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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政策及文献为样本，系统分析我国循环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为快

递业绿色改革提供建议。方法 基于科学计量学方法，总结我国快递包装及电商物流包装的发展态势。

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聚类分析和关键词分析等，实现研究结果的可视化，并挖掘重要节点信息。结果 快

递包装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目前的 3 个研究热点为包装设计、电商物流、循环利用。快递包装循环

化设计及循环包装的标准化是未来的研究趋势。结论 推动循环包装的关键在于多主体的参与，以及构

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多学科的理论与技术融合也十分必要，可为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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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trend of Chinese express 
ing based on the policy and literature review, to provide suggestions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xpress packaging. 
Based on the scientometrics metho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xpress packaging and E-commerce logistics packaging in 
China was summarized. Through cluster analysis and keyword analysis with CiteSpace software,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visualized, and important node information was mined. According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express packaging is undergoing a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In detail, packaging design, e-commerce logistics and recy-
cling are three research hotspots. The recycling of express packaging and standardization of reusable express packaging 
are the research trends. To establish a green express packaging system, it is suggested to encourage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and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so as to provide theo-
retical basis and data support for relevant policy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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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可以保护产品，是一类方便运输的容

器，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2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提出，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支持快递能力建

设，推动快递与电子商务、制造业协同发展。国家邮

政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2021 年期间，全国快递业

务量从 56.9 亿件[1]增至 1 083 亿件[2]，标志着我国快

递正式进入“千亿件时代”。电子商务及物流业的发

展为包装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防盗、防假冒、安全、绿色化等更高的发展需求。例

绿色包装与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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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电子商

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绿色理念，

推广绿色包装。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推广绿色包装

的政策文件，表明我国对快递包装发展过程中带来的

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2020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提

出，2022 年、2025 年我国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

应分别达到 700 万个和 1 000 万个。2023 年 2 月，国

家邮政局实施了绿色发展“9218”工程，致力于加快

推进快递包装绿色低碳转型，到 2023 年底实现电商

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的比例达到 90%；深入推进治理过

度包装和塑料污染的措施，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的邮

件快件达到 10 亿件，回收复用质量完好的瓦楞纸箱

8 亿个。总体来看，推广绿色包装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的相关政策越来越具体，科学地梳理我国循环快递包

装相关政策，系统分析文献研究内容对于加快推进我

国快递包装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快递包装政策体系 

如果不能恰当处置包装废弃物，则会导致其丢弃 

到环境中，这不仅将造成资源浪费，还会给环境带来

严重负荷[3-5]。由此，我国近年来出台了系列政策，

大力发展绿色快递包装，以解决上述问题。其中，与

快递包装直接相关的政策汇总如表 1 所示。 
2018 年我国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快递物流包装减

量化，鼓励推进可重复利用的环保包装材料的使用，
鼓励回收快递包装材料，实现减量化和再利用的目
的。2018 年 6 月，我国正式提出推进包装废物的回
收，并在 8 个省（市）开展快递绿色包装试点，这标
志着绿色快递包装应用的正式落地，绿色环保的快递
包装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应用。随着绿色快递包
装的普及，相关政策标准也更具体、更严格。2020
年《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了
2022 年和 2025 年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的比例及可
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的具体目标，重点强调了发展
可循环快递包装，基于循环经济思维解决包装废弃物
的环境负荷问题。《可重复使用型快递封装用品的评
价指标要求》对产品的使用次数提出了应大于等于
20 次的要求。现阶段，我国还未明确定义循环快递
包装或循环包装，包括其循环使用次数及资源属性。
综上所述，加大循环快递包装的研究力度，加快建立 

 
表 1  中国快递包装相关政策汇总 

Tab.1 Policies summary of express packaging in China 

政策名称 发布机关 发布时间 政策内容 

《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

流协同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18-01-23 

制定实施电子商务绿色包装、减量包装标准，推广

绿色包装技术和材料，推进快递物流包装减量化 

《快递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97 号）》 
国务院 2018-03-27 

鼓励使用可降解、可重复利用的环保包装材料，鼓

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采取措施回收快递包装材

料，实现包装材料的减量化利用和再利用 
《关于研究处理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

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 2018-06-19 

推进包装废物的回收，国家邮政局选择 8 个省（市）

开展快递绿色包装试点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

实施方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 
2019-05-12 

推进快递绿色包装产品使用，2020 年基本实现省内

同城快递业务绿色包装应用全覆盖。推行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探索在全岛范围内采取押金制等方式

