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苏宁物流计划在保障基础举

措措施建设节能环保的基础上，到2020

年，苏宁物流全国上线20座以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武装的聪明型绿仓；并

实现绿色循环包装规模化利用，到2020

年，全国范围内总计将投放超过20亿个绿

色轮回包装产品。

此外，苏宁物流将启动线上线下智能

物流系统+新能源物流车，未来三年将投

放1万辆新能源车，慢慢代替燃油车；在末

端，全国100%区域的苏宁门店将开通“服

务专区”、“回收专区”，同时将绿色回收站

纳入社区服务。

目前，苏宁物流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

绿色化产品，如电子面单、无中纸面单、减

宽胶带、零胶纸箱、共享快递盒等。以2.0版

本的共享快递盒为例，盒体更加坚固耐用

且抗震防摔。与第一代相比，单个箱体重量

仅为50克，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更轻便的折

叠化设计。打开使用仅需5个步骤，回收折

叠时只要4个动作，非常适合在仓库与运输

途中的堆叠码放，能够有效提高物流运输

效率，节省仓库容量，提高物流周转率。在

循环回收系统设计上，新版共享快递盒实

现了入仓、分拣、包装、配送、回收的全流程

在线，每个箱体码就是唯一的身份证，可以

实现动态的盘点和回收管理。此外，新共享

快递盒采用一体化生产制造体系，中间成

本大幅降低，原材料价格稳定，而且可以

100%回收无污染循环再造，再生过程中不

产生任何废水废气。

目前，共享快递盒在北京、南京、上海、

成都等地形成常态化运营，2019年还将在

全国核心城市增投20万只。

此外，苏宁物流在原有共享快递盒的

基础上，再次将“绿色”与“安全”升级，通过

使用盒身二维码替代电子面单，不仅可以

达到精简包装工序、节约纸张的环保操作，

更能对顾客信息完全隐私处理，保障信息

的安全。

仓库只需根据待出库的商品清单，扫

描共享快递盒身上的二维码进行装箱，装

箱后商品和共享快递盒即产生绑定关系，

在快递盒到达快递点后，快递员扫描二维

码到站派件，派件扫描后产生派件任务列

表，根据派件任务列表出站派送，整个配送

过程做到了用户信息不外露，快递盒全程

信息追踪。

在自动化技术和装备方面，苏宁物流

在武汉地区上线自动化气泡包装项目，这

款包装袋通过智能自动化设备打包，将双

面气泡植入包装袋中承载一定的外界压力

从而保护商品安全；同时，不使用任何胶带

和填充物，同等商品的包装体积相比传播

纸箱至少减少一半，节省物流运输运力，成

为苏宁实践绿色物流的又一新物种。相比

传统包装箱，将可以减少42%的不可降解

材料的消耗，从减量化上进一步实践绿色

物流。

据了解，自动化气泡袋打包相比传统手

工能节约5倍人工，面单准确率99.9%以上。

用这款设备打包一部手机，只需要扫码录入

商品信息，然后将手机和发票放入打包入

口，该设备会自动为商品贴上面单，根据商

品大小切取合适气泡袋进行稳固粘合，一套

动作下来，10秒钟即可将手机打包好，而人

在这一流程中只需要完成3个动作。

截至目前，苏宁物流全国拥有九大

“中国绿色仓库”。2017年6月，南京苏宁云

仓、西安泾阳物流中心、重庆苏宁配送中

心规划考虑长远、节能节水方面措施明

显，可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

放、提高物流效率，称得上是仓储设施绿

色建设典范！因而获得首批最高三星级的

“中国绿色仓库”称号。时隔一年，在“第五

届中国绿色仓储与配送大会”上，中国绿色

仓库等级评定委员会授予上海苏宁奉贤物

流中心、苏宁广州物流中心、苏宁成都物流

中心、内江苏宁西南物流中心、苏宁长春朝

阳物流中心、哈尔滨苏宁平房物流中心共

六大库区为三星级“中国绿色仓库”称号

（三星级为最高级别），苏宁的九大“绿仓”

成为国内目前质量与数量均领先的绿色

仓库群。

此外，苏宁物流在无锡正式启动“绿色

灯塔”快递包装社区回收体系建设，这是继

共享快递盒之后，堪称引领行业绿色循环

发展的又一大招！“绿色灯塔”基于遍地开

花且就在用户身边、覆盖百姓生活“最后

一 公里”甚至几百米的苏宁小店，设立快

递包装回收专区，首先立足于对传统纸

箱、循环包装的回收再利用，继而，进一步

覆盖到社区、校园、商场、写字楼等领域，

真正实现全场景回收模式。未来，联合政

府、科研机构、品牌商户等社会各界力量，

打造开放式回收网络。2019年计划全国落

地10000+回收站，目前已经在无锡、太原

等地的苏宁小店生活帮里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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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快递绿色化势在必行

