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9日，长沙市大王家巷，随处可见
的白色塑料袋。 实习生 李健 摄【调查】

市场到处在用塑料袋

从11月15日起，记者连续多日
在长沙各大商场、农贸市场和大街
小巷走访调查，除了新一佳、家润
多等少数大型超市根据超薄塑料
袋的大小收取0.1-0.3元钱外，长沙
的农贸市场、小型商店、餐饮店等
仍在免费赠送超薄塑料袋，“限塑
令”在长沙几成空文。

记者采访芙蓉区荷花园社区
一早餐店李老板：“你免费赠送超
薄塑料袋是违规的，知道吗？”李老
板回答：“知道，但大家卖早点都赠
送塑料袋，我收费的话，肯定会影
响我的生意。”李老板称，他每天卖
早点要赠送100余个超薄塑料袋，
但从来没有相关部门来查处。因为
查处力度弱，商贩们仍在把免费赠
送超薄塑料袋当做促销的手段之
一，从而导致赠送超薄塑料袋仍大
行其道。

国家明令禁止生产超薄塑料
袋，但这些超薄塑料袋到底从哪里
来的呢？一商贩告诉记者：“到处都
有买，尤其是批发市场，你要多少
就有多少。” 记者在高桥批发市场
走访，发现限塑令禁用的塑料袋在
这里不难买到。

工薪超市老板蒋俊告诉记者：
“我们超市的塑料袋都是厂家定期
送货上门的， 价格2.5元50个。”有
市场，才会有生产。超薄塑料袋的
生产源头没有掐断，是导致“限塑
令”失效的主因。

【部门】
三大难关致限塑受阻

“限塑令”几成空文，是否与执
法有直接关联呢？记者带着这一疑
问采访了长沙市工商局。

“限塑令不能说失败了， 虽然
目前长沙超薄塑料袋生产、 销售、
使用的情况很严重，但相对于法令
颁布前收效明显好了很多。” 市场
管理科科长黄忠表示。

记者问他：“这其中的原因何
在？是否与执法力度弱有关联呢？”

黄忠说：“主要有三大原因：一
是超薄塑料袋的生产源头没控制
住，地下黑工厂隐秘性强，查处难；
二是市民的环保意识差， 只图方
便，没环保观念，纠正难；三是农贸
市场及小商店、餐饮店等普遍免费
赠送超薄塑料袋，法不责众，查处
困难。”

黄忠坦言，“限塑令”与执法力

度弱有一定关联， 限塑令实施后，
质检、工商等相关执法部门都遇到
了难题， 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
料购物袋凭手感根本感觉不出来，
必须鉴定。但每家违规商店都要鉴
定的话，有限的人力、执法成本根
本应付不过来。

黄忠身处工商局执法第一线，
他透露出的无奈与困惑，无疑暴露
了“限塑令”先天不足的一面：法令
缺少查处细则，怎么处罚？处罚到
何种程度？没有硬性规定；厚度鉴
定是质检部门的事情，查处是工商
部门的事……没有具体规定，没有
部门协作， 就会出现有法难依、执
法难行的局面。

【“新模式”】
扶持环保袋或成破冰之举

针对环保意识不强的指责，不
少市民有不同看法。市民程玉华告
诉记者：“我们上班族不可能每天
带着菜篮子上班，下班时顺路购买
蔬菜等，超市和菜市场提供什么袋
装，我们就使用什么袋装。其实超市
和菜市场提供环保纸袋， 我们也愿
意使用，但长沙有多少商店、市场像
蛋糕店那样提供环保纸袋呢？”

为打破超市、商场多年发放塑
料袋的习惯， 培养市民的环保意
识，日前，芙蓉区火星街道办事处
在环保专干柳海其动员下，社区联
合辖区各商场，发起了“节能环保
绿色通道”活动，由各商场出资购
买环保购物袋，社区负责把这些绿
色购物袋免费发送到居民家中，居
民持绿色标志的购物袋进商场购
物，可享受绿色通道免排队优先购
物。据悉，该活动大受市民欢迎，截
至19日下午，已免费发放环保购物
袋3万余只。

社会学家方向新认为，这一活
动很有意义，“限塑令”取消塑料袋
的生产、销售、使用，但政府没有硬
性规定销售市场必须提供环保购
物袋，导致超薄塑料袋不断从销售
市场流向民间。“政府应加强环保
购物袋生产、 发放的扶持力度，并
对生产商给予一定的价格补贴，使
这种环保购物袋以低廉价格适应
市民。否则，这种仅靠商场免费发
送，无疑增加商家的成本，难以持
续下去。”

据了解，火星街道办事处的环
保活动得到了长沙市环保部门的
高度重视和肯定，有望在长沙全市
推广，将为长沙“限塑”开创新的破
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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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限塑令”实施四年几成空文
工商：环保意识差、地下工厂泛滥、追责难度大成主因
专家建言：可借鉴丽江、香港模式

2008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
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正式实施。这份被群众称为“限
塑令”的通知明确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

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
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限塑令”实施已经4年，记者近日在长沙调查发现，除了新一
佳、家润多等少数大型超市外，农贸市场和中小型超市几乎都在违
规赠送超薄塑料袋，“限塑令”几成空文。据全国塑料协会调查，“限
塑令”实施4年来，全国每天消耗的塑料袋总数仍以十亿计，由此带
来的环保问题令人堪忧。 ■记者 黄海文

专家建言

“限塑令”的失利是否意味着这一法令与国情不适宜呢？湖
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南省程序法学会会长黄捷在19日接
受记者采访时否定了这一说法。“限塑令的目的是‘环保’，而环
保是一项长期的、直指人心的行动，需要不断的推动、总结和纠
偏，而不能以为法令颁布后就万事大吉。”黄捷教授指出，“有了
法令，必须强制执行，才能产生权威。云南丽江的全民运动限塑
模式和香港立法重罚限塑模式，很值得全国效仿。”

据了解，云南丽江是国内第一个率先实施“限塑令”的城
市。2003年7月1日， 丽江古城区搞起了轰轰烈烈的“禁白（限
塑）”运动。当地媒体公布了政府决策：2003年7月1日至31日，丽
江古城对专门批发、推销塑料袋的经营者给予坚决没收并追究
其来源，堵住源头砍断销路；对市场上流通但未进行环保认证
登记的纸袋、快餐盒、布袋及部分可降解塑料袋进行清理整顿；
对农贸市场摊点及大小商店、饭店、超市的塑料袋进行强制检
查、强制没收，并视情节进行罚款300元至500元；从8月1日开始，
进入以罚款为主，罚款、教育、没收并重的执法阶段。

这场运动， 古城区史无前例地动用了最大的行政资源，环
保、公安、工商、旅游、宣传等全部出动参与“禁白”。执法人员被
要求分片负责，只要在自己的片区发现一个塑料袋就要遭到领
导的问责，压力可谓不小。而外地游客，如果使用或带入了塑料
袋，导游也要负责。“目前，在丽江市四县一区的范围内已经难
觅塑料袋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环保的无纺编织袋。”

2007年11月，香港政府出台了《胶袋收费草案》，若消费者不
付费索要免费塑料袋，可被拘捕；初犯最高罚款20万元，再犯则
最高判罚50万元。“这种法令力度，让人叹为观止，限塑自然取
得不俗的成绩。”黄捷教授说。

全民运动，立法重罚
限塑破局可借鉴丽江、香港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