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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经历了“双11”，快递
这两天陆陆续续送到了家。 满
心欢喜拆开层层包裹的商品
时，很多人也忧心，这些快递包
装垃圾最后都去了哪里？ 快递
行业“绿”到什么程度了？

快递包装垃圾处理仍是
难题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最
新数据显示，“双11”当天，仅天
猫的订单就达12.92亿件。 事实
上， 从2012年的56.9亿件，到
2018年的超500亿件，近些年我
国快递单量快速增长。 业内人
士预测，2019年快递单量更将
突破600亿件。快速增长的快递
单量背后， 是快递包装垃圾的
爆发性增加。

快递包装主要以瓦楞纸箱
和塑料袋为主。 根据中华环保
联合会等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
关于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产生
特征与管理现状的报告， 通过
从业者估算以及抽样称重，纸

箱类包装废弃物只有不到5%
被重复使用， 更多的纸箱是被
回收，约占80%。

然而从环境角度， 业内人
士更建议纸箱重复利用， 而非
回收。 回收的话，纸箱的处置链
条会变长， 纸箱粉碎成纸浆重
新生产的过程中， 仍然会带来
大量的碳排放。

快递的塑料包装垃圾，目
前来看，主要是塑料薄膜、填充
料和透明胶带。 根据上述报告，
分别约占塑料包装的 60% 、
18%和9%。 这些塑料包装价值
低、回收难度大，更多是作为生
活垃圾被焚烧或者填埋。 然而
无论是消费者， 还是各类电商
平台卖家， 都存在过度包装的
倾向。

此外， 中华环保联合会国
际合作部副部长倪垚认为，一
些快递包装中使用的塑料薄膜
质量堪忧。“这些薄膜约70%是
由再生料直接再生， 呈现灰色
或黑色； 约25%由再生料和少

量原生料混合生产， 一般呈现
黄绿色。 由于包装材料多由商
家自主进货， 他们倾向于选购
价格较低的包材， 再生料来源
不明， 生产过程中可能造成环
境污染， 也可能对接触该类材
料的消费者和快递员的健康产
生影响。 ”

快递行业全面“变绿”不
容易

事实上， 随着快递物流行
业的“绿色化”引起社会关注，
目前包装、配送、回收等各环节
都已经有了一些举措。

如“四通一达”等快递企业
在快递收发点设置了回收箱，
鼓励居民将完好的纸箱送回，促
进循环使用；两联电子面单正在
替代原有的四联手写单，中国快
递协会副秘书长杨骏介绍，目前
行业内电子面单普及率超过
90%， 用纸比原来节省至少
40%；给胶带“瘦身”，缩减胶带
宽度；以大颗粒气体填充物代替

小颗粒填充物；推出“可降解”包
装袋等。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仍
存在一定难度， 还需要快递企
业、电商平台与商家、消费者等
多方共同参与。

———用户配合意愿低。 以
纸箱的循环使用为例， 深圳大
学在快递的收存点设置了回收
箱，鼓励学生现场拆快递，但出
于方便或隐私等方面考虑，高峰
期一小时内取件人数约170人，
仅有7个现场拆解。

———快递网点回收存储不
便。 有快递公司表示，快递站点
空间窄小，没办法储存大量回收
再利用的纸箱；此外，电商平台
及快递公司对纸箱回收再利用
尚无明确的激励政策，站点缺乏
回收动力。

塑料类的快递包装，则面临
更大的循环使用难题。 据菜鸟
介绍，目前“一些末端网点也对
填充物进行回收”，但这些填充
物更占空间，无疑增加了存储难
度。 此外，由于塑料的回收价值
低，绝大多数包装塑料无法进入
回收通道， 与其他生活垃圾一
起，被焚烧或者填埋。

———过度包装常见。 商家
和消费者多有“多层包装才能
保证产品的安全无损”的心理。
目前来看，快递公司、电商平台
对商家的包装方式均无特定的
要求。

———可降解塑料袋成本
高，降解效果待验证。 菜鸟绿色
行动负责人牛智敬表示，环保快
递袋的市场价格，约为普通快递
袋价格的1.5倍到2倍。上海市绿
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则
认为，市面上的可降解塑料质量
参差不齐，工艺颇多，能否完全
降解存疑。

盼“强制性标准”“新业态
探索”双管齐下

针对这些快递行业“变绿”
的瓶颈，业内人士建议细化行业
标准的同时，利用市场化手段探
索快递的新业态。

倪垚认为，目前国内针对减
少过度包装、提高回收和再利用
率等政策法规，“均以倡导为主，
缺乏相应强制或激励性政策，造
成电商平台、快递公司包装绿色
化革新动力不足。 ”

快递公司也认为推广绿色
包装，需要在全行业同时强制推
进，“目前国内快递行业竞争激
烈，利润摊薄，使用绿色包装意
味着企业成本增加。 除非整个
行业统一推进，单独某家企业难
以承受市场压力。 ”牛智敬说。

倪垚认为，“当前阶段我们
暂无快递行业包装环保标准，不
少快递袋来源不明，生产过程污
染严重。”没有无用的垃圾，只有
放错地方的资源，清华大学循环
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
认为，“包装材料明确行业标准，
将有效降低收集整理的难度和
成本。 ”

