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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我国食品接触用 rPET 回收体系建设、安全评估、法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建议。方法 全

面研究日本、韩国有关回收塑料的宏观政策和战略，针对 rPET 的法规政策及管理要求，深入分析欧美

日韩管理的优缺点，结合我国国情及研究进展，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结果 日本、韩国针对食品接触

用 rPET 不仅制定了完善的法规标准，还拥有完整的回收体系，并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建立了从管理对

象、管理机构到评估方法的全体系监管机制。但这些国家对食品接触用 rPET 的再生利用率仍旧不高，

法规与监管体系上还存在较多需完善的地方。结论 在循环可持续发展势在大背景下，rPET 食品接触的

同级回收利用势在必行，我国应在研究国外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回收体系，发

布评估技术指南，出台相关管理政策法规，以促进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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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cycling system, safety as-
sessmen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for rPET (recycled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used in food contact materials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macro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of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regarding 
recycled plastics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on rPET. Then, a detailed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s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progress of study, relevant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not only formulated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food con-
tact rPET, but also established a complete recycling system. Throug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eans, they established a 
systematic regulatory mechanism covering the management objects, organization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However, the 
recycling rate of rPET for food contact materials in these countries was still not high, and there were still aspects that re-
quired improvement in the regulations and regulatory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recycle food contact rPET at the same level.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foreign management experience,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recycling system suitable for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issue evaluation technical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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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s, and release relevant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norms. 
KEY WORDS: recycled plastics; food contact; recycled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management 

塑料制品在日常生活使用广泛且规模庞大，但因

其化学性质稳定且难降解，近些年来全球塑料污染形

势严峻[1]，治理措施不断升级。PET（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材料轻便耐磨、坚固透明、可回收性较高[2]，

当前再生 PET 市场发展不断掀起热潮。2021 年全球

再生 PET 市场规模达到 94 亿美元，预计到 2030 年

底，可达 184.6 亿美元[3]。我国是世界上 大的再生

PET 生产国，但大部份降级回后收用于纺织品和纤维

的生产[4]，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以下简称食品接

触材料）中的应用尚未被许可。然而，在全球资源日

益减少的当下，为实现循环可持续的发展，rPET 在

食品接触材料中的同级回收利用势在必行。因此，本

文全面、深入分析了日本、韩国有关 rPET 的法规政策

及管控要求，探讨了欧美日韩管理的优缺点，并结合我

国国情及食品接触用 rPET 的研究进展，就回收体系建

设、安全评估、法规政策制定给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以期推动我国 rPET 在食品接触材料中应用和发展。 

