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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2021年3
月16日零时起，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返京

不再需要持抵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抵京后不再实行14天健康监测，满7天、满14

天不再进行核酸检测，持健康通行码“绿码”，

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

有序进返京，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参照前述措

施执行。至此，低风险地区人员凭码可在国内

自由通行。

3月14日上午，有媒体致电中国铁路

12306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3月16日零时

起，低风险地区人员可凭健康码“绿码”在全

国区域内乘坐火车出行，无需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航空出行方面，南方航空公司、海南航

空公司等多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均表示以起

落地政策为准，包括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广州

白云机场在内的多地机场工作人员也均表

示，目前当地在3月16日后，只需健康码“绿

码”即可通行，无需核酸检测，同时建议出行

前咨询起落地最新政策。

3月12日，北京发布消息，调整进京政策，

自3月16日零时起，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返

京不再需要持抵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消息一出，涉及北京的机票、火车票搜索、

预订量应声上涨。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网的

数据显示，截至3月12日下午3点，进出北京的

机票、火车票的预订量较前一日同一时段分

别增长了一倍。携程旅行网大数据也显示，3

月12日下午通知发布后，北京始发的航线瞬

时搜索量迅速飙升，增长幅度与前一时段相

比达到了100%。搜索信息中，最为热门的目

的地包括：上海、成都、三亚、深圳、广州、重

庆、杭州、昆明、长沙、武汉。

除了近期的出行，不少人还开始未雨绸

缪提前计划清明、“五一”小长假的出行，与之

相关的搜索和预订也随之上涨。去哪儿网数

据显示，3月12日下午，有关清明小长假的机

票搜索量较前日同期增长了3倍，“五一”小长

假的机票搜索量增长了1.2倍。

今年2月22日，在石家庄藁城区全域以及

望奎县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后，

全国中高风险地区即实现清零，目前国内全

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部分省

市出现反复。1月2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了

《关于有序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测

工作的通知》，要求高风险地区人员或近14天

内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春运期间不流

动；中风险地区人员或近14天内有中风险地

区旅居史人员春运期间原则上不流动；低风

险地区人员应当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出行，

在体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有序流

动等。

随后，天津、山西、湖南长沙、重庆等省市

发文对春运期间各地人员返乡做出明确规

定，要求低风险地区人员返乡提供3日或7日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春运结束后，自3月9日

起，低风险地区人员持出发地或到达地健康

码“绿码”，在体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的情况下，即可正常自由通行。

期间，针对部分地区对返乡人员“层层加

码”，要求所有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均提供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甚至返乡后限制出行的现

象，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副司长米锋曾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北京市以外省份，防

止“层层加码”，要做到“六个不”：不得随意禁

止外地群众返乡过年，不对返乡人员实施集中

隔离、居家隔离措施，不对低风险地区跨省流

动到城市的非重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不对省

域内低风险地区返乡的非重点人群查验核酸

检测证明，不对省域内返乡人员进行居家健康

监测，不得随意延长居家健康监测期限。

当前，甘肃、湖南岳阳、内蒙古鄂尔多斯、

云南丽江等地已对低风险人群防疫政策进行

调整，无需持核酸证明，持健康码“绿码”即可

自由通行。例如，2月2日，甘肃省发布《关于精

准做好外省来甘返乡人员管控措施的通知》，

明确低风险区其他人员持健康码“绿码”出

行；湖南岳阳规定，“凡是从省外来（返）岳人

员，一律查验七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改

为低风险地区人员应当持健康通行码“绿码”

出行，在体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

有序流动。

不过，“北京发布”也提醒道，广大旅客朋

友要提前了解首都疫情防控政策规定，合理

安排个人行程，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少聚

集、保持社交距离，做好个人体温、症状等日

常健康监测，出现异常症状应及时向所在社

区、单位报告并就医排查。随着疫情变化，各

地防疫措施也在不断更新，出行前可咨询当

地市长热线（区号+12345）或防疫指挥中心

（区号+12320），合理安排出行。

又是一年“3·15”，我们搜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消费“堵
点”。它们既来自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来自五花八门的服务。

在此过程中，借由“堵点”，我们无意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消
费“期待”，这些期待渗透在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
结构中，暗示了现代人消费升级的多维度诉求，成为反思消费的
生动素材。如此磕磕绊绊的新消费故事，关联供给侧与需求端，
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描摹出中国经济转型的生动图景。

