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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定金、算满减、付尾款、拆快递……刚

刚 过 去 的“ 双 11”，网 络 购 物 又 迎 来 新 一 轮

热潮。

根据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发布的《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

工作的指导意见》，每年 11 月的第一周为“绿

色快递宣传周”。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

展，快递业的绿色化、减量化越来越受到社会

关注。主管部门、邮政快递企业、消费者等多

方正共同努力，让快递更加绿色。

多方协同推进快递
包装绿色化、减量化

前几天，北京市朝阳区的何女士在办公

室接到快递小哥电话，说她买的水果到了。

何女士请快递员把快递放门口，小哥再三叮

嘱：“保温箱千万别扔，我下午来收。”

何女士常用的这家电商平台采用可循环

使用的保温箱已有数年。“我常买的三文鱼、

鳕鱼、羊排，都是用这种保温箱包装。每次送

到后，我把东西拿出来，快递小哥会把箱子拿

走。”何女士说。

这种循环使用的快递保温箱，正是邮政

快递企业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的一种尝试。

据业内人士介绍，快递包装主要有 6 类，主体

包装中 10%是封套、55%是包装箱、34%是塑料

包装袋，还有填充物、胶带、内部处理的中转

袋，种类多、用量大。推动快递包装减量化，

是推进绿色包装工作的重要内容。

据一家邮政快递企业的仓内管理人员介

绍，今年“双 11”期间，该企业单仓循环箱日使

用量超过 5 万个，替代了过去每天超过 20 万

个的纸箱和塑料包材。另一家邮政快递企业

则联合电商平台共同推出 6 万家站点激励包

装回收、1 万家站点试点旧包装循环寄件项

目 ，并 通 过 多 种 形 式 鼓 励 和 推 动 快 递 包 装

回收。

近年来，为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

和循环化，国家邮政局推动在电子商务法等

法律中增加快递包装治理相关条款，引导寄

递企业围绕绿色包装等重点领域加强科技创

新；在《快递暂行条例》《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和《快递服务国家标准》中明确了快递生产作

业相关要求，并印发《邮件快件包装废弃物回

收箱应用参考》，稳步推进包装废弃物回收再

利用。

通过快递运单电子化、包装减量化等方

式，我国快递业绿色化、减量化的探索已经取

得进展：2020 年，用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快

递运单，相当于节约 833 亿张 A4 纸用量；将瓦

楞纸箱的瓦楞纸层数从 5 层减少为 3 层甚至

更少，将包装袋厚度从 0.06 毫米减至 0.03 毫

米，将胶带宽度从 60 毫米及以上缩小至 45 毫

米及以下。

通过推动邮政快递企业在邮政快递网点

设置符合标准的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对回

收后外形完好、质量达标的包装箱、填充材料

等重复使用，以及引导邮政快递企业快递员

上门、驿站回收等，国家邮政局正探索构建邮

件快件包装物回收“逆向物流”模式。截至目

前，全行业已投入使用 380 万个可循环快递箱

（盒），有效减少了包装箱、包装袋和填充物的

用量。

3 月 12 日起施行的《邮件快件包装管理

办法》，明确了包装选用要求和原则，规定寄

递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包装物管理制度，优先

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减少

包装物的使用。《办法》要求寄递企业合理进

行包装操作，不得过多缠绕胶带，尽量减少包

装层数、空隙率和填充物。此外，鼓励寄递企

业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回收流程，对包装物

进行回收再利用。

当前快递包装绿色化
实践亦面临困难

目前，快递包装的管理正不断完善，但其

绿色化实践仍面临一些困难。

“我从广州往北京寄行李，看到快递员

一圈圈往箱子上缠胶带，真是看不下去，简

直太浪费了！”北京的刘先生无奈地说：“我

说 别 缠 那 么 多 ，坏 了 算 我 的 。 快 递 员 说 不

行，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得保证安全。”记者

走访了多家邮政快递企业，不少快递员都表

示，当前的主要工作还是把快件安全送到客

户手上，有时就不会过多考虑俭省包装材料

的问题。

消费者有循环使用、减量化的意识，却缺

少实践渠道；邮政快递企业进行相关尝试，又

势必要考虑寄件安全、成本增加等问题。

采访中，也有一些快递员告诉记者，他们

在工作中会根据具体情况减少包材使用，按

照相关规定根据箱子大小采用“一”字、“十”

