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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
治理的路径、 动力与限度

王丹钰

［摘　 要］ 东南亚辽阔的海域在为地区国家带来丰厚经济收益的同时， 也面

临着极为严重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 东南亚的海洋塑料垃圾排放量位居世界前

列， 其海洋塑料垃圾问题呈现出排放主体聚集、 影响范围大和破坏性强的特征，
日益对东南亚国家的生物多样性、 生态环境、 经济效益和民众健康构成严重威

胁， 亟需予以重视和应对。 印尼在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上扮演着双重角色，
它既是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的主要排放国， 也是主要受害国。 鉴于海洋的开放性

与流动性， 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绝非一国可以单独解决， 因此印尼不仅出台相关法

规， 还积极参与东盟合作机制， 与域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致力于在国家、 地区

和国际三个维度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来看， 海

洋塑料垃圾治理不善不仅会影响海洋经济和其他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还

会使国家的地区声望和国际形象受损， 因此规避海洋塑料垃圾带来的风险是印尼

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动力， 但印尼国内的治理基础及国际合作的有效

性限制了其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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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各国共处一个世界”①， 地球的自然环境事关人类的生
产和生存。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 近年来环境治理引起
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联合国发布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强调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地球的自然资源， 把保护自然环境视为实现人类
共同愿景的支柱之一。 环境治理也成为各国及国际组织的重要议题， 如 “人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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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共同体” 的 “五个世界” 倡议中就提出要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①， Ｇ２０ 峰会领
导人宣言中涉及的绿色治理议题也逐渐由气候变化扩展到海洋环境保护、 绿色复
苏等领域②。 近年来， 东南亚各国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
展， 然而与之伴生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失衡。 “海洋联通了世界， 促
进了发展”③， 海洋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环境问题尤其是海洋垃圾引
发的海洋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域内国家的发展。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
２０２１ 年的报告显示， 每年约有 １４００ 万吨塑料流入海洋， 占海洋垃圾总量的
８０％ ④。 这意味着海洋中的大部分垃圾都是塑料， 海洋塑料垃圾⑤对海洋环境造
成了很大的破坏。 印尼作为东南亚地区大国， 海域辽阔， 其经济发展与海洋关联
密切， 参与地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成了该国的重要议题。

目前， 已有学者从国际和地区两个层面对海洋塑料垃圾问题进行研究。 在国
际层面， 各国已经认识到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的严重性， 试图通过国际性决议来协
调各国行动， 共同应对海洋塑料垃圾带来的国际挑战⑥。 在地区层面， 涉及东南
亚地区层面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第一， 东南亚地区海洋塑料垃圾的
污染现状。 海洋塑料垃圾对地区环境、 生物多样性、 经济发展和居民健康均造成
不利影响， 而既有研究一致认为 “东南亚地区是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重灾
区”⑦。 第二， 东南亚地区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主体。 作为区域性组织， 东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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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凝聚东盟成员国力量并主导开展

海洋塑料垃圾治理项目①； 而域内国家也是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主体， 有学者研

究了越南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政策， 也有学者从法律角度研究了印尼出台的海洋

塑料垃圾治理法规； 此外， 也有一些域外国家通过合作项目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

垃圾治理， 如中国、 日本、 挪威等国②。 第三， 东南亚地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联

合行动面临的困境。 研究发现， 低制度化、 协调不利、 重视程度低等因素制约了

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行动③。
既有研究对东南亚地区海洋塑料垃圾的污染现状及不利影响、 域内治理及面

临的困境等问题的探讨为本文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仍存在如下不足之

处： 一是对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的特征研究不够具体； 二是重点关注东盟作

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在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而对东南亚国家参

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行为和原因研究不足。 因此， 本文对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

问题的特征作了梳理， 以更加直观地展示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的严重性及其对东

南亚国家的影响， 并重点探讨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路径、 动力与

限度， 从而为理解海洋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参与海洋环境治理提供一种考察。

一　 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的严重性

随着城市垃圾中塑料的比例增加， 排放至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比例也不断上

升。 “我们的海洋中充斥着塑料垃圾， 从最偏远的环礁到最深的海沟都可以找到

塑料垃圾。”④ 全球每年有多达千万吨塑料进入海洋， 但只有 ３０ 万吨塑料漂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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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路径、 动力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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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道季、 朱礼鑫、 常思远： 《中国—东盟合作防治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策略建议》， 《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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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 其他塑料的去向还有待进一步追溯①， 这给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增加了难

度。 东南亚广阔的海域是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库， 然而各国不合理的

垃圾处理方式造成了海洋环境污染。 整体而言， 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问题呈现出

排放主体聚集、 影响范围广、 破坏性强的特征。
（一） 排放主体聚集
东南亚国家大多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及特定的管辖海域， 其中印尼的海岸线长

度达 ９９，０８３ 千米②， 菲律宾的海岸线为 ３６，２８９ 千米③。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泰

国、 马来西亚五国是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传统的海洋塑料垃圾来源国。 早在 ２０１０
年， 这五个国家就在世界海洋塑料垃圾来源国排名中位居前八位④。 ２０２１ 年的相

关数据显示， 这五个国家依然位于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来源国前十位， 其中菲律宾

处于第一位， 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 泰国分别处于第三、 第五、 第八、 第十

位⑤。 有学者称， 如果从这些国家流进海洋的垃圾减少 ７５％ ， 那么流入全球海洋

的垃圾则可以减少 ４５％ ⑥。 已有数据显示， 马来西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塑料垃圾

量为平均每年 ３２２ 万吨； 菲律宾每天消耗约 ６２３０ 吨塑料， 其中 ８１％ 存在处置不

当的问题； 泰国平均每年产生 ２００ 万吨塑料垃圾， 然而其中 ７５％的塑料垃圾未能

被有效回收利用。 整体来看， 由东盟国家产生的海洋塑料垃圾中， 有超过 ５０％
的塑料垃圾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得到回收利用的不到总量的 ２５％ ⑦， 东南亚地区

也因此成为海洋塑料垃圾的排放主体聚集区。
２０１９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 一次性口罩、 手套、 防护服的大面积、 频繁使用

加剧了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问题。 据统计， ２０２０ 年雅加达每天会产生超过 ２００ 吨

的医疗废物， 吉隆坡每天会产生超过 １５０ 吨的医疗废物⑧。 由于疫情期间在线服

务成为人们的主流生活方式， 一次性塑料包装和消毒剂等物品的需求增加， 各国

塑料垃圾产量持续增加， 如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７ 日至 ６ 月 １ 日， 新加坡额外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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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４ 吨塑料垃圾①。 东南亚各国激增的海洋塑料垃圾给地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带
来严峻挑战。

印尼是东南亚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国家， 曾被称为 “世界第二大海洋塑料
垃圾来源国”②。 塑料瓶、 塑料袋等塑料包装是印尼海洋塑料垃圾的主要组成部
分， 这些塑料垃圾往往会以碎片或者微粒的形式存在于海洋中。 东爪哇近海岸、
东加里曼丹海岸、 雅加达湾海岸的沉积物和苏门答腊省的深海沉积物中均发现了
不同浓度的塑料微粒③。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印尼国家塑料行动伙伴关系 （ＮＰＡＰ） 发
布的报告显示， 印尼约有 ４８０ 万吨塑料垃圾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据估计， 在印尼
所有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中， 有 ６２ 万吨最终流入印尼水域④。 大量塑料垃圾流入
海洋， 使得印尼成为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的主要来源国之一。

