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思考塑料的未来 
文/里克·古尔德 By Rick Gould 

如今，塑料污染已成为一大环境挑战，需要就

此达成新的全球共识、制定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要解决这个问题，塑料标准可以发挥特别的优

势。 

3 月 2 日，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来自 175 个

国家的国家元首、环境部长和其他代表签署了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终止塑料污染

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到 2024 年将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

旨在实现所有塑料的可持续利用。 

塑料，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常常成为国际头条新闻，究其原因，联合国

指出，全世界尤其是海洋里的塑料已经泛滥成灾。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报告称，

到 2050 年海洋中的塑料总重量将超过鱼类总和。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8/06/1011351
https://archive.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explore/plastics-and-the-circular-economy


 

尽管海洋的塑料污染问题得到了最高程度的重视，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指出，土壤中的塑料污染同样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和粮食安全。去年

12 月，FAO 发布了一份题为《农业塑料及其可持续性评估：行动呼吁》的报告，

详细阐述了大量的农业塑料，尤其是微塑料，是如何进入食物链的。 

塑料相关数据 

那么，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自 1950 年起，人们开始使用塑料。当年的塑料

生产造成了约 200 万吨的塑料污染。此后的塑料产量呈指数级增长，到 2020

年达到了 4 亿吨。从目前的增速来看，预计到 2040 年塑料产量会翻一番，到

2050 年会增加 2.5 倍。除非我们改变塑料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否则塑料污染问

题会越来越严重。 

全世界尤其是海洋里的塑料已经泛滥成灾。 

 

理论上讲，塑料应易于回收或至少易于重复利用。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指出，仅有不到 20%的塑料实现了回收利用，仍有 80%以上的塑料

滞留在环境之中。因此，OECD 认为全球塑料市场已运转失灵，塑料垃圾堆积

成山，其复原力、重复使用率和回收率都非常低。 

塑料的生命周期过长也是造成全

球变暖的原因之一。根据 2021 年联

合国《从污染到解决方案：对海洋垃

圾和塑料污染的全球评估》报告表明， 

2015 年，塑料对全球变暖的贡献率约

为 4%。预计到 2050 年该数值将达

到 15%，严重阻碍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近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发布了第六份评估报告。

IPCC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一次性塑料制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7856EN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waste/policy-highlights-improving-plastics-management.pdf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pollution-solution-global-assessment-marine-litter-and-plastic-pollution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pollution-solution-global-assessment-marine-litter-and-plastic-pollution
https://www.ipcc.ch/
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2/


 

品失控式的增长会造成巨大威胁。但如果我们采用更优设计，对塑料进行重复使

用和回收，就能将危机转变为良机。  

要终结全世界的一次性经济模式，标准能发挥关

键作用。 

 

向循环经济转变 

距离今年世界回收日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联合国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协议来应对塑料造成的严重环境影响和风险，目的是减少塑料带来的诸多风险。

联合国断言，该协议将对塑料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把塑料设计成可重复使

用和可回收的，这标志着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终结。简言之，这份联合国协议旨在

将塑料的生命周期管理从线性模式转变为循环模式。 

要终结全世界的一次性经济模式，标准能发挥关键作用。“ISO 标准具有强

大的驱动力，甚至能推动未来循环经济新市场的发展，”德国科思创化学公司全

球循环经济部经理及 ISO 塑料技术委员会环境分委会（ISO/TC 61/SC 14）主

席阿希姆·伊尔泽夫博士（Achim Ilzhöfer）说。 

塑料的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生产方法及其市场需求均非常复杂。标准化在

这一领域能发挥重要作用，对塑料特性及其供应链作出具体规定，使其实现可持

续利用。“ISO 标准能在国际层面上规定，价值链合作方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

如何更好地进行信息交换，使材料使用从线性模式转变成循环经济模式。”他补

充道。  

https://www.globalrecyclingday.com/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8522/k2200647_-_unep-ea-5-l-23-rev-1_-_advance.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8522/k2200647_-_unep-ea-5-l-23-rev-1_-_advance.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ww.iso.org/committee/6578018.html


 

 

这同样适用于材料回收利用技术。ISO 标准和技术报告有助于在全球层面推

动具体材料回收管理的发展和最佳可用技术的制定。“ISO 标准化工作的作用是

刺激市场，将零散部分连接起来，从而使全球经济更加有效、可持续。”伊尔泽

夫说。 

身为德国科思创化学公司全球循环经济部经理，伊尔泽夫深谙标准化的益处。

“自从事科学工作伊始，我就了解到标准是如何改善供应商、客户与我们自身之

间关系的。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标准使消费者能用规范和可信的方式来比较

产品，甄别哪些产品是更可持续的。”他肯定地说道。 

作为塑料领域的从业者和国际标准的制定者，伊尔泽夫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推动塑料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面的标准化工作。“ISO 标准能为重大挑战提供解

决方案，比如在微塑料领域，解决塑料垃圾处理不当及其带来的环境影响等问

题。”他说。  



 

 

 

解决方法在于标准 

呼吁实现更加可循环的塑料经济，包括提出提案来改进塑料的可回收性、回

收物质含量、生物降解能力和可重复利用性方面的标准。伊尔泽夫能列举很多有

助于促进塑料可持续性的 ISO 标准。“其中一个例子是 ISO 15270:2008《塑

料——塑料废物回收和再利用指南》。该标准为以闭环的方式制定未来的塑料废

物回收标准和规范搭建了框架。” 他解释说。 

伊尔泽夫和 ISO 工作组中的其他专家希望制定更多标准来推动可持续塑料

的发展和使用。他说，“为了提高再利用率，我们要改进塑料收集和分类方法，

因此，分辨产品中塑料的任务就落在废品市场上了。” 

再利用设计、可追溯方案和废物管理方面的标准是在生态、经济方面实现循

环利用的基础。另外，伊尔泽夫确信，针对不同的再利用技术，以废物为基础的

原料标准化工作能迅速提升再利用率，为全球市场发展提供支撑。 

https://www.iso.org/standard/45089.html


 

“自 2008 年首个回收和再利用标准发布以来，现已开发出多项更有效的化

学回收工艺。今后，标准化工作将为全球采用回收设施提供支撑，提高塑料制品

的再利用率。”他总结道。 

ISO 中央秘书处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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