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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制品由于其出众的性能和低廉的价格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

产和居民生活，但是废弃塑料在自然环境中一般需要 200-700 年才能

被降解，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50 年至 2015 年间，人类

活动已经生产了83亿吨塑料制品，其中49亿吨被直接填埋或被遗弃， 

8 亿吨被直接焚烧。若全球塑料消耗量将以每年 8%的速度增长，预

计 2030 年塑料的年消耗量将达到 7 亿吨。近年来，各个国家均出台

政策积极推进限塑、禁塑，减少塑料垃圾污染。 

2020 年，我国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和《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彰显了国家“禁

塑”的决心。这两个政策主要针对外卖、快递和农膜三个应用场景进

行整治，明确了未来在这三个领域中用可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塑料的大

趋势。 

可降解塑料是塑料中的一个分支，是传统塑料（PE、PP、PVC

等）的替代品，其大分子链在光或微生物的作用下会发生断裂，并分

解为小分子物质，最终回归到自然界中。我国早期的“禁塑”政策在

推广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加之目前可降解塑料高昂的生产成本致使其

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导致国内可降解塑料消费需求较小。相应地，国

内产能部署规模较小，产能利用率低，且产量中有相当部分出口海外。 

本文针对快递、外卖和农膜三个领域的未来潜在市场需求进行了

估算。在政策的强力驱动下，可降解塑料行业在未来的几年里或将迎

来百万吨以上的潜在市场需求。目前业内几家龙头企业已经开始计划

在未来的两年内密集部署生产线以抢占市场先机，同时，也会有传统

塑料制造厂商改变产能布局加入可降解塑料领域参与竞争。未来，相

应的债务融资需求也将应运而生，信用风险不可避免，我们将持续关

注可降解塑料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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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塑令”出台的背景 

（一）全球塑料污染治理迫在眉睫 

塑料制品具有价格便宜、理化性质稳定、质量轻便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但是大部分塑

料制品在自然环境中降解速度极为缓慢（200-700 年），大量废弃塑料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极

大程度地威胁到了野生动物和人类自身的健康。虽然部分废弃塑料在回收后可通过焚烧进行处理，但是焚烧过程中

产生的有毒气体和碳排放对自然环境依然会产生威胁。从 1950 年至 2015 年，人类已经生产了 83 亿吨塑料制品，

其中 49 亿吨被直接填埋或被遗弃，8 亿吨被直接焚烧。塑料的使用量未来还呈现增长态势，若全球塑料消耗量将

以每年 8%的速度增长，预计 2030 年塑料的年消耗量将达到 7 亿吨。白色污染不断蔓延，形势严峻，各个国家均出

台政策积极推进限塑、禁塑，并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减少塑料垃圾污染（表 1）。 

表 1：世界各国禁塑政策情况 

国家/城市 时间 法律/法规/政策内容 

意大利 2011 年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非生物降解的塑料袋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和

西澳大利亚州 
2018 年 7 月 零售商禁止向购物者提供一次性超薄塑料袋。 

英国 2018 年 1 月 2042 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 

西班牙 2018 年 1 月 全国性禁止免费提供污染型可降解塑料袋。 

韩国 2019 年 1 月 《关于节约资源及促进资源回收利用法律修正案》，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 

智利 2019 年 2 月 超市及商场禁止向购物者提供塑料袋，对每个违法提供的塑料袋，最高罚款 370 美元。 

坦桑尼亚 2019 年 6 月 
除医疗服务、工业产品、建筑业、农业、食品、卫生及废物处理的塑料制品及包装外，禁

止进出口、生产、销售、储存、供应及使用所有厚度的塑料袋。 

美国纽约市 2019 年 7 月 纽约市内的餐饮店将不能再使用一次性的泡沫塑料餐盒。 

哥斯达黎加 2019 年 7 月 
《“废物综合处理”法律修正案》，禁止使用聚乙烯泡沫塑料。也将禁止使用塑料吸管，

零售场所也将不能向消费者提供塑料袋。 

新西兰 2019 年 7 月 
商场、超市、服装等零售业，将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对于违规情节严重、劝