（二） 传播范围广
东南亚地区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既是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十字路

口”， 也是亚洲、 非洲、 欧洲、 大洋洲之间相互往来的海上枢纽。 因此， 受到人
类在该区域海上频繁活动的影响， 加上在大洋环流的作用下， 东南亚海洋塑料垃
圾的传播范围更广。 具体表现为： 其一， 域内国家的海洋塑料垃圾相互影响。 东
南亚域内各国海域相接， 如印尼和马来西亚分布在同一海域的两边， 印尼和文莱
则共有海岸线。 除老挝是内陆国以外， 东南亚地区中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等国均为海洋国家， 共有海域的自然活动使得海洋塑料垃圾在域内各
国间的传播不可避免， 马来西亚产生的海洋塑料垃圾会出现在印尼的海域和海滩
上， 而印尼产生的海洋塑料垃圾也会出现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海域和海滩上。 其
二， 在大洋环流的作用下， 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塑料垃圾会传播到世界各地。 有研
究表明，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的海滩上发现的塑料瓶中， ２１％的塑料
瓶来自东南亚地区⑤。 印度尼西亚环流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一个主要洋流系
统， 其主要流入口是望加锡海峡、 马鲁古海和哈尔马哈拉海， 主要流出口是龙目
海峡、 翁拜海峡和帝汶海。 印度尼西亚环流连接了印尼群岛内部， 使得印尼的塑
料垃圾借此流向其他国家， 除了一些东南亚国家， 甚至在韩国海滩、 日本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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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西北部海滩都可以收集到含有印尼单词的塑料碎片①。
（三） 破坏性强
虽然海洋环境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海洋塑料垃圾给东南亚国家的

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 其一， 影响经济发展。 旅游业最先受到海洋塑料垃圾

的冲击。 海洋塑料垃圾的存在会破坏旅游景区的自然景观， 影响游客前往景区游

玩的积极性， 当地方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时， 经济效益会直接因海洋塑料垃圾而

受损。 ２０１８ 年， 菲律宾关闭广受欢迎的长滩岛长达 ６ 个月②， 泰国则宣布无限期

关闭著名的玛雅湾③， 以恢复当地生态环境。 其二， 清理海洋垃圾的费用是一笔

不小的支出， 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 对经济效益带来的损害不容小觑。 海洋中漂

浮的大块塑料碎片对海上航行构成威胁， 为了保证航线安全， 各国政府不得不增

加资金投入， 以解决海洋垃圾问题。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 ２００９ 年海

洋塑料垃圾对亚太地区海洋工业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１２. ６ 亿美元④。
与此同时， 海洋塑料垃圾还给东南亚地区的生态健康带来如下不利影响： 其

一， 影响东南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近年来， 关于海洋塑料垃圾造成东南亚地区

海洋生物死亡的报道层出不穷。 塑料的特性之一就是难以分解， 其流入海洋后，
一些大块的塑料只能被分解为微塑料颗粒， 存留在海洋中。 海洋生物误食微塑料

会刺激消化系统， 阻碍其正常进食， 进而影响其发育和繁殖， 严重的甚至威胁到

生命； 一些大块的塑料如网丝之类则可能会缠住大型海洋生物， 影响其活动， 或

者直接导致其死亡。 其二， 影响人类健康。 研究表明， 海洋中的微塑料被海洋生

物吞食后难以被消化， 这些微塑料通过食物链传递进入人体后依然难以分解， 给

人类健康带来心血管堵塞、 中毒等风险⑤。 在东南亚和邻近地区的海洋洄游物种

尸体内都发现了塑料的踪迹。 印尼、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重视发展渔

业， 海洋塑料更容易通过被捕的海洋生物回到人类的餐桌， 最终被处于食物链顶

端的人类摄入体内， 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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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角色及路径

虽然海洋是印尼经济发展的天然资源库， 但印尼对塑料垃圾处理不善， 成为
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的主要生产者之一。 与此同时， 由于东南亚各国海域相连，
受自然风力和洋流的影响， 印尼也是海洋塑料垃圾的受害者， 在东南亚海洋塑料
垃圾问题上扮演了双重角色。 鉴于海洋的开放性和流动性， 海洋塑料垃圾问题并
不能依靠一国之力解决， 因此印尼试图从国家、 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参与东南亚

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一） 印尼在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上的双重角色
印尼的海洋塑料垃圾主要有两种来源： 其一， 印尼大量的陆地塑料垃圾经由

河流进入海洋环境， 是海洋塑料垃圾产生的主要途径之一。 ２０１７ 年相关研究表

明， 印尼的布兰塔斯河、 梭罗河、 塞拉尤河、 普罗戈河所携带的塑料垃圾量位居
世界河流携带塑料垃圾量的前 ２０ 位， 带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总量超过 １０ 万吨①。
其二， 沿海旅游活动和海上捕鱼活动是印尼海洋塑料垃圾的另一来源， 旅游业和
渔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海洋塑料垃圾。 旅游业是印尼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 其
中海岛游是印尼旅游业的龙头产业， 然而大量游客涌入海岛， 增加了当地的环境

治理负担。 游客消费后产生的塑料垃圾， 由于管理不善等因素， 被随意丢弃， 随
风雨、 排水系统等进入海洋。 以巴厘东部离岛努沙伯尼达岛为例， ２０１８ 年该景
区 “日均接待游客 ３９１，０７１ 人次， 产生的废物总量 １５. ９０ 吨 ／天， 其中 ４５. ６８％的

垃圾被随意倾倒”②。 渔业也是印尼的经济命脉， 大量渔船在海面开展捕捞活动，
由此产生的塑料废弃物如废弃渔具等， 也是印尼产生海洋塑料垃圾的来源之一，
印尼每年被遗弃和丢失的渔具占渔具使用总数量的 １２％ ③。

作为海洋国家， 海洋塑料垃圾不仅破坏了印尼的海洋环境， 也威胁着印尼生
态系统的健康。 其一， 海洋塑料垃圾污染了印尼民众的生存环境， 人口密集的雅

加达、 西爪哇岛和东爪哇岛海域受微塑料污染程度最高。 塑料垃圾通过水流系
统， 分布在河流、 海湾、 海滩各处， 污染了当地的鱼类和贝类④。 其二， 海洋微

塑料威胁了印尼的生态系统健康。 以红树林为例， 相关研究表明， 塑料碎片是造
成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下降的直接原因， 由于被塑料污染的海洋生物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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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ｈｙｕ Ｗｉｄｙａｒｓａｎａ ａｎｄ Ｅｌｐｒｉｄａ Ａｇｕｓｔｉｎａ，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ｒ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Ｎｕｓａ Ｐｅｎｉｄ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Ｂａｌ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Ｅ３Ｓ Ｗｅｂ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３ｓ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ｅ３ｓｃｏｎｆ ／ ｐｄｆ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ｅ３ｓｃｏｎｆ＿ ｅｔｍｃ２０２０＿ ０５００２. ｐｄｆ，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９， ２０２２，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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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ｓｅｒｖｅｒ ／ ａｐｉ ／ ｃｏｒｅ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ｓ ／ ３５ｃ４４７ａ５ － ６ｂｅｆ －
４１ｃｅ － ８３２２ － ｅ５ｆ４３ｂ９ｆｃｆ４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９， ２０２２， ｐ. １８．