1  再生塑料的宏观政策和战略 

1.1  日本再生塑料政策和战略 

2019 年 5 月 31 日，日本颁布了战略性报告——
《塑料资源循环战略》[5]，目的在于对塑料进行减量

化使用、提高回收再生率和使用生物质塑料。战略主

要设定了 3 个目标： 
1）减量化。到 2030 年累计减少 25%的一次性塑

料排放。 
2）回收、再生。到 2025 年通过设计提高塑料容

器包装等制品的回收再生率；到 2030 年实现 60%的

塑料容器包装回收或再生[6]；到 2035 年对难以回收

或再生的塑料包装实现 100%回收[7]。 
3）使用生物质塑料。到 2030 年实现使用生物质

塑料约 200 万 t 的目标。 
针对 PET 的回收利用，日本还出台了一些特别

措施[8-9]，具体如下： 
1）减少 PET 瓶的质量。2015 年已实现 PET 瓶

减量 15%，2020 年已实现减量 25.3%，到 2025 年继

续保持实现减量 25%及以上的目标。 
2）提高 PET 瓶的回收率。日本计划到 2025 年

将 PET 瓶的回收率保持在 85%及以上。 
3）多元化 PET 瓶的再生产品。将回收的 PET 瓶

由目前仅单一制成薄片和母粒的产品，进一步转化成

为 PET 瓶、食品托盘、纤维、片材和模制品等领域

的各种高质量产品。 
4）禁止生产或使用彩色 PET 瓶。PET 瓶回收协

会禁止日本生产或使用彩色 PET 瓶。 
5）促进易剥离标签的普及[10]。普及带有穿孔的

标签，以便其在回收再生的过程中易被分离。 
6）瓶到瓶的再生利用[11]。通过化学和物理方式

回收的 PET 瓶可再生制成 PET 瓶。 

1.2  韩国再生塑料政策和战略 

近年来，韩国逐步建立了包括塑料生产、流通消

费、回收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条例，并形成了较

完善的塑料污染治理体系和措施战略。塑料的战略目

标是：到 2025 年塑料废弃物减少了 20%，且其回收

利用比例从现今的 54%提高到 70%[12]。据此，韩国

政府主要通过塑料制品减量化和提高回收率这两方

面来实现目标，具体如下： 
1）在塑料生产阶段，主要采用政策手段和经济

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政策上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容器类
生产企业，设定其产品中塑料容器的生产比例；经济
上对生产者实行生产者再利用责任制度和再生原料
义务使用制度[13-14]。 

2）在塑料流通阶段，主要采用减少塑料袋和难

回收再生的彩色塑料瓶的使用、严格限制过度包装、

实施一次性塑料杯保证金制度等措施。 
3）在回收利用阶段，主要采用提高个人分拣的

比例、完善回收利用体系和加强对海洋塑料垃圾的回

收等措施。 

1.3  中国再生塑料政策和战略 

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再生塑料回收体系建

设行业发展，近些年我国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2020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

治理的意见》[15]，意见指出到 2025 年塑料制品生产、

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

2021 年 7 月，《“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中指

出加强塑料垃圾分类回收和再生利用。同年 9 月，生

态环境部又发布了《“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

案》，方案指出要完善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鼓

励采取同级利用的方式提高塑料的再生价值。2022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废旧物

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实施废塑料

等废旧物资回收加工利用行业规范管理。 
此外，我国台湾地区对再生塑料也相继发布了一

系列政策与战略。2007 年，台湾地区发布了《迈向

永续台湾环保行动计划》，提出一般废弃物源头管理、

提升资源回收效率等计划。另外台湾地区已于 2022
年发布了《台湾 2050 净零排放路径及策略总说明》
[16]，期望达成提升资源生产力、降低人均物质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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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同年 11 月又发布了《非填充食品之塑料再

生商品推动作业要点》[17]，规定了再生塑料的使用目

标，即 2025 年再生塑料使用比率达 25%；2030 年再

生塑料使用比率达 30%。 

2  再生塑料法律法规与指南 

2.1  日本再生塑料法律法规与指南 

日本作为亚洲 早允许再生塑料用于食品接触

材料的国家，其对回收塑料的处理及再生均制定了详

细的法规和指南。 
2001 年 1 月，日本发布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

进基本法》[18]，明确了实现“减少废弃物、旧物品再

利用、资源再利用”（3R）的基本目标和形成循环型

社会法规的基本框架。为有效推进 3R 目标的落实，

日本在基本法的基础上又下设了《废物处理法》 [19]

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为促进 PET 瓶的分类回

收，《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20]及其施行令中部分条

款还特别规定了关于 PET 瓶的标签要求。 
2021 年日本发布《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21]，