字等封装方式，当物品重量不重、包装不易漏

时，就尽量少缠胶带；根据物品具体情况判

断，少用或不用填充物。他们还会在派件时

问客户是否愿意将箱子回收，并保留一些基

本没有问题的箱子。

快递包装减量化、绿色化，技术方面的

探索也一直在推进。一名从事快递包装设

计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以瓦楞纸箱为例，

很多纸箱为了好看或者防水，生产时会再覆

盖一层塑料膜，但这也造成纸箱难以回收

利用，“很多农产品比如水果，在运输过

程 中 会 有 水 分 蒸 发 ，或 者 在 放 进 冷

库时容易受潮，不覆膜的话纸箱

容 易 塌 ，无 法 保 护 商 品 。 目

前，一些机构也在探索新

工 艺 ，以 求 摆 脱 覆 膜

技术。”

“不管包装材料还是填充材料，生物降解

材料的成本都是普通材料的好几倍，所以只

能 用 在 附 加 值 高 的 产 品 上 。”这 名 业 内 人

士说。

至于循环包装，一家邮政快递企业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快递循环箱方面，包装的成

本主要有两块，一是包装箱的物料成本，一般

情况下，为保证包装能多次循环，采购塑料箱

的成本为同规格纸箱的 15—20 倍，箱子使用

寿命为 30—40 次。之所以循环运营成本比较

高，主要原因是在快递场景下，前期需要投入

使用循环管理系统，运营过程中还要投入包

装回收调拨、清洗维护等成本。整体核算下

来，对比纸箱，现阶段循环包装没有明显的成

本优势。

据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快递包

装绿色治理面临三方面问题：

首先，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仍待完善。快

递包装涉及包装生产企业、包装销售企业、商

品生产企业、寄件人（电子商务经营者和一般

用户）、邮政快递企业、收件人、社区物业、废

品回收企业、垃圾处理机构等多方主体，现行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对象主要是邮政快递

企业，对其他主体缺乏有效约束，制约了治理

成效。

其次，上下游协同有待加强。来自上游

电商经营者的包裹占快递业务量 70%以上，

通过邮政快递企业对上游用户的引导，目前，

76%的电商快件在寄递环节不再二次包装。

因而推动电商等上游产业落实绿色包装要

求，成为快递包装治理的关键。

再次，绿色供给不足。目前行业绿色供

给相对不足，聚焦行业实际需要的绿色产品、

技术和模式欠缺，自然条件下可生物降解

包装推广成本较高，可循环包装应用模式

亟待创新，且替代成本居高不下。据统

计，如果全行业全部使用可生物降解塑

料包装袋、环保胶带替代目前使用的普

通 塑 料 包 装 袋 、普 通 塑 料 胶 带 ，按 照

2020 年业务量计算，全行业将增加 187.9
亿元成本，占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

入的 2.1%左右。

绿色快递，人人有责

为号召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一家

邮政快递企业联合电商平台新铺设 1.3 万个

绿色回收箱，今年“双 11”期间每天还准备了

50 万个新鲜鸡蛋，送给参与快递箱回收的消

费者。

值得关注的是，使用习惯也关系着环保

快递包装的推广和应用。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快递是一个完整系

统，现阶段，一些可循环、可降解包装材料可

能在物理性能比如抗压性上稍微差一点，那

么如何适应这些材料，对整个系统都是很大

的考验。”

《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从包装选用、

封装操作、包装回收再利用等方面，全面规定

了寄递企业的义务。但是，寄递企业履行相

应义务多数离不开用户的配合，例如，对快递

员依照规范进行的包装操作，用户不宜提出

过多缠绕胶带等不合理要求；自备包装物不

符合规定，快递员要求更换或者代为更换的，

用户不得拒绝或阻碍；对寄递企业投入使用

的可循环包装物，收件人应当在取出内件后

将可循环包装物归还快递员等。

据 国 家 邮 政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下 一

步，国家邮政局将全面落实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规定，全面推

进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健全完善法规标准政

策体系，持续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

和循环化。

国家邮政局呼吁广大用户积极参与、认

真配合邮政管理部门和寄递企业的相关工

作，共同为构建绿色快递、建设美丽中国做出

贡献。

（王露纯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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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11”期间，随着消费市场
迎来新一轮热潮，快递业的绿色化、
减量化也越来越受关注。

从包装的减量、循环使用，到运
输体系的优化，随着多方协同推进，
快递业的绿色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本报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日前