Ｇｉｎａ Ｌｏｖａ Ｓａｒｉ ａｎｄ Ａｈｓａｎａｌ Ｋａｓａｓｉａｈ ｅｔ ａｌ． ，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０， ２０２１， ｐ. １２７．



在沿海地区， 加速了病原体的产生， 导致疾病暴发。 例如， 鱼类寄生虫造成安汶

岛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群落健康受损， 进而影响了当地民众的健康， 一部分安汶人

食用了在红树林中采集的动物后出现腹泻症状， 甚至有人因此死亡①。 对印尼来

说， 控制塑料来源和减少印尼沿海地区的塑料污染至关重要。
（二） 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路径
面对海洋塑料垃圾的严峻挑战， 印尼首先从源头着手预防和限制塑料垃圾的

产生， 为此出台了众多法律法规， 开展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工作； 其次， 印尼以东

盟为平台积极构建地区环保机制， 尤其是围绕处理海洋塑料问题达成了若干协

议； 最后， 印尼还通过与域外国家合作， 共同解决海洋塑料垃圾问题。
１． 出台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国内政策

近年来， 印尼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限制塑料垃圾的产生。 第一， 印尼通过技

术的创新发展预防塑料的产生， 减少塑料的使用。 塑料包装的使用是印尼国内塑

料垃圾产生的主要来源之一②， 为此， 印尼通过引入新型技术、 开发环保材料来

代替塑料包装。 印尼国内的科技公司曾着力开发环保型包装以代替塑料包装， 这

种环保型包装材料是完全可生物降解的③。 第二， 调整产业结构， 限制垃圾进口

产业。 东南亚国家是西方塑料垃圾的主要倾销地， 虽然一部分进口垃圾会被回收

再利用， 但大部分被包装成可回收垃圾的塑料垃圾只能填埋或者焚烧， 对生态环

境造成恶劣影响。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印尼时任海洋渔业部长苏西 （Ｓｕｓｉ Ｐｕｄｊｉａｓｔｕｔｉ）
严厉抨击了进口洋垃圾问题， 表示印尼进口的塑料废品 ６０％ 都被直接填埋， 或

者倒入海里， 导致印尼成为全球第二大海洋塑料垃圾来源国④。 为此， 印尼收紧

垃圾进口政策， 开始拒绝进口洋垃圾， 避免沦为发达国家的垃圾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印尼将 ５ 个集装箱的垃圾归还美国； 同年 ７ 月， 印尼将超过 ２００ 吨的垃圾送

回澳大利亚， 这些垃圾原本应该只包含废纸， 但海关却在其中发现包括塑料在内

的多种废弃物； 印尼还向法国、 德国等国归还了非法进口垃圾⑤。 第三， 提高使

用塑料制品的成本， 鼓励民众减少塑料使用量。 ２０１８ 年， 印尼政府通过的 《第
８３ ／ ２０１８ 号海洋废弃物管理总统条例》 提出一系列减少海洋塑料垃圾的方案， 其

·４４·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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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 在印尼城市水道垃圾组成中， 塑料垃圾占水道垃圾总量的 ３１％ 。 其
中， 塑料包装在水道垃圾中占比 ２２％ ， 其他塑料垃圾在水道垃圾中占比 ９％ 。 这就意味着， 在水道塑料垃
圾中， 塑料包装在塑料垃圾总量中占比约 ７１％ 。 参见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ｅｄｓ”，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３５５４７６９５３＿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ｅｄｓ， ｐｐ. １８ － １９．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Ｖ． Ｆｉｌａｔｏｖ ａｎｄ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Ａ． Ｚａｉｔｓｅｖａ ｅｔ ａｌ． ，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ｋｏｌｏｊｉ， Ｖｏｌ. ２７， ２０１８， ｐ. ６３９．

《东盟国家不欢迎 “洋垃圾”》，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２ ／ ８９０２７４５. ｓｈｔｍｌ

《收紧进口政策　 东南亚国家拒绝沦为垃圾场》， 央视网，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２ ／ ＡＲＴＩｎｄｉＷ１ＪＩｏｌｂＲＮＬ５ｌＰ６ａＰＡ１９０８１２． ｓｈｔｍｌ



中一项方案是制定塑料消费税， 通过经济手段引导民众少使用塑料制品①。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印尼教育和文化部发布了 “禁止使用一次性饮用水塑料包装和塑料袋”
的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号通告， 向学生宣传不使用一次性塑料②。 与此同时， 印尼国内

对已产生的塑料垃圾进行重点治理。 第一， 制定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法律法规，
重视海洋塑料垃圾治理问题。 印尼政府已经意识到维护环境的重要性， 以 ３２ ／
２００９ 号 《环境保护与管理法》 的制定为标志， 印尼强调 “环境、 社会和经济”
的协同作用， 确保维护公民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 该法规强调， 禁止任

何环境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 违反者将被处以制裁措施， 如书面警告、 冻结或

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分； 对故意或过失环境犯罪的惩罚的严重程度将取决于该行

为是否危及人类健康或造成伤害甚至死亡③。 第二， 寻求处理塑料垃圾存量的合

适方式。 印尼国内一直在开展塑料垃圾回收活动， 把塑料瓶等可回收塑料变废为

宝， 以减少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塑料垃圾。 ２０１８ 年， 佐科总统签署 《加速发展

生态友好型废品变能源电站》 总统令④， 将雅加达卫星城贝加西作为试点， 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启动日处理 １００ 吨废品、 日发电 ７５０ 千瓦时的垃圾发电厂

（Ｐｅｍｂａｎｇｋｉｔ Ｌｉｓｔｒｉｋ Ｔｅｎａｇａ Ｓａｍｐａｈ， ＰＬＴＳａ） 项目， 并在棉兰、 泗水、 万隆、 巴厘

岛、 万鸦老等 １２ 座城市开始试点⑤， 通过消耗塑料垃圾存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第三， 启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计划。 ２０１７ 年， 印尼政府决心在 ２０２５ 年前将本国

海洋塑料垃圾减少 ７０％ ， 拟每年投入 １０ 亿美元资金来支持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计

划⑥。 ２０１８ 年， 印尼出台了旨在处理海洋塑料垃圾的 《国家行动计划》， 计划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５ 年推出多项措施来治理海洋塑料垃圾， 如加强沿海地区的陆地废物

管理、 加强国际合作、 在全国的海岸和小岛举办塑料垃圾清理活动等⑦。
２． 构建基于东盟平台的地区性环保机制

在积极出台国内政策的同时， 印尼政府也努力寻求地区层面的合作机会， 共

同应对海洋塑料垃圾问题。 东盟是印尼在东南亚区域内促进海洋垃圾治理的核心

平台。 印尼在东盟框架下积极构建地区环保机制， 与域内其他国家共商共建， 共

·５４·

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路径、 动力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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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各国纷纷打响 “洋垃圾” 阻击战》， 中国科技新闻网，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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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ｉｋ，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ｂａｉｋ. ｉｄ ／ ｉｎｆｏｇｒａｆｉｓ ／ ｐｌｔｓａ － ｓｉａｐ － ｈａｄｉｒ － ｄｉ － １２ － ｋｏｔａ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印尼承诺大幅减少海洋塑料垃圾》， 新华网，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４ ／ ｃ＿ １１２０５２３０７９. ｈｔｍ

Ｈ． Ｋａｍａｒｕｄｄｉｎ ａｎｄ Ｆ． Ｐａｔｉｔｔｉｎｇｉｔ ｅｔ ａｌ． ， “Ｌｅｇ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ａ⁃
ｌａｙｓｉａ：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ｂｒｉ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ｏｌ. １４， ２０２２， ｐｐ. ７ － １３．



