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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零售电商的蓬勃发展支撑下，中国的快递业
务 量 逐 年 攀 升 ， 2 0 2 1 年 快 递 年 业 务 量 超 千 亿 件 。
《“十四五”快递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国
的快递业务量将达到1500亿件。目前的快递包装以一
次性为主，包裹送到消费者手中后，包装就被拆开丢
弃。快递包装垃圾的增长已经成为大中城市垃圾增长的
主要来源。面对不断攀升的电商快递业务量，目前这一
线性的包装生产、使用和废弃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
的快递包装模式亟须更可持续的绿色转型。

中国政府较早地提出了快递包装绿色化转型的政策目
标，将可循环包装作为一次性包装的替代产品和模
式。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在2020年底出台的《关
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了
可循环快递包装的应用规模目标，即2022年达到700万
个，2025年达到1000万个。国家邮政局在2023年初则
提出该年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的邮件快件达到10亿件
的目标。中国政府在快递可循环包装方面的一系列政策
目标和保障措施的出台，走在了世界前列。

2023年5月，在巴黎举行的全球塑料公约政府间谈判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INC-2）前夕，虽然国际组织纷纷倡
议将重复使用（Reuse）作为塑料污染的关键解决方
案，各国提交的文书中对重复使用也经常有所提及，但
极少国家提出了可循环包装在具体使用领域尤其是电商
快递领域的应用目标。只有欧盟在2022年11月公布的
关于修订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法规（PPWR）的提案中，
明确提出了“非食品电商包装”使用可循环包装比例在
2030年达到10%，2040年达到50%。与之相比，中国
的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目标提出得更早，并且在使用场
景、模式培育、保障支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指引。

然而中国的快递循环包装的应用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挑
战，普通消费者几乎无法接触到可循环包装，其推广难
度仍旧较大。除了以京东、顺丰为代表的头部电商、快
递企业在可循环包装的投入上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持续

度，其他企业的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极为有限。可循环
快递包装作为一种创新商业模式，其初期的包装产品投
入和持续的运营成本都显著高于目前的一次性包装。同
时，可循环快递包装需要达到一定的循环次数才能实现
其环境和经济效益，这需要有效的逆向物流体系将包装
回收到物流系统中进行下一次循环。然而目前可循环包
装的回收仍以快递员回收为主，效率较低，消费者也往
往没有机会参与回收。可循环快递包装在企业内部的物
流链条中流动，无法在企业间共享，因而限制了其规模
化潜力。

为探索推广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的路径，本报告
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可循环快递商业案例、各国各地区对
可循环快递模式推广的政策措施，以及对中国可循环快
递实践的分析入手，尝试提出中国可循环快递规模化的
建议，供政策制定者、企业及其他社会相关方参考。

INTRODUCTION

引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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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执行摘要

生的减废降碳等环境效益也将快速增加。当平均单个包
装的循环次数达到最高约70次时，可节约成本约12亿
元，实现减碳约6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中国政府早在2020年《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
型意见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了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
规模在2025年达到1000万个的量化目标。国家邮政
局202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实施了邮政快递绿色
发展“9917”等工程，我国已累计投放可循环快递箱
（盒）近1500万个。在此基础上国家邮政局提出了
“9218”工程，即2023年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的邮件
快件达到10亿件。

在政府针对一次性塑料污染治理和快递包装绿色化的相
关政策目标指引下，中国的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
已经获得了初步发展。然而，受制于种种限制，其规模
化应用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消费者仍然很难接触到可循
环快递包装。报告对比分析了中外可循环快递包装的商
业案例，总结了中国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面临的
关键挑战，并结合各国政策趋势、学术研究和商业实
践，提出加快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的建议。

报告研究显示，以北美洲和欧洲为主的市场中的可循环
快递包装初创企业普遍采用“制造即服务”模式，不仅
为电商、品牌企业提供创新包装产品，而且搭建整个逆
向物流系统和客户服务系统，并通过循环包装商的App
等服务平台指引消费者将包装归还到其回收网点。国外
的可循环快递包装归还的“最后一公里”较多采用了
国家邮政的邮筒设施，或者包装供应商自建的回收网
点，以及到店自取等方式。国内的可循环快递采用的模
式则主要依托于企业自营物流网络，由快递员回收的方
式。目前可循环快递只能在企业内部的物流链条中流
动，降低了循环效率、增加了运营成本。

报告提出了我国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的建议。首
先，通过落实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可循环包装的财税支持

在中国零售电商的蓬勃发展支撑下，中国的快递业
务 量 逐 年 攀 升 ， 到 2 0 2 1 年 年 业 务 量 已 超 千 亿 件 。
《“十四五”快递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国
的快递业务量将达到1500亿件。如此庞大的业务量带
来了巨大的包装废弃物处置难题，其高速增长也成为大
中城市垃圾增长的主要来源。由于当前的快递包装依赖
一次性的包装物（如瓦楞纸箱、塑料袋、胶带、运单和
填充物等包装材料），这些包装的使用和废弃不仅带来
巨大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也产生大量碳排放。有报
告显示，2020年中国快递包装在生产、废弃物处理阶
段等全流程的碳排放总量为239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电商、快递企
业纷纷设立自身的减排目标和路线图，如何有效管理与
其快递包装相关的碳排放显得尤为重要。

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替代一次性快递包装符合循环经济
理念，能够减少塑料污染、减缓气候变化，并带来新
的经济增长点。对比一次性快递包装和可循环快递包
装，从生命周期角度来看，在实现了一定的循环次数
前提下，可循环包装的环境影响一般都优于一次性包
装。在经济效益上，可循环包装作为一种重复使用模式
和系统，将催生大量新的价值创造机会。由于重复使用
普遍需要采用“制造即服务”的模式，即开发和出租可
重复使用的包装，开展回收、清洗等服务，并在产品生
命周期结束时回收再利用。这一过程将产生大量的经济
价值和就业机会。

本报告在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最多的同城快递场景中对
可循环包装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当循环快递包装的循环次数大于28次时，使用循环包装
快递箱会产生经济效益。而当循环快递包装的循环次数
为6次时，使用循环包装快递箱就可产生碳减排效益。
以2021年我国的同城快递业务量计算，若循环快递箱渗
透率（替代率）达到10%，且平均每个包装的循环次数
在30次以上时，使用循环包装箱的成本则会比一次性纸
箱的成本低约1.6亿元。随着循环次数的持续增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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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快递业务量首次超千亿件，中国快递业
务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1。快递业务量的高速增长绝大
部分是被蓬勃的线上零售支撑起来的。全球线上零售
业占零售总额的比例从2019年的15%，上升到2021年
的21%。疫情之后，零售电商市场仍然具有很大的增
长空间，有预测其年复合增长率（2023—2027）将达

到11.5%，并且在整体零售的渗透率也将进一步增加
2、3。中国零售电商在“十三五”期间的年复合增长
率达到24.6%4。同时，中国电商的渗透率从2019年的
23%上升到2022年的31%，均超过世界水平5。在此背
景下，《“十四五”快递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
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将达到1500亿件。

1.1 

01
INTRODUCTION TO REUSABLE EXPRESS PACKAGING 

可循环快递包装概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3 20172014 20182015 2019 20212016 2020 2022

11,159,516.98

9,050,511.88

6,941,506.78

4,832.501.68

2.723.496.58

614.491.48

快
递
量 (

万
件)

循环经济下的可循环快递包装

1500
亿件

（年）

中国快递量
将达

2025年

图1：2013—2022年中国邮政快递业务量



  06

图2：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循环经济蝴蝶图

如此庞大的业务量带来了巨大的包装废弃物处置难
题，其高速增长也成为大中城市垃圾增长的主要来
源。根据《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产生特征与管理现状研
究报告》，依当前快递行业的发展趋势，2025 年中国
快递包装材料消耗量将达到 4127万吨6。由于当前的快
递包装依赖一次性的包装物（如瓦楞纸箱、塑料袋、胶
带、运单和填充物等包装材料），其大量的使用和废弃
不仅造成相关的碳排放和气候变化影响，也带来巨大的
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一次性快递包装亟须向绿色化转
型，通过循环包装系统性的转变，替代线性的包装使用
和消费模式（产品遵循有限的、单向的生命轨迹，从生
产到使用，再直接到填埋7），从而从源头上减少包装
废弃物的产生。