有业内人士建议，将绿色包
装作为快递企业从事快递经营
的准入条件之一，推动绿色信息
披露和消费端绿色选择。

此外，清华美院社会创新与
可持续设计实验室协调人钟芳
建议，建立包装材料回收机制和
循环使用体系，鼓励探索新的快
递业态。 钟芳介绍，国外一些企
业已经有了一些尝试， 如宝洁、
雀巢、百事等快消品牌与循环电
子商务平台Loop合作，除了上
门送货，Loop还上门回收用完
的包装瓶， 经专门的清洁后实
现容器循环。 /新华社

“双11”过后 快递纸箱去了哪儿？

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10 月 16 日，“提升乳品质

量企业公开承诺” 活动在北京
举行。伊利、蒙牛、光明等 12 家
大型乳企负责人分别向全国消
费者做出郑重承诺， 严格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 确保产品质量
安全，接受社会监督。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联合
来自全国各地的 77 家参会乳
品企业共同发出了“提升乳品
质量我们共同行动” 的倡议宣
言， 在国内乳品业界引起强烈
反响，各地乳品企业积极响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 近十年来乳制品质
量有很大提升， 已经成为抽检
合格率最高的食品之一。 选择
乳品行业进行承诺， 是要对其
他产品、行业起到带动作用。

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有
哪些重点？ 在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落实中存在哪些不足？ 企业
在原料进厂查验、 生产过程质
量控制、成品出厂检验、食品安
全自查各环节中可能存在什么
样的问题和隐患？ 乃至职工食
品安全培训、 食品安全岗位职
责、考核机制等，不仅事关食品

企业自身发展， 也是备受社会
和群众监督的问题所在。

以湖北省为例， 近期全面
开展了网络订餐平台自查整改
行动，全覆盖开展网上自查，全
面下线不合规网络订餐经营
者。截至目前，已线上审查商家
6.3 万家， 实地核查 716 家，集
中清理下线违规商家 350 家。
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已责令订餐
平台对 98 家标示虚假信息和
128 家无证、假证、套证、证照
过期的违规商家立即下线。

以问题为导向措施更实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 要把专项整治工作
提高到主题教育能否见实效、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能否
切实解决的高度， 用最坚决的
态度、最有力的行动、最严格的
执法， 全面组织实施联合整治
行动。

专项整治聚焦“五个一
批”， 全面梳理在监督检查、抽
检监测、案件查办、投诉举报、
媒体曝光等环节发现的问题线
索。 对发现的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落实“最严厉的处罚”，一查
到底，绝不姑息。

对于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
法违规行为，“黑工厂”“黑作
坊”“黑窝点”问题，突出重点区
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
品种、 重点企业， 全面排查线
索，坚持“查源头、破网络、擒主
犯”的办案要求，对违法犯罪行
为一查到底。

在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
整治中， 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及时立案查处，杜绝不
符合要求的保健食品流入市
场、继续销售。

关于校园食品安全问题，
进一步强化学校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落实，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积极构建“互联网 + 明厨
亮灶”智慧管理新格局，大力推
进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强化源头治理和部门协作，
集中查办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
违法案件及生产经营假劣农
药、兽药违法案件，惩处一批违
法犯罪分子。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要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坚决
打击什么犯罪， 哪里问题严重
就重点整治哪里”，深入研究分
析本地食品安全犯罪的突出问

题和规律特点， 通过广泛走访
摸排，发动群众举报等方式，及
时发现掌握犯罪线索， 细化明
确整治打击任务。 专项行动全
面梳理案件查办、投诉举报、媒
体曝光等线索， 将 4 项整治重
点细化为 19 类突出问题，逐项
制定整改措施，以问题为导向，
一抓到底，措施更实。

整治行动可检验、
可评判、可感知

这次专项整治， 各级前后
衔接、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整
体推进，集中整治食品安全突
出问题。 各地按照四部门《关
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开展整治食品安全
问题联合行动的通知》提出的
要求，排查风险隐患，严打违
法犯罪行为， 完善制度机制，
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坚决捍卫
食品安全， 切实维护群众利
益。“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 这些部门联合推进
食品安全治理，充分体现党中
央维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
坚强决心和有力举措。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要在已有基础上再鼓干劲、再

接再厉， 以更大决心、 更硬措
施， 全力推动联合行动深入开
展。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特别
是涉及行业“潜规则”、黑恶势
力及其“保护伞”的重点案件，
要加强立案侦办， 确保打击力
度和实效； 进一步强化破案攻
坚， 着力提升问题线索发现和
打击能力； 进一步强化协同整
治，加强警政协作、警企协作、
警民协作、 健全完善行刑衔接
等工作机制。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 将按照党中央决策
部署， 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具体在
三方面下功夫。聚焦“可检验”，
紧盯标志性成果，量化目标、分
级认领、限期见效；聚焦“可评
判”，动员全社会参与，加强食
品抽检，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并
将联合行动纳入对各省级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工作考核； 聚焦
“可感知”， 重点销毁一批假冒
伪劣产品， 取缔一批违法违规
主体，查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完善一批
长效机制， 宣传典型经验和好
的做法。

/ 新华社

出重拳、下猛药 整治食品安全问题看变化
食品安全连着民心。近日，按照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部署要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统筹协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牵头，会同教育部、农业农村部等 12

个部门，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 联合行动出重拳、下猛药，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感到温暖、得到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