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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分析电商物流包装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为电商物流包装的发展与改革提供参

考。方法方法 基于电商物流包装的现状，剖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每个问题寻找对应的解决对

策。 结论结论 电商物流包装必须加强系统化、集装化、标准化建设，以适应网络购物快速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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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major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commerce logistic packag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volution of E-commerce logistic
packag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gistic packaging for online shopping, the main problem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targeting at each problem. We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ystematization, integration, standardization of logistic packaging for online shopping, in order to get us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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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普及使得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购销模

式日渐兴起。艾瑞咨询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第2季

度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 4371.3 亿元，较

2013年第1季度增长24.2%，与2012年同期相比增长

45.3%[1]。据预测，2015年将有44%的城市消费者选择

网络购物，大多数现有网络购物者的网络消费额将增

加1倍，电子商务在社会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

3.3%增长至7.4%，网络购物的增长速度将远远高于传

统零售渠道，电子商务总额有望达到20万亿元[2—3]。包

装在网络购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电商物流包装存

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最后一公里”配送过程中的问

题比较突出，如买家个人信息安全、电商品牌标识、产

品破碎、过度包装、配送模式、包装废弃物回收、物流

与包装标准不统一等问题[4—8]。

不少研究者基于商品物流环境，提出了包装人

性化设计、低碳化设计、零度包装设计的思想[9—11]。

有些研究人员针对物流包装标准化、合理性评价等

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12—14]。到目前为止，电商物

流包装的问题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很少有

人对电商物流包装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在这个网络

购物快速增长的时代，对电商物流包装的现状进行

详细地研究分析，系统探索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与

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1 电商物流包装的主要形式

传统物流一般为生产企业到（批发市场）商场的

大宗、单一物品的集合运输，而快递运输更多地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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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物品的混合运输。为了保护产品，网购商品在物流

