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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建绿色
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比例已超过
90%，全国新建绿色建筑面积由2012
年的400万平方米增长至2021年的
20亿平方米。

目前，借助“光储直柔”“浅层地
热能”等先进技术，绿色建筑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全国城镇新建建筑已
全部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全面实
现新建建筑节能。深圳的绿色建筑
建设规模和建设密度一直位居全国
前列。从7月1日开始，深圳新建民用
建筑和工业建筑要百分之百实现“绿
色化”，目前已有1500多个项目获
得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同时，全国有约4000个产品获
得绿色建材评价认证证书，逐渐实
现规模化应用，装配式建筑更是日
益普及。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
超过25%，装配式建筑建设面积累计
达到24亿平方米。

（澜欣）

“我手里的手机壳，是用5位渔
民收集的海洋塑料制作的。”海洋生
态环境司副司长张志锋在生态环境
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介
绍，生态环境部近期将重点落实好
《江河湖海清漂专项行动方案》，组
织相关沿海地方在胶州湾等11个
重点海湾（湾区）开展为期一年的拉
网式塑料垃圾清理专项行动。

《2021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显示，我国近岸海域海面漂浮
垃圾平均密度约为3.6千克/平方千
米，近海微塑料平均密度约为0.44
个/立方米，与近年来国际同类调查
结果相比，均处于中低水平。

张志锋介绍，浙江省台州市打
造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蓝色循环”新
模式：政府和企业协同发力，组织渔
民等对海洋塑料垃圾进行回收，回
收后的塑料统一转运至相关企业进
行批量再生，并制作成为手机壳等
高附加值产品，产品出售后的收入
又反哺参与海洋塑料回收的渔民
等。这种“蓝色循环”，形成了政府
引导、企业主体、产业协同、公众参
与的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新模式。

（敏稳）

我国新建建筑
“绿色化”超90%

用海洋塑料垃圾
制作“绿色”手机壳

申请个人碳账户，碳积分可换福利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已满一周年，

而碳市场离普通人或许很远，但碳账户对每个
人来说几乎是触手可及。

什么是个人碳账户？个人碳账户相当于
个人碳减排的积分账户，日常生活中的碳减排
行为会被换算成积分，存到相应账户里。

如何申请个人碳账户？目前，主要是地方政
府、互联网平台和金融机构这三类主体推出个人
碳账户。比如，政府方面，今年6月，深圳和天津分
别在用电和出行领域推出相关碳普惠小程序；今
年7月1日起，上海首部绿色金融法规施行，其中
提到“探索建立自然人（常住人口）碳账户”。

金融机构的碳账户也不少，国有银行、股
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都参与其中。截
至今年6月，中国建设银行端口的碳账户用户

数超过10万，用户的各种碳减排行为累计减少
碳排放超过1000吨。浙江衢州是地方层面率
先开始探索建立个人碳账户的地区，截至今年
5月，已有239万户在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中
心支行建立个人碳账户，碳账户覆盖率高达近
95%，差不多当地每个人都有一个碳账户。

互联网平台推出的碳账户则比较多，从出行
App到外卖App，再到二手交易App多点开
花、“成团出道”，相应平台上的碳账户用户数也在
不断上涨。据饿了么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
在外卖行业消费者碳账户“e点碳”平台上，超
1200万用户已拥有碳积分，平台已送出无须餐
具的订单大约11亿单，相当于减碳约5.8万吨。

哪些日常行为属于低碳行为？碳账户积
分怎么“挣”？比如低碳出行，多走路、多骑车、

少开车；比如低碳餐饮，点外卖时选择“不需要
一次性餐具”，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再比如
低碳消费，购买绿色节能家电等。完成这类低
碳任务就可在碳账户中换福利，能换的福利除
了实体商品，还有一类与服务相关，例如换视
频会员、健身卡、机场快速通道通行权限、数字
人民币消费券等。

此外，“低碳达人”还可凭积分多贷款。按
以往普惠授信，浙江的刘先生只能拿到20万元
贷款额度，但他的碳积分已超过12000分，属
于“低碳达人”和银行的“深绿客户”，就可办理

“点碳成金贷”30万元，贷款利率比之前低0.3
个百分点，3年下来能少还1800元利息。刘先
生的碳账户、碳积分，为他获得贷款增加了“绿
色竞争力”。 （刘柏煊）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宣布，每
年约有27亿人面临过至少一个月
的用水难题。淡水资源的紧张，让
很多国家积极实践把污水“变废为
宝”。新加坡日前推出的NEWBrew
牌啤酒正是利用冲厕所回收的污水
制成。新加坡水务局和当地啤酒厂
家合作，首先利用紫外线对污水进
行消毒，随后使用顶尖过滤膜过滤
掉其中有害杂质。

