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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拯救海洋”实践何以成为“地球卫士”
茫茫海面上，一个塑料瓶

随波漂流，它是会成为
危害海洋生物生命健康的塑料
垃圾，还是会变成回收再利用的
资源？

一项来自浙江沿海地区台
州的“拯救海洋”实践———“蓝色
循环” 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项
目团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用数
字化手段追踪标记每一个回收
环节，让海洋塑料成为低碳环保
的原材料获得国际市场的青睐，
实现高值利用后收益重点反哺
给源头收集海洋塑料的民众，让
渔民有钱赚 、企业有动力 ，海洋
塑料废弃物治理由此进入可持
续的良性循环。

去年 10 月 ， 该项目获得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的 “地球卫士
奖 ”；今年 2 月 26 日 ，第六届联
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
罗毕开幕，“蓝色循环”项目应邀
参加，为解决海洋污染治理难题
提供中国方案。

靠海护海的渔民兄弟
带“塑”上岸

初春的海风还带着刺骨的

寒意，台州温岭渔民郭文标就迫

不及待地带着几位船员，驾驶着

休闲渔船去周边无人小岛上捡

垃圾了。

“前几天风向和洋流有点变

化，估计附近的几个小岛边上不

少塑料瓶、泡沫会漂过去，接下

去又要大风停航了，我们得赶紧

去处理掉，不然又会被冲回大

海。”郭文标说。

年近 60岁的郭文标从小就
生活在温岭市石塘镇小沙头村，

十多岁时就跟着父辈出海打鱼，

后来一直从事海上民间救助。

“我出海的时候，最怕海里

的那些废弃塑料水瓶、泡沫、渔

网，这些东西一旦缠住螺旋桨，

不仅渔船会失去动力，若遇海上

救援还会对人员造成生命威

胁。”郭文标说，他曾经看到一艘

出海多日的渔船回港后，搅进螺

旋桨里的塑料垃圾被清理出来，

足有 30多吨，依靠大型吊机才
拖出来。

不能让海洋塑料垃圾威胁渔

民兄弟的生计和生命。凭着这样

朴素的坚持，郭文标从十多年前

就开始自发地组织渔船，带回海

上作业时产生的生活垃圾和随鱼

货一同捕捞上船的塑料垃圾。

2022 年“蓝色循环”团队找
到郭文标，邀请他做“小蓝之家”

的“家长”，集中处理海底和湾岙

打捞上来的海洋废弃物，并且以

高出市场价 20%以上的价格回收
海洋塑料垃圾。

“我们把用过的、打捞上来

的塑料瓶在船上放好，回港时带

给他们。”船老大陈小华说，举手

之劳既保护了海洋环境，还能增

加收入。

傍晚退潮时分，浙江省台州

市路桥区黄礁岛的海滩上出现了

随海水而来的塑料瓶，身穿蓝色

马甲的 74岁渔民陈夏芳赶紧上
前，用夹子一个个捡起来装进回

收袋，戴在胸前的 GPS摄像头完
整地记录下捡拾的过程和位置。

“每天来海边捡捡塑料瓶，

一个月能挣七

八百元补贴家

用，挺好的。”

陈夏芳说。

陈夏芳介

绍，捡来的塑料

瓶会送到附近

的“小蓝之家”，

那里的回收价

大概是 2 角钱
一个，而在一般

的垃圾回收站

是 3分钱一个。
据了解，目

前在浙江沿海

乡镇已有数十

个“小蓝之家”，

一个“小蓝之家”守护 30平方公
里的海洋边滩。

“我们发动了 6300 多名群
众，10180 艘船舶加入‘蓝色循
环’项目。截至目前，参与治理

的各类群体超过 6.23 万人次，
共收集海洋废弃物 12000 多
吨，其中塑料废弃物 2500 吨左
右，有效改善近岸海域污染。”

“蓝色循环”项目发起成员之

一、浙江蓝景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叶晨介绍。

技术赋能的企业
变“塑”为宝

跨越约 300公里，从海上带
回陆地的塑料垃圾，经过处理后

被送到位于湖州安吉的威立雅

华菲高分子科技（浙江）有限公

司，在这里，它们被深度清洗，去

除表面的胶、油等污染物，并熔

融造粒。造粒后的成品塑料粒子

可应用于包装材料、工业制造、

服装家纺等领域。

为了生产出符合国际认证

标准的海洋塑料粒子，威立雅公

司主动谋求工艺改进，不仅开辟

专门的海洋塑料生产线，还从源

头技术研发入手，攻关降低海洋

塑料粒子中的氯含量的方法。

“2022 年以来，我们已累计
处理上千万个来自‘蓝色循环’