过程中一般要在产品原有包装的基础上再进行二次

包装，通常采用塑料袋和瓦楞纸箱进行二次包装。一

般来说，食品、化妆品及家电百货等商品大多采用纸

箱包装，服装类等不易撞坏的商品以及小型产品则使

用塑料袋包装，但不少高端的大品牌服装网店也采用

纸箱包装来提高档次，对易碎物品还要加上充气垫、

废纸等缓冲材料。

虽然二次包装能最大程度地保护产品及原包装，

但双重包装浪费了包装材料与人力，增加了运输成

本，且包装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了污染。目前，产品、包

装、物流体系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包装标

准与物流标准脱节，从而造成许多问题。由此，将产

品、包装、物流纳入统一的系统，建立统一的标准，在

保护产品与减少包装成本和环境污染之间取得一个

最佳平衡点，是解决目前物流包装问题的关键。

2 网购物流包装的主要问题

2.1 个人信息泄漏

近年来我国快递业迅猛发展，不法电商或缺乏职

业道德的快递员，在利益驱动下出卖客户信息，且消

费者个人随意丢弃注有买卖双方姓名、收货地址以及

联系方式等信息的快递单，这些都造成了个人信息安

全问题。电商物流发展太快，相应的制度还不完善，

所以当个人信息泄漏时无法可依，客户的权益得不到

法律的保障。

2.2 品牌标识与开启困难

除了少数几个大品牌电商的包装外，人们收到的

大部分快递包装都很简陋，粗糙的纸箱或者塑料袋毫

无设计感可言，很难看到物流公司或电商的品牌特

色。物流包装是否具有品牌效应对电子商务具有重

要作用，因为不管是电商还是物流公司，其物流包装

都有不可低估的宣传价值。为了防止商品掉出且保

证消费者是首个开箱者，因而许多快递外包装使用胶

带紧密粘贴封合，若不借助剪刀等工具难以直接用手

打开包装，给消费者带来很多不便。另外，若剪开包

装的方式和角度不当，还会剪坏包装内部的商品。

2.3 产品破损

我国网购产品快递物流大部分还处于人工转

运、转送的初级阶段。据统计，网购产品周转环节一

般不少于5次搬运，不同程度破损现象时有发生，导

致部分客户直接拒收或退货[6—8]。目前很多快递包装

为了简便，仅使用一个塑料袋为商品做粗略的包装

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在小件物品的混合运输过程

中，特别是在“最后一公里”派送过程中，极易造成产

品因快递员随意抛掷与快递相互挤压而破损。此

外，很多大型电商的快递包装虽然选择纸箱包装，但

产品内部没有很好的紧固或使用一定的缓冲装置，

也会造成商品损坏。

2.4 过度包装与包装回收

近年来我国过度包装问题十分突出，表现为包装

体积、用料、装潢等超出包装的实际需要，如广受诟病

的月饼过度包装。其后果是浪费了包装材料与物流

运力，造成固体废弃物不断增多，使很多城市出现垃

圾围城的现象，甚至很多偏远的小镇也被垃圾围困。

据统计，我国每年固体废弃物超过6亿 吨，其中包装

废弃物占了1/3，且回收率不足40%[15]。

由于网购增长迅猛，电商为了保证商品在物流过

程中不受损以获得顾客的认可，只得对商品进行重重

包装，过度包装尤为突出。图1为某电商一盒竹筷的

物流包装，其实竹筷不易损坏，如此包装既浪费了材

料、人工，也浪费了运输空间与成本。同时，物流包装

的回收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除大部分纸箱能回收利

用外，其余像塑料袋、充气垫等物流包装材料难以回

收，使城市垃圾问题日益严重。

2.5 物流与包装体系脱节

电商物流环节比较复杂，涉及各种运输方式与运

输装备。目前，物流标准与包装标准不配套、物流行

业非标准化等问题严重，导致物流事故与成本增加，

无效作业增多，降低了物流速度与服务质量，严重影

响我国物流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究其原因，一方面

物流包装体系标准不统一，甚至没有标准；另一方面

图1 过度的二次包装

Fig.1 Excessive secondary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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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包装标准中的包装标志、技术规范、包装检验等

