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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高校快递包装回收的流程进行再造和优化，以提高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水平。方法 对

现有流程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再造思路和实施办法。结果 新流程可以有效节约资源，

提高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效率。结论 适应智慧物流发展趋势，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再造和优化势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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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engineer and optimize the college's express package recycling process, so as to improve 

the express package recycling level. The existing process was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re found out and the 

reengineering ideas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he new process could effectively save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recycling efficiency of college's express packages. It satisfi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lligent logistics, 

so that the reengineering and optimization of express package recycling process in colleges are im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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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物流智慧化

的不断深入，我国电商行业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期。快递业作为连接电商行业与消费者的重要桥梁，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包装与快递的运输配送是紧

密关联的，也保证了快递在流通过程中尽可能不受损

坏。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017 年快递行业使用包

装规模达到 400 亿，其中塑料快递袋约占 1/5，快递

包装箱约占 1/8，将其换算成所需要的树木数量大约

为 7200 万棵，这一数量相当于 46.3 个小兴安岭[1]。

高校作为电商行业的重要客户群体，每年所消耗的快

递包装体量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

保护意识并没有在高校群体中完全形成，大量快递包

装在使用后仍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回收，由此带来很多

负面影响，如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包

装回收流程的不规范、不优化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一个

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

技术，运用智慧物流理念对高校快递包装回收现有流

程进行梳理再造与优化研究，以达到保护环境、降低

成本、提高包装利用率的目的[2]。 

1  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现状 

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网购已成为高校师生

购物的主要渠道，而网购的同时又会产生大量的快递

包裹。重庆大学城区各高校师生人数约为 15 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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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日均派件快递量为 2.3 万件，纸质包装箱件数

占 50%。重庆某高校内部的调研数据显示，82.22%

的成员表明直接丢弃快递包装，16.14%的成员表明留

下快递包装，1.64%的成员表明采取其他方式处理快

递包装。这些快递包装被丢在垃圾箱里无人问津，更

没有人能想到对这些快递包装进行回收利用[3]。目前

对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的研究较少，还未形成一套

针对性强、方便操作的、智能、优化的高校快递包装

回收流程[4]。以重庆某高校为例，对高校传统快递包

装回收过程进行梳理，形成以下回收流程，见图 1。 
 

 
 

图 1  传统的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 
Fig.1 Traditional express package recycling process in college 

 