项目的海洋塑料瓶。”威立雅华

菲高分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付现伟介绍，经国际认

证的海洋塑料粒子，相较传统再

生塑料将升值 1倍以上，而以海
洋塑料垃圾为原材料生产的产

品则有更高的附加值。

“每年国际头部企业都有采

购海洋塑料的 ESG 碳减排需
求。”叶晨算了一笔账，与 8000
元一吨的陆地原生 PET 塑料粒
子相比，经过权威机构认证的海

洋 塑料 PET 粒 子 最高 可 达
33000元一吨。

如何证明这些塑料垃圾来

自海洋？在蓝景科技的数据平台

上，整个台州海域的渔船实时定

位、出入港等信息一目了然，通

过这些数据，平台能够推断并掌

握渔船真实的垃圾产生情况。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谢

焕说，浙江省在 2020年启动政府
数据开放，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

参与政府数据的开发利用，激发

数据要素价值，台州市经过对

接、评估，向“蓝色循环”项目方

开放一部分数据。

与此同时，在海滩、海岛上

参与塑料垃圾回收的老人，随身

携带的智能穿戴设备都会记录

下他们的工作足迹和影像。

在区块链、大数据等互联

网技术加持下，海洋塑料变得

“来路清晰”。破解了认证难题，

这些海洋垃圾制成的海洋塑料

再生粒子，被注重环保减碳的

国际头部企业，以高出传统再

生塑料的价格采购，实现了市

场化循环利用。

全球环保力量
让“塑”上架

走进“蓝色循环”项目的展

厅，墙上挂着手机壳、文件袋、衣

服、球鞋、收纳箱、化妆品包装等

各式产品。

“这些都是由海洋再生塑料

粒子制成的。”“蓝色循环”项目

发起成员之一陈光辉随手拿起

一个手机壳，扫描包装上的二维

码后立刻跳出一个网页：本手机

壳含 8.4克海洋塑料，您本次行
为可减少 0.42个塑料瓶产生，减
少 10.92克碳排放。

进一步点击屏幕下方的可

视化追溯图标，收集、储存、转

运、再生等环节的信息以文字和

视频的方式呈现在眼前。

通过“蓝色循环”项目回收

的海洋塑料制成的每个产品，都

有一个专属二维码，让使用者看

到它从海洋垃圾到商品的全过

程：收、储、运、再生、制造……追

溯海洋塑料全生命周期。

当第一单海洋塑料垃圾制

造出来的商品成功交易，“蓝色

循环”这一项目的价值得以显

现。“我们将利润的一大部分反

哺给沿海的渔民和居民，激励他

们收集海洋垃圾，再卖出进行循

环利用。”陈光辉介绍，现在不仅

是国外企业，越来越多的国内企

业也主动承担起保护海洋环境

的社会责任，向“含绿量”要“含

金量”，向“蓝色循环”项目方抛

出“橄榄枝”。

“浙江和山东、江苏等地的一

些服装、纺织头部企业，准备采用

我们的海洋再生塑料粒子，做成

丝、染上色、制成衣。”陈光辉说，

这些产品都会打上“蓝色循环”海

洋塑料的可视化追溯码。

截至目前，“蓝色循环”项目

已联合 146家塑料应用企业，实
现废弃塑料瓶“从海到货架”的

可视化追溯，以标准的治理体系

和产业链升值体系打破国际高

端市场海洋塑料认证的绿色壁

垒，增强塑料出口企业的环保竞

争力。

“世界银行 IFC多次来考察
项目，希望把‘蓝色循环’的技术

和模式输出到全球其他饱受海

洋塑料污染困扰的欠发达国家

（地区）。”叶晨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

表涂瑞和表示，“蓝色循环”的成

功在于创新运营机制，动员海洋

垃圾治理和塑料再生循环产业

链各利益相关群体都参与到行

动中来，用回收利用所得一部分

收入设立“蓝色循环共富基金”，

反哺前端收集人员，实现了保护

海洋与富民“双赢”，保障了运营

机制有效运转。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网

上，中国生态环境部表示，计划

到 2025年年底，完成中国沿海 9
省 2市 289个港口“蓝色循环”项
目覆盖。

浙江省生态环保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蓝色循环”治理模式

在广泛参与国际海洋塑料废弃

物治理、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创

新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的过程

中，将为世界海洋生态保护、塑

料废弃物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

慧和力量。

（据《新华每日电讯》）

由海洋塑
料制成的再生
聚乙烯材料

▲

台州温岭一艘休闲渔船上印着“蓝色循环”的标志 台州市温岭石塘镇的一处“小蓝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