2020年，国民经济走过极不平凡的一年。疫情大考，消费
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逼近4
万亿元，占到经济总量的38.6%。国际市场变幻莫测，国内经济
负重前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疫情激荡之下，
游戏规则被改写，倒逼出中国的发展新格局。国内大循环成胜
负手，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箭已扣弦。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民经济有惊无险，在全球
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消费正在回暖，居民家庭
消费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居民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
对商品和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人们越来越在意如何利用购买的商品和服务， 通过品质
消费兑现美好生活。个体及家庭能够以此收获更多的满足感、
幸福感。那些原本只是出于个人喜好所做出的购买决定，逐渐
因为探索领域、考量维度的增大，使很多新事物融入其中，消
费行为变得更加多样化，消费需求差异化、个性化、高端化。

真正的消费升级取决于收入和消费意愿两方面。 现实既
有振奋人心的驱动力，也有烦心添堵的拦路虎。中国已经迎来
了全民消费时代， 消费意愿较高的城市中产和青年一代逐渐
成为消费的主力，加上城镇化的推进和网络消费的普及，消费
升级顺理成章。而各种消费痼疾和新坑，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卖家勾心斗角的价格战，买家心力交瘁的维权战，依然折磨着
人们的消费意愿，让壮大的市场荆棘密布，消费升级路上充满
了沟沟壑壑。

打通消费堵点，需要持续不断的供给侧改革，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需要不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
的无序扩张，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维护安全健康的消费
秩序；需要政府监管的决心和诚心，企业的良心和用心，消费
者的放心和信心，构成良性的消费生态。

近年来，消费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不断提升，最终消费支
出对GDP贡献率从十年前不到四成，到如今近六成，消费升级
蒸蒸日上。现代消费的满足感将不再只来自于简单的“为我所
用”，单层次的“物美价廉”，现阶段的“适合自己”，而更多的
会被“能超越现在的我”有所触动。

以“3·15”之名，消费是千夫所指的靶心，也是众望所寄的
归宿。为消费疏堵，畅通大循环，当商品和人之间的隔阂被打
通了，消费者的需求变得可识别、可触达、可洞察、可服务、可
升级、可提质，一个高标准的、四通八达的、良性互动的大市场
也就近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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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凤

庞大的替代市场

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

境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

污染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被称“最严限塑令”，也被认为是“禁塑

令”，其中便提到，2020年底全国范围

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

塑料吸管。今年1月起，全国塑料吸管

禁令生效。

受限于禁令，奶茶店率先站上风

口浪尖。去年底，蜜雪冰城通知全部门

店将不可降解塑料吸管更换成纸吸

管。蜜雪冰城一位市场经理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目前1万多家门店使用的全

部都是纸吸管，基本上已经没有传统

塑料吸管了。此外，记者走访朝阳大悦

城周边奶茶店发现，Coco、奈雪的茶、

喜茶店内同时备有纸吸管和可降解吸

管，一点点奶茶则仅提供可降解塑料

吸管。

在诸多领域，可降解塑料制品的

替代作用也加速显现。今年，在北京、

上海等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商场、超市

以及餐饮打包外卖等领域，不可降解

塑料袋也逐渐销声匿迹。近日，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四地消保委实地消费

体察了1640家企业发现，禁塑新规在

商场的落实率达到了78.6%，超市为

77.5%，外卖为75.6%。

可降解制品市场的潜力是巨大

的。根据《意见》要求，我国将以可循

环、易回收、可降解为导向，研发推广

性能达标、绿色环保、经济适用的塑料

制品及替代产品。根据东吴证券研报

测算，按照相关政策的实施时间线，到

2025年禁塑令完成实施后，可降解塑

料替代空间将达到250万吨，形成500

亿元左右的市场规模。

“面粉都比面包贵了”

相比于纸制品，可降解塑料在代

替传统塑料方面优势更加突出。但价

格因素仍制约着市场选择，从事全降

解吸管生产的小东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目前市场上的纸吸管平均下来大

约0.1元一支，植物全降解吸管0.15元

一支，大约贵出35%。

本就相对较高的价格在行业狂飙

中更有难收之势，而原材料涨价也开

始困扰整个可降解中后端产业链。“目

前原材料产能不足，价格被市场炒作

得大幅上涨。就拿PBAT来说，国产的

在年前进价24000元/吨，年后到现在

已经涨到每吨3万元了。PBS也涨过了

5万元，PBS作为耐高温吸管的重原要

原料，市面上很难找到现货。”汪玲恩

说，“对我们改性加工企业来说，也面

临着压力。”

