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层包装怎么“破”？

交投 机器吃饱频率高
“怎么每天都是满的？”元旦期间，记者在杨

浦区一小区的智能回收箱前，看到拎着一箱旧

书的顾阿姨在吐槽，“小区里四个回收箱每个都
显示‘机器已满’。”居民说，回收箱“吃饱”的频

率有点高，积攒的物品有时数天都扔不掉。
“上次我扔了一个高的纸箱，挡住了里面的

红外线探头，机器就显示满了。”一位老爷叔说。

还有人质疑，机器无法分辨谁投了什么东西，曾

经看到有人为了增加重量多拿积分，将装满水

的矿泉水瓶投进去。
从 2018年开始，上海全力推行“居住区再

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

两网融合。按计划，去年要建成 2000个回收网
点、109座中转站和 10个集散场，今年要建成

8000个回收网点和 210个中转站。

业界认为，要提高居民交投的积极性，亟待
编织更密的“网”、理顺更通畅的交投渠道、让回

收企业更有效地“触达”居民。

处置 要提升末端工艺
上海居民交投的可回收物中，重量占大头的

是旧衣服。开发“拾尚包”的睿斯科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任恺表示，回收袋中旧衣物占近
40%，纸板箱约 30%，玻璃占两成多。但事实上，

玻璃、杂塑料、复合材料等低附加值可回收物乏
人问津，一直在给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拖后腿”。

收废品的于阿姨告诉记者，现在纸张回收

价约在 1元一公斤，易拉罐约 4元一公斤，但玻
璃、泡沫塑料等她都不收，“玻璃 2毛一公斤都

没人要，泡沫塑料也是，我只能帮你带下楼扔
掉”。而据官方数据，嘉定马陆集散场废玻璃回

收量仅占 12%，杂色玻璃售价仅 140元/吨，废玻
璃资源利用厂收购价仅 300-400元/吨。

“约 10年前，利乐包装的回收价是 600 元
一吨，通过循环生产出的是纸钱等‘迷信纸’，售

价一两千元一吨。后来，利乐帮助处理工厂改进
工艺，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牛皮纸，售价四五千