回收一次性塑料标准包装物 
《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20-12-14 

到 2022 年，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 700 万个；

到 2025 年，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 1 000 万个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 
国务院 2021-03-25 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推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1-11-07 

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因地制宜推行垃圾分

类制度，加快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加强塑料污染全

链条防治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

方案》 
国务院 2022-01-24 

全面推广绿色快递包装，引导电商企业、邮政快递

企业选购使用获得绿色认证的快递包装产品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

装治理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2022-09-08 

推行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推广使用绿色快递包

装。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部署开展快递包装

绿色设计、低能耗智能物流配送等方面技术研发 

《“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 2022-12-15 
加强绿色物流新技术和设备研发应用，推广使用循

环包装，减少过度包装和二次包装，促进包装减量

化、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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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快递包装标准体系的建设，可加快推进快递包装

的绿色转型。 

2  快递包装研究现状分析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平台，以“快递包装”和

“电商物流包装”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文献来源

于 SCI、EI、北大核心、CSSCI、CSCD 类别期刊，

检索日期为 2023-02-20。为了便于描述，若无特殊说

明，后文“快递包装”均指快递包装及电商物流包装。

结果显示，共发表 111 篇快递包装的相关文献，剔除

不相关文献、新闻报道及重复文献，将得到的 93 篇

学术文献作为样本数据。 

2.1  快递包装文献产出量分析 

近 10 年来，我国快递包装文献的产出量如图 1
所示。基于样本数据分析可知，快递包装的文献 早

于 2014 年由张佳宁等[6]发表在《包装工程》杂志上，

该论文题为《快递包装低碳化的设计思考》，分析了

快递包装沿着低碳化路径发展的可行性。2014~2017
年，快递包装研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自 2018 年

1 月我国首次明确提出推广绿色包装后，2018 年的发

文量首次突破 10 篇，绿色快递包装相关研究受到了

学术界的关注。2022 年，快递包装发文量首次突破

20 篇，表明学术界更关注快递包装话题，快递包装

的研究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图 1  快递包装文献产出态势 
Fig.1 Output trend of express  

packaging literature 
 

2.2  快递包装研究的热点主题分析 

使用科学计量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

采用 CiteSpace 软件[7-8]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快递

包装的研究热点主题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快递

包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快递包装、包装设计、循环利

用、回收、电商物流、快递、快递包装纸箱、用户体

验、回收利用、政府补贴等 10 个热点主题群。其中，

除快递包装这一统领关键词外，包装设计、电商物流、

循环利用为三大热点关键词。关键词聚类统计分析结

果如表 2 所示，聚类平均轮廓值 S>0.7，表明聚类结

果可信服[9-10]。 
 

 
 

图 2  快递包装的研究热点主题 
Fig.2 Hot express packaging related research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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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关键词聚类数据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clustering for key words 

所属聚类 类团成员数量 聚类平均轮廓值 S 主要出版年份 前 5 个聚类关键词 

0#快递包装 32 0.99 2019 
快递包装、演化博弈、共享、包装设计、

回收再利用 

1#包装设计 21 0.888 2019 
包装设计、模块化、绿色物流、快递包

装、安全防护 

2#循环利用 15 0.957 2018 
循环利用、反复使用、推进策略、塑料

包装材料、居民参与 

3#回收 13 0.829 2017 回收、循环、包装、设计、熵增理论 

4#电商物流 11 0.951 2019 
电商物流、桑叶菜、真空预冷、采后保

鲜、抑菌 

5#快递 11 0.915 2017 
快递、智能化、净水器、瓦楞纸板、分

拣装置 

6#快递包装纸箱 9 0.917 2019 
快递包装纸箱、模数化、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绿色包装 

