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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商佩

近日，喜欢看微短剧的刘女士在社交平

台上偶然刷到一条帖子：“9.9元全网短剧全

年可看。”她付费后被邀请进入一微信群，输

入“搜剧+剧名”后便可获取夸克网盘链接观

看短剧。随后，群主又私信告知她加入推广

还能赚钱。

“这是真的吗？有没有法律风险？”刘女

士很犹豫。近日，记者发现，有不少用户在各

个社交平台上宣传“短剧机器人”创业项目，

声称“思路转变一下，泼天的富贵就轮到你

了”。

记者调查发现，此项目为一条通过社交

媒体收费进群、网盘看短剧的盗版产业链。

律师提醒，参与其中或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记者发现，多个微信群的群公告内都有

介绍“短剧机器人”项目，其收益方式为花费

9.9元进群看短剧，拉一个新人进群返现5

元；花费98元租机器人，可自建多个微信群，

收取入群费。

4月7日起，记者在多个短剧群内潜伏数

日，发现每个群的人数仅3至10个，而在群

主的朋友圈内频频晒出百元乃至千元收益截

图。记者询问该群主实际收益，她表示：“入

群费只是小钱，可以加入团队做代理，学习整

套项目后赚得更多。”

随后，记者收到了一份传授具体操作方

式的共享文档。该文档显示，花费398元可

做短剧机器人代理，买方在学习完相关课程

后，可通过网盘的用户拉新、会员返佣及转存

补贴获取收益。文档内截图显示，网盘拉新

日收益可达1700元。除此之外，买方可以通

过给其他微信群授权机器人看剧权益，收取

授权费；也可以自己建群，收取入群费；还可

拉人加入项目，获取50%至80%的分成。

记者就此项目咨询了一互联网公司高级

产品杨经理。杨经理表示，机器人的开发成

本并不高，只需要一个稳定的资源库，便可以

通过代码实现自动搜剧功能。整个项目还是

“老一套”——通过病毒式传播不断发展下

线、赚取返利。

“通过此种方式看剧和赚钱都有极大风

险，一旦资源库被封、网盘停止拉新或短剧版

权方起诉，参与者都可能面临财产损失和法

律风险。”杨经理补充道。

“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形下，以营利

为目的通过网络传播影视作品，侵害了著作

权人就该作品享有的知识产权。”北京植德

（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艾泓骏告诉记者，负

责该项目引流和发展下线的工作人员，即使

没有直接向最终受众传播作品，但其和传播

者构成共同侵权，同样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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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元包年看短剧，

发展下线还能挣钱？

推广“短剧机器人”
涉嫌侵权违法

新华社 张宇琪 陈凯姿 丁非白 周颖 吴慧珺 周凯

废弃塑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垃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塑料污染治理。数

据显示，我国废弃塑料回收处置只占少部分，一大半只是简单掩埋或焚烧，对生态环境造成挑

战。记者调查发现，提高废弃塑料再利用率，亟待解决回收成本高、技术制约、再生塑料推广

难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塑料垃圾随意抛弃
回收处置只占少部分

扫码、投放、积分到账……如今，不少居民发现

自家所在的生活小区，开始出现智能化垃圾分类站

和再生资源回收站。这些站点由环保科技企业提

供成套设备，通常无人值守。记者近期调研时发

现，在不少回收站，规范分类并回收的塑料垃圾并

不多见。

“塑料回收目前面临很多难解的问题。”海南省

一家环保科技公司负责人辛军介绍，“在前端环节，

塑料垃圾分类未推行到位，不少家庭还没有塑料垃

圾分类的习惯。”

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小区了解到，大量废弃塑料

被直接混入生活垃圾中。尤其是，近年来，电商、快

递、外卖等行业逐渐成为塑料袋及塑料包装使用的

重点领域，大量外卖塑料包装被丢弃在垃圾堆中。

据《中国再生塑料行业发展报告（2022 年

度）》，由于塑料产品结构影响，资源化价值较好的

工程塑料、瓶体类塑料等基本采取物理回收方式，

实现了较好的回收利用；但占塑料产量45%左右的

包装类塑料，特别是膜袋类塑料基本不具备开展物

理回收的技术、经济条件。

辛军介绍，塑料垃圾分类不到位，直接影响后

续回收再利用。“两种不同性质的塑料，如果不做分

类挑选，粉碎混合在一起就不能再利用了，变成真

正的垃圾白白浪费。”