元，再后来能用牛奶盒做生活用纸，售价又高

了。随着附加值提高，处理工厂能接受的前端回

收价也提高了，甚至达 1500元一吨。”业内人士
认为，利乐扶持末端处理工厂的案例，为低值可

回收物指明了一条“出路”，玻璃、杂塑料等也必
须“跑通产业链”。只有再生产品的售价提高，才

能真正拉动前端，提高回收价，老百姓才会更有
交投的积极性。

循环 能否建获益者责任制
“产品全生命周期”如何建立？低值可回收

物如何进入产业循环？价值链中的缺损部分谁

来买单？任恺提到一个小故事：“神户大学环境
经济学的教授曾说，以前日本碰到的回收问题，

中国以后都会碰到。哪怕纸板箱、易拉罐等高附
加值物品，总有一天也会无人问津，因为人均

GDP提高后，老百姓对卖可回收物的收入‘看不

上’了。因此，要实现资源再利用，必须从‘市场
驱动’变成‘政策驱动’，政府必须设计制度。”同

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也认为，要
打通循环利用的渠道，需要建立一整套包括特

许经营权、空间补贴、减量补贴、绿色采购在内

的制度体系。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名誉会长庄英杰则表

示，可建立“生产者或获益者责任制”，谁生产了
商品，谁在销售、利用商品中获利，谁就应负责

回收：“比如快递行业，在二次物流中获益，就应
研究快递包装回收再利用的产业链。大家都不

肯回收的材料，就不能用来包装，以此倒逼工

厂，减少使用无法回收的不环保材料。”
任恺也认为，可借鉴国外方式，由玻璃、塑

料、复合包装等各行业负责研究回收策略，形成
循环利用的体系，减轻政府末端处置的压力。哪

怕行业中的企业不自行回收及循环利用，也必
须“众筹”出一个资源化利用的企业，其研发和

运营成本由行业共同承担。如玻璃瓶，最好的利
用方式其实是重复灌装，但这需要全行业重新

设计体系。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快递纸箱加胶带 外卖大盒套小盒

    最新数据显示，去年 11月上海日产干垃圾

量约 13244吨，约占垃圾总量的 46%。而在之前

上海举行的包装垃圾减量圆桌会议上，有数据

显示，干垃圾中有约 1/3是包装垃圾。若将这部
分垃圾减量或循环利用、资源化利用，则将大大

减轻末端处置的压力。
干垃圾桶中，究竟有多少“宝贵的资源”？花

花绿绿的包装是否必要？包装简约化，是否与传

统审美和观念相悖？被人诟病的快递和外卖垃

圾，应由谁处置？⋯⋯近日，记者前往申城的一

些超市卖场、外卖快递站点和居民小区，了解干
垃圾减量现状。

商品包装层层叠叠
元旦前，上海三门路上的一间大卖场里熙

熙攘攘，在欢快的背景音乐中，很多人在挑选礼

品或年货。琳琅满目的货架上，各种品牌的酒包
装精美。有些白酒酒瓶外，用塑料、木质或玻璃

盒子装着，打开盒子，高高的底座占去近一半空
间，还垫着精美的绸缎，外面则附送亮闪闪的拎

袋。而在红酒货架，一瓶瓶红酒躺在奢华的人造
革或真皮酒盒里，酒盒上还配有很多金属部件。

“要买酒送人吗？这款卖得很好，盒子是实木的，

看上去有档次，送人不丢脸。”营业员指着一款
红色礼盒，热情地推销着。

同样层层叠叠的包装，也出现在茶叶和保
健品货架上。比如一包净含量标注为 150克的

龙井茶叶，外盒比一张报纸还大，真空锡纸、瓷
罐、木盒、手提袋等包装里三层外三层，里面茶

叶才 3两。和同等重量的袋装茶叶相比，“精装”
茶叶体积约达四倍之多。

而在淮海路一家进口超市里，一盒盒预包

装的蔬果看上去新鲜可口。为了保鲜，一片薄薄
的冬瓜用厚厚的塑封袋密封，两个小小的菌菇

用一个黑塑料盒装着，外层还有薄膜包裹。水果
店里“赤膊”卖的柠檬、蜜柚等，在这里每一只都

穿上了严严实实的“衣服”，精心打扮等待买主。
除了食品，商场里的化妆品，也难逃“过度

包装”之嫌。有些奢华品牌的礼盒艳光四射，扎

着漂亮的蝴蝶结，盒内的面霜体积却很小。除了
独立纸盒包装外，盒内多为散发着香气的填充

物、海绵或硬纸隔断等。
“包装那么漂亮，拆开却没什么用。想留着

放零碎物品吧，有时候盒子和抽屉尺寸却不匹
配，只能扔掉。古人买椟还珠，我有时候都想‘买

珠还椟’了。”家住中原路的黄小姐抱怨说，朋友
曾经送她一盒月饼，盒子设计成古代梳妆柜的

样子，月饼装在一层层小抽屉里。可她已有梳妆

台了，月饼一吃完，这个占地方的盒子自然就进
了垃圾桶。

一个护手霜五层包装
商品的原始包装问题不少，但在如今“宅经

济”盛行的时代，减量要面临的更大问题，来自

于物流产生的“二次包装”。
“每次在京东、网易严选等平台上买东西，

总觉得好好的快递箱直接送进可回收物桶里，
有点可惜。”杨女士告诉记者，某些电商平台的

快递箱很坚固，只用了一次就作为废纸板“回炉

再造”非常心痛，“希望下一次快递小哥能把它
们带走，给下一位顾客重复使用。”

事实上，除了可回收的纸箱以外，快递中

更多的是用来保护商品的气泡膜、胶带、塑封

袋，它们是真正的废弃物。“一个护手霜，五层
包装！”铁女士就在微信上吐槽说，在网上买了

支小小的护手霜，收货后整个商品被五层包装
紧紧包裹，拆起来麻烦，还产生了很多垃圾要

处理。
在长宁某小区内，记者看到，垃圾站里随地

可见被丢弃的快递包装。而在小区快递站点外，

居民拆完快递后，大多顺手将塑料包装袋和填
充物扔进垃圾桶。王女士说，去年“双十一”“双

十二”期间，一个半月里陆续收到二十多个快
递，堆积如山的快递垃圾让她犯了愁。“家里大

大小小的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箱、快递袋、冰袋、
填充气囊、保温棉等越来越多，如果不及时清

