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能环保 11
2017年02月28日星期二编辑：陈玮英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

生态文明建设其实就是把可

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

为后人“乘凉”而“种树”，就是不

给后人留下遗憾而是留下更多的

生态资产。

把生态文明软实力
变成绿色发展硬支撑

云南是一块对国家建设作出

过重大贡献的绿色高地。普洱是

这块高地上的点睛之笔。普洱生

态良好，全市森林覆盖率接近

70%，有自然保护区16个、占国土

面积比例达 20%，保存着全国近

1/3的物种。如此良好的生态，如

果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和行

动，难免会遭到破坏。而普洱很

早就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将政府主

导与群众自觉有机统一，努力实

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实施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循环的

生态文明工程，把生态文明建设

逐渐构筑成为普洱发展的硬支

撑。

近年来，普洱市强化资源生

态环境监管，加强污染防治，实施

了原始生态和湿地恢复、农村环

境整治和坡耕地生态整治等工

程，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体系。累计建成 16个

自然保护区、6 个省级风景名胜

区、1个国家森林公园和1个省级

森林公园，完成了140万亩生态茶

园改造，占现代茶园面积的96%，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强化。

依托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

2013年6月，普洱市获批建设国家

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作为全国

首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普洱

市生态文明建设有了绿色产业的

支撑。目前，普洱市已初步形成

特色生物产业、林产业、水电、旅

游度假四大产业集群。

生态文明的典型模本
安吉，曾是浙江省最贫困的

山区县，为了“脱贫”，也曾走过一

条财政上去了、环境变差了的弯

路。为了探寻经济发展与生态优

化共赢，安吉确定“生态立县”的

发展战略，治污与建设美丽乡村

协同推进。虽然也付出了沉重的

经济代价，但终于迎来了一个经

济结构合理、社会和谐稳定、人居

环境优美的新安吉。

保护生态，就必须向污染企

业宣战。县委、县政府毅然关闭

了33家污染企业，包括占全县1/3

税源的孝丰造纸厂制浆生产线。

开山挖矿，投资少来钱快，一直是

县里的支柱产业。治污的第二刀

毫不犹豫剁向了矿山企业，243家

矿山企业只剩下达标的17家。

关、停的同时，安吉还扎紧了

口袋——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一律

不准落户。印尼金光集团一个投

资近50 亿元的造纸项目，投产后

年税收可达10 亿元，然而因为环

保问题被淘汰了……近 3 年，170

多个5000万元以上的投资项目因

环保评估不达标被否决，其中超

亿元的项目就有10多个。

在治污的同时，从 2003 年开

始，安吉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因地制宜开展村庄环境综

合整治，该县首创的“五整治一提

高”工程成为浙江“美丽乡村”建

设的模本。

单从经济指标考量，“生态立

县”付出的代价的确是沉重的：在

湖州各县市的经济排序中，安吉

一度倒退至倒数第一。如今，“山

峦青翠、河流清澈、空气清新，经

济结构合理、社会和谐稳定、人居

环境优美。”这是国家环保部门对

获得“国家生态县”称号的安吉所

做的评价。

守住绿水青山
收获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已成为城市理想和

价值追求。珠海始终坚持“生态

优先”，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

路，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家

园更美丽，成为珠三角地区环境

质量最好、土地开发强度最小、人

口密度最合适、低端产业布局最

少及社会最和谐、最平安的城市

之一。

一系列漂亮的环保数据直观

地显示了珠海生态文明的“硬指

标”：2015年全年空气质量达标率

为 90.0%，全市各主要河流、饮用

水源地水质、近岸海域水质保持

100%稳定达标，各项污染物监测

指标年均浓度全面达标，区域环

境噪声值符合国家标准。城乡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全

市森林覆盖率达 35.94%，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 19.5 平方米，万元

GDP单位能耗0.399吨标煤，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万元GDP二氧

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强度分

别为1.98千克、1.61千克以内，较

2009 年下降 42.4%、39.5%。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10%，成为广东省增