1.2  传统的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主要问题 

对上述流程进行分析，发现传统高校快递包装回

收流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包装标准化程度不够导致流程组织与实施困

难。智慧物流要求快递包装标准化[5]，然而，高校快

递包装的样式、种类等规定却一直没有得到统一，各

企业都根据自己的产品情况和包装资源获取渠道选

用不同的包装或材料，导致在高校快递中产生的可回

收包装类别很多，而每种类别的可回收包装规模又还

不够大，不仅增加了包装回收的实施成本，而且阻碍

了包装回收智慧化建设，为保障流程优化组织和实施

带来困难。 

2）回收制度和机制的缺失导致流程不够规范。

目前环境下，政府关于快递回收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机

制还不完善[6]，缺乏可以具体指导快递企业包装回收

的细则，导致各快递企业中关于包装回收的部门和岗

位缺乏，回收只是作为快递过程中很不起眼的额外附

加职能，无论是部门还是员工都不会因为回收做得好

而得到奖励和回报，导致在包装回收工作中各部门积

极性不高，各环节协同度不好，目前所形成的流程也

是在快递主业工作开展中由环境意识较高的高校或

快递站点自发形成的，流程的规范化程度不高。 
3）校企间缺乏密切合作导致流程不够优化。智

慧物流的核心理念是“协作共享”，一方面，高校缺乏

对学生环保和资源再生方面的教育，学生作为快递企

业的直接用户，没能养成包装再利用的思想，也不愿

意在包装回收中主动作为，导致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

程中的主体学生作用没能发挥。另一方面，高校内的

许多快递企业运作相对独立，在包装回收方面，缺乏

与高校学生社团、后勤部门联合成立的回收站点等机

构，回收流程重在企业一端，而学生一端的流程基本

缺失，使得整个流程不够优化。 
4）包装回收信息采集和管理不够智能导致流程

不够高效。校园快递代理点、取件者、包装回收站点

等回收流程中的各环节处于相对独立运行的状态，只

负责把信息向下一级传递，却没有对上一级信息的承

接与反馈，缺乏对全流程信息的统一采集和整理。同

时没有构建相适应的快递包装回收信息处理系统，信

息管理不够及时准确，不能智能指导包装回收各环节

运作，包装回收再利用不够均衡，制约了流程运作整

体水平，导致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不够高效。 

2  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再造与优化的建议 

2.1  再造高校快递回收流程的基本思路 

分析图 1可知，回收包装的 3种后续优化处理方

式概括见图 2，即通过智能检测分类技术，对回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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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物从三方面进行处理优化：回收包装物于校园快递

代理点进行初步处理后直接投入使用；包裹回收站点

完成二次加工利用或处理后再投入使用；垃圾厂实现

循环利用[7]。对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再造，就是对

现有流程的各阶段逐项分析，去粗取精的同时合理利

用逆向物流的激励机制，通过完全开放的信息系统和

各环节之间信息的共享，实现整个高校快递包装流程

的资源共享，以此作为快递包装回收新流程的基础。 

 

 
 

图 2  回收包装后续处理优化流程 
Fig. 2 Subsequent processing optimization process 

of package recycling 
 

2.2  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再造与优化 

结合上述优化基本思路，以取件者收取后的快递

包装为主要考虑因素在校园内合理设立回收站点，对

学生丢弃的分散快递包装进行集中化回收，由校园快

递代理点集中分类、处理已使用的快递包装，同时回

收站点对可回收循环利用的快递包装进一步判断是

否有利用价值，需不需要对包装设计适时改进，进而 

决定是否重新投入使用。一方面，再造后的高校快递

回收流程能合理利用包装材料；另一方面，高校还能

对各取件者和回收地域积极监督，从总体上达到节约

包装材料、回收利用包装的目的。其具体流程见图 3。 

结合图 3与前文指出的问题，可从以下几个角度

优化、再造高校快递包装回收的流程。 
1）快递企业角度。校园代理快递点可以增设有

偿性回收业务，指取件者拆封快递后将快递包装返还

给物流服务企业（在自己不使用外包装的情况下），

消费者可从物流企业（快递平台）处通过手机 APP

参与其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对包装返还的补偿[8]，采

取一种有偿的方式鼓励取件者进行快递包装的回

收 [9]。有偿性回收流程可以分为 2类：一是取件者在

校园快递代理点领取快递时，依据人工或指示牌的引

导拆包，取件后将包装退还代理点，以获得补偿；二

是取件者在代理点以外进行拆件后，将包装物投放于

校园固定设置的包装自助回收站点内，获得相应形式

的奖励。 

2）物流信息化角度。通过构建包装回收信息平

台，实现对高校快递包装回收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

该信息平台基本架构见图 4。在平台上，根据使用权

限，包装加工厂商、快递公司、回收站点、校园快递

代理和快递收件人通过固定或移动终端对回收包装

物进行信息处理和维护。具体而言，高校快递包装回

收信息平台具有以下 5点功能：一是基本信息管理，

确保平台的正常运行；二是包装信息采集，通过快递 
 

 
 

图 3  再造后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 
Fig.3 Express package recycling process in college after re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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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表面附有识别该包装材料、大小等一系列性质的

RFID 或二维条码，获取包装物的基本信息[10]；三是

在途信息监控，物流公司、校园快递代理点、包装回

收站点通过对包装的扫描识别，可记录对应包装物的

位置信息，实现有效监控；四是信息统计处理，根据

包装物的在途信息，管理人员可以有效统计不同回收

站点的包装物的回收状态，及时进行再利用处理；五

是交易信息管理，及时记录包装回收过程中的有偿服

务操作，保证交易过程的可靠性。 
 

 
 

图 4  高校快递包装回收信息平台基本架构 
Fig.4 Basic framework of express package recycl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college 
 
