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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大量资源
产生大量垃圾

一次性商品在给人们的生活
提供方便的同时，其泛滥也造成了
负面后果。一次性用品的即抛特点
决定了这些商品在用材和制造上
的低成本性，这就使得质量和安全
水平不高成了一次性商品的通病。
更大的问题在于， 从环保的角度
看， 人们从一次性用品获得的便
利，是以大量资源的浪费与垃圾的
堆积为代价的。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
国垃圾堆放量已接近65亿吨，人
均年产垃圾达400公斤，其中很大
一部分是一次性制品。由于我国主
要采用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导致
一次性塑料制品对环境破坏很大。
塑料袋在地下埋100年都无法分
解腐烂，这等于宣告凡填埋垃圾的
地方100年内无法复耕。处理垃圾
方式的落后，放大了一次性用品的
消费危害。

“人类社会发展正面临资源日
益枯竭的隐忧，过多的一次性消费
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无论是商
家还是消费者都要理性对待这些
一次性产品。” 一名从事外包装生
产的业内人士称，在一次性用品带
来方便、快捷的背后，是触目惊心
的资源消耗。他认为，在一次性消
费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该反思生
产和使用这些商品所带来的潜在
危害了。

■来源于中国新闻网

一次性商品消费渐成习惯
很方便很时尚，但不环保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一次
性和“即抛式”消费渐渐成为一种生
活习惯和消费时尚。在商家和消费者
赞叹这些商品所带来的商机和便利
之时，也有人开始忧心这些商品所带
来的危害。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
访。结果显示，一次性商品的消费空
间较大，虽然多数消费者知道这些商
品存在诸多隐患，但为了方便，很多
人还是选择使用这些商品。

一次性消费渐成习惯

一次性用品范围很广， 比如一次性饭
盒、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鞋套、一次性杯子、
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而有些一次性用品在
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广泛使用，却对它没有一
个比较实质的概念，比如避孕套，马桶垫等
其实也是属于一次性用品的范围。

早在19世纪，欧洲各国的一次性用品行
业就已经起步发展。在我国，一次性用品这
一行业发展较晚，但发展速度惊人。随着社
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次性用品也被越来越
多的人群所使用。短短的几年内，涌现出了
不少生产和制作一次性用品的企业。

从目前情况来看，一次性用品涉猎的行
业越来越多，范畴越来越大，甚至部分本无
需或者不该成为一次性用品的，也慢慢沦为
一次性用品。

一次性商品充斥市场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
的加快， 一次性消费品种类也越来越多。大
街小巷均能发现一次性商品的身影。以清远
市义乌商贸批发市场为例，这里所销售的商
品涉及日化、文具、服装等多个种类，其中不
乏一次性用品。

在一家碗筷批发店记者找到了平时常
见的各种一次性碗筷，包括国家明令禁止销
售的泡沫材质的方便碗。据店主介绍，批发
城内同类商家不多， 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他
们家的生意非常好，每天能卖出数千个方便
碗。“我们的顾客主要是一些快餐店，他们一
拿就是几袋。”据了解，一次性的泡沫碗筷多
以600个来计算， 价位在45—60元不等。一
次性可降解的快餐盒则按照300个和600个
不等来计价， 平均计算每个价格也在0.6—
0.8元不等。“很多快餐店跟我说， 他们也不
想用这些盒子，但是顾客需要没有办法。”

“很多东西虽然没有写明是一次性的，
但用过一次就只能扔掉。”市民李女士说，由
于商品质量欠佳或者缺乏回收渠道，很多商
品，例如儿童玩具、数码产品等也沦入了一
次性商品的行列。“清远很多温泉和漂流的
地方， 在这些景区或者景区路上购买的泳
衣，很多比一次性的还差。”李女士的观点得
到了不少家长的认同，他们说现在很多玩具
也是如此。以电动玩具为例，电池坏了既没
地方修又没地方配，坏了也就只能扔。

一次性消费市民
赞弹不一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一
次性消费正慢慢成为一种时尚
和生活习惯。 记者随机采访发
现，大家对此有赞有弹。有人称
一次性商品的出现顺应了社会
的发展， 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
有人则认为，一次性商品既不环
保也不卫生，需要适当控制。

“我觉得有些地方必须使用
这些一次性的商品。”在清远从事
销售工作的何先生说。“对我们这
些需要经常出差的人而言， 酒店
如果没有一次性商品是一件十分
郁闷和头疼的事情。”何先生同样
认为餐店使用一次性餐具是一件
好事，“我们不可能随时带着饭盒
外出就餐， 也不可能从餐店购买
家用式的餐具回家。”

也有很多人认为应该控制生
产和使用数量。“一次性餐具确实
方便卫生， 能满足短时间内的需
求，但是从长远看，这些商品既浪
费资源又不够环保。”在清远从事
文职工作的李小姐说， 从实际生
活来看， 除了一次性医疗用品是
必须的，其他很多一次性的商品，
例如衣物、 玩具、 电池等并非必
须，用一次就扔掉，实在太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