同处理海洋塑料垃圾引发的环境危机。
第一， 参与东盟海洋环境治理相关会议并达成会议宣言。 早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东盟就召开了减少东盟区域海洋垃圾会议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①； ２０１９ 年， 在第 ３４ 届东盟峰会期间， 印尼与其他东盟成员国元首共同

通过了 《曼谷宣言》， 其中在海洋垃圾方面， 建议采用综合方法保护地区丰富的

海洋资源， 在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借助政策对话和共享信息等措施加强

区域和国际合作， 促进海洋垃圾的管理， 并考虑借助循环经济、 ３Ｒ （减少、 再

利用、 回收） 等方法， 提高资源利用率②。 《曼谷宣言》 中的上述内容即是对

《东盟 ２０２５： 携手前行》 愿景文件和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强调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再次确认， 也是对迫在眉睫的海洋环境问题的回应， 并提供了

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实践路径。
第二， 参与东盟发起的海洋垃圾行动计划。 印尼参与了东盟建立的 《东盟海

洋垃圾行动框架》 （ＡＳＥＡ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这是东盟内部

达成的首份关于海洋垃圾治理的协议。 在这一行动框架内， 东盟各国应定期举办

区域政策对话活动， 讨论如何处理海洋垃圾问题； 制定和实施应对海洋垃圾的长

期战略， 建立废物管理系统， 防止污染的产生； 研究东盟国家的海洋垃圾状况及

其影响， 转让与海洋治理相关的技术； 提高公众对海洋垃圾的认知， 改变人们的

行为习惯等③。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印尼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启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东盟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区域行动计划》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Ｃｏｍ⁃
ｂａｔ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致力于通过地区

国家的联合行动， 共同应对重大环境的挑战， 解决地区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④。
在该计划中， 东盟提出包含政策支持、 加强研究能力建设、 提高公众意识和鼓励

私营部门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行动框架， 强调协调有关部门和利益攸关方， 分阶

段在 ２０２５ 年之前达成治理目标⑤。
第三， 积极参与东盟与其他国家开展的合作项目。 东盟与挪威启动了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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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ＵＣＮ Ｃｏ⁃ｈｏｓｔｅｄ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ＩＵＣ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ｕｃｎ.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２０１７１２ ／ ｉｕｃｎ － ｃｏ － ｈｏｓｔｅｄ － ａｓｅａｎ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 ｍａｒｉｎｅ － ｄｅｂｒｉｓ＃： ～ ： ｔｅｘｔ
＝ Ｔｈｅ％ ２０ＡＳＥＡＮ％ ２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ｏｎ％ ２０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２０Ｍａｒｉｎｅ％ ２０Ｄｅｂｒｉｓ％ ２０ｉｎ， ｏｎ％ ２０ｔｈｅ％ ２０２２ － ２３％
２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１７％２０ｉｎ％２０Ｐｈｕｋｅｔ％２Ｃ％２０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Ｎｇｕｙｅｎ Ｔｈｉ Ｘｕａｎ Ｓ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Ｖｉｅｔ Ｎａ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ｌａｉ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１， ２０２１， ｐ. ４４．

“ＡＳＥＡ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ｎｅ ２２，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ａｎ. ｏｒｇ ／ 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ａｓｅａｎ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ｏｆ － ａｃｔｉｏｎ － ｏｎ － ｍａｒｉｎｅ － ｄｅｂｒｉｓ － ２ ／

“ＡＳＥ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ｄｏｐ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Ｍａｙ ２８，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２８ ／ ａｓｅａｎ － ｍｅｍｂｅｒ － ｓｔａｔｅｓ － ａｄｏｐｔ －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 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ｌａｎ － ｔｏ － ｔａｃｋｌｅ － ｐｌａｓｔｉｃ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Ｍｅｍ⁃
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Ｍａ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ｌ. ｎｕｓ. ｅｄｕ. ｓ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０２１ － ＡＳＥＡＮ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ｌａｎ － ｆｏｒ －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 Ｍａｒｉｎｅ － Ｄｅｂｒｉ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ＡＳＥＡＮ － Ｍｅｍｂｅｒ －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ｄｆ＃： ～ ：
ｔｅｘｔ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２０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ｐｌａｎ％ ２Ｃ％ ２０ｌｅｄ％ ２０ｂｙ％ ２０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ｗｉｔｈ， ｉｎ％ ２０ＡＳＥＡＮ％ ２０ｏｖｅｒ％
２０ｔｈｅ％２０ｎｅｘｔ％２０ｆｉｖｅ％２０ｙｅａｒｓ％２０％２８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２９



盟—挪威减少塑料污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 （ＡＳＥＡＮＯ）， 旨在提升东盟治理塑料

垃圾污染的能力①。 该项目主要由印尼东南亚研究中心 （ＣＳＥＡＳ） 与挪威水研究

所 （ＮＩＶＡ） 合作实施， 并把印尼西爪哇的希塔卢姆河作为项目的试点之一。 在

与东盟合作的海洋垃圾治理项目中， 挪威还支持印尼减少塑料的生产和使用②。
印尼积极参与合作项目， 不仅有助于提升本国的塑料垃圾治理水平， 也为海洋塑

料垃圾治理经验扩大到其他东盟国家奠定了基础。
３． 利用国际舞台开展跨境合作

为更好地解决海洋塑料垃圾问题， 印尼积极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开展合

作， 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治理技术， 控制和减少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总量。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印尼组织了东亚峰会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ｕｍｍｉｔ， ＥＡＳ） 中的海洋垃圾治理相关

会议， 超过 ８５ 个国家参加了此次峰会③。 在这次会议中， 印尼提出实施 《应对

海洋塑料垃圾行动计划》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ｂｒｉｓ）， 吸引

了日本、 俄罗斯、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④。 ２０１４ 年， 印

尼参加了第一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ＵＮＥＡ）， 并与挪威一起提交了应对海洋塑料

碎片的提案⑤。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印尼加入全球塑料行动伙伴关系 （ＧＰＡＰ）⑥， 在该

组织的资金、 技术扶持下实施国家塑料行动计划。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大量一

次性手套、 防护服、 护目镜等医疗废物给印尼塑料垃圾治理增加了负担。 为有效

处理医疗废物， 印尼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来解决新冠疫情造成的医疗废物堆

积问题并组织了一系列网络研讨会， 向世卫组织学习医疗废物管理方法⑦。
除了举办国际活动、 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外， 印尼还通过双边合作来应对海洋

塑料垃圾问题。 印尼与中国达成在旅游景点建设现代垃圾处理系统的协议⑧， 中

方企业将帮助印尼提高垃圾利用率， 助力印尼早日建成环境友好型社会。 两国非

政府组织也积极开展交流。 ２０１８ 年， 中国废塑料协会代表团与印中商务理事会

·７４·

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路径、 动力与限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ＳＥＡＮＯ”， ＰＥＭＳＥ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ｍｓｅａ.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ｓｅａｎｏ， Ａｐｒｉｌ ２６， ２０２３．
杨雨： 《东盟国家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研究》， 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２１ 年， 第 ３４ － ３５ 页。
“ＡＳＥＡ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ＡＳＥＡ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ａｎ. ｏｒｇ ／