说无效者，最高罚款是 10 万纽币。 

巴基斯坦 2019 年 8 月 
在首都伊斯兰堡及其周边地区，生产、销售、使用各种一次性塑料袋的行为将被禁止，在

旁遮普省、信德省等地也将陆续实施这类法规。 

法国 2020 年禁 止使用一次性餐具，并要求碗碟杯叉等一次性餐具必须用基于生物的原料制作。 

华盛顿州 2020 年 除了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以外，该法案还要求再生纸袋至少含有 40%的再生材料。 

希腊 2020 年 6 月前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加拿大 2020 年 4 月 禁用塑料吸管，2021 年元旦起禁用塑料袋。 

冰岛 2021 年 将不允许企业分发任何塑料袋，无论是免费还是付费。 

欧盟 2021 年 禁止或限用棉签棒、吸管等十种一次性塑料制品。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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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我国重拳出击，整治塑料污染 

我国早在 2008 年，便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袋（厚度小于 0.025 毫米），并实行塑料袋有

偿使用制度，但并未将“禁塑”提上日程。 

2020 年 1 月 16 日，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意见》指出了

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 

1. 不可降解塑料袋。到 2020 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

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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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县城建成区。到 2025 年底，上述区域的集贸市

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地区集市等场所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

料袋。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0 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

区、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2 年底，县城建成区、景区景点餐饮堂

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5 年，地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

耗强度下降 30%。 

3. 快递塑料包装。到 2022 年底，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的邮政快递网点，先行禁止使

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使用量。到 2025 年底，全国范围邮政

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 

2020 年 7 月，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要狠抓重点领域推

进落实塑料污染治理工作。除了加强对禁止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的监督检查和加强对零售餐饮等领域禁限塑的监督管

理以外，《通知》还明确指出了要加强农用薄膜的治理。 

总的来说，20 版“禁塑令”与 08 年版的“限塑令”相比，本次限制范围显著扩大，且提出了多个未来禁止的

范围。我国紧随其他国家的步伐，展示了“禁塑”的决心，主要针对外卖、快递和农膜三个应用场景进行整治，明

确了未来在这三个领域中用可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塑料的大趋势。在政策的强力驱动下，可降解塑料行业在未来的几

年里或将会迎来需求的暴增。 

二、传统塑料替代可创造国内可降解塑料百万吨市场 

（一）什么是生物可降解塑料？ 

可降解塑料是塑料中的一个分支，是传统塑料（PE、PP、PVC 等）的替代品，是指一类其制品的各项性能可

满足使用要求，在保存期内性能不变，而使用后在自然环境条件下能降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的塑料。从结构上来

说，可降解塑料与传统塑料类似，均为线型高分子聚合物，但由于其衔接碳骨架上重复单元的基团不同于传统塑料，

构成可降解塑料的大分子链在光或微生物的作用下会发生断裂，并分解为小分子物质，继而分解成 CO2和 H2O，最

终回归到自然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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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降解反应触发媒介进行分类，目前研究较多的可降解塑料主要可分为四大类，分别是光降解塑料、生物降

解塑料、水降解塑料和光-生物降解塑料。其中，生物降解塑料在可降解塑料中最具有发展前景，其他三类可降解

塑料由于应用场景局限性、技术成熟度以及成本等因素目前尚未成为市场主流。生物可降解塑料是指一类可在工业

或城市堆肥设施中，其分子结构可被微生物侵蚀而发生断链，最终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的高分子材料（若无特别指

出，下文所有提到可降解塑料均指生物可降解塑料）。 

如图 1 所示，按照合成的方式与原料来源的不同，生物可降解塑料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生物基可降解塑料和石油

基可降解塑料。生物基可降解塑料包括：聚乳酸（PLA）、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再生纤维素、淀粉塑料（PSM）、

聚羟基脂肪酸酯类聚合物（PHAs）等。石油基可降解塑料包括：聚己内酯（PCL）、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

酯（PBAT）等。 

 

图 1：生物可降解塑料与不可降解塑料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远东资信整理 

目前来看，应用最为广泛的是 PLA 和 PBAT 两种，约占全部可降解塑料的 90%。PLA 是以乳酸为原料聚合生

成的高分子材料，具有无毒、无刺激性、强度高、易加工成型和优良的生物相容性等特点，可用于生产日用塑料制

品。PBAT 是由对苯二甲酸、己二酸和丁二醇经缩聚而得，适用于各种膜袋类产品，包括购物袋、快递袋、保鲜膜

等。 

（二）行业现状：需求难推广，产能利用低 

需求方面，由于我国早期的“禁塑”政策在推广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截至本次“禁塑令”发布前，只有吉林省、

