

一的收费价格，并且是较高的收

费价格 （可以高于澳门规定的价

格，例如3-5元人民币），从而充

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