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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高度重视
醇基燃料使用问题

七色土

环保志愿者陈立雯刚刚结束在欧盟的考察之旅，她走
下飞机时，头还有点疼。毕竟，时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
实。再加上 3 天的考察马不停蹄，日程安排满，信息量较
大。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这趟旅程仍旧有许多亮点。

全面禁止“洋垃圾”中，明确提出不再接受生活类塑料
垃圾，让欧美的塑料回收和再利用遭遇了 20 多年以来的

“滑铁卢”，其中是否蕴含机会，发达国家如何应对，他们将
作出哪些变革？陈立雯和一批倡议全球行动“减塑”的团
队，来到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进行调研，并传达了一条信息：
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废塑料。

欧盟委员会主管环境和垃圾管理的 6 位工作人员和陈
立雯一行面对面地交流，他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塑
料再生处理状况。“欧盟委员会将尽快制定出塑料回收和处
理国内塑料的思路。”一位工作人员真诚地表述。会议最
后，欧盟方还分享了他们的中长期计划，即在 2018 年底前，
尽快制定并出台以 2030 年为目标的方案，着重更加清洁的
塑料回收、加强塑料回收和处理能力、减少原生塑料的使
用、建设循环利用体系，以及加强和中国在塑料等循环经济
领域的合作。

第二天晚上，当地的一家本地电台邀请陈立雯一行人
录制节目。陈立雯一走进录播间，看见节目现场坐了满满
当当的人，有政府官员、学者、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企业代表
等。节目录制完成后，还有人要求继续和陈立雯细聊，“他
们非常关心再生塑料在中国的处理情况，他们需要现实中
的一手信息来解决问题。”陈立雯回忆说。

3 天的会议紧张而丰富，和全球塑料处理研究团队碰
面后，大家都认同发达国家必须做出改变，提高塑料回收和
出口的透明度，共同应对当前的塑料污染危机。陈立雯说：

“全球应该行动起来，一起面对塑料的污染问题。”
物理学上有一条物质守恒定律，地球上的物质既不会

无中生有，也不会凭空消失。人类社会向大自然要资源，创
造了财富，消费完后再回归自然，这是人类经济体系与大自
然物质循环的“对话”。有专家表示，根据物质守恒定律，人
类社会越发达，就有越多的物质需要进行循环。而确保物
质能参与循环，必须通过处理达到自然能接纳的程度，否则
就会导致污染和资源匮乏。

截至记者发稿前，多国已经对此发声。英国首相特蕾
莎·梅 1 月 11 日在伦敦发布了未来 25 年国家环保战略，宣
布英国计划在 2042 年前根除使用所有不必要的塑料垃
圾。她还号召发达国家重新设计自己的垃圾回收政策。鉴
于中国提高了对固体废物回收的标准，一些美国垃圾回收
系统开始通过提高垃圾分类的标准，来满足进口标准。比
如采用机器人进行分类。已有公司着手研发，不过与手工
分类比，机器人的成本现阶段依然昂贵。

好在，世界已经动起来了。“如果发达国家能就地处理
好固废垃圾，并将它们纳入循环经济体系，其中会有更多的
新技术和标准问世，补充到全人类应对垃圾快速增长这一
重大难题的答案题库中。”曲睿晶分析。

而在陈立雯看来，“洋垃圾”从发达国家出口到发展中
国家，是一条贸易转嫁链条。“已经有人寻求在东南亚开设
工厂，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洋垃圾’。”但随着全人类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固体废弃物的数量不断增长，“无论转嫁到
哪里，都不是解决之道。”

中国发布“洋垃圾”禁令，将固废循环利用的问题重新
放到全人类必须正视的层面上。发达国家谁都不该逃避，
而要共同扛起这个难题。蔚蓝的地球不该是垃圾围城的星
球，人类经济注定要最大限度地良性循环。今天应是新的
起点。

斯科奇·福勒经营着一家垃圾回收公司，地处美国俄勒
冈南部，他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收来的垃圾总混有些难
以分拣回收的物品，而此前这些物品可以飘洋过海运送到
中国处置，它们在中国能重获新生，有时甚至还会化身为其
他商品回到美国——一些工厂会对它们进行分解，并将其
用作制造建筑或工业产品的原材料。

2017 年 7 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分
别向世贸组织递交通告文件，宣布中国在 2017 年年底前，
禁 止 进 口 四 大 类 24 种“ 洋 垃 圾 ”，包括生活来源废塑料、
钒渣、未经分拣的废纸和废纺织原料等高污染固体废物。