理，客厅都快下不去脚了！”王女士说。
据预测，2019 年快递单量可能已突破 600

亿件。大量快递拆开后，留下一地包装，纸箱还可
回收，占比分别达 60%、18%和 9%的塑料薄膜、

填充料和透明胶带却“无处安放”。有些快递箱上
胶带太多无法剥离，导致纸箱也没法再循环利

用。商家却认为，物流过程中，快递难免遭挤压或
抛掷，为了确保商品完整，只能层层打包，因为一

旦破损，商家损失会比包装费用大得多。
业内分析指出，过度包装究其原因是商家

和消费者有着“多层包装才能保证产品的安全
无损”的心理。目前来看，快递公司、电商平台对

商家的包装方式也很少有特定的要求。

一份外卖垃圾堆满桶
除了快递包裹，外卖餐盒过度化的现象也

很普遍。外卖越来越“精细、精美”，但不少消费

者并不买账。

“外卖的过度包装让我每吃一口都有负罪
感，这不是矫情，是真实感受。”在社交媒体，一

些网友开始呼吁外卖减少过度包装。“点一份
炒饭，里里外外包了四层，吃完后餐盒加包装

几乎堆满一个垃圾桶。难道没有更好的解决办
法吗？”

记者在外卖平台“饿了么”上下了一份 50

元左右的烧烤，虽然餐具数量可选，但餐盒数量
并不能控制。收到后，一份烧烤大袋套小袋、大

盒装小盒，再加上竹签，一顿夜宵的垃圾就已填
满垃圾桶。在嘉定一小区内垃圾站里，环卫工人

告诉记者，每天的干垃圾桶里，外卖餐盒占比非
常高。

有业内分析指出，其实餐饮商家也希望减
少外卖过度包装，因为收取的餐盒费也是利润

的一部分，而且好的包装确实能保证食物品质。
此外，很多餐盒是经重新开模特殊定制的，不仅

美观、独特，材质也好，食物在里面不会变形或
渗漏。

据悉，我国外卖行业中使用的一次性餐盒
多为聚丙烯材质，这种材料具有极好的机械性

能和热性能，适合饭菜的包装。但在实际使用
中，这种餐盒因环保问题，回收率极低。

而对于部分适合回收的外卖餐盒，也存在
问题。“从工艺角度来说，有些外卖餐盒其实是

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但没清洗过的餐盒如何回
收？谁来清洗？回收体系和流程如何建立？可能

需要很多部门共同协商。”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
秘书长宋文仙说。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杨硕

  限制过度包装 有国标难执行
过度包装，是包装减量中的一大“拦路虎”。

“辩证来看，适度的包装是礼尚往来所需要的。

但过分奢侈，就不合适。”庄英杰说。
事实上，为了限制过度包装，我国早在 10

年前就已施行强制国标。2010年 4月 1日起，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正式生

效，对食品和化妆品销售包装的空隙率、包装层

数和包装成本 3个指标做出规定，要求层数在 3

层以下、包装空隙率不得大于 60%、初始包装之

外的所有包装成本总和不得超过商品销售价格
的 20%。此外，《上海市商品包装物减量若干规

定》中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销售违反强
制性规定商品的商家停止销售，否则可处 2000-