其在相应的循环利用法中对不同行业的塑料废弃物

的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处理方法，

且明确了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等相关主体的

责任与义务。其中，《容器和包装回收法》[22]规定了

消费者、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对 PET 瓶分类和回收

的要求。 
另外，日本厚生劳动省为确保回收塑料作为再生

材料用于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发布了《食品用器

具、容器和包装的再生塑料材料的使用指南》[23]。PET
瓶回收协会还发布了 PET 瓶自主设计指南，规定了

PET 瓶本体及其附属包装材料的原则性要求，如 PET
瓶身颜色应设计为透明色，且其构造应易于压扁；标

签应易于分离。 

2.2  韩国再生塑料法律法规与指南 

1992 年 12 月 8 日，韩国环境部首次颁布《资源

节约与循环利用促进法》[24]，规定了韩国资源循环利

用制度，并随后颁布了相应的施行令和实施规则。为

了有效推进该法及实施规则，环境部针对包装的结构

和材料标准，回收利用等级的标识要求等内容，分别

发布了《包装材料材质、结构标准》、《包装材料材质、

结构等级标识标准》和《包装材料可回收性评级标准》

等。根据《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促进法》的相关规定，

韩国环境部于 2022 年发布第 2022-45 号公告，颁布

了《食品容器使用再生原料标准》[25]，细化了 PET
的回收要求。 

此外，韩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部于 2020—2022 年修

订了《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的标准和规格》[26]，明确

了允许使用的回收塑料的范围，并新增了再生原料的

使用标准。2022 年食品药品安全部还修订了《食品卫

生法》[27]与《食品卫生法实施规则》[28]，新增了“器

具、容器和包装中使用再生原料的授权”的相关内容。 

2.3  中国再生塑料法律法规与指南 

目前，中国大陆再生塑料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

段，尚未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但我国台湾地区相对起步

较早，2002 年发布了所谓的“资源回收再利用法”[29]，

并在此基础上发布了所谓的“资源回收再利用法实施

细则”。2022 年 5 月，台湾地区发布了《供作食品容

器具包装制造使用之 PET 再制酯粒原料适宜性申请作

业流程》[30]，正式放开了 rPET 在食品接触材料的使用。

此外，2023 年《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31]也修

订了“塑料制食品容器及包装”的回收要求。 

3  再生塑料的管理 

3.1  回收体系 

3.1.1  日本回收体系 

日本对 PET 瓶的回收途径主要来自家庭和相关

企业两方面[32]。PET 瓶经回收处理后通过国内和国外

2 种途经进行资源再利用。 
日本针对 PET 塑料瓶的回收流程[33]：由消费者

根据 PET 瓶上的标签及当地市政府的规定进行分类；

政府将从消费者处回收的 PET 瓶再次分类、收集，

捆装后储存起来；由回收公司选取符合分选标准的材

料后再生成 PET 原料，如薄片和母粒等；再商品化

的生产商将回收公司生产的薄片母粒等作为原料，生

产片材产品和模制品等。 

3.1.2  韩国回收体系 

在韩国，PET 瓶属于一般属于可回收垃圾，其回

收的方式主要如下： 
1）消费者将 PET 瓶洗净、去除标签后，依照瓶

上的回收标志及当地政府的规定将 PET 瓶的瓶盖、

瓶体不同材质的内外包装分类投放。 
2）政府直接或委托清洁公司将垃圾收运至处理站。 
3）由生产者对其生产的 PET 瓶进行回收。若无

回收能力，可以缴纳一定费用后交由专门的企业（回

收公司）或第三方组织（生产者再利用协会）负责回

收和循环利用。 
韩国对 PET 瓶的回收[34-35]步骤具体为精选 PET

瓶→输送至回收工序→清除杂物→破碎→清洁→自

旋干→干燥→薄片→再生产品。回收处理后的一级产

品，如 PET 树脂，回收再利用的二级产品，如无纺

布、PET 纤维、衣架等。 

3.1.3  中国回收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便高度重视塑料污染治

理，已经建成了世界上相对完善的塑料循环利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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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特别是 2019 年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政策以来，国

家尤其重视废塑料本土化回收。各地以回收站点为基

础，建立分拣、加工中心，不断加强塑料废弃物规范

回收和清运，以集群化的分拣中心及加工中心为节

点，形成废塑料回收加工利用网络和产业链条。废塑

料的循环过程为垃圾→回收→分拣、打包→再利用→
消费。回收的主要方式有回收站、社区和家庭回收 3
种方式。尽管根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发

布的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废塑料产生量达到 6 000
多万 t，其中废塑料回收量达到 1 800 多万 t，回收率