幅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是珠海生态文明在经济发

展方面的一个“红利”缩影。守得

住绿水青山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

山。30 多年来，珠海始终坚持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坚决关

闭一批污染型、高能耗企业，引导

企业加大技改和研发力度，加快

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如今，生态文明作为

珠海的城市理想和价值追求，不

仅源源不断为城市发展注入“绿

色动力”，更为珠海经济发展“攒

足”后劲，赢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

势。 （来源：《中国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解决

资源回收的问题，目前中国电子

废弃物回收领域，已经涌现一批

成熟的企业和商业模式。与此同

时，大型品牌厂商也通过自建回

收，践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像

旧衣物回收、手机回收等中高值

回收也涌现了一大批O2O企业。

但是像饮料瓶这样最常见且对环

境构成污染的小件，虽然有盈创

这样的企业在关注，但从盈利、运

行方式等方面，依然有一些问题

亟待解决。

押金返还制度的魅力
早年《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德

国曾被超市里硕大的红色饮料瓶

回收机所吸引，原来“卖废品”可以

这么高端。在法兰克福的家庭，记

者观察到，他们把家里的饮料瓶收

集到一定数量后，在购物的途中顺

便扔进回收机，并获得几个钢镚，

作为报酬。如今可喜的是，这种回

收机在北京等城市的地铁、度假

村、酒店中也越来越多，但是使用

率并没有德国那么高。

不仅是回收机，就连北京街

头巷尾的回收车，也是门庭冷落，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北京盈创

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

涛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谈道，德国人之所以是主动而

为之，是因为他们购买的饮料中，

无论塑料还是玻璃，价格中已经

包含了瓶子的押金，有些地区还

特意在货架上标注原价，小票中

显示加价，来提醒消费者“多出来

的钱是可以退的”，这就是押金返

还制度的魅力。

事实上，早年间，中国的啤酒

瓶、酸奶瓶回收就是采用这种制

度，买饮料的同时，售货员会给一

张小卡片，上面的金额，在退还瓶

子时同步返还。可如今为何不见

踪影了呢？常涛告诉记者：“押金

体系具有灵活性。由于监管机构

具备立法、与业界合作以及沟通

对话层面上的优势，对拟建立体

系的有效性和效率将有很大的影

响力。可见这种制度完全靠市场

运作，间断性难以避免。”

那么这种制度建设，应该如何

展开呢？常涛介绍说，押金返还制

度要依据9个关键参数，分别是立

法范围、财务分析、目标和惩罚规

则、手续费、押金值、组织机构、包

装物类型的覆盖范围、物流、返还

点。它们需要根据当地需求、立法

情况、回收利用目标、人口统计资

料、产业结构和现有的协定等来拟

定适合本地的体系。

企业呼吁
加强顶层设计
目前，全球已有包括美国、加

拿大、欧盟成员等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通过立法确立了环境押金返

还制度的法律地位。但大多集中

在欧洲国家，其中德国的回收及

覆盖率达到了 98.5%（饮料瓶/易

拉罐、玻璃瓶）。常涛表示：“押金

体系的实施，实现了金属和 PET

饮料包装物的高回收率（规模

化），并提高了一次性饮料包装物

的使用生命周期，及对环境的直

观保护，使得城市‘乱丢废物’现

象几乎完全消失了。此外，押金

制度对于消费者和贸易行为而言

更加容易并且有助于环境保护和

资源的充分再利用。”

常涛希望政府部门能做好顶

层设计，一方面须建立起宏观监

督机制，对环境押金返还制度实

施进行总体指引和监督, 规范行

业制度。另一方面，在企业层面，

强化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回收本企

业废旧产品的全程义务，考虑建

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责任延伸制

度，明确生产商、销售商、消费者

对废弃物回收、处理和再利用的

权利与义务。

在《中国企业报》记者对多位

专家的采访中，专家们普遍提到

了“拾荒者对城市资源回收的贡

献”，但同时也表示担忧，因为废

弃物是被收走了，但是由于受到

正规回收网络体系尚未构建、标

准化回收器具明显不足以及相关

配套制度支撑薄弱等因素的影

响，大部分塑料饮料瓶进入到了

非正规拆解的“家庭式小粉碎作

坊”。

“小粉碎作坊”无需支付预防

环境污染的费用，价格优势使得

其严重挤占了正规处理企业的原

料来源，且经过粗放的造粒加工，

会对地下水源、土壤及公共卫生

安全等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原

本达到可饮用级的包装物只能达

到低值次级利用的水平。

我国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的《包装资源回收利用暂行管

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9条规定，

凡应回收的包装资源，各商品经

营单位在出售商品时，可采用收

取押金的方式，保障如数回收。

但后来《办法》因故废止。

常涛说：“这是一件令绝大多

数学者遗憾的事情，如今中国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环境监管和治

理，此时押金返还制度应顺势受到

政府、学者、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和

赞誉，并借助现在高速发展的信息

换平台，‘制度+智能环保设备+物

联网’定能引发消费者在资源分类

回收的兴趣和主动性，这对于反向

物流体系的建设将起到重要作用，

并带动新兴环保企业的崛起，弥补

再生资源领域的空缺。”

企业呼吁重拾押金返还制
弥补资源回收短板

本报记者 刘季辰

借力生态文明软实力 打出漂亮经济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