7#用户体验 8 0.958 2015 
用户体验、功能需求、创新设计、快递

包装、共享 

8#回收利用 7 0.986 2018 
回收利用、生态消费、共享物品、奥尔

森困境、快递包装物 

9#政府补贴 5 0.976 2020 
政府补贴、快递包装回收、专利保护、

供应链、快递包装 

 
三大热点研究关键词所在聚类的文献出版年份

主要集中在 2018~2019 年，研究主要与模块化、绿色

物流、安全防护、真空预冷、采后保鲜、抑菌、复用、

推进策略、塑料包装材料及居民参与等方向相关。由

此可见，这与我国绿色包装相关政策的发布时间吻

合。例如包装结构的模块化设计是践行快递包装减量

化政策内容的具体体现，绿色物流、复用、推进策略

及居民参与等是推广快递业绿色包装应用、实现包装

再利用及推进包装废物回收政策内容的实践，塑料包

装材料、安全防护、抑菌等方向的科学研究是推广绿

色包装技术和材料等政策内容的具体表现。 

2.3  快递包装重点文献分析 

以热点研究关键词为划分依据，将 10 类聚类为

快递包装、包装设计、电商物流、循环利用、消费和

补贴等 6 个类别进行重点文献分析。 

2.3.1  快递包装主题文献 

解决循环包装在逆向物流中的回收问题将是快

递包装绿色化发展的突破点。根据快递包装逆向物流

中多主体的博弈行为研究可知，电商企业、消费者、

回收企业、政府是快递包装逆向物流中的 4 个关键主

体，主体得益是影响其参与回收行为的关键[11-13]。政

府应建立适度的监管机制，以推动行业的良性发展。

具体可通过基础设施投入及财政补贴投入等措施增

加企业的净收入，通过积分奖励的措施提升消费者参

与快递包装回收的积极性。2016 年柳丽娟等[14]结合

TRIZ 理论分析了快递包装在发展过程中各主体（寄

件人、快递员、交通工具、收件人）与包装之间的问

题，提出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实践，才能有效推动

快递包装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快递包装面临的

大痛点问题是逆向物流中包装回收难的问题，与政

府、企业、消费者等主体密切相关，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从快递包装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共同推动循环

快递包装的健康发展。 

2.3.2  包装设计主题文献 

从设计端引导绿色快递包装设计是实现包装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模块化和结构功能化则是快递

包装设计的热点方向。包装设计的相关研究如表 3 所

示，快递包装容器及相关装置的设计已经在学术界引

起重点关注。其中，模块化[15-17]、减量化[16-18]、循环

化 [15-16]和功能化 [16-17,19]是包装容器设计研究的热点

方向，与快递包装容器配套的夹持及分拣设备研究正

向着高效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从设计端来解决快递包装与绿色化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已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杨丽辉等[22]提出从设

计端来解决快递包装废弃物问题，强调复用型包装应

遵循创新、实用、易用、高品质、商业化的原则。创

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它在包装设计中可体现在材

料、形式、功能和防护性能等具体的方向[14]。2022
年陶宗晓[23]指出，可通过快递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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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包装设计的相关研究内容 
Tab.3 Research contents of packaging design 

设计思路 设计对象 创新点 参考文献 

循环利用 充气式快递包装 模块化、可循环、绿色环保、全生命周期思想 [15] 

循环化、减量化 包装箱 模块化、可扩容、通用性、榫卯结构启发 [16] 

绿色化 快递包装箱 
模块化、可扩容、共享、免填充物、NFC 信息

载体 
[17] 

绿色环保 快递体系 交叉学科视角、结构减量化 [18] 

全纸化 快递缓冲包装 全面缓冲、绿色环保 [19] 

高效化 快递包装夹持装置 成功率高、连续性好 [20] 

智能化 快递包装分拣装置 效率高、平稳性好、准确率高、可大批量处理 [21] 