20000元罚款，情节严重可处 20000-50000元罚

款。记者曾跟随市场监管部门前往卖场抽查，对
方表示，以往月饼是过度包装“重灾区”，现在

“天价”月饼礼盒已难看到，但酒类、保健品等仍
存在过度包装的现象。

明明有国标，也有监管抽检，为何过度包装
仍不能杜绝？原因之一，初步判断过度包装只能

靠肉眼辨别，容积率、空隙率等很难一眼判定，

更别提要判断包装成本是否超过商品销售价格
20%了。超市卖场等销售企业订货时，哪怕怀疑

商品过度包装，也无法确认，更不会因此退货。
此外，很多在上海销售的商品都是外省市

生产的，上海只能将信息通报当地相关部门。由
于上述国标只有标准，并无罚则，因此若当地没

有制定配套处罚措施，则企业很难遭到处罚。

快递箱轻量化 有技术难推广
在过度用材方面，快递所用的瓦楞纸箱就

是常见的例子。在中国，常用的是 5层箱，3层箱

较少，而国外，5层箱和 3层箱的比例为三七开。
表面上看，3层箱节约了原材料，为何商家

不用？其实，3层箱要达到 5层箱的韧性和强度，
对纸张、工艺的要求反而更高，加上研发资金的

投入，成本并不一定比 5层箱低。然而，缺少政

府政策和资金扶持，企业只能为“环保”买单，而
这部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后，导致轻量化

纸箱的市场竞争力很弱。“现在一些快递公司压
价厉害，正规厂家很难再生产快递纸箱了。而小

厂家的纸箱用材差，循环利用价值低，由此产生
了环保问题和垃圾问题。”

此外，过度工艺形式（如过度印刷）和过度

排放，在产生垃圾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污染商品
及废弃物难以处理等问题。“有些包装追求漂亮

和档次，采用六色、七色印刷，这也和国情、审美
有关。”庄英杰说。

绿色产品面世 各方共同努力
“国外已经出现不少新型智能包装材料，减

少浪费。”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宋文仙介绍道，

瑞典有种智能包装，可以显示食品的新鲜程度，
食物变质包装即会变色，只要颜色正常食物就

可食用。智能包装模糊了“保质期”的概念，不会
产生“过期一天全部扔掉”的困惑。而在第二届

进博会上，记者也看到了一些环保产品，比如用

塑料瓶和废渔网做成的保暖衣、百分之百可降
解的纸杯、用镀硅技术替代铝箔层的“绿色”食

品袋等。然而，这些技术在国内尚无法推广或大
批量生产，充其量只能生产少量“概念性”产品。

很多企业表示，高昂的研发成本是一个问
题，政府是否有政策或资金扶持也是一个问题。

“环保产品的研发如果全由企业承担，考量的是
生产者的社会责任感，但不能全部依赖于生产

者。”宋文仙认为，社会、企业和个人都有责任来
解决包装减量难题，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约

束和激励机制。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循环产业链
如何打通

包装减量
瓶颈在哪儿

    万事过犹不及。 商品包装如果超出了必要程度，不仅助长

奢靡之风，也为垃圾源头减量带来严峻的考验。

“过度用材、过度包装、过度印刷、过度排放，是销售和流

通环节中商品包装存在的四大问题。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名

誉会长庄英杰认为，唯有各部门抽丝剥茧、共同解决，才能有

效破解包装减量难题。

    “玻金塑纸衣”，是上海很多老百姓熟记的一句口
诀。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将这五大类物品收集起
来，通过各种方式交给回收企业。 回收的途径是否顺
畅？低值可回收物没人要的怪圈如何打破？循环的产
业链已否建立？ ……近日，记者对可回收物从“生”到
“死”到“再生”的过程进行了调查。

申城垃圾分类正在积极推进，后端科
学分类逐步深入人心，然而更关键的一步
则是如何做到垃圾减量。

在新加坡，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
61%，六成垃圾在送至焚烧填埋厂之前即
“打道回府”。而上海每天产生约 2.8 万吨
垃圾，若要减轻处置压力，源头减量势在
必行。
要实现减量，每个垃圾桶都得“斤斤计

较”。本报结合征集“垃圾减量 36计”金点
子活动，今天推出专题调查报告，深究每一
种垃圾桶的“减量之路”。提问题、找对策、
集民智、寻前路，惟愿留给子孙的不是垃圾
围城，而是绿水青山。

▲ 快递瓦楞纸箱多过度用材

本版摄影
金旻矣 杨硕

② 红酒包装可

谓奢华

③ 茶叶精装和

平装体积差很多

■ 智能回收箱经常显示“机器已满”

① 薄薄的冬瓜片

也被单独包装

▲ 商品过度包装现象很普遍

▲

牛奶盒等可回收物“死而复生”

① ② 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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