ａｓｅａｎ２０２０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３. － ＡＳＥＡＮ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ｏｆ － Ａｃｔｉｏｎ － ｏｎ － Ｍａｒｉｎｅ － Ｄｅｂｒｉｓ － ＦＩ⁃
ＮＡＬ. ｐｄｆ

Ｔｅｕｋｕ Ｒｅｚａｓｙａｈ Ｈｅｎｄａｒ ａｎｄ Ｄｅａｓｙ Ｓｉｌｖｙａ Ｓａｒｉ，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ｉ Ｌｉｎｇｋｕｎｇａ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ｍｅｌａｌｕｉ ＡＳＥＡＮ ｄａｌａｍ
Ｍｅｎａｎｇｇｕｌａｎｇｉ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ｂｒｉｓ” （《印尼通过东盟开展环境外交以解决海洋塑料垃圾问题》）， Ｐａｄｊａｄｊａｒ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２， ２０２２， ｐｐ. ２０７ － ２０８．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ｎｓａｎ Ｔａｒｉｇａｎ，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Ｌｅｇ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ＬａｍＬａｊ， Ｖｏｌ. ６， Ｎｏ. １， ２０２１， ｐ. １１４．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ａｒｋｅｒ，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Ｓ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ｓ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ｃｏｍ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ｇｐａｐ
－ ｇｈａｎａ －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 ～ ： ｔｅｘｔ ＝ Ｉｎ％２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１９％２Ｃ％２０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０ｂｅｃａｍｅ％２０ｔｈｅ％２０
ｆｉｒｓｔ％２０ｎａｔｉｏｎ， ｃｕｔ％２０ｓｏｌｉｄ％２０ｗａｓｔｅ％２０ｏｕｔｌａｙ％２０ｂｙ％２０３０％２５％２０ｂｙ％２０２０２５

Ｂｅｎｉｔａ Ｋｒｉｓｔｉ Ｆｉｒｍａｌａｓａｒｉ ａｎｄ Ｒｅｓａ Ｒａｓｙｉｄａ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ｏ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Ｗａｓｔｅ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Ｗｉｍａｙａ， Ｖｏｌ. １， Ｎｏ． ２， ２０２０，
ｐ. ２７．

《东盟国家不欢迎 “洋垃圾”》，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第 １２ 版。



（ＩＣＢＣ） 会面， 双方讨论了塑料行业的状况， 印中商务理事会欢迎中国企业在印

尼投资兴业①。 此外， 印尼与日本 ２０１７ 年开始发展环保联盟， 其主要目的是治理
环境污染和海洋垃圾。 印尼环境与林业部携同印尼可持续垃圾中心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Ｗａｓｔ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ＷＩ） 与日本开展合作， 日本政府为印尼提供资金， 协助印尼实
现 ２０２５ 年的减塑目标②。 ２０２２ 年， 日本环境大臣西村昭弘 （Ａｋｉｈｉｒｏ Ｎｉｓｈｉｍｕｒａ）
与印尼环境部长西蒂 （Ｓｉｔｉ Ｎｕｒａｂａｙａ） 达成促进两国开展全面环境合作的合作备
忘录③， 以提升印尼的垃圾管理水平。

三　 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动力

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 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不仅会导
致全球性后果， 还会触发一系列风险，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可能遭受海洋塑料垃
圾所带来的冲击， 而海洋国家则是最早和最为直接面临海洋塑料垃圾的威胁。
２０１４ 年后， 印尼政府更强调印尼的海洋国家身份， 据此提出 “海洋强国战略”，
强调保护海洋资源、 加强海洋外交、 提升国际地位。 为规避海洋塑料垃圾给国家

发展带来的风险， 印尼积极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以促进海洋经济的发
展， 构建地区大国形象， 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 规避经济风险， 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水域面积有 ６４０ 万平方公里， 物种丰富度和

多样性极高， 潜在的海洋经济价值巨大。 印尼海洋和水产部的数据显示， 印尼潜

在的海洋经济价值达到 ３０００ 万亿印尼盾， 而已开发的海洋经济价值只有 ２９１. ８
万亿印尼盾④。 印尼海域水生资源丰富， 在其中发现了 ３０００ 余种鱼类。 丰富的水
生资源使得印尼渔业捕捞产量位居世界第二⑤， 印尼渔业产品也出口至各国， 成

为印尼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相关数据显示， ２０２１ 年印尼渔业产品出口额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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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废塑料协会代表团拜访印中商务理事会》， 华中师范大学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ｉｓｔｕｄｙ. ｃｃｎ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１２２ ／ ９０１５. ｈｔｍ

“ Ｊａｐａ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ｖ. ｇｏ. ｊｐ ／ ｅａｒｔｈ ／ ｃｏｏｐ ／ ｃｏｏｐ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 ／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ｈｔｍｌ， Ａｐｒｉｌ ２７， ２０２３．

Ｋｅｎｊｉ Ｋａｎａｓｕｇ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ｒｏｍ Ｂａｎｔａｒ Ｇｅｂａｎｇ Ｔｒａｓ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Ｊａ⁃
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２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ｆｒｏｍ － ｂａｎｔａｒ － ｇｅｂａｎｇ － ｔｒａｓｈ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ｔｍｌ

Ｄ． Ａ． Ａ． Ｓａｒｉ ａｎｄ Ｓ． Ｍｕｓｌｉｍａｈ，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ＩＯ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４２３，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ｉ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ｏｐ.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
１０８８ ／ １７５５ － １３１５ ／ ４２３ ／ １ ／ ０１２０５１ ／ ｐｄｆ， ｐ. １．

“Ｒｅｃｏｒ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ｎｅ ２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 ｒｅｃｏｒｄ
－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 ｆｏｏｄ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９０６２２ ／ ｅｎ



５７. ２ 亿美元①。 渔业促进了印尼经济的发展， 而海洋环境关乎印尼渔业的发展。
相关研究指出， ２０１６ 年全球海洋中有超过 １. ５ 亿吨塑料， 如不加强海洋塑料垃圾

治理， 到 ２０２５ 年海洋中每 ３ 吨鱼就会含有 １ 吨塑料， 到 ２０５０ 年海洋中的塑料重

量会比鱼的重量还多②。 印尼已经有多种海洋动物受到塑料垃圾的影响， 腔棘鱼

因其消化系统中的塑料污染而死亡， 在许多漂向海岸的死亡鲸鱼体内也发现了塑

料碎片， 还有其他 ２６７ 种海洋物种因塑料垃圾而面临危险③。 可见海洋塑料垃圾

对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 会给印尼经济发展带来阻碍。
此外， 海洋塑料垃圾对印尼旅游业收入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海洋塑料垃圾会

