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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袋、吸管、搅拌棒、外卖餐盒、快递包装……这些塑料制

品成为北京未来治理塑料污染的关键。近日，《北京市塑料污染

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简称“限塑 10条”）正式

印发实施。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限塑 10条”从十个方面

提出了本市治理塑料污染的具体要求，聚焦餐饮、外卖平台、批

发零售、电商快递、住宿会展、农业生产等六大重点行业强化减

塑力度。到今年年底，全市将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

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全市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吸管，全市快递网点“瘦身胶带”封装比例达到 90%、循环中

转袋使用率达到 95%以上；本市建成区外卖（含堂食打包）服务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零售业门

店（含门店或电商提供的零售配送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袋。 

鼓励商超对塑料连卷袋明码标价 

到今年年底，本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零售

业门店（含门店或电商提供的零售配送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到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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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本市建成区集贸市场塑料购物袋全面实现集中购销，鼓励城

市副中心、生态涵养区率先在镇乡和农村集市停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到 2025年底，本市建成区集贸市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此外，本市还将鼓励探索逐步实施对塑料连卷袋明码标

价并在商品价外单独收取塑料连卷袋价款，引导消费者减少塑料

连卷袋使用量。 

这些塑料购物袋禁限了，老百姓可以选择什么购物袋？ 

“从明年开始，京客隆就会向老百姓提供可降解的塑料袋。”

京客隆超市相关负责人昨天告诉记者，相比此前顾客在超市购买

的塑料袋，这种可降解的塑料袋价格较高，但还是提倡顾客尽量

不要使用塑料袋，可以自行携带布袋等购物袋。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本市鼓励引导消费者使用环保布袋、

纸袋等各类可重复利用包装材料，鼓励零售企业设置自助式、智

慧化可重复利用购物袋售卖装置，方便群众生活，鼓励超市、集

贸市场探索提供购物筐、购物车租赁服务，引导消费者减少塑料

购物袋使用。 

两年后禁用不可降解快递包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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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塑 10条”中，快递业也成为治理重点。按照计划，

到 2020年底，全市快递网点“瘦身胶带”封装比例达到 90%、

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到 95%以上；到 2022年底，全市快递网点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循环中转

袋基本实现全覆盖；到 2025年底，全市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塑料胶带。 

据悉，本市鼓励电商、快递企业减少胶带缠绕、填充物使用

及过度包装等问题，使用可折叠、可循环的包装产品和物流配送

器具替代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合作实施商品物流一体化包装，避

免二次包装，多方共建公共回收平台。 

“这种快递箱至少可以使用 50次，目前北京已经有 10万

个。”昨天发布会现场，顺丰快递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展示了循

环使用的快递箱。这种快递箱开口装着拉锁，不必使用胶带；里

面也可以固定物品，就不用填充物；在完成一次快递后，还可以

回收利用。 

“吃”的方面，到 2020年底，全市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本市建成区外卖（含堂食打包）服务禁止

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本市建成区、景区景点堂食服务禁止使用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鼓励餐饮堂食服务采用可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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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使用的餐具。到 2021年 6月底，全市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咖啡搅拌棒。 

目光再投向外卖平台。本市鼓励外卖平台在点单环节设置

“无需餐具”等选项，并给予积分等形式的奖励。 

随着这些举措的落地，北京市民将迎来更环保的生活方式。 

铁路沿线将消除塑料污染 

“限塑 10条”聚焦体育场馆、旅游景区、文化设施、交通

场站等四类重点场所，将结合各自塑料废弃物的产生特点试点开

展外卖餐盒和塑料包装袋、塑料饮料瓶等塑料废弃物单独回收工

作。河道、公路、铁路、背街小巷等四类重点沿线，也将协同推

动塑料污染治理。 

其中，河道及沿线，在邻近水源保护区、居民集中区等重点

河段沿线持续开展白色污染治理；公路沿线，重点针对高速公路、

城市主干道等重点路段沿线开展塑料污染治理，建立完善长效机

制；铁路沿线，加强日常巡查与问题的协调处置，提升铁路沿线

环境景观水平，消除塑料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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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聚焦中心城区、新城和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背街小

巷，将塑料污染治理纳入“门前三包”责任制、生活垃圾分类等

相关工作。 

“限塑 10条”提出了三阶段目标，有序推进塑料污染治理

工作： 

第一阶段是到 2022年，本市塑料污染治理政策标准体系初

步建立，重点领域塑料污染治理措施全面实施，一次性塑料制品

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充分发挥北京 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示范引领作用；第二阶段是到 2023年，全市重

点场所、重点沿线塑料污染基本消除，重点用塑单位报告等基础

性制度基本建立；第三阶段是到 2025年，塑料污染治理制度全

面建立，科技支撑体系更加完善，低塑生活的良好社会风尚基本

形成，努力成为国际超大型城市塑料污染治理典范。 

在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环节，目前全市范围已禁止生产和

销售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1毫米

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到 2020年底，全市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

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

品；到 2022年底，全市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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