河南省和海南省推行了“禁塑”政策，导致国内生物降解塑料消费需求市场较小。同时，目前可降解塑料高昂的生

产成本导致其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是传统塑料的 2-3 倍），在传统塑料面前毫无竞争优势（图 2）。根据中国产业

信息网数据，2012 至 2018 年间，国内可降解塑料行业需求规模较基数较小且增长缓慢，截至 2018 年，行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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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仅为 4.4 万吨左右（图 3），而同期塑料消费量高达 1.09 亿吨，作为传统塑料的替代品，可降解塑料的市场渗

透率微乎其微。 

 

图 2：目前可降解塑料和传统塑料成本及价格 

数据来源：CNKI，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3：2012-2018 年中国生物可降解塑料行业需求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远东资信整理 

供给方面，如图 4 所示，2012 年以来国内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产能、产量逐年小幅增长，2018 年国内产量为 13.4

万吨，而同期塑料制品产量高达 5570.4 万吨。产能利用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 30%左右，

且产量中大部分出口至欧洲、澳大利亚及韩国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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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及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远东资信整理 

（三）政策逐步落地，百万吨市场需求显现 

随着“禁塑”相关政策在未来逐渐落地，塑料广泛的应用场景将会给可降解塑料带来巨大的潜在需求空间。我

们针对政策中主要涉及的外卖、快递和农膜这三个领域进行分析，测算未来即将产生的可降解塑料潜在需求。 

1. 快递 

塑料包装（如塑料编织袋、复合软包装、塑料薄膜等）在快递行业中大量使用，目前基本都使用 PE、PP、PVC

等不可降解塑料，是可降解塑料未来的主要潜在市场之一。受益于购物网络化的普及，我国快递业务量在最近的几

年里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国家邮政局数据统计，2019 年规模以上快业务量达到 635.23 亿件（图 5），2012-2019

年间平均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41%，塑料包装的需求也因此持续走高。根据数据统计，2018 年全国快递业共消耗编

织袋约为 53 亿条、塑料袋约为 245 亿个。按每个塑料编织袋 100g、每个包装塑料袋 10g 测算，快递业可降解塑料

潜在消费空间超过 80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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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2-2019 年我国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2. 外卖 

政策中重点提到的另一领域外卖行业（包括生鲜、零售、餐饮）也是可降解塑料的潜在市场。根据艾瑞咨询统

计，我国即时物流订单规模在过去的几年里快速增长，2019 年订单规模为 193.4 亿单（图 6），其中 74.2%为餐饮

外卖、生鲜及零售相关订单（图 7）。由此推算外卖行业 2019 年订单规模在 143.5 亿单左右。一份外卖的塑料包装

材料除了塑料袋以外，可能还会内含一次性餐具等塑料制品。单个塑料袋质量在 10g 左右，每订单产生 1.5 个塑料

袋，合计塑料使用量大约 21.52 万吨。单餐盒质量在 30g 左右，保守估计，每订单产生 1.5 个餐盒，合计塑料使用

量大约 64.57 万吨。塑料袋和一次性餐具合计总共产生了大约 86 万吨的塑料需求。考虑到外卖订单数量的强劲增

长，未来外卖行业产生的可降解塑料潜在需求将十分巨大。 

 

图 6：2014-2019 年我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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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即时物流需求场景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远东资信整理 

3.农用地膜 

农用地膜也是塑料薄膜的重点消费领域之一，在《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中重点提到。传统

农用塑料地膜材料主要以聚乙烯（PE）薄膜为主，其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基本无法降解，且缺乏有效的回收治理措施。