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确
立了减量化、再利用等废弃物管理的理念。“循环经
济”在国务院发布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
被列为碳达峰十大行动之一。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则在产品包装的设
计、制造和使用、废弃方面，提出了针对电子商务、快
递、外卖等行业的减废要求，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
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同时也依法禁止、限制生产、销售
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两部法律

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都体现了废弃物管理优先次序的基本要素，即Reduce
（减少使用）、Reuse （重复使用）和Recycle（回收
再利用）。网购的兴起催生电商快递包装的大量使用和
废弃，其治理也需要遵循废弃物管理的优先次序。对于
包装废弃物的管理不应仅限于末端治理，事实上包装的
整个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干预的机会。重新反
思对包装的需求，对包装进行重新设计，调整包装的使
用方式和寿命，可以节省资源投入并减少包装成为废弃
物的可能。

在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循环经济蝴蝶图”中，循
环经济中材料的流动与循环被阐释为两个过程：生物循
环与技术循环。技术循环包含四个环节，其中产品的再
制造、回收处理再利用处于循环经济的最后阶段，产品
降级为原料从而失去原有经济价值。而重复使用处在循
环经济的内环，通过保持产品原本的用途属性使其在整
个经济系统中停留时间延长、价值最大化。用后即弃的
线性消费模式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是一种
系统性失效。这种失效源于产品和系统设计的失败。包
装的循环利用则符合循环经济的理念，旨在使包装在整
个经济活动中停留的时间尽可能延长，直到最终成为废
弃物被回收再造利用。

可循环快递包装概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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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REUSABLE EXPRESS PACKAGING

目前的快递包装基本都使用一次性包装，其主要构成
是纸箱、塑料袋、套袋纸箱、编织袋、泡沫箱和文件
袋、填充物等。研究表明，我国快递包装材料消耗量从
2000年的2.06万吨增长到2018年的941万吨，到2025
年则预测将达到4127万吨12。

按照材质类型，可将快递包装材料分为纸质类和塑料
类。2018年我国共消耗纸质类快递包装材料 856.05

万吨，占快递包装材料的 90.95%；塑料类包装材料 
85.18万吨，占快递包装材料的9.05%。纸类材料以瓦
楞纸箱为主，虽然瓦楞纸箱完全可以被重复使用，但有
调查发现快递纸箱类包装只有不到5%被重复使用13。
塑料类包装包括塑料包装袋、编织袋、珠光袋、泡沫
箱和胶带等，由于回收困难，再生成本高，造成99%
（质量比）的快递塑料包装都混入生活垃圾，被焚烧和
填埋14。

02
可循环快递包装的环境、经济效益

2.1 一次性快递包装的外部成本

可循环快递包装的环境、经济效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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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分析（LCA）的结果来看，许多研
究证实，在实现了最低循环次数之后，包括循环快递
包装在内的重复使用包装系统（如餐饮外卖包装、重
复填充饮料瓶、物流托盘等）的环境效益要优于一次
性包装。具体到循环快递包装，基于欧洲的循环快递
袋的LCA研究表明，在消费者采用邮政服务退还可循
环塑料袋、循环次数达到30次、丢失率约10%的情景
下，循环快递袋相比于一次性快递包装的环境影响降
低近3倍25。

图5: 不同原料材质的电商可循环包装袋/箱与一次性包装袋/箱的碳足迹比较

来源：Zimmermann, T., & Bliklen, R. (2020). Single-use vs. reusable packaging in e-commerce: comparing carbon footprints and identifying break-even points

另一项研究采用两种已经实际运行的电商快递循环包
装，比较其与相对应的一次性包装的碳排放环境影
响。与一次性的LDPE塑料袋相比，可循环PP快递袋在
实现8次循环之后即具备环保优势；而如果可循环快递
袋采用100%回收塑料制成，则3次循环使用之后即其
环境效益就超过一次性LDPE塑料袋。而可循环的PP塑
料箱在实现循环81次之后，其环境效益能超过一次性
纸箱；但如果采用回收塑料制成的循环箱，则降低到
32次其环境效益即超过一次性纸箱26。

2.2 可循环快递包装的环境、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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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诸多研究表明可循环快递包装相比于一次性快递包装具有显著
的环境和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不仅表现在有效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
及其污染，并且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循环包装的总体环境效益和
减碳效益也优于一次性包装（前提是循环包装实现了一定的循环次
数）。在经济效益方面，循环包装作为一种重复使用模式和系统，
将催生大量新的价值创造机会。由于重复使用普遍需要采用“制造
即服务”的模式，即开发和出租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搭建运营体系
和逆向物流体系，提供回收、清洁服务，并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
回收再利用。这一过程将产生大量的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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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摆脱塑料污染运动（BFFP）《实现重复使用 重复使
用模式规模化潜力和政策建议》的报告，如果欧洲2027
年20%的快递包装采用循环包装，能够减少6万吨资源使
用、2.38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消耗和10.2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 （CO2e） 排放。如果到2030年一半的快递包装采用
循环包装，则能够减少25万吨资源使用、10亿立方米的
水资源消耗和42.9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27。

国内的研究也揭示了使用循环快递包装能够带来的资源
节省和减废、减塑的潜力。根据《2020年绿色快递业
包装节约潜力研究报告（“长三角”）》，如果长三角
传统“包邮区”的快递包装能够全部使用循环编织袋替
代一次性编织袋、循环塑料袋替代一次性塑料袋和珠
光袋、冷链循环箱替代泡沫塑料箱，则可减塑10.35 万
吨，约为 2019 年“长三角”传统“包邮区”快递塑料
包装消耗量的 39%。

中国石化与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院发布的
《2021—2030中国快递业绿色包装碳减排潜力研究报
告》，对一次性塑料包装和循环包装、可降解塑料包装
替代的碳排放情景进行了测算。根据报告，2020年中国

快递包装在生产、废弃物处理阶段等全流程的碳排
放总量为239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若对快递业产生
的一次性塑料袋不做任何循环或替代（BAU情景），
2021—2030年我国快递业一次性塑料袋累计碳排放
量将达到5961万吨。而如果采用循环袋全部替代一次
性塑料袋，在循环5次的情景下，2021—2030年快递
业塑料包装碳排放将降低64.5%；若循环次数提升到
10次，则降低82.3%；若循环次数提升至15次，则降
低88.2%。

有意思的是，作为对比，该报告认为，如果采用可降
解塑料包装作为替代，在通过60%生物降解性的垃圾
填埋场进行末端处理的情况下，相比于一次性塑料袋
的碳排放，快递业在2021-2030年将增加排放2324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增加57.4%的排放；而如果
通过60%生物降解性的堆肥场进行堆肥处理，依然会
增加40%的排放。根据这个研究，从碳减排、碳中和
的角度来说，可降解塑料是一个伪解决方案，不仅无
法带来减排效益还会增加排放，而循环包装带来的则
是大幅的减排效果，其环境影响相比于一次性包装是
完全正向的。

图6: 一次性快递塑料袋、可降解塑料袋和可循环袋2021—2030年累计碳排放量比较

来源：根据中国石化《2021—2030中国快递业绿色包装碳减排潜力研究报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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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开展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工作，并提出全国性的
可循环快递应用规模政策目标，中国的电商、寄递企业
纷纷开始投入使用可循环快递箱、袋。本报告的研究课
题组利用现有实践数据，尤其是可循环快递运用得比较
多的同城快递的相关数据，结合学术研究成果、统计数
据等，对推广使用循环快递包装箱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根据中国同城快递业务
量，假定其在推广使用循环快递包装箱情景下的综合效
益情况进行了估算。该研究仅计算了一次性包装中的纸
箱部分，而由于循环箱的使用同时可以减少一次性包装
中的填充物、胶带等包装材料，因此实际的综合效益会
比本研究得出的结果更高。

