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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电商行业的爆炸
式发展，快递物流环节伴生了大量
不可降解包装材料的“白色垃圾”
污染及资源浪费等问题。国家质
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新修
订的《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
准，根据减量化、绿色化、可循环要
求，对原有标准的相关方面进行了
补充完善，其中的绿色环保内容可
谓亮点纷呈。

为防止在运输途中出现损坏，
快递往往都被层层包裹后方能启
程。据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检测
中心副主任把宁介绍，快递包装材
料主要包括快递运单、封套、纸箱、
标识贴、塑料袋、气泡膜、气柱袋、
发泡塑料、胶带等。这些材料大部
分均不易自然分解，不管采用填埋
还是焚烧的方式处理，都会对环境
产生危害。

另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7
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
及趋势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快
递共消耗约32亿条编织袋、68亿
个塑料袋、37亿个包装箱以及3.3
亿卷胶带。然而与之相对应，中国
包装垃圾的总体回收率小于20%，
其中纸盒只有不到一半被回收；快
递包装中的填充物、胶带等塑料成
分，其回收率几乎为0。如何规范
快递包装及垃圾处理，已成为当今
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

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国标首次
明确提出“快递包装袋宜采用生物
降解塑料”，并相应增加了生物分
解性能要求等。“我们目前使用的
塑料袋，在自然条件下需200年才
能实现降解，而生物降解塑料快递
包装袋，采用堆肥方式半年可实现
90%以上降解，若温湿度合适，1年
内可全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把宁说。

“此次发布的系列国家标准，
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就是生物分解
塑料包装袋。”把宁表示，使用生物
降解塑料包装袋，成本为现有包装
袋成本的2倍以上，且目前我国生
物降解塑料包装袋原材料产能还
存在一定瓶颈，“如果所有快递包
装袋都改为生物降解塑料包装袋，
需求将远远超过产能。届时希望
通过新版国标的引导，鼓励有能力
的企业先行先试，尽可能减少对环
境的破坏”。

推行共享快递盒，除了遏制过
度包装、节约树木等资源之外，更
重要的是为了加快绿色物流发展，
推进城乡环境保护。与此同时，新
版国标也增加了二次使用快递封
套的相关要求，在符合标准的前提
下，快递包装箱可重复使用。针对
不同的快递封装用品，应分别印有
可回收标志、重复使用标志或塑料
产品标志，便于回收处理。

“2017年全国快递业累计完成
400.6亿件，同比增长28%，相应的
快递封装用品使用量依然巨大。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标准急需修
订，以更好地满足绿色快递发展需
要。”把宁表示，新版国标将于2018
年9月1日起实施，对规范快递封
装用品的生产、使用和检测等都将
发挥积极作用。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
国物流信息中心日前发布，
2017 年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向
好。运行数据显示，物流发展
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社会物
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持续下
降。社会物流总额增长稳中有
升，需求结构优化。物流运行
环境进一步改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成效显现，产业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迈进。

物流运行质量提
升，“降成本”取得成效

物流领域“降成本”取得实
效。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深入推进，为进一步推进物流
降本增效，国务院连续两年出
台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文
件，物流领域“降成本”取得成
效。201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的比率为14.6%，比上年下
降 0.3 个 百 分 点 。 即 每 万 元
GDP所消耗的社会物流总费用
为1460元，比上年下降2.0%，社
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进
入连续回落阶段。

从构成看，物流降本增效、
货畅其流取得初步成效，物流
各环节的协同性不断增强。在
社会物流总费用中，运输费用
6.6万亿元，占54.7%，同比提高
0.9个百分点；保管费用3.9万亿
元，占 32.4%，下降 0.8 个百分
点；管理费用 1.6 万亿元，占
12.9%，下降 0.1 个百分点。从
变化情况看，运输环节在社会
物流总费用中的比重持续提
高，保管环节则连续下降，表明
当前物流流转速度提升，库存、
资金占用时间及成本有所下
降。

库存周转效率保持较高水
平。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社
会库存整体保持较低水平，库
存周转效率保持高位。2017年
中国仓储指数中的平均库存周
转次数指数平均为 52.1 点，全
年均处在扩张区间，表明仓储
物流企业周转效率持续保持较
快增长。

物流需求稳中向
好，结构进一步改善

物流需求稳中向好。2017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52.8万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6.7%，增速比上年提高0.6
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一季度56.7万亿
元，增长 7.1%，提高 1.1 个百分
点；上半年 118.9 万亿元，增长
7.1%，提高 0.9 个百分点；前三
季度 184.8 万亿元，增长 6.9%，
提高0.8个百分点；全年社会物
流总额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

物流需求结构性改革取得
重要进展。一是物流需求新旧
动能的转换加快。从不同产业
来看，新兴产业继续保持强劲
增长趋势，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从结构看，1—12月高新技
术产业 PMI 指数均值水平达
53%以上，消费品行业和装备制
造业均值接近53%，较去年同期
均有提升；同时，基础原材料等
高耗能行业均值仍在50%以下，
物流需求低于工业平均水平。