降低游客去海滩游玩的兴趣， 散落在近海的垃圾以及搁浅的塑料被当作水质差和

污染严重的标志， 影响海滩使用者的满意度。 印尼境内海滩塑料搁浅的形势不容

乐观。 有学者模拟了海洋碎片在印尼境内漂移的最终去向， 由于海岸线众多， 约

有 ６０％的塑料颗粒会在印尼海岸搁浅， 爪哇岛北部以及南部海岸、 西苏拉威西

岛和巴厘岛海岸都是塑料搁浅的主要发生地。 即使是在塑料进入海洋 ４ 年之后，
还有 １０％的塑料颗粒依然漂在印尼海洋表面， 且集中在内海， 如苏拉威西、 爪

哇、 弗洛雷斯和班达海， 还有一些塑料沿着马六甲、 卡里马塔和望加锡海峡和南

海西南部漂浮。 同时， 还有 ３０％ 的塑料颗粒离开印尼地区， 进入印度洋和太平

洋④。 在印尼著名的旅游景点库塔海滩， 大量塑料垃圾收集后被堆放在海岸上。
印尼政府与相关科研院所在雅加达西布岛的缇洞群岛对游客开展的联合调查结果

显示， ８０％的游客认为保持海滩清洁或没有人为垃圾 （如食品和饮料包装） 非

常重要， ６４％的游客非常关注海滩是否有人为垃圾⑤。 印尼著名的旅游胜地巴厘

岛海滩也饱受塑料垃圾污染的困扰， ２０２１ 年， 巴厘岛的塑料垃圾产量每天达到

８２９ 吨， １１％的塑料垃圾最终进入海洋⑥。 这些海洋塑料垃圾无疑会减少海滩游

客的数量， 影响当地的旅游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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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路径、 动力与限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ｉｎｅｒｊａ Ｓｅｋｔｏｒ ＫＰ Ｐｏｓｉｔｉｆ ｄｉ ２０２１， Ｒｅａｌｉｓａｓｉ Ａｎｇｇａｒａｎ ＫＫＰ Ｃａｐａｉ ９８. ８８％ ” （ 《ＫＰ 行业２０２１ 年表现正
好， ＫＫＰ 预算实现率达 ９８. ８８％ 》）， Ｋ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ａｎ Ｋｅｌａｕｔａｎ ｄａｎ Ｐｅｒｉｋａｎ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ｋｋｐ. ｇｏ. ｉｄ ／ ａｒｔｉｋｅｌ ／ ３７７０２ － ｋｉｎｅｒｊａ － ｓｅｋｔｏｒ － ｋｐ － ｐｏｓｉｔｉｆ － ｄｉ － ２０２１ － ｒｅａｌｉｓａｓｉ － ａｎｇｇａｒａｎ － ｋｋｐ － ｃａｐａｉ －
９８ － ８８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３.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ＷＥ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ｄｆ， ｐ. ７．

“Ｓｅｋｉｔａｒ ３０ Ｔｏｎ Ｓａｍｐａｈ Ｄｉａｎｇｋｕｔ ｄａｒｉ Ｋａｗａｓａｎ Ｐａｎｔａｉ Ｋｕｔａ” （ 《约 ３０ 吨垃圾源于库塔海滩》）， Ａｎｔａｒａ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ｎｔａｒ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ｂｅｒｉｔａ ／ １９２３５４０ ／ ｓｅｋｉｔａｒ － ３０ － ｔｏｎ － ｓａｍｐａｈ － ｄｉａｎｇｋｕｔ －
ｄａｒｉ － ｋａｗａｓａｎ － ｐａｎｔａｉ － ｋｕｔａ

Ｄｅｌｐｈｉｎｅ Ｄｏｂｌ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Ｍａｅｓ ｅｔ ａｌ． ，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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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Ｑ． Ａｉｎ， Ｍ． Ａ． Ｎａｓｒｉ ｅｔ ａｌ．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ｉｎ Ｂａｌｉ”， ＩＯ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９０５，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ｉ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ｏｐ.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
１０８８ ／ １７５５ － １３１５ ／ ９０５ ／ １ ／ ０１２０９７ ／ ｐｄｆ， ｐ. ２．



综上， 海洋塑料垃圾直接影响和限制了印尼海洋经济的发展。 如果不及时参

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未来因塑料垃圾而破坏的海洋资源会更多， 印尼海

洋经济的发展有可能遭受重创。 为了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印尼必须积极

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二） 规避外交风险， 构建良好的地区大国形象
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也涉及围绕海洋问题而进行的外交活动， 如何应对海洋

塑料垃圾问题关乎海洋国家的形象。 近年来， 印尼一直谋求地区的领导地位， 希

望成为地区不可或缺的力量。 目前， 印尼正在积极探索推动国家的发展， 启动了

建设新首都、 减贫等发展计划。 印尼经济蓬勃发展， ２０２１ 年经济总量达到 １. １９
万亿美元①， 并且努力促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 如与中国合作建设雅

万高铁项目等②。 国力的增长有助于印尼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 塑造良好的国际

形象。 佐科上台后致力于把印尼打造为 “全球海洋支点”。 新冠疫情暴发后， 印

尼则致力于将本国打造成区域疫苗生产枢纽。 随着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凸显，
全球环境治理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 印尼也希望通过积极参与环境治理进程来提

升国际形象。 ２０２１ 年， 在印尼即将担任 Ｇ２０ 轮值主席国时， 佐科重申印尼致力

于为全球公共利益而努力， 把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优先事项， 并履行其在

环境保护上的承诺③。 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 也必然

成为印尼重点关注的议题。
据统计， 印尼海域的塑料垃圾每年可达 ６８０ 万吨④。 新冠疫情暴发后， 口罩

使用量激增， 印尼因口罩管理不当而产生的塑料垃圾在中国、 孟加拉国、 沙特、
印度、 越南等 ４０ 多个国家塑料垃圾生产量的排名中高居首位， 占塑料垃圾总量

的 １７. ４６％ ， 远高于日本和菲律宾塑料垃圾生产量 ８％的占比⑤。 印尼作为岛国，
且处于海洋交通要道， 海洋塑料垃圾不仅关系印尼本国的发展， 受风力、 海洋洋

流、 潮汐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海洋塑料垃圾的传播范围更广、 影响幅度更大， 印

尼的海洋塑料垃圾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生态环境。 印尼曾因国内烧芭产生的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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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８，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 ｇｕｉｄｅｓ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ｍａｒｋｅｔ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 ｔｅｘｔ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Ｃ％２０ａ％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０ｏｆ％ ２０２７７％ ２０ｍｉｌｌｉｏｎ％ ２０ｐｅｏｐｌｅ％ ２Ｃ％ ２０ｉｓ，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ａ％ ２０ｇｒａｄｕａｌ％ ２０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２０ｉｎ％２０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２０ｄｅｍａｎｄ

《印尼致力于成为一支全球性力量》， 《参考消息》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
ａｏｘｉ.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８２８ ／ ２４８９０７４＿ ２. ｓｈｔｍｌ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Ｇ２０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Ｊｏｋｏｗｉ”， Ａｎｔａｒａ 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ａｎｔａｒ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９０５８１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 ｔｏ － ｇｌｏｂａｌ － ｇｏｏｄ － ｄｕｒｉｎｇ － ｇ２０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 ｊｏｋｏｗｉ

《印尼环境与林业部： 印尼海域每年有 ６８０ 万吨塑料垃圾》， 《国际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ｈｔ⁃
ｔｐｓ： ／ ／ ｇｕｏｊｉｒｉｂａｏ. ｃｏｍ ／ ？ ｐ ＝ １３６４８５

Ｈｅｍａｌ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Ｔａｍａｌ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ａｎｄ Ｓａｄｉｑ Ｍ． Ｓａｉ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Ｖ⁃
ＩＤ⁃１９ Ｆａｃｅ Ｍａｓｋｓ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Ｖｏｌ. １６８， ２０２１， ｐｐ. ４ － ５．