达 30%，已高于全球废塑料回收平均水平，但截至目

前仍未建立完善的闭环回收体系，也未针对 PET 出

台特定的回收要求。 
我国台湾地区对废塑料等资源垃圾通常会经细

致分类后回收再利用[36]，其回收程序如下： 
1）居民。在家用一般的塑料袋将可回收的东西

全部分类打包，交给物业公司统一处理或交给清洁队

的资源回收车。 
2）物业公司。清洁人员统一回收小区资源垃圾

后，在小区检查细分垃圾种类，之后再次打包完成。 
3）收运。垃圾根据种类的不同会被相应的回收

公司回收，同时回收公司若需回收资源垃圾则要向物

业支付费用进行购买。 
4）处理。回收公司获得资源垃圾后会根据回收

物品的可再生性做相对应的处理。 

3.2  行政管理 

3.2.1  日本食品接触用 rPET 的行政管理 

为推动食品接触用 rPET 的发展、促进资源的循

环利用，日本出台了《容器和包装回收法》，此法对

PET 瓶的分类管理和回收再生的要求具体如下： 
1）分类管理。用途不同的 PET 瓶应分类管理，

如用于盛装酱油、饮料的 PET 瓶与盛装食用油或非

食品用途的 PET 瓶要分开回收。PET 瓶上还应带有

识别标识以满足相应的回收要求。 
2）回收再生。消费者根据 PET 瓶的识别标识将

其放置于指定回收处，之后由地方公共团体负责分类

回收， 后再由企业再生制成 PET 薄片、颗粒或更

高级的产品。 
为更好地促进 PET 瓶的分类回收，《资源有效利

用促进法》及其施行令中部分条款对 PET 瓶的标签

要求：PET 瓶识别标志[37]仅适用于指定标签产品；指

定标签产品以外的 PET 瓶，需按照各市町村的规定，

作为塑料包装容器被单独处理。 
此外，《食品用器具、容器和包装的再生塑料材

料的使用指南》提出确保再生塑料原料中的化学污染

物既不会迁移到食品中危害人体健康，也不会出现在

食品器具和包装的终产品中。同时该指南还为其生产

商和进口商制定了相应的安全性生产和进口申报程

序，以确保再生塑料的安全性。 

3.2.2  韩国食品接触用 rPET 的行政管理 

2022 年，韩国环境部根据《资源节约与循环利

用促进法》的相关规定颁布了《食品容器使用再生原

料标准》 [25]。该标准适用于物理回收的食品接触用

rPET，但不适用于生产食品容器时产生的边角余料及

化学回收的食品接触用 rPET。 
《食品容器使用再生原料标准》中对回收原料的

要求主要为：回收过程原料的分拣要求，如在回收和

运输时应避免与其他塑料材料混合；回收和生产商应

遵守的规定包括回收原料的存放、生产设备、生产管

理和质量标准等，以及获得回收原料生产许可证书。 
此外，《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的标准和规格》[26]

中对再生塑料的使用要求具体如下。 
1）生产和加工食品器具和包装时，符合标准的

原材料中产生的边角余料可以在不受杂质污染的情

况下作为原料继续使用。 
2）生产、加工食品器具并进行包装时，多层材

质中不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部分可使用再生的合成树

脂材料，但树脂中的污染物质不能与食品接触或迁移

到食品中。 
3）生产、加工器具并进行包装时，可在食品接

触层使用再生塑料，但需满足以下情况之一：使用过

的塑料经加热、化学反应等分解成原料，并经纯化后

再聚合（即为化学再生）；再生过程中使用符合《食

品容器使用再生原料标准》的薄片等原材料，且物理

再生的食品接触用 rPET 符合《用于制造器具、容器

和包装的再生合成树脂标准》。 
为进一步促进食品接触用再生塑料的使用，韩国

食品药品安全部于 2022 年对《食品卫生法》与《食

品卫生法实施规则》新增了有关“器具、容器和包装

中使用再生原料的授权”的条款，其内容主要如下： 
1）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必须制定，并发布可用