3）环保理念角度。快递包装的回收对象是高校

师生，是接受能力较强的一类群体。向他们引入逆向

环保理念，使其充分了解包装回收的主要流程并知晓

其重要性。一方面高校师生作为该流程中的组成部

分，了解该流程的同时能够潜移默化地提高大家的环

保意识；另一方面，快递企业或废弃处理部门处理快

递包装时，应贯彻绿色设计理念，合理分配快递包装

材料，做到包装材料的绿色循环使用[11]。 
4）监督宣传角度。对于高校内部来说，对回收

环节的合理监督能促进整个流程的良性循环，高校有

关部门应当重视快递回收的监督宣传体制建设，加大

对校园快递代理点、取件人和包裹回收站点以及流程

整体的监督，如图 3所示，从政策上积极鼓励回收快

递包装并对做得好的快递企业进行宣传，使其能带领

快递行业向绿色理念发展。企业自身也要做到自我监

督，内部完善快递包装回收规则，促进包装回收过程

的完整性，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使企业员工认识到回

收的重要性，更好地配合快递回收工作[12]。 

2.3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的建议 

为保障再造后的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得以顺

利实施，并在运行中对流程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建议

采取措施如下所述。 
1）制度创新。新的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必须

要有新的政策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对整个回收过程中

企业及人的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确保新流程的正常

运行[13]。为此，要大力推动相关制度的创新。有关部

门要积极制定有关快递包装回收的规章制度，对回收

流程各环节相关者的责任加以明确，以维持新回收流

程的稳定流畅运行；快递企业（物流平台）要优先采

用标准化环保型快递包装，增强包装的复用性；高校

相关部门要承担起流程的监督管理职责，并对优化流

程大力宣传，促进校园快递包装的高效利用。 

2）经费维护。高校包装回收新流程的正常运行

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基本的经费支持[14]。快递企业应

拿出专门资金设立高校快递包装回收基金，用于向院

校师生支付包装回购金，同时向承担包装回收职能的

员工或部门支付回收岗位津贴和包装回收系统运行

经费。随着回收流程的不断完善，回收成本逐渐降低，

包装回收运行基金可被回收产生的资金节约逐渐抵

消，回收系统经营平衡甚至产生盈余，促使高校快递

包装回收良性持续发展。 

3）站点保障。回收站点的优化设置是新回收流

程正常运行的基础，建议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搞好站

点管理，响应国家关于推进学生双创的有关精神，可

由快递公司与高校联合建立包装回收站点作为高校

学生双创基地，选派学生担任业务骨干开展包装回收

的创新创业实践，站点管理人员则由快递公司选派负

责日常管理，高校后勤相关部门则负责对站点的定期

监督检查；优化站点设置，快递包装位置分布决定了

流程运行是否优化，因此，要以高校快递取件人为主

要考虑对象，研究他们的生活习惯、作息规律和购物

流量等，同时考虑现有快递包装处理中心的设置情

况，合理安排回收站点的位置，缩短回收流程和处理

时间，提高包装回收流程的整体优化性。 

4）信息共享。包装物回收流程各环节间信息的

高度共享可以实现对流程高效、集中、便利的管理。

积极搭建高校快递包装回收信息平台 [15]，并加以推

广。优化校园包装代理点的快递包装物数据信息采集

功能，完善包装物的在途信息监控功能，改进平台的

信息处理统计效率，增强手机 APP移动终端的平台

应用功能。从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各环节入手，

以高校快递包装回收信息平台为支撑，使全流程信

息充分共享，达到整体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的智

能高效。 

3  结语 

运用智慧物流理念对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流程进

行了研究，分析所存在的问题，设计了高校快递包装

回收流程再造方案，并从规范快递企业、提升环保理

念、加大监督宣传和促进信息化 4个角度提出了进一

步优化的思路，还从制度创新、经费维护、站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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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共享四方面提出了改进和完善高校快递包装

回收流程的建议及措施。所设计的优化流程及流程改

进完善建议，对于提升高校快递包装回收水平、适应

物流智慧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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