探索商业新模式

其实在垃圾分类政策之前，绿色化道

路就已成为物流企业着重发展的目标之

一。伴随着快递订单量的与日俱增，推进包

装绿色化显得更加重要。继上海之后，作为

全国46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2017年

起，北京就开始以街道为单元开展垃圾分

类示范片区创建。同时，快递企业也抓准时

机，开始了对绿色化新道路的探索。

据了解，有企业拟推出一款快递垃圾

回收机器，可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有效

地回收快递包装等垃圾。递增科技CEO郑

锦阳此前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促使公司研究新

的可行性回收方式。在前期，通过“人+”的

方式对快递包装等垃圾进行分类，也就是

说通过“智能硬件+人”的方式对社区垃圾

进行分类处理。郑锦阳表示，现阶段，公司

设想在每个社区配备一名升级后的回收人

员，该人员通过垃圾智能分类机器进行人

工分类，这个角色有点像升级后的“垃圾分

类志愿大妈”。

目前，快递行业的绿色包装主要可以

从循环使用、可降解材料、优化升级包装材

料三个角度出发。传统纸箱和环保包装的

关键在于成本，市场原则是成本，行业发展

处在不同阶段，市场选择及行业升级也必

然不同。

而快递企业也有不少首次尝试将绿色

物流进行商业化运作。此前，智能快递柜企

业近邻宝就与纸搬客合作试水废纸回收机，

该机器一天可回收80余斤快递包装废纸，投

放纸箱的柜体和塑料袋、胶带、填充物等柜

体是分开的，便于后续的分类和处理。不过，

该机器并未做到盈利，仅处于探索阶段。

企业加速入局

其实，早在2018年12月17日，国家邮

政局就制定发布了《快递业绿色包装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指南》），规定了行业绿

色包装工作的目标，即快递业绿色包装坚

持标准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的工作目标，加

强与上下游协同，逐步实现包装材料的减

量化和再利用。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规定使

用环保包装材料。在不影响快件寄递安全

的前提下，逐步选择低克重高强度的包装

材料，设计和使用规格统一的包装或缓冲

物；坚持规范作业生产，避免违规分拣操

作；探索开发使用循环包装信息系统和回

收装备。

而快递企业和电商平台也早已开始着

手绿色计划。此前，阿里巴巴宣布加码绿色

物流，旗下核心板块天猫、淘宝、菜鸟、闲鱼、

零售通、盒马、饿了么都参与其中，菜鸟网络

总裁万霖表示，到2020年天猫直送将把快

递袋全部升级为环保袋；零售通要实现百

万小店纸箱零新增；城市配送新能源车覆

盖至100个城市；盒马要达到物流全程“零”

耗材；饿了么则要推广绿色环保外卖联盟。

而苏宁物流在2018年推出“青城计

划”，重点减少快递包装浪费，推进减量化、

绿色化、可循环发展。通过构建城市的绿色

物流生态圈，协同多方力量推进绿色物流

快递城市的普及化、常态化。2018年“双

11”期间，“青城计划”首站落地海口；2019

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苏宁物流联合江苏

省邮政管理局、无锡市人民政府等共建绿

色无锡，“青城计划”在无锡正式落地。“青

城计划”今年预计落地城市达到13座，到明

年将会完成100座城市的覆盖。

京东则发起了“青流计划”，计划三年

内减少100亿个纸箱的使用。

绿色化初见成果

不过业内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物流行

业绿色化建设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这背

后有发展时间、基础设施和普及程度等各

方面因素制约，还需要政府和企业给予更

多重视。但目前来看，已有企业开始受到绿

色化物流的正面影响。

今年1月，菜鸟宣布，平台绿色技术对

外开放后，已经累计优化超过5亿个包裹，

相当于节省了1.15亿个邮政6号纸箱，减少

的碳排放超过1.5万吨。三益堂CTO贺庆表

示，使用装箱算法半年来，包材使用降低了

15%-20%，每月节省成本数千元。

据菜鸟人工智能部算法专家介绍，通

过积累大数据，装箱算法还在不断优化，比

如能自动将有气味的商品和容易沾染气味

的商品进行分装。

去年11月，国家邮政局等10部门联合

发布了《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

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源头治理，增加

绿色快递服务产品供给，提高快递业包装

领域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包装耗用量，减少

环境污染。到2020年，可降解的绿色包装

材料应用比例将提高到50%，基本淘汰重

金属等特殊物质超标的包装物料，基本建

成专门的快递包装物回收体系。在此背景

下，物流企业布局绿色化势在必行。

业内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绿色、环

保、智能是快递行业大势所趋，环保快递箱

的使用将提升商品运送过程中的安全稳定

性，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此外，

根据边际成本递减理论，环保纸箱的循环

次数越多，单次使用成本越低，因此如何增

加纸箱循环次数，未来将是企业要面对的

一项难题。随着国家各类政策的支持，未来

会有更多企业加入绿色大军，并利用技术

开发出更多商业模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与电商平台开始发力绿色化物流建设， 但迫于成本等问题无法大规

模普及。随着近期多地垃圾分类政策的落地，企业加快了绿色化脚步，甚至在政策倒逼下瞄准商机推

出相应产品。在业内人士看来，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垃圾回收体系，而快递行业或

许是最快可以利用该体系建立商业模式的行业，随着垃圾分类的普及，将会有更多企业推出相应回收

体系，以此减少成本，快递绿色化势在必行。

苏宁“青城计划”打造全链路绿色物流解决方案

2018年，苏宁物流推出“青城

计划”，致力于打造全链路绿色物流

解决方案，重点减少快递包装浪费，

推进减量化、绿色化、可循环发展。

通过构建城市的绿色物流生态圈，

协同多方力量推进绿色物流快递城

市的普及化、常态化。

2018年“双11”，“青城计划”首

站落地海口，2019年4月22日世界

地球日， 苏宁物流联合江苏省邮政

管理局、 无锡市人民政府等携手共

建绿色无锡，“青城计划” 在无锡正

式落地。“青城计划” 今年预计落地

城市达到13座， 到明年将会完成

100座城市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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