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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快递包装回收现状调查分析 

——以武汉工商学院为例 

蔡红玲
1
 

(武汉工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100) 

【摘 要】：现如今,网购已成为一种消费习惯,人们对快递的需求越来越大。近年来,由快递包装废弃物造成的

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愈发严重,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高校学生是网购的主力军,高校快递包装是否得到合理

有效回收,对于此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以武汉工商学院为例,采用抽样问卷调查法对高校快递包装回收现状进行分

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希望能为快递包装带来的环境压力和资源浪费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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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年快递业务量从 2009 年的 18.6 亿件,增长到 2017 年的 400.6 亿件,随之而来的是海量包裹带

来的环境压力。2016 年,全国年快递总量达到 312.8 亿,累计消耗 32 亿条编织袋、86 亿个包装箱。因回收不当而产生的快递包

装废弃物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网络购物方便快捷,性价比高,备受大学生青睐,大学生已经

成为网购的主力军。由于高校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回收模式和建立多样回收渠道,从而导致快递包装物在高校的废弃现象更加严

重。 

关于高校快递包装回收问题,国内外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关于不利于快递包装回收的原因,黄开顺等人认为主要原因:一

是过度包装,不可回收物较多;二是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回收体系,回收渠道少;三是回收利用成本高,回收率低。关于高校快递包

装处理对策,张兰香等人认为存在挑选、储存完整性快递包装,快递包装废弃物的分类,快递包装废弃物的当场回收与累计回收,

快递包装废弃物的加工再生等包装废弃物的再利用途径。吴荣芳等人则建议合理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消费,将快递包装收藏好以备

后期寄快递时使用,提高师生环保意识,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关于包装物回收模式,汪苗苗提出两种,以垃圾回收站作为主导的回

收模式和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主导的回收模式。国外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主要以政府为主体,政府根据本国国情来建立不同的包装

废弃物回收系统,并实施贯穿产品生命周期的包装回收责任制,如德国建立的 Duales System Deuschland 废弃物回收系统,负责

对所有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分类、处理及循环使用。P.D.Giovanni 等建立不同的回收模型来解决制造商回收渠道选择的问题,

并得出了制造商将回收业务外包的条件。 

在此背景下,为了了解高校快递包装回收现状,进而为快递包装回收问题提供合理化建议,本文以武汉工商学院为例,采用抽

样调查法,设计了一份含有 15 个有关快递包装回收问题的调查问卷,有代表性、分层次地在大一至大四 4 个年级各发放了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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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共发放 120份调查问卷,回收了有效问卷 8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71%。 

2 高校快递包装回收现状分析 

2.1大学生网购频率高,但快递包装回收率低 

由于网购比较方便,再加上网上商品跟实体店相比具有很高的性价比,所以大学生比较倾向于网购这种消费形式,网购频率

高。在对“网购频率”的调查中(如图 1所示),74.42%的学生选择“每月一到四次”,10.47%的学生选择“每周一到三次”,还有

4.65%的学生选择“每周三次以上”。如此高频率的网购行为带来大量的快递需求,然而快递包装回收情况却不容乐观,回收率很

低。在关于“拆了的包装材料一般怎么处理”问题的调查中,回收的 86份有效问卷中,73个同学选择了“直接扔到垃圾桶里”。 

 

图 1大学生网购频率占比图 

2.2大学生环保意识强,快递包装回收支持度高 

大学生由于接受良好的教育,文化素养高,责任感强,对所生活的社会关注度高,所以环保意识强,快递包装回收支持度高。在

关于大学生快递包装回收态度的调查中,对于“您是否愿意参加快递包装物自觉回收到指定地点活动?”问题,48.84%的学生选

择“愿意”,8.14%的学生因为担心个人隐私泄露而不愿意参与回收活动。对于“是否愿意在快递包装回收点,拿已经用过的箱子

装快递”问题,48.84%的学生选择“有意愿,节能环保,应该推行”,另外还有 17.44%的学生出于安全考虑,选择了“无意愿,包装

箱可能有破损,东西易损坏”(如图 2 所示)。从调查结果来看,高校大学生对于快递包装的回收和使用支持度还是很高的。这对

于高校快递包装回收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比较好的环保意识基础。 

 