植物源公司主要将PBAT、PLA等

可降解材料进行改性加工，再提供给

制品厂制作成吸管、刀叉勺等产品。春

节后，公司接到大量订单，在未调价

前，这些订单已经全部被客户抢购了。

汪玲恩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我们

的订单每月出货量在500吨以上，现在

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我们也不敢再

去接更多订单了”。

对此可降解材料中间商周豪也深

有体会。“有些公司原材料涨了200%，

导致下游企业订单量减少，我接手的

实际订单只有预期的1/4。”周豪称，

“上游原材料市场暴涨，会造成两个影

响。一是以前的订单是由统一价格接

的，现在成本核不上了，就会导致出一

吨货亏一吨货；第二是会出现投机倒

把的行为，比如一个下游厂商可能会

发现不用自己去加工制作，直接把原

材料卖掉就能挣不少，一吨原材料就

能挣7000元”。

“这样一来，原材料的价格就被炒

作得更高了。”汪玲恩说。为了应对原

材料涨价的难题，汪玲恩透露，植物源

公司也在考虑做出调价，估计调价幅

度在2000元左右。同样面临压力的东

莞众塑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也对产品进

行了调价，公司业务人员刘峰感慨道：

“现在价格太高了，面粉都比面包贵

了，谁还买面粉做面包啊？”

不愿意再做“面包”的企业包括远

在青岛的一家塑料制造公司。这家公

司原本同时有可降解和不可降解塑料

吸管业务，但公司销售人员陈肃告诉

记者，“涨价涨得没法生产了，全降解

吸管比普通吸管价格涨了四倍，没有

订单，客户只订传统塑料吸管，我们也

就停止全降解吸管的生产了”。

市场调节进行时

原材料产能不足、疯狂涨价，中

下游企业或赔本，或停产，或观望，

这一切使可降解产业渐渐自缚手

脚。周豪直言，“从宏观上看，整个产

业闭环最终要回到消费者手里，或

者由国家提供补助。一旦成本过高，

下游市场吃不下来，肯定会影响出

货量”。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曾深入参与到

2020年《意见》的研究制定工作中，该

协会会长、中关村国联绿色产业服务

创新联盟常务理事长朱黎阳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塑料污染治理政策加快

落地，可降解塑料成为炙手可热的替

代产品，相关产品需求量不断增长，各

路资本蜂拥而至，导致上游基础原料

供应趋紧，价格上升，可降解塑料产品

的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但随着可降

解塑料产业发展逐步成熟，全产业链

达成共识，生产成本会逐步降低，这是

一个市场规律的正常过程，企业终将

获得环保与成本的双重效益。

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陈及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原材料

涨价与市场预期有很大关系，投资、设

备进入，可降解原材料产业进入发展

快车道，但这也可能导致恶性竞争，从

引导产业和监管上应当还有相关的配

套政策出台，避免过热的炒作伤害产

业的正常发展。

今年，金发科技、瑞丰高材、恒力

石化、金丹科技等可降解行业上市公

司已纷纷加大扩产能布局。其中，金发

科技在建的6万吨PBAT生产线将于

年内投产，预计到今年底，公司产能将

达到18万吨；瑞丰高材拟投资不超过

2.3亿元建设年产6万吨生物可降解高

分子材料PBAT（二期）项目，预计于今

年第三季度竣工。

“只要产能上来，价格成本拉下

来，整个产业闭环摊到消费者头上的

时候价格少一些、市场吃得下，这就

是一个正态的发展方向了。我估计价

格趋稳大概需要等到八九月份。”周

豪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可降解产业火爆：昂贵的原材料与接不住的订单

今年1月1日起在全国生效的“史上最严‘禁塑令’”使可降解产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市场所期待的，在可降解行业QQ交

流群里，产品资讯每天都在火热刷新。“我这边刚接到一笔200万支可降解吸管的订单，我家只做其中的一种，其他兄弟家的可降解吸管

产品可以把报价发我。”汪玲恩注意到这条信息。“客户需要什么材料的吸管？”他迅速按下发送键询问细节。

汪玲恩是浙江植物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物源公司”）的销售总监，禁塑令让他的春节变得尤为忙碌。除了原本期

待的需求量增长，让他措不及防的是，春节后遇上了可降解原材料市场暴涨。成本提高、订单不及预期，这个产业在短短半年时间里

如雨后春笋般疯长，却又如釜底抽薪般面临着原材料产能短缺的重压，不少可降解中下游企业开始遥遥观望。

1月6日 河北省会石家庄开始实行闭环管理

1月28日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
发《关于有序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

3月8日起
藁城区管控策略调整，解除区域封闭管理，人员可
跨区域有序流动

3月12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自3月
16日零时起， 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返京不
再需要持抵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3月16日起低风险地区人员凭绿码可在国内自由通行

·疫情形势及各地防疫政策变化情况·

1月2日

1月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春节期间，返
乡人员需持7日以内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才能返乡

2月22日
石家庄藁城区全域以及望奎县疫情风险等
级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1月27日
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要求，1月
28日-3月15日期间， 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返
京须持抵京前7日内核算检测阴性证明等。

河北报告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拉响此轮新发疫情警报

最严禁塑令调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