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日报丨全国政协委员万捷：

明确外卖平台等外卖包装    
治理责任主体

 “垃圾分类不仅是基本的民生问题，也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题中之义。”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

民盟中央常委万捷十分关注生态环境建设，提交了 3 个

提案，包括加快外卖包装污染治理、修正固废法关于生

活垃圾管理的相关条款和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信息公

开机制建设。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台账

为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今年万捷建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将《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若干意见》中的一些关键措

施和长效机制，通过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简称“固废法”）关于生活垃圾管理

的相关条款，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新修订的固废法已在我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亟待补充和完善有关生活垃圾分

类治理的具体法律规定和条款。”万捷建议，明确政府

各部门主体责任。将固废法第 43 条第 1 款修改为：设

区的市级地方人民政府担负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主体

责任，建立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市、区、街道、社区四级

联动机制，明确各有关部门责任，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能力建设。

同时，要构建设区的市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建

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

类投放制度。并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台账制度。

此外，万捷还提出，要建立生活垃圾计量收费、分

类计价制度。固废法第 58 条第 2 款改为：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分类计价、计量收

费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建立垃圾分类目标责任考

评机制。建议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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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为核心的生活垃圾管理目标

责任制，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评估机制，采取社

会监督等方式开展有效评估。

制定专门的外卖包装治理条例、办法

外卖年订单总量已从 2015 年的 3.7 亿单剧增到了

2019 年的 160.3 亿单。外卖包装中近八成是塑料制品，

其余为纸质品或木筷等，这些废弃的包装和餐具在现有

的回收体系中极少会被回收，将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与

环境污染问题。

万捷提出，互联网外卖行业是新兴行业，目前还没

有专门的政策法规对外卖包装的治理问题予以规范。而

稍有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如环境法、固废法、循环经济法

等，又还未针对外卖包装治理问题，进行修订完善。此

外，以回收和可降解塑料来解决外卖包装问题存在较大

挑战。外卖包装在当前国内城市的垃圾分类指引中基本

被归类为不可回收的其他垃圾，其回收率极低。

“解决外卖行业包装的污染问题，需要各相关方包

括外卖平台、餐饮企业、包装生产企业等的协同合作。”

万捷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应制定外卖行业包装减量的阶

段性和长期目标，明确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加强部门间共治工作。

从国家层面上，制定专门的外卖包装治理条例、办

法，对涉及外卖包装治理问题的政策法规，需抓紧修订

完善。灵活运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明确外卖平台等

外卖包装治理责任主体。依照共同承担但有区别责任的

原则，清晰界定各责任主体在源头减量、替代循环、规

范回收等环节的责任内容。

万捷还建议政府可为外卖餐盒循环模式发展提供税

收支持。提供循环餐盒回收所需要的场地；鼓励容易形

成闭环管理的场景优先试点，如高校、工业园等。形成

可行模式后复制推广，激励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共享循环

模式的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