 
消费者丢弃快递纸箱的行为，可通过功能涂层工艺解

决包装性能差的问题。逯新辉等[24]通过分析快递包装

材料的关联性提出，可使用简单分类的快递包装废弃

物生产复合板、层板、空心板等家具用材，既能解决

包装废弃物的环境污染问题，又能应对板式家具的发

展瓶颈问题。陈莹燕[25]从经济和环境效益的角度分析

并提出，包装设计师应基于简洁化、减量化、便捷化

及重复利用的要点开发创新的快递包装，以实现快递

包装的绿色发展。2018 年，董晓玮等[26]结合熵增理

论提出循环包装应在固定点之间循环的观点，并从人

因工程的角度提出循环包装设计的要点，即包装自

身，尺寸的梯度变化和无级调节；包装与使用主体，

开发便于搬运、便于识别、便于开关、利于信息安全

的功能；包装与环境，动态场景中的稳固设计。从设

计端来引导绿色快递包装设计及开发高效实用的包

装装置是实现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有力保障，TRIZ
理论、熵增理论、人因工程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可为快

递包装设计研究提供新思路。 

2.3.3  电商物流主题文献 

开发具备场景化、功能化的包装是电商物流包装

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不同于传统物流行业，电商物

流对包装的强度性能、保温性能、信息安全性能等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针对新鲜果蔬类产品，采

用合适的保鲜技术对保证产品的品质至关重要。例

如，相关学者曾提出利用电解式臭氧水作为食品安

全防腐剂用于葡萄[27]、无花果[28]等果蔬的保鲜，可

有效满足电商物流周期的需求（3～5 d），特别适合

于直销模式场景。2020 年，杨腾达等[29]研究了真空

预冷技术与气调包装相结合对非冷链电商物流环境

下桑叶菜保鲜期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宜的预冷终

温（15 ℃）可提高桑叶菜的保鲜期，达到常规物流

的 2 倍，同时还可有效降低物流成本。2019 年，蒋

侬辉等 [30]研究了与冰袋相结合的电商物流包装对荔

枝贮藏期和好果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长时间或

长距离的电商物流场景下，采用预冷技术与低温冷链

技术相结合的电商物流包装是运输荔枝的 佳方式。

除了果蔬产品，蛋类和饲料类电商包装问题也受到学

者们的关注。2018 年，张书彬[31]研究了不同形状的

EPE 材料蛋托对鸡蛋的保护性能，通过对比分析模拟

跌落试验发现，圆形蛋托的保护性能 佳，并指出可

发展相关技术用于精确模拟冲击加速度。2022 年，

刘金萍 [32]针对目前饲料企业面临的饲料包装回收

难、成本高、包装单一等系列问题提出，在电商环

境下，饲料企业应该制定绿色饲料包装应用策略，

以平衡经济、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刘诗雅等 [33]

通过剖析电商物流包装存在的痛点问题，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对策，并指出快递包装应向系统化、集装

化、标准化等方向发展。可见，电商物流不同于传

统物流，它对包装的要求更加严格，应根据被包装

物和运输场景开发适宜的包装技术，以满足电商物

流场景的需求。 

2.3.4  循环利用主题文献 

20 世纪 50 年代，用于加速物流运输速度、降低

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物流安全性、促进国际贸易和全

球化，以及推动港口和航空业发展的集装箱被发明，

标志着第一次物流革命的到来[34]。与此类似，基于循

环经济思维研发的快递包装可从包装的角度发挥降

本增效作用，进一步解决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等问

题，有望掀起第二次物流革命。2017 年，廖亮[35]指

出网络零售包装在结构、材料、技术规范和循环利用

方面的问题，提出组织多方个体共同开发运营循环快

递包装，可有效实现快递包装的循环利用，且能降低

25%的运营成本。蔺泓涛等[36]通过实证发现，在快递

包装回收体系的构建中，政府应从政策、激励、监管

3 个方面引导规范化平台的形成；企业应从提高业务

水平、扩展业务能力、使用绿色包装材料 3 个方面主

动参与快递包装回收工作；社区等主体可通过回收设

施等优势积极配合回收工作；消费者应该提高自身素

质，配合多方共同实施快递包装的循环利用，推动快

递包装的绿色转型。肖宁育等[37]开发了一款免胶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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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箱，并通过创新结构设计和 RFID 技术赋予