规定远远跟不上电商物流的发展速度，不能很好地解

决电商物流包装存在的特殊问题，所以物流包装系统

化、标准化工作至关重要。

3 解决方法与对策

3.1 防止信息泄露的设想

倡导消费者养成不要随手把贴有快递单的外包

装扔掉的习惯，同时从技术方面进行创新。如利用二

维码来代替普通快递运单上的客户信息，运单上只印

有条形码与二维码，条形码用于跟踪包裹反馈物流信

息，二维码包含寄件人与收货人的名字、电话、地址等

信息，快递员只要用加密的二维码扫描仪或手机扫描

便能获知相关信息。物流联单在物流过程中起着非

常重要的信息管理与传递作用，既要满足开放性要

求，又要保证个人信息安全性，因此物流联单需要创

新改革。

3.2 重视网购包装品牌设计

网购物流包装除了对商品的保护作用外，还应突

出品牌效应，提高消费者对其印象与好感度。目前除

了卓越亚马逊、京东等大规模的电商外，其他网购的

商品包装都不注重包装的品牌宣传作用。由于很多

零散的网购商品都是通过大的物流公司进行物流配

送，所以，各大物流公司应该关注网购商品的包装品

牌设计，如制作统一的包装箱、袋、胶带，印制统一的

代表公司品牌的不干胶标签（或在现有配送单上增加

较显著的品牌图案），配送时贴上。像淘宝等网购平

台也可以印制统一的不干胶标签用于物流配送，以增

加品牌效应，提高物流管理效率。

网购物流包装的外观设计应简洁明了，重点突出

电商或物流公司的Logo等特征，增加企业文化宣传以

及网络商城的广告信息，力争使物流包装成为一种赏

心悦目的传播媒介，同时还能够打造品牌效应。

3.3 合理选用与设计运输包装

针对网购物流包装破损与过度包装问题，要将产

品、缓冲包装与物流包装纳入一个系统来进行设计与

运作。首先，产品生产企业应该主动将目前单一的包

装设计形式进行改革，将产品包装根据需要分为传统

物流配送与电商物流配送二大类分别进行设计，并且

在显要位置进行标明。当生产批量太小或成本等原

因约束到此改革时，应该根据产品强度等特性对产品

进行分级，并在显要位置标注电商物流配送包装形式

的建议。因为只有产品生产企业最了解自己产品的

特性，清楚产品在电商物流过程中应该需要什么样的

包装设计。若原包装产品不易损坏，则生产企业可在

电商物流包装上标注：“建议考虑使用美观、防水的塑

料薄膜热收缩包装，若物流环境较好，可以不使用二

次包装。”；若产品容易损坏，则首选产品生产商针对

网购产品专门设计的包装，避免网购时再进行二次包

装。

当一定要使用二次包装时，应该有一系列规格的

可折叠、回收的包装箱，根据货物尺寸来选用。原包

装一定要在物流包装箱内紧固，因为产品松动是造成

产品破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特别易碎的玻璃包装

产品（如酒、油等），产品包装上可标注：“建议采用可

重复使用的即时充气缓冲包装，当产品送到客户手中

后，将包装放气后回收使用。”此外，针对电商物流开

发新型、合理的包装结构，加大开发可重复使用的小

型集合包装或送货装备，最大程度避免二次包装，如

济丰包装正在开发一款多变纸箱，以解决物流商品与

包装尺寸不匹配的问题[15]。

有部分商家为提高产品档次而选择增加物流包

装，其实物流包装最主要的作用是保护产品，只要产

品完好，绝大部分人对包装轻微破损与粘污不会太在

意。对学生与部分市民的问卷调查也得到了同样的

结论，所以电商应该多考虑环保问题，政府也应出台

相关政策禁止电商物流过度包装。

3.4 加大电商物流包装回收力度

随着电商物流的快速增长，包装废弃物回收显得

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电商物流“最后一公里”通常

采用上门配送的方式，给包装的回收带来了方便。只

要包装设计合理、措施得当，电商物流包装的重复利

用完全可行。如采用不同规格的可折叠塑料周转箱

进行二次包装，在完成配送使命后可在全国各个配送

点重复流通使用，即使有破损老化，也非常容易回收

翻新，比纸箱更环保。对一些特殊商品，在原包装基

础上增加的物流包装，应设计成便于回收使用的形

式，如可充放气包装，配送完成后可回收利用。

对一些当时不便拆下的物流包装，可以采用收取

押金且在一定时间内退还押金的方式，来加大包装的

重复利用，如特殊的储冷包装箱、生鲜食品周转箱

等。另外，政府应加大宣传和行政处罚力度，引导消

费者自觉加入环保利用包装废弃物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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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强电商物流包装系统化、标准化工作

电商物流是一个系统工程，须多方协作与配合，

从产品包装设计开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得到最

优的电商物流包装方案。如物流配送企业应开发可

折叠、可重复使用的物流周转箱、充气箱和袋等新型

包装，避免物流产品破损及减少一次性使用的二次包

装。行政管理部门应该组织开展相关研究，制订切实

可行的行业标准，加大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监管力度。

对网购量大的产品，生产者应设计电商专用包装，尽

量避免电商物流时再使用二次包装。在传统包装上

应针对电商物流配送情形提供二次配送包装设计与

使用的建议，如根据电商物流环境及商品的质量、体

积、易碎性、耐压性、防潮性等因素，对商品进行等级

分类，并在原包装上进行标识，给电商选择合适的物

流包装提供依据。

例如，用W1，W2，W3…分别表示质量分段区间，

用V1，V2，V3…作为体积分段区间代码，用F1，F2，

F3…作为产品易碎性分段区间代码，用C1，C2，C3…

作为产品承压区间代码，用M1，M2，M3…作为产品防

潮性分段区间代码等，然后在理论与实验研究的基础

上，给不同代码组合的产品设计对应的最佳物流包装

或集装器具。物流企业给相应的电商物流配送包装

也编上代码，如P1，P2，P3…将这些代码预印在产品原

包装上，给物流配送公司选择标准化的物流包装或运

输工具提供参考。

4 结语

由于电商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物流包装的结

构、外观、成本、环保等将提出更高要求。应该针对电

商物流包装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系统研究个人信息

安全、品牌设计、过度包装、物流包装系统化、标准化

等问题，同时加大电商物流转运、配送专业器具与可

重复利用的折叠周转箱系列产品的研发力度，以适应

电商快速发展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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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6页）

大于14%时，无法获得更好的分色精度，分色过程中

可以忽略这些分区。当目标光谱在某个分区中求解

得到的墨水组合，其预测光谱与目标光谱的RRMS小

于0.01、色差小于1.5时，可以认为该墨水组合为所有

分区中的最佳墨水组合，即该分区为目标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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