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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量越来越多，终端消费环节仍少见

最新版新冠肺炎
防控方案发布

主要从四方面调整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28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于当日上
午召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第九版新冠肺
炎防控方案，该管住的坚决管住，该落实的
坚决落实，该取消的坚决取消，不一致的措
施限期清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将派出工作组，对地方落实情况进行督导。

米锋表示，当前，全球疫情继续反弹，
我国疫情防控仍然面临较大风险挑战。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8日公布了《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针对奥密克
戎变异株的特点，因时因势对疫情监测、风
险人员的隔离管理、中高风险区划定标准
等进行了调整，“这是对防控工作的优化，
绝不是放松防控，目标是更加科学精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
巡视员雷正龙介绍，对防控方案进行修订
主要基于疫情形势的变化、病毒变异的特
点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试点研究
工作3个方面的考虑，并结合了各地防控
工作实践特别是上海、吉林等地大规模疫
情处置经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主要做出以下四方面调整：

一是优化调整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期
限和方式，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
时间从“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
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密接的密接管控
措施从“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调整为“7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二是统一封管控区和中高风险区划定
标准，将两类风险区域划定标准和防控措
施进行衔接对应，统一使用中高风险区的
概念形成新的风险区域划定及管控方案。

三是完善疫情监测要求，加密风险职
业人群核酸检测频次，将与入境人员、物
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核酸检测调整为
每天1次增加抗原检测作为疫情监测的补
充手段。

四是优化区域核酸检测策略，明确不
同人口规模区域核酸检测方案，根据风险
大小，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确定区域核酸
检测的范围和频次。 （据新华社）

自2021年3月12日起实施
的《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明
确规定，寄递企业应优先采用可
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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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加快快
递包装循环利用，实现绿色、环
保、节约的目标，需要生产企
业、寄递企业、用户等共同努
力。

目前，业内尚未建立起统一

规范的可循环快递包装生产和
回收流程。虽然多家快递企业
已推出各自品牌的可循环快递
包装，但是在生产、使用和回收
再利用环节，循环箱只能在企
业内部的物流链条中流动，这
在无形中提高了循环包装的使
用成本，也限制了覆盖面。

陕西科技大学包装工程系
副教授李志强表示，相关政府
部门可以协调物流领域主要企
业形成统一的循环包装运营模
式，“只有打破业内壁垒，才能

让循环包装真正走入循环”。
业内人士建议，建立大数据

平台，完善可循环包装全生命周
期的信息追踪，使包装逆向物流
或就地处置成为可能；在社区、
高校内增加可循环包装回收点，
做好循环箱的回收、清洁和消杀
工作，减少损耗率和丢失率。此
外，对环保包装生产企业给予适
当支持，提高全社会对可循环快
递包装的认可度，让循环包装真
正走进千家万户。

（据新华社）

可循环快递包装推广近两年 终端消费环节仍少见

“最后一公里”缘何堵住了？

近两年，多个部门、相关企业大力推广可循环快递包装，加

快快递包装“绿色革命”。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在消费者收到的

快递中，纸箱、泡沫箱、塑料袋等传统包装占据主流，可循环快

递包装日常生活中仍很少见到。

2020年12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邮政局等8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
色转型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
模达1000万个，快递包装基本
实现绿色转型。

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底，
我国可循环中转袋全网应用率
达93.8％。2022年第一季度，可
循环快递箱（盒）应用规模达到
758.69万个。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多
家快递企业已推出可循环快递
包装。中通快递现阶段使用较
多的循环中转袋，大小约等于普
通编织袋，可循环50次以上，高
于普通编织袋的1至3次使用寿
命；在山西省的年均使用量为
500万至600万次。

“2018年，顺丰快递推
出‘丰BOX’循环包装箱，
目前我们主要用于寄送衣
服、鞋类等物品。”山西顺
丰速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凯说。

京东研发的循环快递
箱“青流箱”，目前已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30余个城
市常态化使用。京东在生
鲜业务中全面使用可折叠
保温周转箱替代一次性泡
沫箱，2021年共计使用6000余
万次。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快
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3亿件，同比增长29.9％。相
比庞大的快递总量，可循环包装
占比相对较小。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只有

少数消费者在个别品类商品中
使用过此类包装，不少消费者在
生活中“从没用过可循环快递
箱”，很多快递员也表示“没见过
这种包装”。

多位业内人士解释，目前，
可循环包装多用于政府采购、电
商平台供货等B端客户，到C端
客户的相对较少。

回收成本高，实现循环难

记者调查发现，可循环快
递包装成本高于普通包装，在
物流终端“最后一公里”回收存
在困难，导致推而不广，市场认
可度较低。

中通快递山西管理中心总
经理赵晓龙为记者算了一笔
账：以中通快递单价 36.5 元的
循环箱为例，在循环50次后，单
次成本可降至0.73 元，低于与
其尺寸相近的4号箱成本。“但
在回收过程中，循环箱会产生
人工操作、扫描、车辆运输等额
外费用，无形中加大了快递网
点的成本压力。”

事实上，此类包装在实际生
活中的循环情况与最初设计相
去甚远。西安市一家物流公司
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此前曾
在一段时间内推行过循环箱，
但是很难达到设计的循环次
数。

“虽然快递员反复说明要把
箱子退回来，但很多用户并不
习惯，想自己留着用或者卖废
品。还有用户担心使用次数一
旦多了，循环箱不干净、不结
实。”这位负责人表示，可循环
快递箱的破损率和丢失率较
高，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不得不
把重心转移到回收效率更高的
B端客户。

除材料成本外，由于“最后
一公里”配送以“求快”为首要
原则，高昂的时间成本也让很
多快递员对循环箱“爱不起
来”。

一位从业者向记者举例，一
名经验丰富的快递员单日可派
件200件左右，按工作8小时计
算，单件派送时间约为 2.4 分
钟，而循环箱由于需要用户当
场拆箱再进行回收，派送时长
平均为8分钟。同等条件下，循

环箱快件的派送效率只有普通
快件的三分之一。

在不少消费者看来，使用可
循环快递箱意味着“麻烦”。通
常情况下，此类包装需要用户
现场拆箱取货，再由快递员将
包装箱带走回收利用。一些消
费者出于隐私考虑，不愿意现
场拆箱。

对于学生族、上班族而言，
取件时间受限，大部分快递只
能被投递在驿站或快递柜。“下
班后回家拆箱签收，再等快递
员上门来取。”曾使用过循环快
递箱的西安市民杨女士表示，
使用循环快递箱“有点折腾”。

此外，业内人士表示，目
前，整体的快递流通趋势是从
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逆向物
流存在困难，导致大量循环箱
在使用后无法再次回到物流网
中重复利用。

畅流程、除壁垒，走出循环“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