该研究对比了一次性纸箱和可循环PP材质塑料箱的环
境和经济效益，测算了可循环箱循环使用多少次之后即
获得比一次性纸箱更高的环境、经济效益。根据循环快
递包装箱的使用特征，研究涵盖了循环包装的生产、使
用（物流配送）、逆向回收阶段的环境影响，与传统一
次性快递包装进行对比分析，以研判循环快递包装推广
使用的环境效益。对于经济效益，该研究主要采用生命
周期成本分析法。由于目前面向消费者端的循环快递箱
规模化应用仍处于试点起步阶段，因此主要从宏观尺度
对经济效益进行估算。具体研究方法详见附录1。

该研究显示，当循环快递包装的循环次数大于28次
时，使用循环包装快递箱会产生经济效益。而当循环

快递包装的循环次数为6次时，使用循环包装快递箱就
可产生碳减排效益。当循环次数为20次时，使用一个
循环快递箱要多花约0.44元；当循环次数为30次时，
使用一个循环快递箱可以节约0.18元。当循环次数为
20次时，循环包装箱的碳排放约为0.17 kg二氧化碳当
量，一次性包装的碳排放约为0.53 kg 二氧化碳当量，
此时的减排效益约为0.36 kg二氧化碳当量。

以2021年我国同城快递业务量计，若循环快递箱渗
透率（替代率）达到10%，且循环次数超过20次以上
时，使用循环包装箱的成本要比一次性纸箱的成本高出
约7.5亿元，但循环次数若能达到30次时，使用循环包
装箱的成本则会比一次性纸箱的成本低约1.6亿元。随
着循环次数持续增加，产生的减废降碳等环境效益也会
快速增加。当循环次数达到约70次时，可节约成本约
12亿元，实现减碳约6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研究进一步面向2030年持续推广可循环包装进行了成
本效益和碳减排情况估算。若能在同城快递业务中的
循环快递箱替代率达到30%时，且循环率能保持到60
次/个，因替代一次性包装材料累计可产生的经济效益
从2022年的5.8亿元增加到2030年的约51亿元，2023—
2030年因替代一次性包装材料累计可产生经济效益约
189亿元。2023—2030年累计碳减排量将达到1176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

2.3 中国同城快递可循环箱环境、经济效益的情景分析

可循环快递包装的环境、经济效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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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替代率 4.16% 5.22% 6.65% 8.35% 10.82% 13.71% 16.48% 19.92% 24.23% 30.00%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替代率 4.16% 5.22% 6.65% 8.35% 10.82% 13.71% 16.48% 19.92% 24.23% 30.00%

图7-1: 2017-2030年使用循环快递包装的经济效益

注：到2030年替代同城快递业务量一次性包装30%，且循环次数为60次

注：到2030年替代同城快递业务量一次性包装30%，且循环次数为60次

图7-2: 2017-2030年使用循环快递包装的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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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可循环快递包装政策

在中国的塑料污染治理相关政策中，除了禁止和限制使
用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替代产品如可降解塑料
外，重复使用也作为应对塑料污染的关键路径之一被提
出，尤其是在快递物流领域。在2020年1月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中，可循环的包装
被作为一次性塑料的替代产品和新模式之一被提出。文
件提出，要推广可循环包装，需要建设可循环包装跨平
台的运营体系，建立可循环物流配送器具回收体系。这
个阶段可循环快递在文件中还只是概念性地被提及，没
有具体阐释以及目标指引。

2020年底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意见
的通知》首次提出了可循环快递包装的应用规模目标，
即2022年达到700万个，2025年达到1000万。这份文件
也对可循环快递包装作为一种新型的包装模式进行了详
细的推广指引。

 包装产品类别、场景和商品种类

如同城生鲜配送、连锁商超散货物流中推广应用可循环可
折叠快递包装、可循环配送箱、可复用冷藏式快递箱。

 模式培育

指出各城市人民政府要结合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
在社区、高校、商务中心等场所，规划建设一批快递共
配终端和可循环快递包装回收设施；在城市更新和存量
住房改造提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时，支持快递共配终
端和可循环快递包装回收设施建设；破解相关设施进社
区和公共场所的政策障碍，实行保障设施用地、减免设
施场地占用费等支持政策；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城市开展
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示范。

 政府的支持政策

对绿色快递物流和配送体系建设、专业化智能化回收设
施建设等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予以适当支持。研究将
绿色、可循环快递包装生产和规模化应用企业列入绿色
信贷支持范围，在债券发行等方面予以支持。落实快递
绿色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发挥政府采购引导作用。
落实现有税收政策。中央财政通过现有部门预算资金支
持开展快递包装生产、使用和回收处置统计监测分析平
台、执法和监管能力建设。

在《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意见的通知》中提
出要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城市开展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
应用试点示范。在通知发布一年之后，2021年底，国
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邮政局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
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的通知》，以寄递企业
为主，由寄递企业单独或联合电商、可循环包装企业等
共同申报，对to C 的循环快递包装进行试点。该试点为
期两年，中国主流的电商、快递企业以及可循环包装服
务商均参与了试点。

国家邮政局积极落实包装的绿色转型，在2022年实施
了快递绿色包装治理“9917”工程并取得成效之后，
又于 2023年提出了绿色发展“9218”工程。“9218”
工程继续推进提升可循环包装应用比例，工程目标之一
是“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的邮件快件达到10亿件”。
这是自2020年《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意见
的通知》提出的2025年1000万个可循环包装应用规模
后更新的快递可循环包装的政策目标。这一目标采用了
快递量作为统计口径，能够更好地体现循环使用次数和
替代率，更便于衡量可循环快递的使用绩效。

可循环快递包装相关政策 3

来源：灰度环保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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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可循环快递包装相关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侧重点 内容 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应用规模
量化目标

2025年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 1000万个。 《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意见的通知》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
划》
《“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
动方案》

2020年11月30日

2021年7月1日
2021年9月8日

2023年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的邮件快件达到10
亿件。

国家邮政局9218工程 2023年2月

配套机制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要积极推行在分拨中心和
营业网点配备标志清晰的快递包装回收容器，
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和业务流程，推进包装物
回收再利用。

《快递业绿色包装指南（试
行）》

2018年12月

包装标准 加强标准化工作顶层设计：统一循环包装的核
心关键指标要求；
升级完善快递包装标准：健全可循环快递包装
等重点领域标准

《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意见的通知》

2020年11月30日

《快递循环包装箱》国家标准 2022年12月召开标准
审查会

《寄递包装射频识别（RFID）
应用技术要求YZ / T 0180—
2021》

2022年3月1日实施

电商角色 鼓励电商企业参与快递包装循环利用新技术、
新产品研发并积极推广应用，与快递企业、商
业机构、便利店和物业服务企业等创新合作，
建立可循环快递包装回收渠道，探索建立上下
游衔接、跨平台互认的运营体系。推动生鲜电
商企业在同城配送中推广应用可循环配送箱、
可复用冷藏式快递箱等。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推动电子
商务企业绿色发展工作的通
知》

2021年1月7日

政策支持 对绿色快递物流和配送体系建设、专业化智能
化回收设施建设等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予以
适当支持。研究将绿色、可循环快递包装生产
和规模化应用企业列入绿色信贷支持范围，在
债券发行等方面予以支持。落实快递绿色包装
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发挥政府采购引导作用。
落实现有税收政策。中央财政通过现有部门预
算资金支持开展快递包装生产、使用和回收处
置统计监测分析平台、执法和监管能力建设。

《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意见的通知》

2020年11月30日

指导电商企业积极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绿色技
术研发项目，鼓励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在开展
绿色、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中申请绿色
信贷。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推动电子
商务企业绿色发展工作的通
知》