“穿过半个地球来看你”的洋垃圾黑色之旅，被这道《禁止洋
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彻底
阻断。

眼下，斯科奇·福勒忧心忡忡。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刊出的报道中，描述了这样的场面：压缩好了的无数成吨的
包裹，像山一样堆放在户外的空地上。那里面也许是一卷
油毡、煤气罐、一个公文包以 及 数 量 惊 人 的 针 织 毛 衣 、冷
冻 食 品 盒 和 塑 料 袋 。 令 人 崩 溃 的 是 ，一 车 又 一 车 的 废
料 还 在 源 源 不 断 地 输 送 进 来 。 斯 科 奇·福勒的雇员劳
拉·利布里克站在仓库中，她的身后是堆成小山一样的垃
圾。她无奈地说：“废料不断地运来，不断地来。”仓库外，原
本是雇员的停车位，已被压缩的酸奶盒、油瓶、碎酒瓶等所
取代。

美国废料回收行业协会统计，2016 年美国废料出口总
额为 165 亿美元，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废纸和废塑
料的出口总额约为 39 亿美元。协会说，美国出口的废纸中
有超过 2/3 最终都到了中国，废塑料中则有超过 40%以中
国为终点。美国的相关数据显示，向中国大陆出口的废纸
和废塑料总额超过 22亿美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还有英国、
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环球时报》评论指出，这些国家长
期依赖将回收的塑料垃圾等出口中国，自己的固体废物处
理链很弱。

尽管没有哪个国家的官方表态有所抱怨，但西方舆论
普遍表示焦虑。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等媒体多次就这一
话题邀请专家上节目，分析应该如何应对。英国《每日电讯
报》援引专家评述，英国地方市议会可能提案要求拒绝回收
塑料。同时，因为回收处理费用增加，地方政府正考虑增加
税收。欧盟正研究如何提高自身回收再利用水平，并制定
相关方案。

有评论人士认为，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习惯了从发展中
国家购买廉价制成品，消费后再把废弃物运回去，让自己的
国家保持生态良好、环境优美，但随着中国退出对“洋垃圾”
回收处理最终环节，这一局面很可能将彻底打破。

与斯科奇·福勒的焦虑不同，胡喜超焦虑的是如何把位于
江苏响水的循环经济综合利用园区二期厂房尽快建起来。

洋垃圾出口方苦于找不到消化的下家，而本应发愁货源
的下家，此刻却忙于布局国内的回收平台。“全面禁止‘洋垃
圾’对我们非但没有冲击，反而是利好。”胡喜超说。

胡喜超是从事再生塑料行业企业田强环保的董事长。
2018 年 1 月 12 日，她正为第二天的公司年会忙碌着。一通电
话打过来，她一边听，一边蹙眉。“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等、加
紧转型。你要看清楚趋势，做生意要有前瞻性。”放下电话，她
对一旁的丈夫、田强环保的总经理田卫强说，晚上几个朋友要
过来讨论合作的事情。

半年前的夏天，《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印发后，胡喜超行业内的几个朋友还持有
观望态度，他们幻想着真正实施的脚步不会来得那么快，或者
通过其他什么方式，还可以把“洋垃圾”的生意做下去。显然，
2018 年 1 月，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
合发布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废塑料》，彻底拿走了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早在 2015 年的时候，我就劝过这些朋友，不要再做‘洋
垃圾’的生意。”田卫强接过妻子的话头：“做‘洋垃圾’图的是
挣快钱，以小博大，根基不深。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已经把
废塑料回收利用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胡喜超和丈夫田卫强是浙江义乌人，1998 年偶然听朋友
说废塑料有利用价值，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从此背靠义乌小
商品市场，从回收闹钟后盖的塑料做起，秉持着南方人勤奋、
能吃苦的精神，把一家夫妻店做到了科技创新板的上市公司。

2017 年石油价格大幅下降，让唇齿相依的塑料行业应声
而跌。当多数国内废旧塑料厂家暗暗叫苦时，田强环保凭借
着国内资源回收高性价比及“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和优化，
推动塑料再利用产业创新升级，销售额达到 1.12 亿元，光纳税
就是 1600 万元，纯利润 500多万元。