于食品器具和包装的再生塑料标准。 
2）预期使用再生原料的生产需获得韩国食品药

品安全部的批准，但通过蒸馏、结晶等重新聚合精制

的再生原料除外。 
3）再生原料的授权程序需按照《食品卫生法实

施规则》的规定申请。 
4）不得进口、运输、生产、销售或使用未获得

食品药品安全部批准认可的再生原料。 

3.2.3  中国食品接触用 rPET 的行政管理 

目前，中国大陆尚未授权回收塑料在食品接触领域

的使用，也未针对食品接触用 rPET 出台相关的管理政策。 
2022 年，我国台湾地区优先出台了《供作食品

容器具包装制造使用之 PET 再制酯粒原料适宜性申

请作业流程》，对食品接触用 rPET 制定了相应的审查

方式，并明确此申请仅用于物理回收的 PET 瓶。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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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一步修订了《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中

关于塑料容器不得回收使用的管理规定，明确其适用

范围，即“塑料制食品容器及包装不得回收后，再重

复包装食品贩卖”。 

3.3  再生工艺与安全评估 

3.3.1  日本再生工艺与安全评估 

日本食品接触用再生塑料的工艺与安全风险评

估由厚生劳动省进行监管。2012 年厚生劳动省发布

的《食品用器具、容器和包装的再生塑料材料的使用

指南》中对食品接触用再生塑料的再生工艺安全评估

方法作出的具体规定（如下），进口及生产企业需根

据指南的要求向厚生劳动省递交相关文件， 终由食

品安全委员会批准认可。 
1）原料污染来源分析。原料按其质量条件可分

为 3 类：第 1 类指生产中回收的边角料等；第 2 类指

未受到其他污染可回收再生的食品接触用容器，rPET
瓶、玻璃瓶、金属罐等均属于此类；第 3 类指以 1 类

和 2 类以外的方式回收的。因此评估时要根据材质的

特征和处理方法对原料进行分析。 
2）再生工艺的挑战试验。日本的挑战试验采用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替代污染物试验

进行测试，首先选取 5 个类别的替代污染物，包括 4
种挥发性极性有机物（氯仿等）、1 种挥发性非极性

有机物（甲苯）、2 种非挥发性极性有机物（二苯甲

酮、水杨酸甲酯）、6 种非挥发性非极性有机物（二

十四碳烷等）和 1 种重金属盐（2-乙基己酸铜）。然

后将替代污染物溶液填满再生塑料制成的容器或是

将再生树脂浸没于替代污染物溶液中进行充分搅拌，

其中浸泡温度为 40 ℃，浸泡时间为 14 d。 
3）安全性评估方法。再生塑料材料中可能残留

的污染物质种类复杂，基于个别毒性试验对其进行安

全性评价较为困难。因此，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设定的食品接触材料毒理学阈值，即污染物