202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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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国外B2C可循环快递包装商业案例（部分）

公司 国家 规格 适用产品 产品/模式特点 回收方式

Repack 芬兰 箱、袋 常规 欧洲、加州、巴西和俄罗斯的邮筒均
可回收40

ReZip 丹麦 箱、袋 常规 Re-Zip App上查找回收点（丹麦、英
国）41

Packoorang 挪威 箱、袋 常规 送回回收点42

R-Create 罗马尼亚 箱、袋 常规 顾客送回邮局43

Livingpackets 法国 箱、平板 高价值 智能，全时追
踪，电子墨水

等快递员下次上门回收，使其回到快
递物流网络中继续使用获得共享出租
收益44；或送回合作零售门店45

Opopop Colis 法国 袋 常规 邮筒回收或退货使用46

Kickbag 瑞士 袋 常规 邮筒回收47

Boox 美国
(加拿大、英国)

箱 常规 有超过4万个回收点，消费者扫码即可
找到回收点。

Returnity 美国 箱、袋 常规 合作的回收点（如在美国现有700个
Happy Returns的回收点，有1.5万个
Returnity的循环箱在使用中48）

Limeloop 美国 箱、袋 常规 邮筒回收

Liviri 美国 冷链箱 生鲜 冷链 自提或快递取回49、50

4.2 可循环快递包装商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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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一系列关于减塑和快递包装绿色化的政策指引
下，中国涌现了诸多商业创新实践，中国的主流电商和
快递企业也纷纷尝试可循环快递包装。2020年《关于
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可循环
快递包装的应用规模在2025年达到1000万个。根据国
家邮政局202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实施了邮政快
递绿色发展“9917”等工程，我国已累计投放可循环
快递箱（盒）近1500万个。

如果按照主流电商、快递企业公布的数据来看，可循环
快递包装的投放使用次数离国家邮政局2023年可循环
快递包装邮件快件达到10亿件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电商、寄递行业的不同企业在可循环快递包装上的投
入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其中京东物流和顺丰速运相对
来说在可循环快递包装上的投入较大、运营持续时间
较长，并且还在不断探索其规模化应用。京东物流尤
其在生鲜冷链领域的可循环快递包装投放上具有一定

规模，也是消费者目前最有可能接触到的快递循环箱
之一。而顺丰依靠自主研发的快递循环箱，从最初的
丰·BOX迭代到现在的丰多宝π-box，也达到了比较持
续稳定的投放应用规模。除了京东、顺丰以及中国邮
政、苏宁易购等企业，其他企业如菜鸟在可循环快递方
面的投入较少。

从可循环快递运营模式来看，自营回收模式是目前唯一
常态化运营的模式，以京东和顺丰为代表。依托于企业
自营物流网络，这种模式对整个循环流程各节点都有强
效的控制能力。正向物流配送到达顾客后，通过快递员
当面回收循环包装/暂存在消费者处稍后快递员自取，
带回快递站点，然后运输到回收处置节点，此时仍由物
流企业对包装自行维护处理。这个环节后对于可以再次
使用的包装，再分配运输到仓储中心，启动下一个循环
周期。对于不能再次使用的循环包装则返还包装服务商
作为原料进行重新制造加工。

5.1 

05
REUSABLE EXPRESS PACKAGING APPLICATION IN CHINA

可循环快递包装的中国实践

中国可循环快递包装的发展现状

来源：复海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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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中国可循环快递包装商业案例（部分） 

公司 规格 适用产品 产品/模式特点 主要回收方式

灰度环保 箱、袋、冷链箱 常规电商、生鲜 物流企业自行回收

知路科技 循环箱 常规电商 物流企业自行回收

复海 循环箱 高价值产品等 智能、数字化、可视化、授权开箱 物流企业自行回收

快盆 循环箱 常规电商、生鲜

构想的模式类似于Livingpackets，消
费者在使用后将包装再次投递使用，
使其回到快递物流网络中继续使用，
消费者获得共享出租收益。

物流企业自行回收

顺丰顺启和 丰多宝（π-box）等循环箱 常规电商 物流企业自行回收

企业 包装应用 环境影响

顺丰 顺丰集团自主开发循环包装箱，从最初的丰·BOX迭代到现在的丰多宝
π-box。迭代后的循环箱采用易回收的单一化材料PP蜂窝板材、魔术
贴，免去胶带等一次性耗材。截至2022年底，“丰多宝π-Box”循环
包装箱累计投放量达到125.8万个，覆盖全国170余个城市，累计实现
1798万次的循环使用。

2022年，循环箱循环使用次数超过
3200万次，减少碳排放约1.3万吨。

京东 截至2022年底，京东可循环快递包装累计投放次数超过2.2亿次。京东
物流常态化使用的B2C的循环包装主要是2个类型：生鲜领域的循环保
温箱和常规的循环“青流箱”。“青流箱”通过京东自身的物流网络
对包装进行回收、分选直至进入京东仓再次使用。预计到 2023 年底
前，京东物流将在全国常态投放循环包装规模总量达到 200 万个。

京东循环保温箱在18个城市常态化投放
70万个，累计投放超过2亿次，减少一
次性泡沫箱使用2亿个。
循环“青流箱”已在30个城市常态化投
放20万个，已累计投放2000万次。

中国邮政 截至2022年9月，中国邮政全网投放可循环快递箱（盒）超过100万个。 未见公开信息

苏宁易购 共享快递盒全国累计投放量40万只，投放使用累计超过1.5亿次。 累计节约的胶带可绕地球9.35圈，减少
6000多吨碳排放。

网易严选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循环箱共计循环约19.3万箱次。 未见公开信息

唯品会 使用循环箱1.28万个，每个循环箱至少可循环使用50次，2021年节约
纸箱 64 万个。

未见公开信息

极兔 截至2022年9月，在北京、上海、海南、福建、河南、湖南、山西、青
海、甘肃、黑龙江投入超过2.7万个RedBox可循环快递箱。

未见公开信息

圆通速递 2021年新增投入可循环快递箱超过1万个。 未见公开信息

表4-1:  中国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部分）

来源：2022顺丰控股可持续发展报告；京东物流2022 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中国邮政网54；苏宁物流55；网易2022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2021
唯品会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财讯网56；圆通速递2021年度报告

可循环快递包装的中国实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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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邮政局绿色包装工程的引领和部分头部企业的大力投入下，中国可循环快递包装已经出
现了一系列循环快递的初创企业，并与大型电商、快递企业形成商业合作，共同推动可循环快
递包装的运用。但是可循环快递包装在整体快递包装应用中的占比依然很小，消费者也很难接
触到可循环包装，其规模化还面临许多挑战，包括：

3

        成本劣势

在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的挑战中，最为根本和关
键的因素是成本。由于没有计算外部环境、健康等成
本，一次性包装的价格优势远胜于重复使用包装。因
此，各国在出台针对一次性塑料的政策法规时，除了直
接的禁令外，也会引入如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
对一次性塑料征税等制度来为可循环包装模式的初创和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回收困难

循环箱的环保和经济效益要真正体现出来，就需要达到
一定的循环次数门槛，提高回收率、周转率，降低损耗
率。回收的挑战在于目前依靠快递员回收的模式效率低
下，末端回收基础设施不健全，消费者缺乏有效的引导
和激励、配合度不高等。回收率、周转率低，以及损耗
率高都推高了整体成本，并且降低系统的运营效率，难
以实现商业性。

        消费者参与度低

一方面，现有以快递员回收为主的回收方式极大地限制
了消费者的参与机会，消费者即使有意愿参与也缺乏渠
道和途径；另一方面，从用后即弃的一次性包装使用转
向参与重复使用包装模式体系，消费者包装使用习惯的
转变需要系统性支持。从国外的案例来看，可循环包装
供应商会在电商企业订购包装的同时，为企业提供系统
插件，能够较快地在结账页面添加可循环包装选项，在
消费者拿到可循环包装后通过循环快递供应商的系统进
行归还并获得激励。国内电商则需要自行进行系统适
配，提供可循环包装选项。但由于库存周转问题，消费
者在选择可循环包装后，包装库存是否能保证消费者获
得该包装也存在较大挑战。