2005 年，他们也曾与洋垃圾回收有过亲密接触，却亏得
血本无归。那时，在进入废旧塑料回收领域后，听人介绍说

“洋垃圾”回收买卖利润高，他们就去日本回收废旧塑料，因为
评估不足，又缺乏好的工艺技术处理，导致资源变成废品，教
训惨重。此后，他们将重心转移到国内生产生活源废塑料的
循环利用上，让再生资源从回收到清运及末端处理实现资源
的循环利用。

“以前，只要手里有批文，倒买倒卖‘洋垃圾’就能赚到差
价。”田卫强解释说：“但是能长久吗？”再生塑料行业中的人都
明白，在“洋垃圾”塑料“再生”的过程中，对土壤和水等环境的
伤害积重难返。而分拣丢弃后的废塑料要么被填埋，要么被
焚烧。填埋没有土地，降解也要数百年，随意燃烧废塑料还会
严重影响人体健康。

最糟糕的是，从事废塑料回收的国内企业大多是家庭小
作坊式，不成规模、体系，也不会更不愿意多支付建设环保处
置设施的费用，此举会加大成本，对星罗棋布的再生塑料小企
业来说，何必给自己套上枷锁，减弱产品市场竞争力？

随着在行业内深耕，胡喜超也清晰地看到，国家对环境保
护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2012 年以来，环境保护部出台了

《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管理规定》。针对进口废塑料的管
理，环境保护部对进口废塑料加工利用企业实行许可证制度，
并会同相关部门陆续出台《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进口废
塑料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进口废 PET 饮料瓶砖环境保护管
理规定》《进口废光盘破碎料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
不仅明确了对进口废塑料加工利用企业的环保要求，也提高
了进口废塑料加工利用企业的准入门槛。2013 年起海关总
署联合多部门开展的“绿篱行动”，再次给“洋垃圾”敲响了环
境保护的警钟。

这些趋势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全面禁止“洋垃圾”入
境势在必行。从随地建厂的家族小作坊转向集中的园区建
设，对废塑料企业进行集中管理，建立统一的排污标准，避免
造成二次污染，势在必行。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绿色智能制
造”势在必行。尤其是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廉价劳动力越发稀
缺，当人工成本增加挤压利润空间时，转向“绿色智能制造”是
明智之举。

2015 年，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科技转化促进中心副主任、
总工程师曲睿晶来田强环保调研，了解到企业的经营状况和
困惑，建议要立足于国内垃圾分类，建设基于废塑料资源化循
环利用的产业园区，并在园区内实行“统一建设、统一生产、统
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售后、统一财税”的“六统一”。于是，
胡喜超夫妇在江苏建起了占地 300 多亩的循环经济综合利用
园区。“我们采用合伙人管理模式，塑料再生行业产业链的同
行可以入驻，我们提供厂房和公用工程。”胡喜超解释说。同
时，发挥垃圾分类废塑料的优势，实施“两网融合”，用大数据
和物联网进行管理，推动企业创新升级。

同年，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一位美
国记者采访胡喜超，抛出这样一个话题：“中国对环境保护的
要求越来越严格，你感觉到悲观还是乐观？”“我很乐观，作为
规模化企业，本身我们已经在履行环保责任，相应的成本原本
就比别人高。门槛提高了，不按环保规则出牌的竞争对手纷
纷出局，对我们何尝不是好事？”胡喜超自信满满地说。

变革

目前，一些地区正在推行燃煤小锅炉淘汰，淘
汰方式包括关闭拆除和清洁燃料替代两种途径，
清洁燃料替代主要是煤改电、天然气、生物质和醇
基燃料 4 种形式。部分地区尤其是区县农村小企
业的生产锅炉、小浴室经营锅炉和小宾馆采暖锅
炉使用醇基燃料。但据笔者了解，作为可再生燃
料，醇基燃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清洁燃料。并且，
作为一种危化品，使用醇基燃料的问题和隐患十
分突出，应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使用醇基燃料的，多是偏远农村的小锅
炉，这些使用者对燃料来源几乎一无所知。例如，
在华北某县没有一家在工商注册的醇基燃料生
产、贮存和销售公司，所用醇基燃料由使用者通过
电话联系流动个体户供应，个别供货个体户根据
燃料使用者需求，再联系外地供应商，通过槽罐车
转运到当地后进行分销，其对醇基燃料产地和上
游供货渠道也不了解。无论是当地政府部门还是
使用者，对使用的醇基燃料来源知之甚少。

