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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开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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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及服务Ⅱ(申万) 沪深300

内容提要：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意见的通知》，要求到2022年，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

例达到85%，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700万个；到2025

年，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

用规模达1000万个，以及逐步停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

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胶带。

《通知》是对年初发布的“禁塑令”的进一步细化，对快

递包装行业提出了具体实施要求。  

 2020年1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布，

被称为我国“禁塑令”。《意见》指出到2020 年底，我国

将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

生产、销售和使用，到2022 年底，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费

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 

 为保证“禁塑令”中2020年目标如期完成，同年6月发布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对

禁止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的监督检查，加强对零售餐饮等领

域禁限塑的监督管理，推进农膜治理，规范塑料废弃物收

集和处置，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 

 随着国内塑料污染治理的政策快速落地，各地政府细化政

策及目标快速出台。截至2020年12月15日，全国已有30个

省市出台相关塑料污染治理政策法规。 

 依据“禁塑令”的指导方向以及细分领域相关政策的不

断释放，预计大固废产业链将持续高景气，建议关注三条

投资主线：（1）对具备再生利用价值的塑料废弃物的资源

化利用需求将提升，建议关注再生资源回收个股中再资

环；（2）塑料废弃物等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力度将加大，由

分类和回收导致的环卫设备和服务需求将提升，建议关注

龙马环卫、盈峰环境；（3）对分拣成本高、资源化利用价

值低的塑料废弃物，进入垃圾焚烧发电系统的将增加，推

动能源化利用，建议关注瀚蓝环境、高能环境、上海环境。 

 风险提示。政府政策推进不达预期，公司业绩不达预期，

市场恶性竞争，国内外二级市场系统性风险，国内外疫情

超预期恶化风险，国内外经济复苏低于预期。 

2020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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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意见

的通知》，要求到 2022 年，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 85%，

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 700 万个；到 2025年，电商快件基本实

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 1000万个，以及逐步

停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减少使用不可

降解塑料胶带。《通知》是对年初发布的“禁塑令”的进一步细化，

对快递包装行业提出了具体实施要求。 

2020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

污染治理的意见》，被称为我国“禁塑令”。《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底，我国将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

生产、销售和使用，到 2022 年底，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费量明显减

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其中，重点提及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和

处置：要求结合实施垃圾分类，加大塑料废弃物等可回收物分类收集

和处理力度；对具备再生利用价值的塑料废弃物，实现高质量、规范

化的资源化利用；对分拣成本高、资源化利用价值低的塑料废弃物，

进入垃圾焚烧发电系统并加强运行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实现能源化利用。 

此后，为保证“禁塑令”中 2020 年目标如期完成，同年 7月，国家

发改委等 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细化了政策并明确了重点领域，要求加强对禁止生产销售塑

料制品的监督检查，加强对零售餐饮等领域禁限塑的监督管理，推进

农膜治理，规范塑料废弃物收集和处置，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 

 

表 1：2020 年禁塑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机构 内容 

2020.1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

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国家发改委、生

态环境部 

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

售和使用，积极推广替代产品 

2020.7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

污染治理工作的通

知》 

国家发改委等 9

部门 

8 月中旬前出台省级实施方案，细化分解

任务。加强对禁止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的监

督检查，加强对零售餐饮等领域禁限塑的

监督管理，推进农膜治理，规范塑料废弃

物收集和处置，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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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 《关于加快推进快递

包装绿色转型意见的

通知》 

国家发改委等

部门 

到 2022 年，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

达到 85%，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 700

万个；到 2025年，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

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

1000万个，以及逐步停止使用不可降解的

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减少使

用不可降解塑料胶带。 

资料来源：发改委，国开证券研究部 

 

随着国内塑料污染治理的政策快速落地，各地政府细化政策及目标

快速出台。截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全国已有 30 个省及地方市出

台相关塑料污染治理政策法规。 

表 2：2020 年部分地方政府禁塑相关政策 

地区 政策 内容 

浙江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

污染治理的实施办法》 

“禁塑令”仅对杭州、宁波做出要求，浙江省《实施办法》

涵盖范围比更广，加入了第 3个试点城市绍兴。 

河南 《加快白色污染治理促

进美丽河南建设行动方

案》 

“禁塑令”仅对郑州做出要求，河南省《行动方案》加入

了洛阳、濮阳、许昌三市。 

上海 《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

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

方案》 

强调塑料制品的源头减量、循环使用、再生利用和环保处

置，从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置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明确提出分阶段目标和系统性治理要求及任务措施。 

北京 《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

行动计划（2020—2025

年）（征求意见稿）》 

为北京市餐饮、外卖平台、批发零售、电商快递、住宿会

展、农业生产等六大行业治理塑料污染规定了时限和步

骤，对每个行业整改提出了严格要求，以加大减塑力度。 

不仅加强对堂食的管控，还针对外卖平台明确了更多鼓励

措施。要求在 2021 年底前，鼓励外卖平台在点单环节设

置“无需餐具”等选项，并给予积分等形式的奖励，鼓励

通过发放平台“专属绿色优惠券”等措施引导消费者进行

绿色选择。此外，网购环节也将“减塑”。要求到 2020年

底，北京全市邮政快递及电商配送网点“瘦身胶带”封装

比例要达到 90%，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要达到 95%以上。 

海南 《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标志着海南进入“全面限塑”阶段，将正式全面禁止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饮具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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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品的使用。 

成都 《成都市加强塑料污染

治理行动方案》 

 

《方案》确定了塑料污染治理目标：到 2020 年底，在部

分区域、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

和使用;到 2022年，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

代产品得到有力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

升;到 2025年，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等环节

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治理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

研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国开证券研究部 

 

投资建议：依据“禁塑令”的指导方向以及细分领域相关政策的不断释

放，预计大固废产业链将持续高景气，建议关注三条投资主线：（1）

对具备再生利用价值的塑料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需求将提升，建议

关注再生资源回收个股中再资环；（2）塑料废弃物等可回收物分类

收集力度将加大，由分类和回收导致的环卫设备和服务需求将提升，

建议关注龙马环卫、盈峰环境；（3）对分拣成本高、资源化利用价

值低的塑料废弃物，进入垃圾焚烧发电系统的将增加，推动能源化利

用，建议关注瀚蓝环境、高能环境、上海环境。 

 

风险提示 

政府政策推进不达预期，公司业绩不达预期，市场恶性竞争，国内外

二级市场系统性风险，国内外疫情超预期恶化风险，国内外经济复苏

低于预期。 

 

表 3：重点公司盈利预测* 

公司名称 12 月 25 日收盘价

（元） 

EPS（元） PE（倍） 

2019A 2020E 2021E 2019A 2020E 2021E 

中再资环 5.75 0.29 0.33 0.39 17.69 17.17 14.66 

龙马环卫 15.83 0.65 1.04 1.22 16.79 15.24 13.02 

盈峰环境 8.19 0.43 0.47 0.57 14.33 17.36 14.42 

瀚蓝环境 23.73 1.19 1.36 1.70 14.73 17.49 13.94 

高能环境 13.40 0.61 0.68 0.84 15.54 19.71 15.95 

上海环境 10.78 0.67 0.59 0.76 16.45 18.30 14.2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国开证券研究部 

*2019年指标是以2019年12月31日价格计算，2020-2021年预测值系WIND 一致预期（高能环境2020-2021年数据系作者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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