5.2 中国可循环快递包装的挑战与探索

1

2

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

如今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已经能够低于火电的
价格，而在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相比完全
不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初期，政府在其中扮演
了关键的角色，如投入研发资金、价格改
革、激励投资（如对清洁能源减免税收和对
高碳能源征收税收）等，才使得能源结构向
更清洁、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同样，对于
可循环快递包装，其发展初期要求企业大量
地投资，包括包装本身的成本以及物流运营
成本等，这就需要政府不仅要明确循环包装
的发展方向引导企业的投资，也需要实施激
励性措施（如税收优惠、专项支持资金、贷
款优惠等）来保障企业的可持续投入。

        循环快递包装标准化低

目前试点可循环快递包装的企业均采用自家的技术标
准，包装的规格、型号不统一，既不利于生产环节的规
模化以降低成本，也造成回收环节大量的分拣处理和备
货负担，推高了运营成本，增加了循环包装在各企业间
共享共用的难度。

        数据共享与安全问题

可循环快递包装系统的有效运行需要全流程数据追踪和
管理，才能有效降低其丢失率以及提高循环周转效率。
而可循环包装的使用涉及商家、电商平台、快递企业、
运营回收企业等多个不同的企业主体，然而不同企业主
体之间无法轻易做到数据共享，导致数据链路中断。

4

5

挑战

可循环快递包装的中国实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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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OR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REUSABLE EXPRESS PACKAGING

06
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建议

为减少快递包装废弃物，减少塑料污染并实现循
环经济，本报告基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可
循环快递行业发展现状、挑战和机会的分析，总
结出中国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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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实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可循环快递包装的激励支持政策

鉴于中国政府已经较早且明确提出了可循环快递包装使用的目标和时间表，如何落实相应的配套支持措施，促进企业达
成该目标在现阶段相当关键。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快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意见的通知》中的许多支持
保障措施，帮助企业降低前期投入成本，扭转目前一次性快递包装和循环包装的价格扭曲局面。

研究探索针对快递包装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将从一次性快递包装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中收集到的资金用于支持
企业可循环包装的研发和应用。

探索对一次性包装收费/收税以及循环包装押金制，提高循环包装对于消费者的经济性和吸引力。通过将一次性
包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商业上进一步发挥循环包装相对于一次性包装的竞争优势。

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绿色信贷、税收优惠、政府采购优惠等激励性政策，帮助企业采购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并
建设相应的配送、回收基础设施。

2 政府部门牵头协调共享回收体系建设

在制定标准提升可循环快递包装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基础上，由政府发挥中枢功能，协调相关部门、机构和企业搭建共
享的循环包装回收体系。

尽快出台强制性的可循环快递包装国家标准，在兼顾企业品牌差异化需求的基础上，推动可循环快递包装的标准
化、规范化，为可循环包装的企业间共享流通打下基础。

打通不同主体间的区隔，促进环卫部门、专业回收企业和快递物流企业等的合作，搭建企业间共享的回收设施体系。

牵头协调可循环快递包装全流程不同企业主体之间的数据传输，采用技术手段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打通企业
主体之间的数据共享。

增加回收基础设施用地规划，划拨回收设施用地、中转站、分拣中心用地等。制定专项政策充分调动邮政网点、
快递柜、驿站等现有终端网点资源，设立共享回收设施。

将循环包装的配套回收设施纳入各地方政府的城市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的体系建设，协同可循环包装回收体
系搭建。

3 促进社会利益相关方沟通、共建，增强消费者意识和参与感

可循环快递包装体系作为一种创新和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其发展初期需要社会各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公
益组织、投资界和消费者都有着重要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协会等组织有必要促进搭建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桥梁，激
发合作潜力，带来价值共创。

促进企业间信息共享，借鉴国内外先进案例。提高行业上下游、全链路的企业主体（如电商平台、寄递企业、可
循环快递包装供应商、品牌商、物业服务企业等）间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由公益组织、企业、创投界等共同参与的共创项目，探索新模式、分享经验成果。

结合低碳、绿色消费等理念推广，提升消费者对可循环快递的认知。通过相应的消费者激励机制（如碳信用权益
兑换等），促进消费者对可循环快递包装的接受和配合。

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建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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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附录 

Appendix 

 

附录一：中国同城循环快递箱综合效益评价研究方法及结果讨论

 

1.研究方法

1.1环境效益研究

本研究主要方法为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的环境效益评估方法。生命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LCA）是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的主要方法之一。根据ISO组

织定义，LCA是一种用于评估与产品有关的环境因素及其潜在影响的技术，通过编制产

品系统中有关输入与输出的清单，评价与这些输入输出相关的潜在环境影响，并解释与

研究范围和目的相关的清单分析和影响评价结果 。

依据标准条文，生命周期评估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1）目的与范围确定（Goal and Scope Definition），将生命周期评估研究的目的及

范围予以清楚地确定，使其与预期的应用相一致。

（2）清单分析（Inventory Analysis），编制一份与研究的产品系统有关的投入产出清

单，包含资料搜集及运算，以便量化一个产品系统的相关投入与产出，这些投入与产出

包括资源的使用及对空气、水体及土地的污染排放等。

（3）影响评估（Impact Assessment），采用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的结果，来评估与这

些投入产出相关的潜在环境影响。

（4）解释说明（Interpretation），将清单分析及影响评估所发现的与研究目的有关的

结果合并在一起，形成具有建设性的结论与建议。

根据循环快递包装箱的使用特征，本研究将侧重于循环包装生产和使用（物流配送）过

程、逆向回收阶段的环境影响。并基于实地调研和资料文献获取一手资料数据（投入产



出和排放相关）。明确循环包装箱生命周期过程（主要包括生产和使用）资源、能源消

耗情况及各阶段的环境影响（以碳排放为度量指标），进一步与传统一次性快递包装进

行对比分析，以合理研判循环快递包装推广使用的环境效益。

关于快递包装材料特征、组成成分及其废弃处理处置方式，项目组已经在全国范围开展

相关了调研和定量化研究工作（主要面向一次性快递包装）。基于现有研究基础和资料

文献数据，结合企业提供的循环包装箱数据，开展LCA评价对比研究。

针对LCA方法，其他支撑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资料文献法、案例分析法以及情景分析方

法。

1.2经济效益研究

主要采用的方法为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法。由于目前面向消费者端的循环快递箱规模化应

用仍处于试点起步阶段，项目组判断，在一期项目期间较难获取充足的经济效益相关数

据，因此将从宏观尺度对经济效益进行估算。

 

2.研究结果

2.1可循环快递包装箱回收模式

目前，大部分的循环快递箱的推广和研究都从高效开始入手。循环快递包装最为关键的

问题是如何将循环快递箱从消费端回收的问题。循环快递箱的投入有两种主要形式：自

购模式和租赁模式。自购模式下，快递企业一次性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当然，自购模

式下，循环箱的所有权属于快递公司。租赁模式下，租赁的费用是按照时间或者按照次

数结算，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经济压力，但是，租赁模式下需要与租赁公司经常协

调沟通，也会增加人力投入。

目前的回收模式主要有快递公司自主回收模式（如京东）；多方联合回收模式（如菜

鸟）；委托回收模式（第三方公司）。建立高效合理的回收体系，对推广循环快递包装

的使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的研究都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循环包装的建议。本项

目以B2C和C2C两种模式为例，分别建立循环包装的回收体系。

图2-1为可循环快递包装B2C模式下的回收体系。循环包装材料到电商仓库，由仓库负责

打包至转运中心，然后交由快递公司，最终交由消费者，在收到快递时，可以及时收回



循环包装材料，或者后续回收，收回的循环包装材料运输到分拨中心，然后继续循环使

用。

图2-1 可循环快递包装B2C模式下的回收体系

图2-2为可循环快递C2C模式下的回收体系。由图可知，该种模式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循环快递包装的管理端、循环快递包装的使用端、循环快递包装的运输端和循环快递包