的每日摄入量限值为 1.5 μg/d， 终得出食品接触用

rPET 中污染物的残留量安全阈值为 220 μg/kg。 
在评估机制下，日本食品接触用 rPET 的技术也

发展迅速。食品业头部企业三得利 [38]与协荣企业于

2018 年开发出一种机械式回收工艺，实现了瓶到瓶

的 100%再生利用，即：薄片→结晶→固相聚合→熔

融成型（注塑成型）→成型→吹塑成型→PET 瓶。此

外，味之素综合食品株式会社采用了化学回收技术，

将回收的 PET 瓶通过化学分解回 PET 原料，并再次

制成新的 PET 瓶。 

3.3.2  韩国再生工艺与安全评估 

韩国由食品药品安全部和环境部共同管理食品

接触用再生塑料的工艺与安全风险评估。 
根据《食品卫生法》及其实施细则、《食品器具、

容器和包装的标准和规格》的法规要求，物理再生原

料需要向食品药品安全部申请并提交资料进行认证，其

中提交的资料需表明原料符合《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

的标准和规格》，且 终获得审批认可后方可上市。 
此外，环境部为了扩大透明塑料瓶的回收利用，

与食品药品安全部建立了环境部-食品药品安全部双

重验证体制。环境部根据《食品容器使用再生原料标

准》，负责在透明塑料瓶回收后制作成中间原料的阶段

进行第 1 次验证。食品药品安全部则根据《器具及容器、

包装的标准及规格》，对 终原料进行审查和认定。 
韩国主要针对物理再生且符合《食品器具、容器

和包装的标准和规格》附录 4 规定的 rPET 进行安全

性评估。与日本的再生工艺与安全评估略有不同，韩

国挑战试验采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

方法 [39] ，但安全性评估则采用欧盟食品安全局

（EFSA） [40]的方法。EFSA 采用毒理学关注阈值

（TTC）方法评估 rPET 的安全性，基于婴儿、幼儿

和成年人不同体质量的食物消费量和迁移扩散模型，

确定了不同人群可接受的污染物迁移水平分别为

0.1、0.15 和 0.75 μg/kg[41]。同时通过挑战试验得到去

污效率和假设参考污染水平， 终计算得出 rPET 中

的污染物残留限量。 

3.3.3  中国再生工艺与安全评估 

尽管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尚未授权回收塑料在食

品接触领域的使用，但其再生工艺已与国际接轨，主

要有物理回收和化学回收 2 种，其中食品接触用 rPET
的再生工艺 为成熟，且有部分企业已获得欧洲食品

安全局（EFSA）许可和美国 FDA 的无异议函。关于

食品接触用塑料再生工艺的安全评估，还在研究阶

段，尚未发布正式的指南或其他技术文件。 
我国台湾地区已于 2022 年出台了《供作食品容

器具包装制造使用之 PET 再制酯粒原料适宜性申请

作业流程》，正式开始了对食品接触用 rPET 的评估与

监管，评估只针对物理再生的 PET 树脂。根据作业

流程，每个案例都要经过两方面的审查。 
1）行政审查。由食品药物事务主管部门或其的委

托单位审查申请者递交的申请文件及资料的完整性。  
2）专家审查。由食品药物事务主管部门组织专

家对申请者递交的资料，提出安全性评估的审查建

议。建议回复通过后再由卫生事务主管部门的食品风

险评估咨议会提供咨询建议，经食品药物事务主管部

门汇整意见后批准认可。若被驳回，则 3 个月内不再

受理统一申请案例。 
作业流程指出，台湾地区的挑战试验与安全性评

估主要参考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欧盟食品

安全局（EFSA）的方法。目前，远东新世纪和新光

化纤两家单位已获得台湾地区主管部门的审核认可。

其中，远东新世纪主要将 PET 分解成单体后经过精

细过滤重新聚合成 PET， 终制成纤维；而新光化纤

在取得许可后，有望将 PET 颗粒的再生率从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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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提高至 50%。 

4  讨论 

4.1  欧美、日韩食品接触用 rPET 管理的比

较与分析 

关于食品接触用 rPET 的管理，欧盟起步较早也

相对完善，已有相关文献的报道[41]。本文结合已有报

道，将欧美与日韩食品接触用 rPET 管理进行比较分

析如下： 
1）管理对象。欧盟仅接受“合适的再生技术”

进行评估，包括物理再生 rPET 以及闭环生产的再生

塑料。美国评估的对象不仅包括 rPET，也包括再生

PE、PP 等材料。日本评估的对象主要有 3 种：生产

中回收的边角料、未受到其他污染可回收再生的食品

接触用容器和以上 2 种方式以外回收的。第 1 类和第

2 类原料可采用物理回收，而第 3 类原料必须采用化

学回收工艺。韩国仅针对物理再生且符合《食品器具、

容器和包装的标准和规格》附录 4 规定的 rPET，且

物理回收工艺只允许使用经环境部批准的 PET，化学

回收工艺则允许使用其他类型的塑料原料。 
2）管理机构及方式。欧盟先由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负责评估，再有欧盟委员会批准认可；美