二是消费与民生领域物流
需求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重要
驱动力。从结构看，消费与民
生领域高速增长对物流需求的
贡献率持续提高。全年单位与
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29.9%，高于社会物流总额增长
23.2个百分点，成为物流需求增
长的重要驱动力。

其中，网络消费驱动的物流
需求在上年高增速的基础上继
续快速增长，全年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规模超过5万亿元，增
长28%，带动快递及电商物流需
求高速增长。

2017年电商物流行业整体
向好，总业务量指数平均达到
143.4点，反映出全年电商物流
业务量同比增速超过40%。

三是进口物流需求形势较
好。在全球经济温和复苏，内
需稳中向好，彻底扭转了 2016
年同期大幅下降的局面。全球
制造业 PMI 均值达到 54.7%的
较高水平。在内外需求总体向
好的带动下，进口物流需求保
持较快增长，全年增长8.7%，比
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物流产业转型升级
态势明显

一是物流专业化提升，市场
规模持续扩大。2017年物流专
业化水平持续提升，物流市场
规模加速扩张。全年物流业总
收入为8.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 ，增 速 提 高 6.9 个 百 分

点。从细分市场来看，与产业
升级相关的物流细分行业增势
良好，冷链市场规模预计仍将
超过20%，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
入比上年增长24.7%，增速均高
于物流业平均水平。

二是物流业景气状况良好，
企业经营状况改善。物流企业
业务需求旺盛，运营效率稳中
提升，物流业整体呈现活跃态
势，物流业景气状况处于近年
来较高水平。2017年中国物流
景气指数平均为55.3%，比2016
年均值高出0.1个百分点，11月
回升至58.6%，为2017年以来最
高水平，12月份为56.6%，指数
有所回落但仍处于55%的高景
气区间。

随着物流市场需求和物流
设备利用不断改善，企业效益
稳中有升。2017年物流业景气
指数中反映企业效益的主营业
务利润指数平均为51.6%，同比
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中国
仓储指数业务利润指数平均水
平为51.6%，较2016年同期回升
3.5个百分点，显示在物流需求
回升的同时，企业效益趋于改
善。

物流供需平衡性增
强，价格回升

物流市场价格稳中有升。
2017年，一方面，受到经济整体
回暖、大宗产品价格回升等因
素影响，相关物流需求增势良
好；另一方面，在相关政策及企
业转型升级等多方因素推动
下，公路和水运等领域淘汰过
剩运能、更新升级运力的步伐
不断加快。综合来看，物流市
场供需增长更趋平衡，服务价
格水平稳中有升。

一是公路物流价格总体平

稳，较上年略有回升。2017年，
公路物流市场需求增势稳定，
运力更新升级不断加快，价格
总体小幅回升。中国公路物流
价格指数年平均为106.5点，比
2016 年均值回升 3%。其中上
半年指数延续了2016年三、四
季度冲高后的回升走势，下半
年则有所趋缓。

二是水运价格连续上涨，显
著回升。2017 年，海运运力供
给过剩情况有所改善，大宗商
品需求的不断上升，市场运行
态势良好，价格显著回升。其
中，上半年价格震荡波动，进入
下半年则显著回升，价格指数
连续5个月上涨，回升幅度不断
扩大，12月中国沿海散货运价
指数升至1500.83点，为近五年
来的最高水平。全年平均为
1148点，比2016年回升25.1%。

物流运行环境进一
步改善

物流相关固定资产投资保
持较快增长。2017年物流相关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质量不断提
升，围绕促转型、补短板等方面
有效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全年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完成
投资6.1万亿元，增长14.8%，增
速比上年提高5.3个百分点，全
年均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

物流基础设施进一步完
善。一是物流运输设施网持续
优化。二是物流基础设施短板
进一步补强。

2017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
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的意见》（国办发〔2017〕73号），
提出27条具体政策措施。以及
一系列政策、意见的出台，物流
政策环境持续改善。随着“放
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制约行业
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步好转。

物流业景气中反映运作效
率的资金利用率指数2017年平
均为 53.6%，比 2016 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1—11月重点调查物
流企业资产负债率50.8%，比上
年下降1.4个百分点；流动资产
周转率2.8，比上年提高0.5个百
分点。综合来看，物流领域资
金环境进一步改善，企业资金
流动性增强，融资压力有所缓
解，偿债能力有所提高，企业经
营发展态势良好。

总的来看，2017 年物流运
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物流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稳步提升，政策环境持
续改善，为2018年继续保持稳
中向好奠定较好基础。

2018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仍将进一步深化，去产能、去
杠杆和降成本效果有望持续显
现，优质增量供给将逐步提
升。预计2018年社会物流运行
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全国社
会物流总额增速在 6.5%左右，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
则延续稳步回落的走势。

2017年物流运行情况分析 规范包装为
“绿色物流”添底气

2016-2017年物流业景气指数走势

2008-2017年物流业总收入及增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