图 2关于“是否愿意在快递包装回收点,拿已经用过的箱子装快递”的调查结果 

2.3快递包装以纸箱为主,可回收性高 

快递包装材料一般包括瓦楞纸箱、塑料袋、文件纸袋、泡沫箱等。其中瓦楞纸箱和文件纸袋属于可回收物,尤其是瓦楞纸箱

的使用需要耗费大量的林木资源。而塑料袋由于容易被挤压变形,商家为了保证商品的安全和美观,大部分快递都选择纸箱包装。

在关于“你收到的最多的快递包装材料是什么”的调查中,63.95%的学生反映收到的都是纸箱/纸盒(如图 3所示)。由此可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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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快递包装具有较高的回收性,后期进行一定清洁和整形处理即可重新使用。 

 

图 3关于“快递包装材料”的调查结果 

3 高校快递包装回收合理化建议 

3.1在宿舍楼或快递收发室设立快递包装固定回收点 

大部分大学生环保意识较强,对于快递包装回收活动的支持度很高,但目前快递包装回收率依然很低,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快

递包装回收渠道,收到快递后不知道怎样进行有效回收处理。因此要建立快递包装定点回收机制,在宿舍楼和快递收发室设立快

递包装固定回收点,消费者自助进行包装的分类回收。当包装达到一定数目时,站点工作人员对包装进行分类汇总。可直接利用

包装直接留下进行二次使用,无法直接使用的交由第三方回收企业进行回收处理。在关于“您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支持和参与快

递包装回收行动”的调查中,51 个学生选择“等待回收人员上门回收”,更多的人选择主动送达指定回收点和作为志愿者积极参

与回收过程和主动宣传回收行动。在关于“您认为在校园哪个位置设置快递包装回收点比较方便(多选题)”的调查中,大部分的

学生选择了“快递收发室和楼栋固定回收点”(如图 4所示)。 

 

图 4关于“快递包装回收点设置地点”的调查结果 

3.2实施积分制提高学生快递包装回收积极性 

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属于 95 后、00 后,这一代人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私人财产意识。为了提高他们参与快递包装回收活动的

积极性,可以实施积分制。可以效仿日本的物品回收方式,快递包装固定回收点主要由回收箱组成,每个回收箱上安有条形码扫描

装置和通信装置。消费者在回收时通过扫描包装上的条形码,后台接收信息后便会向云端发送包装信息,记录回收点包装数目以

及消费者的包装行为,对于学生每次的快递包装主动回收行为进行登记,并给予适量的积分奖励。积分达到一定量在下次寄快递

时可以以一定比例抵扣相应金额的运费,或者可以兑换现金红包。在关于“是否必须有偿回收快递包装物”的调查中,20%的学生

选择“必须有偿回收,快递包装物也是我的私人物品”。在关于“比较倾向于哪种形式的快递有偿回收方式”的调查中,45.35%

学生选择“积分抵运费”,36.05%的学生选择“积分兑红包”。 

3.3加强宣传引导培养学生良好的拆快递习惯 

在关于“拆快递习惯”的调查中,27.91%的学生不使用工具徒手拆开快递,拆开快递后,外包装物无法再次使用。还有 47.67%

的学生看心情选择拆快递方式。如果对此部分学生进行适当环保宣传和引导,培养他们形成比较好的拆快递习惯和快递包装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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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将大大提高快递纸箱回收后再利用率,节约快递包装回收处理成本。 

4 结论 

本文采用抽样问卷调查法,以武汉工商学院为例,对高校快递包装回收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在宿舍楼或快递收发室设立快

递包装固定回收点,实施积分制提高学生快递包装回收积极性,加强宣传引导培养学生良好的拆快递习惯等合理化解决建议,希

望能为高校快递包装回收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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