包装易开启且安全的功能，提升了箱体的可循环度。

2021 年，王富玉等[38]通过案例分析提出，减量化和

单材化技术是推动塑料包装绿色化发展的 2 个重要

路径。可见，减量化和单一化的设计理念可从源头减

少资源的消耗，尽量避免使用快递包装辅助材料，有

利于包装的循环及再生利用。政府、企业、社区和消

费者应该积极参与推广循环快递包装，建立规范化回

收体系，推动快递包装的绿色转型。 

2.3.5  消费主题文献 

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在推行循环快递包装及减少

包装废弃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9]。2019 年，徐丽

等[40]通过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量化了消费者对快递

包装的评分，指出消费者对快递包装的“循环利用”

指标 易忽视，且对快递包装的满意度不高，因此

应从材料端、设计端和回收端 3 个方面入手，加快

推动快递包装的绿色发展。潘驰等 [41]基于计划行为

理论，研究了不同心理因素对消费者接受绿色包装

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责任意识、宣传教育、

包装有用性、包装易用性是提升接受绿色包装意愿

的关键。韩艺等 [42]通过研究多源流模型及其扩展模

型，强调公众参与在多方协同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秦鹏等 [43]从制度层面研究

了快递包装物转变为快递包装垃圾过程中的问题，

提出了优化回收路径及多元共治的措施，并指出快

递包装的绿色转型需要实现传统消费观念到绿色消

费观念的转型。由此可见，采用定量或定性分析方

法（模糊综合评价、计划行为理论、多源流模型等）

可以科学地研究快递包装绿色转型过程中各主体可

发挥的作用及其潜在影响。消费者作为电商的主要

参与者，提高其环保意识有利于形成绿色消费观念，

有利于推行快递包装循环利用，有利于减少快递包装

废弃物的环境负荷问题。 

2.3.6  补贴主题文献 

合理的补贴方式可打造全利益格局，是构建快递

包装闭路循环体系的关键。田立平等[44-45]通过构建快

递包装闭环供应链体系，研究了快递包装回收定价问

题，指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及其对回收价格的敏感程

度将影响回收方的利润。李璐璐等[46]在研究快递包装

回收策略时发现，政府补贴对于提高消费者环保意

识、缓解生态环境压力、积极回收快递包装废弃物都

具有推动作用。由此可见，研究合理的补贴方式有利

于构建快递包装闭路循环体系，合力推进快递包装回

收路径优化，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3  快递包装研究发展趋势分析 

基于 CiteSpace分析被引用次数 高的 12 个关键

词的突现结果，如图 3 所示。从时间跨度上可见，快

递包装的发展可分为明显的 3 个阶段：2014~2018 年，

在第 1 阶段快递包装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包装创新

设计和网络购物等方面；2017~2020 年，在第 2 阶段

专利保护、智能化、包装回收及标准化相关研究引起

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2021 年至今，在第 3 阶段包

装设计、循环利用、运输包装和演化博弈引起了研究

者的重点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快递包装的设计与循

环利用相关主题研究从 2017 年一直发展至今，且在

2021~2022 年出现突现，这与更加严格且具体的政策

法规的出台密切相关。 
 

 
 

图 3  被引用次数 高的 12 个 
关键词的突现结果 

Fig.3 Top 12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3.1  包装设计 

包装设计是可规范行业绿色化发展的源头解决

方案。由图 3 可知，快递包装设计的关键词突现拥有

长的时间跨度，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频繁突现。在

2014~2018 年的第 1 阶段，包装设计侧重于创新，包

括包装装潢、包装材料、包装结构等多个方面。在第

1 阶段，多方面及多维度的包装创新设计推动了“网

络购物”和“快递”的发展。广义的包装设计催生了

大量的非标准化包装方案，这些方案的落地应用为行

业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针对包

装绿色化发展问题，2018 年我国明确提出推进电商

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制定了电商绿色包装及减量包

装标准等。在 2017~2020 年的第 2 阶段，包装的标准

化、智能化及回收等相关方面的研究较活跃。在 2021
年以来的第 3 阶段，包装设计已经由广义的设计聚焦

到绿色化设计，这与 2020 年我国出台的《关于加快

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的政策密切相关。可

见，包装材料或结构减量化设计、包装循环化设计、

绿色材料替代化设计等从设计方面规范快递包装绿

色化发展的研究将是快递包装研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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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运输包装 