国和日本则分别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厚

生劳动省负责评估和监管；韩国由食品药品安全部和

环保部共同评估和监管。欧美日韩的管理方式，对物

理回收均为一事一议的模式，其中美国是自愿申请的

无异议函，其他国家是许可模式。欧盟和美国批准或

允许的食品接触用再生塑料适用于申请企业和申请

企业授权使用的企业。 
3）安全性评估。日本的挑战试验和安全性评估

均采用美国 FDA 方法；韩国挑战试验使用美国 FDA
方法、安全性评估采用 EFSA 方法。尽管欧盟和美国
对再生塑料的评估主要是对原料和制品的安全性的
评估，并通过挑战试验证明再生工艺的去污有效性，
但其挑战试验和安全评估不尽相同。对于挑战试验，
欧美的基本原理相同，但污染物选择、污染条件、测
试和去污效率计算不同；而对于安全评估，EFSA 采
用毒理学关注阈值（TTC）方法评估，美国则通过残
留物 大可接受水平估算，并基于 21 CFR 170. 39 中
设定的来自食品接触材料管理阈值，认为污染物的每
日估计摄入量在不超过 1.5 μg/d 时，对人体不会造成
健康风险。 

4）立法保障。为推动回收塑料在食品接触材料

中的应用，欧美日韩均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以及

配套的指导性文件。 

4.2  中国食品接触用 rPET 管理的建议 

综上所述，针对 rPET 在食品接触领域的应用，

日本[42]、韩国均建立了相对完善法规指南，明确了其

管理要求。根据上述分析，关于我国食品接触用再生

塑料的管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进一步优化回收管理体系，发展回收利用供

应链。加大立法力度，加强废塑料回收的法律法规制

定和执行，促进废塑料回收领域的规范化发展。从源

头开始，不断细化废弃物分类投放制度，使废弃物从

源头处就被有效回收，降低后续的处理成本，提高废

弃物的回收效率。明确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的责任

主体，由政府主导并大力宣传回收分类体系，各部门

协同合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刺

激、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分类回收管理制度。

鼓励企业参与废塑料回收，提供相应的财政和政策支

持，鼓励企业建立废塑料回收站点和利用基地。加强

公众宣传和教育，提高人们对废塑料回收重要性的认

识，倡导人们积极参与废塑料分类回收，培养废塑料

回收的社会共识。 
2）制定适合我国回收体系的安全评估指南，推

动回收技术创新。由欧美日韩关于食品接触用回收塑
料的管理可知，挑战试验和安全评估都是必不可少
的。尽管欧美有成熟的做法可借鉴，日韩也参照采用
了，但目前我国的回收体系尚未健全，基础回收设施
还不完善，例如 PET 回收过程中易被混入一些其他
物质[43]，增加回收难度。因此，需要充分调研我国回
收体系下的污染物及水平，建立适合我国回收国情的
挑战试验规则，以及相应的安全评估原则，以更好地
保障食品安全。 

3）多部门和行业联动，共同推进配套的法律法
规标准的制定和完善，促进回收塑料的食品接触再
利用。rPET 等回收塑料在食品接触领域的应用，不
但涉及回收产业链，而且关乎食品安全，是社会共
治性问题。因此，其推动和发展，需多部门和行业
的联动，实施多措并举。一是通过立法和/或支持循
环型社会发展的经济优惠政策，促进有效垃圾分类，
明确回收塑料食品接触用管理办法，鼓励企业回收
技术创新；二是通过标准或指南明确产业链职责、
规范行业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提倡易回收利用的塑
料制品设计等。 

5  结语 

当前回收 PET 的技术发展迅速，我国作为世界

大的 PET 食品包装材料生产和消费国，发展 PET
回收技术不仅有利于国内多个行业的发展，还对我国

节约能源、降低碳排放、增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方

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发展我国循环经济，进一

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应加快优化回收体系的步

伐，大力出台支持循环型社会发展的政策法规，积极

推进再生技术的革新和利用。从政策和技术两方面为

国内塑料回收再生行业标准建设出工出力，从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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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 PET 的使用，降低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

提高 rPET 的循环次数，促使我国尽快开启食品接触

用 rPET 的发展浪潮，早日成为全球食品接触用 rPET
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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