装的回收端。在管理端，我们假定快递公司从循环包装生产厂家租赁快递箱，由生产厂

家进行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然后使用端是快递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业务，由消费者线

上下单，快递公司提供循环包装。在运输端，循环包装经过多次中转最终达到消费者的

手中，此时快递员可以马上回收，也可能延时由消费者放到回收点。最后在回收端，将

可以循环利用的交由生产单位管理，不可继续循环的回炉再造或者运到垃圾处理厂。

图2-2 可循环快递C2C模式下的回收体系

根据以上分析，同城（区域）场景下循环快递箱的应用模式可以细分为四种：B2C-面签

模式、B2C-消费者回收模式、C2C-面签模式、C2C-消费者回收模式。如下表2-1为这

四种模式介绍及主要特点分析。

表2-1 不同循环模式介绍及主要特点



2.2循环快递包装箱的生产采购

2.2.1循环快递包装箱的尺寸

不同快递公司所使用的循环快递包装箱的尺寸存在差异。如下表2-2为《快递循环包装

箱（征求意见稿）》国家标准和《邮件快件绿色包装规范》中规定的循环包装箱的尺寸

和内装物最大质量。

表2-2 循环包装箱尺寸规格

循环模式 模式介绍 主要特点

B2C-面签模式

快递箱由电商仓库到消费

者，经快递小哥面签后，

将快递箱逆向回收至电商

仓库。

该模式需要将循环快递箱回收至电商，回收

路径长，因此回收成本高、回收周期长；在

面签的情况下，提高了回收效率，有利于保

证回收率，但是降低了配送效率。

B2C-消费者回收

模式

快递箱由电商仓库到消费

者，由消费者自主交由快

递点或回收点，将快递箱

逆向回收至电商仓库。

该模式下，消费者回收使得回收周期更长，

降低了循环快递箱的周转效率，而且增加了

循环包装箱丢失的风险。面签模式和消费者

回收模式在碳排放上差异不明显，在成本上

有一定差异。

C2C-面签模式

快递箱由网点提供给消费

者A，经运输至消费者B，

经快递小哥面签后，将快

递箱回收至快递网点或维

修点。

该模式由就近快递网点提供快递箱，然后再

末端由快递员将快递箱回收至就近快递网

点。这种模式缩短了快递箱的回收路径，提

高了快递箱的循环效率，当然，面签使得快

递员的工作效率降低。

C2C-消费者回收

模式

快递箱由网点提供给消费

者A，经运输至消费者B，

由消费者将快递箱送至快

递网点或回收点。

该模式下前端的C2C同样提高了循环快递箱

的周转效率。但是，消费者回收情况下，为

快递箱的回收带来了不确定性，同时，要注

意不同城市的消费者对循环快递箱的接受程

度有差异。

型号 内装物最大质量（kg） 建议外尺寸规格（mm）

1# 3 200×150×100

2# 5 200×200×150

3# 10 300×200×150

4# 20 300×250×200

5# 30 400×300×200

6# 40 400×300×300

7# 50 600×400×300



注：上述尺寸大致与《快递封装用品 第2部分：包装箱》标准一致

2.2.2循环快递包装箱的重量

根据不同的尺寸规格，对循环快递包装箱的重量进行了估算。如下表2-3为不同型号的

循环快递包装箱的重量。循环快递包装箱的材质主要为PP材质，根据知路科技数据：PP

材料密度0.89-0.91g/cm3，PP中空板厚度2-3mm，取中间值、100%PP估算（一体成

型免胶带免锁扣箱型）。

表2-3 循环快递箱重量估算表

2.2.3循环快递包装的成本

循环快递箱的成本比一次性的瓦楞纸箱高出10-20倍，有资料显示，循环快递箱的单个

成本为36.5元，一次性纸箱2017年的价格为1.3-1.5元，如表2-4为具体的价格及数据来

源。本研究中循环快递箱的成本取为35元，一次性快递纸箱的成本取1.4元。

表2-4 循环快递箱的成本数据及来源

注：数据来源：① http://hn.ifeng.com/a/20171031/6108357_0.shtml；

②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6/28/c_1128783518.htm；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

454385121128543&wfr=spider&for=pc）

2.3循环快递包装箱的投放使用

型号 建议外尺寸规格mm 重量g（测算） 重量g（测算调整）

1# 200×150×100 282 143

2# 200×200×150 438 221

3# 300×200×150 593 300（企业反馈）

4# 300×250×200 816 413

5# 400×300×200 1150 582

6# 400×300×300 1463 740

7# 600×400×300 2401 1215

快递箱类型 单价 数据来源

一次性纸箱
1.3-1.5元

（苏宁）

“共享快递盒”亮相郑州 网购包裹走上“环保”之路

①

循环快递箱
36.5元

（中通）
可循环快递包装“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 ②

http://hn.ifeng.com/a/20171031/6108357_0.shtml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6/28/c_1128783518.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454385121128543&wfr=spider&for=pc


近年来，各个快递公司都在投放循环快递包装箱。根据《邮件快件包装回收与循环指

南》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对某知名电商在全国7个仓储中心开展相关应用

试验，循环快递的循环周期为5.63天，回收率接近95%，如表2-5。

表2-5  某知名电商循环快递箱投放试验

2021年，复海股份先后与圆通、中国邮政浙江省分公司就复海循环包装箱在义乌、杭

州、嘉善3个城市入网应用进行了九轮试验验证和技术经济论证：结果表明如果循环快

递箱循环次数为10-50次，回收率超过95%，循环成本为1-3元，单次可以减少碳排放

0.311kgCO2e，如表2-6所示。

表2-6复海循环包装箱九轮试验结果

注：这里的“循环成本”应该仅指箱子成本单次分摊结果

2.4循环快递包装箱的维修处置

循环快递包装的成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生产过程的成本、使用过程的成本、回收处

理过程的成本。可循环快递箱使用过程的成本主要是快递箱储存的成本、整个过程中的

人力成本、可循环包装回收后的清洁消毒和维修成本。可循环包装箱回收后，必须进行

清洁消毒和维护等工作，故会产生更高的成本。本研究在计算经济效益时，引入循环快

递箱维修处置的修正系数。

2.5循环快递包装箱的经济分析

本研究的经济分析是通过核算循环包装箱和一次性包装箱的成本来进行分析的。成本比

较法是从两个以上的方案中选择成本低的方案作为投资对象的方法。本研究中，我们使

用总成本比较法对可循环快递包装箱与一次性快递包装箱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从经济

学的术语来讲，总成本比较法，是把与投资有关的成本，全部按照现值加起来，然后再

在几个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总成本低的方案作为投资对象的一种决策方法，与投资有

循环周期 回收率 发出 回收

5.63天 94.9% 12331次 11706次

循环次数 循环率（回收率） 循环成本 单次减排

10-50次（PP） 95%-99.9% 1-3元 0.311kgCO2e



关的成本，除了包括原始投资以及与原始投资有关的利息外，还有每年发生的经营费

用，如维修费和保养费等。

本研究中对快递箱的成本分为了四个主要环节：生产、投放、维修和处置。一次性纸箱

的单个成本取1.4元，没有维修和处置成本，当然，一次性纸箱的在末端回收时也有经济

效益，因收益一般属于环卫工人，本研究中不考虑。循环快递包装箱的单个生产和投放

成本取35元，维修和处置成本按生产成本的5%计提，如表2-7所示，同时，循环快递包

装箱存在破损严重和丢失的情况，本项目按照5%的破损和丢失率计提成本。

表2-7一次性纸箱和循环快递箱的成本

根据不同的循环次数，对循环快递箱的成本进行分摊，假设维修成本是生产成本的5%。

如表2-8所示为不同循环次数下两种快递箱的成本估算表。由表可知，当循环次数为20

次时，使用一个循环快递箱要多花0.44元，当循环次数为30次时，使用一个循环快递箱

可以节约0.18元。

表2-8 循环包装箱和一次性纸箱在不同循环次数下的分摊成本及效益

循环快递包装箱的经济效益来自替代一次性包装后产生的成本节约。式1是本项目使用

的核算经济效益的公式，具体的指标解释如下：

V·Cso-ɑ·β·Csc·V/t          式1

环节 生产 投放 维修 处置

一次性纸箱 1.4 0 0

循环快递箱 35 生产投放成本的5%

循环次数 环节 20 30 40 50 60 70

循环包装成本

（元）

生产 1.75 1.17 0.88 0.70 0.58 0.50

使用 0.09 0.06 0.04 0.04 0.03 0.03

小计 1.84 1.23 0.92 0.74 0.61 0.53

一次性纸箱成本

（元）

生产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使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小计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经济效益（元）   -0.44 0.18 0.48 0.67 0.79 0.88



