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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倡议到行动，浅析“以竹代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王晓琼 王静

摘要：塑料，这一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产量巨大的产物，正在通过塑料工业和塑料

垃圾，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以竹代塑”倡议由中国政府与国

际竹藤组织（INBAR）于2022年共同发起；2023年11月，中国政府与国际竹藤组织联合

发布《“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2023-2030）》。“以竹代塑”作为一项符合绿色

环保要求新趋势，日益受到关注和青睐。但当前，“以竹代塑”的推广和普及仍面临

诸多挑战和短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加之政府相应政策的支持和激励，

以及相关机构和组织的科学引导，“以竹代塑”将继续凸显代替塑料产品方面的优势

和作用，为全球塑料污染治理和加快形成竹产业新质生产力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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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

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其与生物多

样性、公共卫生健康危机的叠加影响

之下，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

冲击。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全球变暖、

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其中最显著也是

最紧迫的全球变暖，成为当前应对和

遏制气候变化的关键议题。

全球变暖主要是指地球大气和

海洋因人类活动，主要包括燃烧化石

燃料等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

增加，形成温室效应，进而引发全球

平均温度上升的一种气候变化过程。

人类燃烧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

甲烷、氧化亚氮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

源。其中，二氧化碳又被认为是最主

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二氧化碳排放

量也被认为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

量化指标。

塑料，这一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

产量巨大的产物，正在通过塑料工业

和塑料垃圾，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间

接却不容忽视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正

在不断加剧和日益显现。

塑料从“摇篮”到“坟墓”的过

程中，都会排放温室气体。国际环境

法中心 2019 年 5 月发布的《塑料和

气候：塑料星球的隐性成本》报告称，

超过 90%的塑料都是由化石燃料制成

的。并且从塑料生产到末端处置环节，

包括化石燃料开采、运输；塑料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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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和制造；塑料垃圾处置等每个环节，

都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找

到塑料的替代性产品，以遏制和消减

塑料对全球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

负面影响，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致力并

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解决方

案。“以竹代塑”便是其中之一。

一、“以竹代塑”：从倡议到行动

“以竹代塑”倡议由中国政府同

国际竹藤组织（INBAR）于 2022 年共

同发起，即利用竹子韧性强、生长迅

速、收缩量小、可自然降解等特点，

将其应用到日用、外卖、建筑建材等

塑料使用的重点领域进行替代，以减

少塑料污染、应对气候变化、有效保

护生态环境。例如，在包装领域，竹

子可以制成竹纤维包装材料，替代一

次性塑料购物袋、餐具等；在建筑领

域，竹子可以用于制作家具、地板等，

其绿色环保的特性备受青睐；在交通

领域，竹子以其良好的可压缩性，被

用于制作汽车内饰零部件；在农业生

产领域，竹粉、竹浆、竹炭基等竹产

品正在逐步替代农业生产中塑料薄

膜和育苗容器等部分制品。 [1]

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开展

塑料治理与减少塑料使用的相关工

作。国际竹藤组织（INBAR）是第一

个总部设在中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致力于竹藤资源价值推广和开发利

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发起“以

竹代塑”倡议，旨在通过中国方案的

生动实践，在全球深化“以竹代塑”

合作，更好地发挥竹子在替代塑料产

品方面的作用，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23 年 11 月，中国政府与国际

竹藤组织联合发布《“以竹代塑”全

球行动计划（2023-2030）》，为“以

竹代塑”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行动目标，

在“以竹代塑”倡议基础上呼吁相关

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各级政府部

门、科研教育机构等，在发展战略和

规划中纳入“以竹代塑”元素，共同

推动减少塑料污染。

二、“以竹代塑”的优势和挑战

竹，为禾本科、竹属的多年生草

科植物，目前全世界约有竹亚科植物

123 属 1642 种，我国有 39 属 837 种，

占世界的 1/2。 [2]世界范围内，竹类

资源主要分布于亚洲、非洲、北美洲

的一些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

最丰富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发和使用

竹子的国家。竹类制品之所以被作为

https://m.cnhnb.com/p/package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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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的替代品，主要依托于其良好的