残留地膜的主要危害表现在阻碍土壤水分的渗透，降低土壤通透性；与根系直接接触，阻碍根系伸展，影响作物生

长，引起作物减产。目前我国适宜地膜覆盖的耕地面积在 9 亿亩以上，地膜覆盖面积只有 3 亿亩，按每亩地地膜使

用量 5 公斤估算，目前地膜需求量在 150 万吨以上，若适宜耕地地膜全覆盖则对应年需求 450 万吨以上。根据数据

统计，2018 年国内农用塑料薄膜实际使用量约为 246 万吨，农用地膜也将为可降解塑料提供相当大的潜在市场需

求。 

三、行业迎来发展风口，机遇与风险并存 

（一）需求放量或催生规模经济，行业竞争力有望提升 

目前限制可降解塑料推广的主要因素是其高昂的生产成本所导致的高产品价格。伴随政策实施，庞大的市场需

求会推动相关企业进行产能扩张及技术革新，规模经济效应或将有效引导可降解塑料生产成本不断下行。与此同时，

由于对原材料（如乳酸）的需求量同步增加，亦可促使原材料行业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原材料价格。此

外，类似新能源行业，国家或将推行一系列补贴政策进一步助力可降解塑料行业发展。未来，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国

家政策的助力将有效带动产品价格的下行，可降解塑料的替代竞争力会逐步增强，产品渗透率终将大幅提升。 

（二）产能部署或将带动行业债务融资，关注信用风险 

与上文预测的可降解塑料潜在市场需求相比，国内目前可降解塑料产能缺口巨大。目前业内几家龙头企业已经

开始计划在未来的两年内密集部署生产线以抢占市场先机，同时，也会有传统塑料制造厂商改变产能布局加入可降

解塑料领域参与竞争。未来，相应的债务融资需求也将应运而生，可降解塑料行业或将在化工发债企业中占据一席

之地，不可避免的，信用风险将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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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看，光伏行业的早期发展历程与可降解塑料行业颇为相似。两者均为传统工业的环保替代品，且早

期发展困难，依赖于政府政策的支持。 

我国太阳能发电建设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行业发展初期，受高成本等因素限制，光伏发电发展缓慢，很长时

间内仅限于小功率电源系统，难以实现大规模发展。2000 年后，国家启动了送电到乡、光明工程等一系列扶持项

目，为偏远无电地区解决用电问题。随着光伏发电技术成熟、成本逐步降低、上网电价初步明确以及国家改善能源

结构的需要日益增加，集中式光伏发电得到迅猛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光伏行业于 2009 年被国家列为产能过

剩产业。2012 年，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挑起“双反”，而后欧洲加入贸易战阵营，我国光伏产业发展遭遇重挫，

大批企业倒闭。其中的典型案例是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原经营范围主要是变压器、互感器等输变电设备。

2000 年，集团创建了第一家光伏新能源企业“西藏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此后主营业务除了输变电业务还包括光

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受到行业产能过剩和欧洲对我国光伏“双反”政策等影响，2015 年 4 月 21 日，保定天威发

布公告称由于公司发生巨额亏损，“11 天威 MTN2”付息违约。“11 天威 MTN2”也因此成为了首例银行间市场

违约债券，保定天威也成为第一家违约的国企。 

光伏行业的历史是否会在可降解塑料行业重演，还需要时间来验证，我们将长期关注可降解塑料行业未来发展

趋势。 

附录：目前国内可降解塑料产能情况 

（一）PLA 已有及规划产能 

附表 1：PLA 目前国内已有及规划产能 

企业名称 现有产能(千吨/年) 在建或拟建产能(千吨/年) 

浙江海正 15 60 

吉林中粮 10 
 

深圳光华伟业 5 
 

五粮液集团 5 
 

马鞍山同杰良 10 
 

安徽丰原 3 30 

河南龙都天仁  10 

浙江友诚  500 

东部湾  80 

山东泓达  160 

山东同邦新材料  300 

金发科技  30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国产业信息网，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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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BAT 已有及规划产能 

附表 2：PBAT 目前国内已有及规划产能 

企业名称 现有产能(千吨/年) 在建或拟建产能(千吨/年) 

重庆鸿庆达 30  

亿帆鑫富 12  

新疆望京龙  130 

彤程新材  100 

山东悦泰 25  

山东同邦  300 

山东汇盈 25  

山东泓达  160 

瑞丰高材  60 

内蒙东源  200 

南通达生物 10  

蓝山屯河 5  

金辉兆隆 20  

金发科技 71 60 

江苏科奕来  24 

华腾沧州  40 

华峰新材  300 

鹤壁来闰  100 

杭州鑫富 20  

甘肃莫高 20  

巴斯夫（广东）  48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国产业信息网，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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