CP，经济效益（成本，元）

Co，一次性快递箱的成本（元）

Cc，循环快递箱的成本（元）

V，快递业务量（件）

Cso，单个一次性快递箱的成本（元）

Csc，单个循环快递箱的成本（元）

ɑ，考虑循环快递箱维修处置的修正系数，本研究取1.05

β，考虑循环快递箱丢失的修正系数，本研究取1.05

t，循环快递箱循环的次数（次）

以2021年同城快递为例，假定循环快递箱渗透率（替代率，按件数）达到10%，计算循

环包装的经济效益。如图4-3所示，是循环次数为20次、30次、40次、50次、60次和

70次时的经济效益。在循环次数为20次时，使用循环包装箱的成本比一次性纸箱的成本

高约7.5亿元，循环次数为30次时，使用循环包装箱的成本比一次性纸箱的成本低约1.6

亿元，若循环次数能进一步提升到70次，则产生的经济效益可提升至约12亿元。通过计

算，当循环快递包装的循环次数为28次时，使用循环包装快递箱和一次性快递箱的成本

一致，也就是此时没有经济效益。

图2-3 循环包装箱经济效益分析

注：替代一次性包装纸箱10%，基于2021年同城快递业务量估算。

2.6循环快递包装箱的环境分析

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LCA）是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的主要方法之

一。根据ISO组织定义，LCA是一种用于评估与产品有关的环境因素及其潜在影响的技

术，通过编制产品系统中有关输入与输出的清单，评价与这些输入输出相关的潜在环境

影响，并解释与研究范围和目的相关的清单分析和影响评价结果。



2.6.1生产阶段的环境影响对比

根据现有资料，在生产阶段，可循环快递包装的碳排放比普通包装的碳排放高。从碳排

放数据库选择五种普通包装纸箱（瓦楞纸箱）取平均值作为本研究中普通纸箱生产阶段

的碳排放因子。循环快递包装材料取我国聚丙烯（市场平均）的数据，具体的碳排放因

子参考值如下表2-9所示。

表2-9 生产阶段碳排放因子取值参考标准

由上表可知，一次性包装箱生产阶段的碳排放因子为0.52，可循环包装的碳排放因子为

2.84，可循环包装的碳排放因子是一次性包装碳排放因子的5.5倍。当然，由于可循环包

装箱的多次循环，按照循环后折算的碳排放因子将会大大降低。如下表为按照循环20、

30、40、50、60、70次后的碳排放因子变化。

表2-10 不同循环次数下生产阶段碳排放的分摊结果

2.6.2运输阶段的环境影响对比

根据研究团队调研显示，同城快递运输主要由卡车和电动自行车负责运输。卡车的运输

距离占到总运输距离的95%以上，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运输过程的环境影响时，仅仅考虑

卡车运输带来的环境影响。本研究取轻型和中型汽油货车运输碳排放的平均值作为运输

阶段的碳排放因子，具体值为0.225 kg CO2/(t km)，如表2-11所示。

表2-11 运输阶段碳排放因子取值

类别 描述 碳排放因子

瓦楞原纸 半化学（制作方法）的瓦楞原纸 1.029

瓦楞原纸 半化学（制作方法）的瓦楞原纸，其中可再生重量为40% 0.353

瓦楞原纸 半化学（制作方法）的瓦楞原纸，其中可再生重量为42% 0.353

瓦楞原纸 半化学（制作方法）的瓦楞原纸，其中可再生重量为44% 0.135

瓦楞原纸 再生纸制成瓦楞原纸 0.754

取平均值 0.520

循环包装 聚丙烯（市场平均）（CN） 2.840

循环次数 20 30 40 50 60 70

循环包装碳排放 0.142 0.095 0.071 0.057 0.047 0.041

一次性包装碳排放 0.52 0.52 0.52 0.52 0.52 0.52



为了直观展示出循环包装箱和一次性包装箱在运输阶段的环境影响差异，本研究按照单

个快递运输过程估算运输阶段包装材料的碳排放。以深圳为例，同城快递的运输距离估

算为64km，由于循环快递包装箱需要逆向回收，因此循环包装箱的运输距离按照两倍

的快递运输距离，即128km，单个快递箱的重量按照1kg计算，如下表为具体的结果。

表2-12 运输阶段快递包装材料碳排放估算（B2C）

将生产阶段和运输阶段的碳排放合并，得到不同循环次数下循环包装箱和一次性包装的

碳排放值及减排效益，即使用循环包装带来的碳排放的减少。如表2-13所示，当循环次

数为20次时，循环包装箱的碳排放为0.171 kg CO2-eq，一次性包装的碳排放为0.534 

kg CO2-eq，此时的减排效益为0.363 kg CO2-eq。

表2-13 B2C模式下生产与运输合并后的碳排放估算表（kg CO2-eq）

B2C和C2C在生产环节的碳排放没有差异，但是在运输过程有所差异。B2C模式下，需

要将循环快递箱逆向回收，此时的运输距离和快递正向运输的距离类似，而C2C的循环

快递箱回收至附近快递网点，回收距离短，可忽略不计，因此运输过程只有单程运输，

和一次性包装类似。如表2-14为C2C模式下的碳排放估算表。

表2-14 C2C模式下生产与运输合并后的碳排放估算表（kg CO2-eq）

卡车类型 碳排放因子（kg CO2/(t km)）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2吨） 0.334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2吨） 0.115

平均值 0.225

数据类型 循环包装箱 一次性包装箱

运输距离（km） 128 64

包装质量（kg） 1 1

碳排放因子（kg CO2/(t km)） 0.225 0.225

单次运输碳排放（CO2-eq） 0.0288 0.0144

循环次数 20 30 40 50 60 70

循环包装碳排放 0.171 0.124 0.100 0.086 0.076 0.070

一次性包装碳排放 0.534 0.534 0.534 0.534 0.534 0.534

减排效益 0.363 0.41 0.524 0.448 0.458 0.464



2.6.3末端处置的环境影响对比

快递包装箱的末端处置大致分为再利用、混入生活垃圾焚烧或者混入生活垃圾填埋处

理。一次性快递包装箱末端处置按照再利用、焚烧和填埋的比例分别是80%、15%和

5%，循环快递包装箱末端全部再利用，下表2-15为两种快递箱末端处置的方式及比

例。

表2-15 循环快递包装和一次性包装箱末端处理方式及比例

数据来源：一次性包装快递箱数值参考《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产生特征与管理现状研究》。