该啤酒厂首席酿酒师表示，只
要通过严格处理手段，不管是什么
来路的水，都能变成饮用水。一些
消费者认为该啤酒口感清爽柔和，
非常适宜在新加坡这种炎热地区饮
用，但也有些消费者还存在抵触心
理。据悉，瑞典、加拿大等国也相继
推出了用污水酿造的啤酒。

（胡珍）

冲厕水“变废为宝”
可酿造消暑啤酒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
已一去不复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如今的穿衣观念也发生变化，服装淘汰周期大大
缩短。”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凯近日
表示。

生活中，每个家庭都难免会有不少旧衣服，
家里的旧衣服一般如何处理呢？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最近走访调查发现，受访的北京市民给
出的答案基本一致：“首选衣物回收箱”，如果小区
内没有旧衣回收箱，要么“直接放进可回收物的
垃圾箱”，要么“放在家里或找机会送人、捐赠等”。

“快时尚”加速服装淘汰周期，一件衣
服平均穿戴次数下降36%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全球性慈善机构艾伦·麦
克阿瑟基金会发布的《新的纺织品经济》显示，过
去15年里全球服装产量翻了一番，但衣服利用率
——即一件衣服在被丢弃之前的平均穿戴次数
却下降了36%。美国有研究显示，过去30年里
美国人购买衣服的数量增加5倍，但每件衣服平
均只穿7次。据美国环保署统计，自1960年到
2015年，美国纺织品垃圾增加了811%；美国每
年服装鞋帽废弃数量从1960年的140万吨激增
至2018年的逾1300万吨，其中约七成被填埋，
只有13%被回收制成新衣或用于其他用途。据
估计，美国人平均每年扔掉70磅的衣服及其他纺
织品。

事实上，碳排放几乎贯穿于纺织服装生产流
程的每一环节，特别是聚酯纤维取代棉花成为纺
织服装生产的主要材料，更加剧了这一产业的碳
排放。资料显示，全球80%纺织品是化学纤维产
品，化学纤维不可自然降解，总体循环利用率不
高。据英国泰可荣全球化学公司预测，未来10年
全球聚酯纤维年产量预计增长47%，达到9200
万吨。国际能源署预测，塑料制品的广泛使用将
是未来20年石油需求增长的最大推手，而纺织品
是仅次于包装品的第二大类以化工塑料为原材
料的工业品。

联合国环境署的数据也显示，纺织服装业
的碳排放量超过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碳排放量
的总和，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一成。而当人们
把衣服扔进垃圾箱时，不仅浪费了金钱和资源，
还再次加重了环境负担。在垃圾填埋场，纺织
品的分解过程会产生温室气体，并将毒性化学
物质和染料渗入地下水和土壤中。泰可荣全球
化学公司还预测，由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服装
生产明显过剩，低碳衣着面临较大阻力，全球成
衣约三成尚未出售即被按照垃圾处理填埋，许
多快时尚品牌仍在加快推出新款，导致生态环
境承受压力加剧。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纺织大国，纺织纤维加
工总量占全球的50%以上，而且还在逐年增

长。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废旧纺织品循环
利用是有效补充中国纺织
工业原材料供应、缓解资
源环境压力的重要措施，
也是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要内
容，对节约资源、减污降碳
具有重要意义。

每回收利用1千
克废旧纺织品，可降低
3.6千克碳排放量、节
约6000升水

废旧衣物是随手扔
掉，还是洗净后投到回收
箱？这看似微小的选择，却
对环境影响巨大。记者看到，在北京市朝阳区光
熙门北里小区，居民会定期将装满废旧衣物的袋
子投到再生资源回收站。这些袋子都带有二维
码，负责回收的奥北环保公司工作人员清运结束
后，会通过小程序返还现金给居民。

“我们希望以市场化手段激励居民积极参
与。”奥北环保公司副总裁卢斌介绍，回收物包括
衣服类、鞋类、包类、被褥、毛绒玩具等，主要采用

“自助投放点+回收袋”模式进行回收，用户投递
的织物需满足“干净、干燥、无异味”标准，返现价
格根据下游市场行情明码标明。该小区回收站
运营近3年来，居民共投递可回收物108吨，其中
织物18.2吨，占比16.8%。目前，该公司在北京、
上海、成都等地累计已拥有13.5万名用户。

据研究机构测算，每回收利用1千克废旧纺
织品，可降低3.6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节约6000
升水，减少使用0.3千克化肥和0.2千克农药。废
旧纺织品循环利用，既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解决纺织原料资源短缺问题，又有利于节约
土地资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二手交易平台、“再造衣银行”、再生
纺织品研发等，开启旧衣循环利用新模式