这就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醇基燃料的销售缺
乏有效监管，市场上的供应者基本都是流动性很
强的“黑户”。二是未对散布在农村的醇基燃料供
应点进行安全与防护的监管和指导，其私设的临
时储罐有可能成为“定时炸弹”。三是不少锅炉因
燃料替换（燃煤替换成醇基燃料）进行私下改造，
存在安全隐患。四是未对醇基燃料进行特性分
析，在成分、性质等重要信息不明的情况下，已在
大量使用。五是尚未对醇基燃料的无组织挥发和
燃烧排放的废气进行环境监测，有可能成为新的
污染源。

目前国家对醇基燃料使用和推广没有明确的
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的政策要求，可行性和合法
性有待确认。醇基燃料相关标准严重滞后，甚至
缺失。早在 1996 年，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了醇
基液体燃料标准（GB16663-1996），这一标准已实
行 20 多年，检测指标已明显不符合当前环境保护
的有关要求。

醇基燃料行业鱼目混珠、市场混乱，一些非法
商贩利用化工废料（甚至危险废物）生产醇基燃料
并向偏远农村销售。醇基燃料锅炉排放也没有明
确的执行标准。2015 年 12 月 24 日，环境保护部
在给河北省环保厅《关于醇基燃料锅炉执行标准
有关问题的复函》建议，醇基燃料的锅炉参照《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燃
油锅炉的排放控制要求执行。但在醇基燃料安全
防护方面，缺乏相应执行标准。

2017 年 8 月，河北省衡水市公安局向外界公
布，当地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非法处置危废物品
污染环境案件。涉案公司将危险化学废液冒充醇
基燃油、生物质醇油、环保油等燃料油（俗称“锅炉
燃油”）非法出售供应给锅炉用户使用，造成严重
的大气环境污染。据抽样检测，样品包含甲苯、乙
酸乙酯、正庚烷、三乙胺、苯、异丁醇、氯乙酸甲酯、
氯苯等《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所列有害化
学物质。样品经燃烧检测，颗粒物及氮氧化物排
放均超出国家标准，并均检出氯化氢等盐酸气态
物质。

笔者曾现场抽样检查部分醇基燃料，发现其
为深褐色油状物，有浓烈的类似化工溶剂的刺激
性气味，与醇基液体燃料标准（GB16663-1996）中
透明、无恶臭的要求不一致。现场还发现，使用醇
基燃料的锅炉房内刺激性气味浓烈。不少使用者
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个别用户反映担心对健康有
影响，因而停止使用。醇基燃料属于混合化合物
燃料，贮存和销售应当取得安监部门颁发的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GB16663-1996 也规定其运
输按照危险品的运输规定。但据目前掌握的情
况，市场上醇基燃料的成分、性质、来源及危害与
防护等均处于空白。

随着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加大、进度加快，有些
地方不排除产生贪功冒进、急功近利的思想，对相
关工作重视不足、调研不够、监管放松，为一些不
法行为提供了可趁之机。醇基燃料不仅是危化
品，由于标准和监管缺失，其运输、贮存和使用过
程中可能存在重大的安全、环境和健康隐患，应当
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沃飞 孔维泽

湖北省十堰市近日遭遇强降雪，城区不少行
道树的树枝被大雪压断。为了妥善处理这些树
枝，十堰市园林绿化管理局把陆续收集到的 500
多车断枝集中堆放，利用大型粉碎机，将这些断枝
全部粉碎后装车拉走。“这些树枝粉碎后会将它们
晒干，然后埋到地下发酵，当作苗圃基地的肥料。”
市园林绿化管理局工作人员说。

薛乐生摄

2017 年 7 月底至 12 月底，对远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斯科奇·福勒

来 说 ，无 疑 是 有 生 以 来 最 焦 虑 时

期。而身在东方国度的中国人胡喜

超，同样也为一样的事夜不能寐，寝

食不安。

他们相隔两万多公里，素昧平

生，却都因一纸禁令有了关联。这

种关联，源于他们都从事着一样的

行业——垃圾回收再利用。

◀陈立雯询问当地人得知，比利时实行垃圾分类，装
垃圾的塑料袋需要缴纳相应的垃圾处理费。分
类垃圾袋收费最低，混合垃圾袋收费最高。

“以前在欧洲各国可以看到的，酒店和餐
馆都是用重复使用的玻璃瓶装矿泉
水和饮品。这次最惊喜的是路上
偶 遇 要 实 现 零 废 弃 使 用 瓷
杯，而不是使用塑料杯装
汤的路边摊小哥。”陈
立雯感慨地说。
陈立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