烟霾问题被东盟施压， 东盟敦促印尼出台治理跨境烟霾污染的相关条约①。 如果

印尼不积极治理海洋塑料垃圾， 就有可能面临国际舆论的谴责， 甚至被贴上环境

破坏者的标签。 因此， 为了避免海洋塑料垃圾破坏国家形象， 印尼必须积极参与

地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印尼海事与投资部长卢胡特 （Ｌｕｈｕｔ Ｂｉｎｓａｒ Ｐａｎｄｊａｉｔａｎ）
在 ２０２０ 年世界经济论坛 （ＷＥＦ） 年会中称， 到 ２０４０ 年， 印尼的目标是实现一个

无塑料污染的印尼、 一个体现循环经济原则的印尼， 塑料将不再进入印尼的海

洋、 水道和垃圾填埋场②。 如果印尼能实现上述目标， 不仅很好地履行了国际义

务， 也将极大地提升国际形象。
（三） 规避发展风险， 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印尼是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参与国之一， 该议程包含了在

发展中坚持平衡经济、 社会和环境等基本原则。 为规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环境风

险， 印尼跟随联合国共制定了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涉及环境、 减贫、 工业发

展等多个领域， 参与区域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与全面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

密切的关系。
参与地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有利于保护水资源， 促进实现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

展议程》 中与水相关的目标。 在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出的 １７ 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 第 ６ 个目标和第 １４ 个目标均涉及水资源保护与环境发展。 目标 ６
强调确保人人享有水和卫生设施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③； 目标 １４ 则关注水下生

活， 其目的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 促进可持续发展④。 不难发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包含的与水相关的目标的实施， 离不开对于海洋塑料垃圾的合

理处置， 塑料碎片以及微塑料是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关注点。 第一， 塑料污染不

仅会影响水生生态系统质量， 不负责任地处置塑料垃圾也会影响陆地生态系统，
影响哺乳动物、 农业土壤和自然保护区， 而且对依赖沿海活动的人们的生存和当

地的经济发展造成威胁。 第二， 海洋塑料垃圾也会影响生活用水的质量， 在饮用

水、 地下水中发现的微塑料是实现所有人享有清洁水这一目标所面临的挑战。
与此同时， 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也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其他目标。 第一，

通过参与地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向公众普及相关的塑料知识， 有助于提高公众

合理使用塑料的意识， 保护环境。 第二， 为了治理海洋塑料垃圾， 国家需要发展

新的技术。 ２０２０ 年， 印尼环境与林业部发布的 《印度尼西亚国家减塑行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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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ｅ'ｓ Ｈｏｗ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ｏｎ Ｉｔｓ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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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提出通过物理或化

学回收的方式或将海洋塑料垃圾转化为燃料等措施来管理海洋塑料垃圾①， 将在

解决塑料污染的同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三， 促进国家间合作， 共同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一次性塑料用品的大量生产和不负责的处置是海洋塑料污染的主

要原因， 不负责任的塑料垃圾处理方式也使得城市发展面临阻碍， 因此海洋塑料

垃圾治理促使各国建立联合机构来共同处理塑料问题， 并在各国内部提倡循环利

用的行为习惯。 并且， 还能鼓励国家间转让相关的无害环境技术， 助力发展中国

家消除塑料污染问题②。 因此， 参与地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不仅是改善海洋生态

环境的有利方式， 也能在治理海洋塑料垃圾的同时推动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

目标。

四　 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限度

基于减少海洋塑料垃圾对印尼经济造成的损害、 构建地区大国形象及实现全

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等因素， 印尼已经通过制定法律法规、 双边和多边合作积极

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但其国内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基础的缺失以及与其

他国家合作的有效性都制约着其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成效。
（一） 国内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基础缺失
环境治理得以有效开展的前提条件， 既包含政府的财政支出， 还包括民众的

参与度和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接受度， 它们共同制约了印尼国内海洋塑料垃圾治

理的有效性。
第一， 印尼国内减塑行动进展缓慢。 印尼 ２０１８ 年就出台了 《第 ８３ ／ ２０１８ 号

海洋废弃物管理总统条例》 和 《国家行动计划》 来治理海洋塑料垃圾问题， 虽

然 《国家行动计划》 包含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专门针对塑料垃圾问题， 但这些活

动的具体实施效果还有待考察。 例如， 《国家行动计划》 规划开展的海岸清理行

动是一项全国海岸和小岛的塑料垃圾清理活动， 但在 ８ 年内仅举办过 １６０ 次全国

性活动， 平均每年只开展 ２０ 次活动， 并仅在印尼国内的 ２４ 个地点开展类似活

动③。 范围小、 频率低的活动对于印尼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而言， 宣传意义大于实

际成效。 因此， 尽管印尼政府重视海洋塑料垃圾问题， 但行动迟缓， 要完成 ２０２５
年的减塑目标， 任务十分艰巨。

此外， 印尼出台的限塑法令还会因国内抵制而被迫暂停或取消， 这无疑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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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进程。 相关的减塑政策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塑料制造商的利

益， 因此政府起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时， 会面临企业的游说和抵制。 政府的决策

过程和法律实施过程都可能受到某些重要企业的影响， 从而限制了国家管理塑料

的能力①。 ２０１６ 年， 印尼曾出台塑料税来限制塑料消费②， 但因为国内零售商和

塑料生产商的反对而未能有效执行， 后来就取消了该税收项目。 印尼作为一个民

主国家， 其内部对某些政策的辩论原本属于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在具体

的政策实践中， 企业家们通过游说政治精英， 使得政治精英不惜为了各自利益集

团的利益而同其他利益主体进行斗争， 并改变政府的政策， 非常不利于印尼有效

地实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方案。
第二， 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了印尼的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与一些亚洲国家相

比， 印尼政府在生态保护上的支出非常少， 尤其是地方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印尼

中央政府严重削减对地方政府的拨款， 而地方政府用来应对环境挑战的资金只占

很小的比例。 在印尼政府的预算中， 尤其是在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预算中， 教

育、 卫生和减贫项目占了大部分预算。 根据印尼财政部的数据， 每年的教育预算

占国家总预算的 ２０％ ， 卫生部门的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 ５％ ， 但海事部门的预算

低于卫生部门的预算， 并且大多数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相关的资金都是由世界银行

等机构资助的③。 这意味着印尼用于处理海洋垃圾的预算并不高， 影响了海洋塑

料垃圾治理的进程。
第三， 减塑法令在群众中的普及度有限， 群众参与度缺乏。 由于印尼政府与

广大群众在减塑问题上尚未形成共同目标， 群众对此的参与度不高。 巴厘岛海域

产生的大量塑料垃圾正是由于执法不力、 公众意识淡漠和缺乏协同治理造成

的④。 尽管巴厘省政府已经在社会中推行限制塑料用品的政策， 如 ２０１８ 年巴厘岛

第 ９７ 号总督条例， 鼓励大家不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⑤， 但是公众对塑料垃圾危害

的认识不足。 许多巴厘传统市场的商家和买家不知道这些政策的存在， 仍然大量

使用塑料袋。 与废物管理相关的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同时缺乏群众参与， 既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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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减少塑料垃圾， 也不利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第四， 塑料垃圾回收面临多重困境。 回收陆地塑料垃圾， 可以有效减少塑料

垃圾的总量， 从而减少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虽然印尼环境与林业部称， 印尼塑

料垃圾回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①， 但目前面临诸多困境： 其一， 由于技术限制，
回收的塑料仅是塑料种类中的几种。 其二， 塑料垃圾往往没有进行分类， 与其他

垃圾混在一起， 造成杂质过多， 达不到行业标准， 增加了回收成本。 其三， 塑料

垃圾回收率低。 爪哇岛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的岛屿， 在爪哇岛开展的一项研究表