根据现有研究报告，本文采用的末端处置碳排放因子见下表2-16。

表2-16 本文采用的包装箱末端处置碳排放因子数值

数据来源：参考《2021-2030中国快递业绿色包装碳减排潜力研究报告》。

将生产阶段、运输阶段和末端处置阶段的碳排放合并，得到不同循环次数下循环包装箱

和一次性包装的碳排放值及减排效益，即使用循环包装带来的碳排放的减少。如表2-17

所示，当循环次数为20次时，循环包装箱的碳排放为0.141 kg CO2-eq，一次性包装的

碳排放为0.684 kg CO2-eq，此时的减排效益为0.543 kg CO2-eq。

表2-17 B2C模式下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估算表（kg CO2-eq）

循环次数 20 30 40 50 60 70

循环包装碳排放 0.157 0.110 0.086 0.072 0.062 0.056

一次性包装碳排放 0.534 0.534 0.534 0.534 0.534 0.534

减排效益 0.377 0.424 0.448 0.462 0.472 0.478

处理方式 再利用 焚烧 填埋

一次性包装箱 80% 15% 5%

循环包装箱 100% / /

处理方式 填埋 焚烧 再利用

碳排放因子 1.084 0.855 -0.03

循环次数 20 30 40 50 60 70

循环包装碳排放 0.141 0.094 0.07 0.056 0.046 0.04

一次性包装碳排放 0.684 0.684 0.684 0.684 0.684 0.684

减排效益 0.543 0.59 0.614 0.628 0.638 0.644



B2C和C2C在生产环节的碳排放没有差异，但是在运输过程有所差异。如表2-18为C2C

模式下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估算表。

表2-18 C2C模式下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估算表（kg CO2-eq）

2.6.4整体环境影响分析

本研究重点考虑循环快递包装生产带来的环境影响（以碳排放当量为度量指标）和循环

过程中带来的减碳效益，对循环包装箱的减碳效益进行了核算，式2为使用的计算公

式，公式的详细解释如下：

V·Eso-β·Esc·V/t              式2

EP，环境效益（kg CO2-eq）

Eo，一次性快递箱的碳排放（kg CO2-eq）

Ec，循环快递箱的碳排放（kg CO2-eq）

V，快递业务量（件）

Eso，单个一次性快递箱的碳排放（kg CO2-eq）

Esc，单个循环快递箱的碳排放（kg CO2-eq）

β，考虑循环快递箱丢失的修正系数，本研究取1.05

t，循环快递箱循环的次数（次）

根据查阅一次性快递箱和循环快递箱的材质，通过与GaBi数据库对比，本研究中一次性

快递包装碳排放因子为0.52 kg CO2-eq/kg，循环快递包装箱的碳排放因子为2.84 kg 

CO2-eq/kg，如表2-19。两种快递箱的质量都按照1kg计算，选择2021年我国同城快

递数据，对环境效益进行计算。

表2-19 一次性快递箱和循环快递箱的碳排放因子

循环次数 20 30 40 50 60 70

循环包装碳排放 0.127 0.080 0.056 0.042 0.032 0.026 

一次性包装碳排放 0.684 0.684 0.684 0.684 0.684 0.684 

减排效益 0.557 0.604 0.628 0.642 0.652 0.658 

包装方式
碳排放因子

kg CO2-eq/kg
年份 质量 快递业务

一次性包装 0.52 2021年 1kg 同城快递

循环快递箱 2.84 2021年 1kg 同城快递



如图2-4为循环包装箱环境效益分析结果：2021年同城快递业务量包装材料中10%使用

循环快递包装箱时，当快递箱循环次数达到20次时，产生的环境效益（减少的碳排放）

约为52万吨CO2-eq，随着循环次数的上升，产生的环境效益逐渐增加，当循环次数为

70次时，产生的环境效益为67万吨CO2-eq。通过计算，当循环快递包装的循环次数不

足6次时，使用循环包装快递箱和一次性快递箱的碳排放当量一致，也就是几乎不产生

碳减排效益。

图2-4 循环包装箱碳减排效益分析

2.7循环快递包装箱的多情景分析

当循环包装箱的渗透率达到50%，循环次数为50次时，2011年到2021年同城快递由于

使用循环快递包装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如表2-5所示。随着每年快递量的增多，使用循环

快递包装产生的经济效益更为明显，2011年的理论上的经济效益约为1亿元，2021年的

经济效益可达到44亿元，2019年的经济效益比2018年减少，是因为2019年快递业务量

比2018年有所下降带来的。



注：替代同城快递业务量一次性包装50%，且循环次数为50次。

图2-5 2011-2021年使用循环快递包装的经济效益（理论值）

当循环包装箱的渗透率达到50%，循环次数为50次时，2011年到2021年同城快递由于

使用循环快递包装而产生的环境效益如表2-6所示。随着每年快递量的增多，使用循环

快递包装产生的环境效益逐渐明显，2011年的碳减排效益为7万吨，2021年的碳减排效

益可达325万吨。

注：替代同城快递业务量一次性包装50%，且循环次数为50次。

图2-6 2011-2021年使用循环快递包装产生的碳减排效益（理论值）

以2021年为例，循环快递包装箱的替代比例情景按照10%、30%、50%和70%进行设

定，循环次数按照20次、30次、40次、50次、60次和70次进行设定，分别计算循环快

递包装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具体结果如表2-9所示。替代比例的上线没有设置

为100%，主要是考虑到有些快递包装使用塑料袋或其他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并不使用

快递箱，所以最大的替代比例设置为70%。

由表2-20可知，当循环次数达到70次，循环快递箱替代率达到70%时，产生的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最大，分别约为84亿元和472万吨CO2-eq。同时，循环次数对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作用非常明显。

 表2-20 2021年循环包装箱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情景分析



2.8未来循环快递包装箱的效益预测

要衡量未来循环快递包装箱带来的实际效益，最关键的几个指标分别是快递业务量、循

环包装箱投入量、循环次数、替代率，其他的指标如单个快递箱的成本、碳排放因子在

短期内不会产生明显的变化。对于快递业务量，有研究团队指出到2025年，我国快递业

务量达到1500亿件，本研究从2025年开始，以每年增加150亿件为基数，预测到2030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2250亿件。

根据我国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份，我国累计投放可循环快递箱978

万个，假设循环次数按照60次来估算，以2021年我国同城快递业务量为例，我国累计

投放的可循环快递箱的替代率仅为4%。我国近年大力推广可循环快递包装箱，本研究预

测2030年我国同城快递的可循环快递箱替代率达到30%，由此估算出到2030年时，我

国需要投放1亿个循环包装箱。对循环包装箱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预测过程中，考虑

到近年来循环快递的周转次数逐渐上升，循环次数取较高值60次进行估算。

图2-7为2017年到2030年之间循环快递包装箱的经济效益分析结果，其中2017-2021年

是根据实际的数据进行的测算，2022-2030年是基于2021年进行的预测数据。由结果可

知，到2030年，当同城快递的循环快递箱替代率达到30%时，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到

51.1亿元。当然，这里的循环次数为60次，所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偏高。

指标
同城快递

替代率

循环次数

20 30 40 50 60 70

经济效益

（亿元）

10% -7.5 1.6 6.1 8.9 10.7 12.0

30% -22.4 4.8 18.4 26.6 32.0 35.9

50% -37.4 8.0 30.7 44.3 53.4 59.9

70% -52.3 11.2 43.0 62.1 74.8 83.8

环境效益

（万吨CO2-

eq）

10% 52 59 63 65 66 67

30% 157 178 189 195 199 202

50% 262 297 314 325 332 337

70% 366 415 440 455 465 472



注：到2030年替代同城快递业务量一次性包装30%，且循环次数为60次

图2-7 2017-2030年使用循环快递包装的经济效益 

图2-8为2017年到2030年之间循环快递包装箱的环境效益分析结果，其中2017-2021年

是根据实际的数据进行的测算，2022-2030年是基于2021年进行的预测数据。由结果可

知，到2030年，当同城快递的循环快递箱替代率达到30%时，由此减少的环境影响达到

317.5万吨CO2-eq。当然，这里的循环次数为60次，所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偏高。

注：到2030年替代同城快递业务量一次性包装30%，且循环次数为60次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替代率 4.16% 5.22% 6.65% 8.35%
10.82

%

13.71

%
16.48% 19.92% 24.23% 30.00%



 图2-8 2017-2030年使用循环快递包装的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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