除了回收，废旧纺织物循环利用还涉及生
产、交易、分拣、利用等诸多环节。在流通端，目前
二手交易平台已逐渐兴起。在北京某网络媒体
工作的“90后”小秦告诉记者，她的许多衣物、鞋
子等都会“挂”到闲鱼上出售。“一般会按照衣服的
新旧程度标价，通常三四天就卖出去了。”如果在
闲鱼上看到款式喜欢、价格合理的二手衣服，小
秦也会买。

“除了撮合用户之间、用户与服务商之间有
序开展旧衣线上交易，我们也引导用户参与旧衣
回收。”闲鱼平台旧衣回收业务负责人介绍，闲鱼
也提供预约上门回收旧衣服务，用户完成订单后
可兑换礼品，参与捐赠、植树等公益活动。比如，

将回收的废旧纺织物制成宠物暖垫，帮助流浪动
物救助基地的动物温暖过冬；通过捐出旧衣，领
取多个服装品牌的线上消费券等。据悉，闲鱼还
计划联合回收服务商，将旧衣回收门槛由5公斤
（相当于15件短袖或5件大衣）降低至1公斤，同
时在线下布局更多回收点，引导更多人在线上线
下积极参与。

记者还发现，北京通州区尹各庄村有个专门
经营二手衣物的“同心互惠”公益商店，那里一条
裤子8元、一件上衣6~8元、一双皮鞋8元……最
贵的羽绒服每件仅40元，前来光顾的多是附近的
打工者。该店负责人介绍，商店通过设立回收
箱、接收点，收集来自高校、企业、居民区等地的废
旧衣物、鞋帽等，经过分拣、清洗、消毒后，一部分
衣物在商店以不超过市价1/10的价格出售，另一
部分捐往西部地区，没法捐赠的送往综合利用工
厂。“同心互惠”自2006年创立以来在北京已有4
家商店，设立回收箱、接收点500多个，每年接收
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废旧衣物约1000吨。

此外，旧衣循环利用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
服装品牌和消费者所接受。劲霸男装联合近
2000家门店共同发起“衣旧有型·劲享新生”活
动，已累计有近48万人参与。热衷于旧衣改造
的新锐设计师张娜，自2010年创立“再造衣银
行”至今，一直还在寻求更好的再造衣循环模
式，她认为，“旧衣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链接。
当这位主人的旧衣经过拆分、改造成各种不同
的再造衣，又能和购买者产生一种链接，这是再
造衣最美好的特质。”

而在再生利用端，技术与理念创新也在引
领行业发展。致力于再生棉纱研发、供应的温
州天成纺织有限公司近年来大力推进再生循环
色纺“绿丝可莱”计划，通过与国际服装品牌商
建立合作，收集品牌商制衣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边角料和回收的旧衣服，从运输、开松、
纺纱直至做回成衣，逐步完成“零排放工
厂”理念。该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李成表
示，“随着全球时尚产业2030年前实现
再生材料替代目标成为共识，以及可持
续发展和低碳生活成为趋势，再生纺织
品未来将走向高值化。”

政府发文鼓励推行绿色衣着消
费，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

今年1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
部门印发《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鼓励

推行绿色衣着消费。该方案要求，推广应用绿色
纤维制备、高效节能印染、废旧纤维循环利用等
装备和技术，提高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等绿色纤
维使用比例，提供更多符合绿色低碳要求的服
装。推动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更多采
购具有绿色低碳相关认证标识的制服、校服。倡
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按照实际需要合理、适度购
买衣物。规范旧衣公益捐赠，鼓励企业和居民通
过慈善组织向有需要的困难群众依法捐赠合适
的旧衣物。鼓励单位、小区、服装店等合理布局
旧衣回收点，强化再利用。支持开展废旧纺织品
服装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实施意
见》提出，到2025年，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
初步建立，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达到25%，废
旧纺织品再生纤维产量达到200万吨。到2030
年，建成较为完善的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
生产者和消费者循环利用意识明显提高，高值化
利用途径不断扩展，产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废
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达到30%，废旧纺织品再生
纤维产量达到300万吨。

记者随机调查发现，在被问及“是否考虑购
买二手衣服”时，年龄较大的受访者大都表示“不
考虑”，一些年轻人则“不排斥”，有的表示经常通
过网络平台买卖闲置衣物。

“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信心、决心和巨大努
力。”赵凯认为，目前社交网络、视频直播、网购平
台等的兴起，刺激了服装过度消费。虽然年轻一
代更追求个性化、更容易消费冲动，但他们承担
环保的社会责任也义不容辞。随着人们日渐追
求个性和品位，也为精准化服装制造、减少过度
生产带来了契机，希望“穿得更精、买得更少、循环
利用”成为未来服装消费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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