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2024·05

先锋观察

2022年11月，中国与国际竹

藤组织共同发起倡议，在全球深化

“以竹代塑”合作，更好发挥竹子

在代替塑料产品方面的突出优势和

作用。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和‘以竹代塑’产

业”。云南为何要推进“以竹代

塑”？如何推进？在此过程中还面

临哪些挑战？

“以竹代塑”前景广阔

塑料袋给环境保护带来了严峻

挑战。为治理白色污染，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2020年1月发文，对塑

料污染治理工作进行整体部署。全

球越来越多的国家也不断升级“限

塑”措施。随着“禁塑限塑”趋势

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步伐不断加

快，“以竹代塑”产业迎来了发展

新机遇。

“‘以竹代塑’的提出，为

减少塑料污染带来的环境与健康的

威胁，提供了一条可探索的希望之

路。”在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副理

事长、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看

来，治理塑料污染一方面在于回收

废塑料，另一方面在于从源头上减

少塑料使用，找到塑料的替代品。

国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

污染治理的意见》指出，鼓励减少

塑料消费，推广生物可降解塑料的

替代制品，“以竹代塑”便是一项

具有中国特色的替塑创新举措。

“与塑料制品相比，竹子韧性

好、可塑性强，生长周期短，易种

植，具有替代塑料的天然优势。同

时，竹子作为绿色、低碳、速生、

可再生、可降解的生物质材料，在

包装、建材等多个领域可直接替代

部分不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制品。”

董文渊说。比如，用竹浆制作的一

次性餐具，在餐饮外卖市场供不应

求；竹缠绕管廊等产品，已在一些

市政工程中推广应用；竹制集装箱

底板防水且不易断裂，逐渐成为行

业新宠……在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

当下，竹子正因科技赋能而创造更

多替代塑料的可能。

在昭通市大关县举办的2023

年筇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一家

新材料企业展出了以竹为原料生产

的地膜、餐盒等产品。“展出的产

品正是公司‘以竹代塑’的探索之

一。竹纤维做的农业地膜可以完全

实现生态降解，能有效解决传统塑

料地膜污染土壤的问题。”该企业

负责人表示。

2023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加快“以竹代

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从国家

层面推动“以竹代塑”产业发展，

也为全国各地发展“以竹代塑”提

供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撑。

就云南而言，“以竹代塑”产

业发展，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防治白色污染、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从一根竹子到一

件作品，不仅是竹形态的蜕变，更

是‘以竹代塑’融入千家万户生活

的体现。”云南羲之竹文化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欧贤芹表示，国家印

发“以竹代塑”行动计划，对公司

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以竹代塑”云南家底丰厚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

共有本地竹类20属82种，是云南乃

至世界竹类植物分布较为集中、种

类组成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发展

‘以竹代塑’产业大有可为。”在

今年的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云

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

程师刀蕾建议，云南省应立足优势

资源，推动“以竹代塑”发展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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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以竹代塑”是生

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举措。云南如何发

挥丰富的竹资源优势，做大

“以竹代塑”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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