“运输包装”这一关键词在近年突现，表明学术

界已开始重点关注运输环节的包装问题。运输包装作

为快递物流环节中产品的重要载体，不仅将直接影响

产品的运输效率和用户体验度，还会间接影响运输物

流行业的环境足迹。根据罗戈研究发布的《2023 中

国低碳供应链&物流创新发展报告》的相关数据，

2021 年中国交通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总量的

10%，来自物流货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 8%。据预测，按现有速度，到 2050
年，物流货运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 1 倍。为了有效

应对这一环境问题，国内多家快递企业提出了包括但

不限于电子面单、新能源汽车、循环包装、物流容器

的快递快运领域减排措施。例如顺丰积极践行运输包

装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可降解，并提出 2023
年通过包装减量化措施，预计减少碳排放量 8.8 万 t；
菜鸟通过箱规优化技术实现了提升运输包装满箱率

的目的，减少了包装材料的使用；知路科技通过创新

锁扣设计实现了运输包装的免胶带化、可自动化、可

追溯化，同时其包装材料单一化设计可实现包装在生

命周期末端的易回收，进一步降低了运输包装的环境

负荷。由此可见，通过运输包装技术创新是实现快递

快运行业低碳化发展的有效措施。在运输包装功能方

面，特别是涉及逆向物流的循环包装，它面临着快速

折叠、便于清洗、免胶带化等更高的功能要求。由此

可见，挖掘并量化运输包装在物流环节的绿色化转型

潜力，找出包装保护适度化与绿色低碳 大化之间的

平衡点将是快递包装研究的一大趋势。 

3.3  演化博弈 

上海市在 2020 年颁布并实行了《快递包装基本

要求》（DB31/T 1247—2020），该标准对材料、使用

和回收利用等方面的要求进行了系统规范，实现了多

主体的全链条管理。针对全链条的多主体协同难题，

研究了快递包装的逆向物流网络及回收等环节中政

府、企业、消费者等多主体的博弈关系和演化路径，

可有效解决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成本高、用户参与度低

等堵点问题。例如，政府作为引导者和建设者，通过

完善政策和建立平台，积极推进和监管快递包装逆向

物流业的发展；回收企业引导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

收，通过技术或模式创新不断提高包装回收利用率；

消费者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培养包装循环利用的好习

惯。由此可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真正推进快递

包装的绿色转型工作。演化博弈这一关键词近年来发

生了突现。未来研究应以实现均衡结果为目的，识别

挖掘快递包装绿色转型过程中所涉及的重要主体，构

建主体博弈模型，提出协同策略和改进方向，进一步

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 

3.4  循环利用 

线性经济到循环经济的转变，是解决资源浪费及

环境负荷问题强有力的措施。据循环经济协会测算，

在“十三五”期间，循环经济对我国碳减排的综合贡

献率超过了 25%。2020 年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快

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循环包装应用规模目

标体现了循环经济思维在快递包装问题上的聚焦。在

推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政策背景下，国家邮政局持

续开展绿色包装治理，并提出实施绿色发展“9218”
工程，明确提出，到 2023 年底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

的邮件、快件达到 10 亿件。在此政策背景和行业需

求下，国内快递头部企业应积极参与研发各类适用于

不同场景需求的循环包装产品，品牌企业应积极探索

实施循环包装替代传统包装方案，高校及科研机构应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开展包装设计、包装材料、使

用、回收、运营等多环节的研究，为快递包装的闭路

循环体系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4  结语 

通过梳理我国快递包装的相关政策可知，包装循

环化将是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

有关快递包装循环化的研究集中在减量化、材料单一

化、多元协同治理等维度，对于循环快递包装标准化、

效益的研究尚未形成热点或重点。解决逆向物流回收

问题是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首要任务，这需要融合多

学科理论，从多维视角剖析问题，调动多方主体积极

参与。具体来说，可从引导绿色设计、开发适用于电

商物流业的包装技术、践行绿色消费理念、推行政府

补贴政策等角度采取行动。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发

现，快递包装正向着循环化设计的方向发展。在这一

趋势下，运输包装的协同作用、演化博弈等理论的运

用可为政策和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

支撑，有利于加快实现快递包装的绿色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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