生态价值功能。

（一）生长迅速。竹子是生长特

别迅速的一种植物，能在短短几周内

长到数米高，且韧性强、通透性好。

这与它的生物学特性和环境适应能

力密不可分，只要生长环境适宜，它

能够在与其他植物竞争生存环境的

过程中快速适应，显示出极强的生存

能力。这些特性，也让竹类制品替代

塑料被广泛应用于餐饮、家具用品、

建筑包装材料等不同行业。

（二）资源禀赋好。研究显示，

世界森林资源和森林面积正在急剧

减少，但竹林面积仍以每年 3%的速

度增长。目前，全球竹林面积已达

3200 万公顷，约占林地面积的 1%，

年竹产量可达 4000 万吨。 [3]第九次

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我国竹

林面积 641.2 万公顷，竹资源、竹林

面积等均居世界首位。这也成为“以

竹代塑”行动开展的重要基础。

（三）可降解、环保低碳。与塑

料相比，竹子是天然资源，其制品被

废弃之后，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完

全可以自然降解，不会对环境造成持

久污染。在种植过程中，竹子需要的

化肥、农药较少，对土壤、水源、大

气的污染程度也相对较低；在生产加

工过程中，竹类制品不依靠化石能源，

产生的碳排放较低，于遏制温室气体

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塑料污染

大有裨益。

综上，“以竹代塑”作为一项符

合绿色环保要求，减少资源消耗的新

发展趋势，日益受到全国和世界范围

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但当前，“以

竹代塑”的推广和普及仍面临一系列

挑战和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资源利用成本高。无论是

采收、运输、生产加工等环节，竹制

品的资源利用成本都高于塑料。特别

是在采收和运输环节，基本依赖人力，

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以一吨毛竹为

例，砍伐、装车、运输等环节的人工

成本与平均市场价格相差为 150 元，

这会直接影响竹制品的市场竞争力。

应设法降低人力成本、扩大利润空间；

通过集约化种植，提高产能，降低原

料成本。

（二）产业集聚规模尚未形成。

当前，“以竹代塑”产业体系仍未系

统建立，竹产品生产线自动化水平较

低，仍以人工操作为主，缺少领军企

业引领产业链发展，尚未形成规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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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效应。没有价格优势，也造成竹制

品的市场接纳度低，不少消费者更愿

意购买价格低的塑料制品。因此还需

进一步加强引导，打造完整产业链，

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接纳度。这也成为

“以竹代塑”未来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三）技术成熟度有待进一步提

升。竹子作为塑料的替代性材料，需

要通过科技赋能，加强科技创新支持，

开展科研攻关等，进一步提高其耐用

性、可塑性和加工性能，为“以竹代

塑”新技术利用、新产品开发创造有

利条件，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此

外，加强“以竹代塑”产品技术标准

体系建设，也成为夯实“以竹代塑”

发展基础的重要保障。

三、结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聚焦

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

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力推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并将其列为政府十大工作任

务之首。“以竹代塑”，聚焦并加快

推进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既符合经济

社会全面转型与低碳高质量发展方

向，又是培育、发展竹业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支撑。

2024 年 4 月，加拿大渥太华举

行“塑料条约”第四届政府间谈判委

员会会议（INC-4），该系列会议旨

在制定一项关于塑料污染（包括海洋

环境中的塑料污染）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文书，以尽快采取统一行动解

决塑料污染，达成全球塑料污染治理

的全球行动共识。尽管目前，这一国

际文书的最终出台仍悬而未决，但终

结塑料污染已迫在眉睫。

“以竹代塑”不仅窥见竹产业发

展的未来前景和巨大潜力，也成为遏

制全球塑料污染的重要解决方案。随

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以竹

代塑”产业梯队当中，加之政府相应

政策的支持和激励，以及相关机构和

组织的科学引导，“以竹代塑”将继

续凸显代替塑料产品方面的优势和

作用，为全球塑料污染治理和加快形

成竹产业新质生产力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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