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今年 7
月 16 日启动上线交易以来，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随着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截止日期的临

近，重点排放单位交易意愿上涨，交易活跃度逐步上

升。截至 11 月 10 日，全国碳市场共运行 77 个交易日，

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 2344.04 万吨，累计成交额突破

10 亿元，达到 10.44 亿元。

交易活跃度逐步上升

全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额超10亿元

■■说道说道··把自然讲给你听把自然讲给你听R

为了做好江豚保护工作，我们想
方设法重构长江故道浅水区的沉水
植物群落，修复长江故道水生态系
统。如今，随着长江大保护不断推
进，长江江豚在越来越广阔的长江水
域重新出现

本报西宁 11 月 14 日电 （记者刘雨瑞）依托第二

次青藏科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环境健康”专题，由

青海省气象局、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联合建立

的高原大气氧含量监测站网，在完成站址选择、设备购

置、方案论证等步骤后，已于近日建成，计划 12 月 1 日

进入正常化监测运行。

据了解，青海高原大气氧含量监测站网由 25 个监

测站点组成，包含高寒草原、高寒草甸、高寒荒漠草原、

沙漠、戈壁、灌丛、森林、农田等不同海拔高度、不同地域

地貌的生态环境类型，监测要素为近地表（离地面 1.5
米）空气中的氧含量，监测时次为 24小时连续监测。

青海建成高原大气氧含量监测站网
计划12月进入正常化运行

大脑袋、小眼睛，噘着嘴巴，被称为“微笑天使”……

提到长江江豚，许多人都会被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吸

引。如今，随着长江大保护不断推进，长江江豚在越来

越广阔的长江水域重新出现。

我长期从事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生态保护和修

复相关工作。2010 年以来，我和研究长江江豚的专家

以及华中农业大学蓝色精灵志愿服务队的同学一起，

致力于长江江豚保护。

不少人会问：长江江豚怎么来的？这得从数百万年前

说起。那时候，海洋中有两种鲸类动物先后游入长江，随

着时间推移，它们逐渐演变为长江特有的淡水豚类：一种

是体色偏白、嘴巴长长的白鱀豚，一种是体色偏黑、看上去

面带微笑的长江江豚。1991年，长江干流至少还有 2550
头江豚；而到 2018年 7月，长江江豚数量仅为 1012头。

保护江豚迫在眉睫。我重点关注的，就是长江江

豚第一个迁地保护地——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的

水生态环境监测与生态修复。长江故道人类活动相对

较少，水质与长江水质状况相近，鱼类资源丰富，可为江

豚提供较充足的饵料。可是，上世纪 80 年代，人们在长

江故道水域过度放养螃蟹、草鱼等草食类水生物种，长

江故道的“水下森林”逐渐成为“水下荒漠”，小型鱼类没

办法在这里繁衍，江豚也就断了食物来源。

为了留住江豚，我们决定重构天鹅洲长江故道的

“水下森林”，但这并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把

沉水植物种在水里，洪水一来，又被冲走了。有的植物

因为根茎比较嫩，眼看着它们逐渐长起来了，风浪一

大，又被打断了。经过多年探索，我们发现荇菜根系发

达、能很好固底培根。在成功培植荇菜后，我们又逐渐

扩大沉水植物种类和数量，如大叶眼子菜、苦草等。如

今，天鹅洲长江故道部分水域的小型鱼类多了起来，江

豚的食物渐渐有了基本保证。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截至今年 4 月，天鹅洲长江

故道江豚种群数量从最初的 5 头增至 101 头。这些年，

长江天鹅洲保护区还向湖北洪湖老湾故道、安徽安庆西

江等江豚迁地保护区和保护场所输出江豚 24 头，成为

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源输出的重要基地。

（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副教授，本报记者

吴君采访整理）

一起留住
长江“微笑天使”

杨瑞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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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11月 14日电 （记者李纵）近日，红水河

中游水电梯级（岩滩—乐滩）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启

动仪式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贡川乡启动，42 万尾红

水河珍稀特有鱼类三角鲤、乌原鲤等增殖放流红水河

流域大化段。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推动红水河渔业恢复和维

持水域生态多样性，将有效补充水生生物资源、促进渔

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改善和修复红水河生态环境，促进

红水河流域渔业增产、渔民增收。

补充水生生物资源

42 万尾特有鱼类放流红水河

图表资料由北京印刷学院邮政行业技术

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朱磊提供

本报记者 李心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