前端家庭环节分类不到位，导致一些塑料回收

企业“吃不饱”。在天津市静海区一家主营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塑料再生利用的企业，公司

顾问王春林告诉记者，企业设计产能年处理量为

500万台废旧电器，去年一整年实际回收量为270

多万台，产能还有释放空间。

根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统计，

2022年我国产生废弃塑料6300万吨，其中被回收

处置的仅有约30%，而填埋量为2016万吨、焚烧量

为1953万吨，分别占比32%和31%。

废弃塑料回收难
再生塑料推不开

记者走访发现，外卖塑料餐盒大多数带有可回

收标志，虽然很多小区都有捡拾废品人员，可他们

的目标大多是纸壳等垃圾，餐盒、泡沫等体积大、运

输需要压缩的塑料垃圾几乎无人问津。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高延莉解释，由于低

值再生资源利润低、成本高，回收者收集的积极性

不高。

“塑料垃圾体积大，需要压缩，五吨载量的车装

不下一吨，运输成本比回收利润还要高。”辛军说，

“泡沫其实是很好的可回收利用材料，但是行业内

现在基本都不收。”

记者调查发现，成本、技术等因素也制约着塑

料循环再生利用。浙江省固废利用处置与土壤修

复行业协会会员周竺说，为符合环保标准，一些塑

料再加工时，要经过脱硫、过滤等程序，电费等方面

成本每吨要增加2000元。

目前，我国塑料回收行业主要是工艺较简单的

物理回收，存在产品降级等短板，无法产出附加值

较高的塑料产品。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原

秘书长盛敏表示，再生塑料行业自动化程度不够，

分选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导致再生塑料的品质降

低；在1至2次的回收再生后，便会成为无法再利用

的塑料垃圾。

据了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小件固

废的前端回收中，可以进行自动挑选、单独收集，替

代大部分的人工，降低分选拆解成本，但真正做智

能分选垃圾的企业较少。

此外，再生塑料产品的推广使用待提升。目

前，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政策对再生塑料产品的使用

比例作出规定，再生塑料的大规模应用难以开展。

王春林表示，公司可以生产多种高端再生塑料

制品，出口至欧洲提供给各类汽车生产商，但国内

市场有限。“再生塑料价格因技术、回收成本等原因

普遍比原生塑料材料价格要高一些，国内加工型企

业少有使用。”

提高再生产品使用意愿
推动行业关键技术突破

塑料循环产业联合绿色行动联盟2022年绿色

行动白皮书指出，随着全球废塑料回收再生技术提

升和产能增加，预计到2030年，全球废塑料回收率

有望达到50%。

近年来，我国对塑料污染治理和废塑料回收再

利用越来越重视，有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

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

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据了解，目前一些地方和企业已经探索开展塑

料回收。2023年10月，上海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发布，计划到2025年，废塑

料回收量达到70万吨／年。有的企业在其生产线

中创新利用再生聚酯、废弃渔网等物料，制作移动

终端的外壳等组件；有的将破水桶经过数道工序加

工，变成可再生的塑料粒子，用来生产家电、汽车部

件。

受访专家和企业表示，可探索制定再生塑料使

用比例相关标准，引导社会使用再生塑料产品，打

造标准体系、认证体系、检测体系等绿色再生塑料

规范体系。

南开大学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张墨建议，加大宣传再生塑料应用，培养废塑料

回收的社会共识，提高社会使用意识和意愿。

盛敏表示，要进一步研发应用塑料回收利用

相关技术，特别注意能将废塑料回归到分子层级

进行重新组织的化学回收。同时，可推动竹材等

生物基材料替代传统石油基材料，减少塑料垃圾

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