明， 城市人口每月产生约 １８９，３４９ 吨塑料垃圾， 但只有 １１. ８３％ 的垃圾被收集，
剩下的 ８８. １７％的垃圾要么被直接运到垃圾填埋场， 要么被随意丢弃。 并且， 超

过 ８０％的回收塑料来自拾废者②。 塑料垃圾回收率低、 回收没有形成规模， 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塑料垃圾的回收， 导致废弃塑料垃圾量增加， 从而制约了海洋塑料

垃圾治理。
（二） 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有效性欠佳
“东盟方式” 的非强制性难以保证成员国都遵守合作协议。 在印尼参与东盟

海洋垃圾治理项目的过程中， 东盟作为协商性的组织仅能通过宣言和行动框架来

提倡成员国积极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缺乏保障各国参与的强制力。 尽管区域

协议规定成员国有道德义务遵守商定的原则， 但这不足以成为完全阻止跨境污染

的有效途径。 同样， 在跨境污染治理中， 东盟也难以强制保证各国与印尼协调解

决海洋塑料垃圾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诉讼、 仲裁、 制裁等措施对于有效应对跨国

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问题非常重要③。 印尼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也建议， 东盟应使

其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 而不只是提倡成员国出于道德义务遵守协议； 东盟应该

像联合国一样， 一旦有成员国违反规则， 其他成员国可以通过既定程序对该国进

行举报④。 东盟无法通过立法形式确保成员国的有效参与， 限制了印尼在与东盟

其他国家协调跨境治理海洋塑料垃圾时的行动。
在印尼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中， 合作效果受限。 其一， 缺乏有效的协调治

理机制。 在印尼与东南亚其他国家间的合作中， 国家之间缺乏专门的协调机制来

治理海洋塑料垃圾， 通常是由多个政府部门共同承担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任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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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泰国国内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由多个部门处理①， 容易导致权责不明， 降低

国家间协调处理跨境海洋塑料垃圾的效率。 其二， 联合治理途径单一。 如中国与

印尼治理塑料垃圾的合作主要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达成， 国家层面的合作有所

欠缺。 而且， 企业层面的合作主要以利益为导向， 且主要是合作开展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但垃圾焚烧发电只是塑料垃圾治理的一种方式。 海洋塑料垃圾的合作治

理需要多维度、 全方位的合作， 在控制塑料垃圾的流入、 海洋塑料垃圾的监测、
打捞等方面的合作有所欠缺， 也影响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效果。 其三， 面临治理

资金不能如期交付的挑战。 其他国家与印尼开展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合作途径之

一就是为印尼提供资金， 但达成协议后资金如果不能如期到位， 就会影响合作进

度。 ２０２１ 年印尼曾终止与挪威的环保合作， 起因就是挪威未能如期提供协议资

金②。 因此， 资金不能如期交付也给印尼与其他国家合作治理海洋塑料垃圾面临

的限制之一。

结　 语

海洋蕴藏的丰富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财富， 但经济发展造成的海

洋垃圾污染尤其是塑料垃圾污染正对海洋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亦将影响到人类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各国已经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正在积极采取措

施阻止海洋生态进一步恶化， 促进海洋生态的恢复。 海洋对印尼有着重要的价

值， 海洋塑料垃圾是印尼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难以回避的问题。 因为海洋的开

放性与流动性， 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从来不是一国可以单独解决的， 需要各国开展

有效的协调合作。 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国， 印尼积极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

理、 通过多维度合作改善海洋环境是其承担成员国责任的重要表现。 尽管印尼采

取了诸多措施积极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但在具体治理实践中也面临着

诸多挑战。 对于印尼而言， 短期内突破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困境并非易事， 其国内

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影响了海洋塑料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 塑料回收

困境在短期内难以改观， 提升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有效性亦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要实现海洋塑料垃圾的有效治理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 孙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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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路径、 动力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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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nmar'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2015,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Myanmar has
developed rapidly. After the NLD's victory again in 2020,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De⁃
mocracy in Myanmar has tended to consolidate. However, the military takeover suddenly
launched by Tatmadaw in 2021 broke outside expectations, and Myanmar's democratiza⁃
tion process was suspe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mited access order, this military
takeover has a logic of inevitability under the unexpected appearance. Before the military
takeover, Myanmar belonged to an unequal power relation⁃limited access order. Under
this order, Tatmadaw is the dominant player, while the NLD is the collaborator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about order preference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order. Whe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der, if the collaborators
cannot compensate the dominant player in time, they will inevitably cause dissatisfaction a⁃
mong the player and then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existing political order. Compared
with the compensation strategy adopted after the 2015 victory, the NLD did not compen⁃
sate and appease the dominant player in time after the 2020 victory. This strategy eventu⁃
ally led to a military takeover in Myanmar in 2021.
【Keywords】 Myanmar; Political Transition; Military Takeover; National League for De⁃
mocracy; Tatmadaw; Limited Access Order
【Authors】 JI Tian, Lecturer, School of Govern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China; XIANG Piao, Master Student, School of Govern⁃
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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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vast sea area in Southeast Asia, while bringing huge economic ben⁃
efits to regional countries, it is also facing serious problems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The
problem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in Southeast Asia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ntrated
emitters, large impact, and strong destructiveness.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among the
top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emissions, and marine plastic wast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erious threat to biodivers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benefits, and human health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the
region needs to deal with urgently. Indonesia plays a dual role in the problem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in Southeast Asia, being one of the main emitters and the main victim of ma⁃
rine plastic waste in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the openness and mo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ean, the problem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is by no means a country can deal with a⁃
lone, so Indonesia not only issued relevant domestic laws and regulations, but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ASEAN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stablished cooperativ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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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ountries outside the region, and is committed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governance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in Southeast Asia in three dimensions: domestic, regional and interna⁃
tion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risks posed by ma⁃
rine plastic waste have the most direct impact on marine countries, and avoiding the risks
posed by marine plastic waste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Indonesia to participate in the gov⁃
ernance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in Southeast Asia: avoiding the risk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avoiding the risk of national image damage caused by poor
governance, and avoiding the risk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goals. However, Indones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in
Southeast Asia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its domestic governance found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ve limi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onesia's par⁃
ticip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in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Indonesia; Southeast Asia; Marine Plastic Waste; Environmental Govern⁃
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uthor】 WANG Danyu,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
lic Affair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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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middle pow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ve developed different strategic behaviors and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within th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system pressure and cope with external risk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complex and diversi⁃
fied behavior patterns of Asia⁃Pacific middle powers in the “ Indo⁃Pacific” security and e⁃
conomic syste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hub status and order
prospec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boundary selection risk as dependent variab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 choice, the hub status of the sub⁃regional system deter⁃
mines the strategic autonomy of the middle powers and the ability to resist the system pres⁃
sure. The order prospect including the nested sub⁃regional order frames its attitude towards
the existing regional order under the reference dependence effect. The selection risk 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 Indo⁃Pacific” adjusts the function intensity of the hub status.
Taking the upgrade of the US “ Indo⁃Pacific strategy” as a backdrop, this paper studies
four cases of South Korea, Australia, Vietnam and Indonesia, and finds that the behavior
choices of these countries in the “ Indo⁃Pacific” security strategy, driven by the hub status
and the order prospect, tend to avoid risks with covert hedging, bear risks with overt
hedging, resolve risks with overt hedging and speculate risks with covert hedging.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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