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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征求意见稿）》
强制性国家标准

编制说明

标准起草组

二〇二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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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3 年 8 月 22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墙体

材料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等 25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

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45 号），

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标准列入制定计划，标准计划号：

20230930-Q-443，由国家邮政局提出并归口，委托全国邮政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2）执行。

（二）标准编制背景和目的

随着邮政快递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业务量持续高速增长，

由此带来的包装材料消耗等问题日趋凸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

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要求建立与绿色理念相适应的法律、标准、政策体系，强调

“要注意节约环保，杜绝过度包装，避免浪费和污染环境”。202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

的通知》（国办发〔2022〕29 号），明确要求制定限制快递过

度包装强制性标准。

自 2023 年 8 月以来，国家邮政局组织起草单位通过深入调

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研制《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

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聚焦节约资源、使用简约包装、缩小包

装体积、减少包装废弃物，重点治理超过快递包装功能需求的明

显过度包装行为，将快递包装箱适配要求、包装层数、胶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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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三）起草工作组人员及所在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有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北京国邮科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山东藏润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山联（长兴）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起草人及其所在单位详见下表：

表 1 起草人及其所在单位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1 姚 刚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张思铭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康 丽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

4 朱 丽 北京国邮科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郭 润 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

6 杨原智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蒋 婷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8 周 扬 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9 张克宝 山东藏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王巧慧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11 历瑞亚 山联（长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2 路 鹏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 吴林格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 英 琪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

15 邱春霞 山东藏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6 魏 婷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四）主要工作过程

1.调研与形成标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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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国家邮政局组织召开会议，明确深圳顺丰泰

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标准制定的牵头起草单位。会后，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山联（长兴）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邮政科学研究规

划院有限公司、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北京国邮科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骨干力量，组建了标准

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起草组”）。

2023 年 11 月 20 日，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牵头召开了标准论证会，参与论证的单位有 6 家，包括国家邮政

局市场监管司、山联（长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天元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北京京邦

达贸易有限公司、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会上，参会单位讨论并通

过了标准框架。会后，起草组启动了行业调研，起草形成标准草

案。

2.形成标准征求意见初稿

2023 年 12 月，起草组对邮政集团、顺丰、京东、圆通等企

业开展了调研，了解各家快递企业快递内件的分类情况。

2024 年 1 月，国家邮政局召集起草组，邀请行业专家先后

组织研讨会 3 次，重点对标准框架及关键指标设置进行充分研究。

会后，起草组根据专家建议修改标准内容，形成征求意见初稿。

3.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2 月 6 日-3 月 5 日，受国家邮政局委托，全国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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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函征求了局内相关司室和直属单位、31

个省（区、市）邮政管理局、邮标委委员、邮政集团、主要快递

企业及相关专家意见，共收集意见 60 条。

2024 年 3 月 8 日，国家邮政局组织起草组逐条研究意见建

议，采纳 36 条，部分采纳 11 条，未采纳 13 条，并对未采纳意

见和部分采纳意见，进行逐一说明。

2024 年 4 月-7 月，国家邮政局书面征求最高检、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住建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7

部门关于标准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共反馈 3 条意见，国家邮政

局组织起草组逐条研究论证，全部采纳了意见，并修改完善了标

准文本。

2024 年 8 月 12 日-16 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北京工商大学及

起草组赴上海、浙江、广东等 3 省（市）开展专题调研，起草组

根据调研情况，进一步完善标准关键性指标设置。

2024 年 9 月 1 日至今，国家邮政局组织起草组对标准的关

键性指标进行反复研讨，修改并形成了公开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及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要求编写。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适用性：本标准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充分考虑行业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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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包装存在问题和表现形式，提出快递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

封装胶带使用量等关键性指标，并确定快递过度包装的判定规则。

2.协调性：本标准注重与现行相关标准的相互协调与衔接，

实现与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快递包装重金属与特定物质限量等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协调与适应。

3.可行性：通过深入调研与充分验证，广泛听取行业上下游

相关主体意见，基于行业发展实际和生产作业特点，确保设置的

关键性指标易理解、易操作、易判定。

（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通过研究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大多通过设置包装体积、包

装空隙率、包装重量、包装层数和包装成本等指标限制过度包装。

我国现行商品过度包装强标主要设定了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和

包装成本作为核心指标。本标准参考了国内外限制过度包装的经

验做法，从快递包装的功能和定位出发，结合行业实际，提出快

递包装箱适配要求、快递包装层数、封装胶带使用量 3 项核心指

标，用于限制快递过度包装。

表 2 各国针对限制过度包装提出的关键指标对比

国家 文件 针对限制过度包装提出的关键指标

德国 《包装条例》 包装体积、包装重量、包装成本

日本 《包装新指引》 容器内的空隙、包装成本

韩国 《关于产品各种类包装方法的标准》 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

美国 《产品责任法》 包装材料减量、材料可回收利用

欧盟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
包装材料减量、包装材料可回收利

用、包装空隙率



- 7 -

国家 文件 针对限制过度包装提出的关键指标

中国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

品》（GB 43284-2023）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GB/T

31268-2024）

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包装成本

1.快递包装箱适配要求

快递包装与商品包装不同，用于保护寄递物品安全、方便储

存运输，快递包装时主要根据快递内件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箱型，

本标准采用快递内件与快递包装箱是否适配作为衡量快递包装

过度的关键指标之一，设定了快递包装箱与其内含快递内件大小

的比不应超过一定比例。

快递内件大小用其外切最小长方体体对角线来体现。基于长

方体体对角线一定时正方体体积最大的数学原理，计算得出快递

内件所占必要空间的体对角线，基本框定所需要使用的快递包装

箱型号，按照该原理，测算快递包装箱与快递内件的匹配关系，

进而确定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鉴于快递内件品类千差万别、形

态多样，快递包装箱又相对固定，有些快递内件刚好处于两种箱

型之间的实际情况，测算的基本原则是，允许快递内件可以选择

放到大一个型号的快递包装箱，但不应选择大两个型号的快递包

装箱。关于体对角线的测算，兼顾不同形态的内件以及多个内件

不同的组合方式，在标准中以图示的方式予以说明。

根据多家快递企业快递包装箱型号，通过数据测算，随着快

递内件尺寸变大，与所对应可选择的快递包装箱的体对角线的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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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相应减小。因此，按照快递内件体对角线大小设定为三个范围，

并分别明确不应超过的快递包装箱的体对角线的倍数。如快递内

件体对角线范围为 80mm-150mm 时，所使用的快递包装箱体对角

线是快递内件体对角线 2.5 倍时，多数都能装得下，超过 2.5

倍时即为包装过度。此外，因粘贴快递运单、设备自动化分拣等

需要，适用于快递作业有最小快递包装箱型的限制，鉴于快递内

件有极小件的情况，与最小快递包装箱型的倍数关系有多种可能

性，对于最小箱型所含的内件尺寸不作要求。结合行业实际，将

最小箱型的体对角线设定为 270mm。

2.包装层数的确定

参照我国《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等 2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同

时参考了《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以

及《邮件快件限制过度包装要求》（YZ/T 0178-2021），根据快

递内件属性、对运输环境的不同要求，结合多家寄递企业实践经

验，按照是否易损易碎对快递内件进行分类，分别设置了差异化

的包装层数要求。

本标准将快递内件分为 2 大类，24 小类，基本涵盖了中国

邮政、顺丰、京东、圆通及其他快递企业的业务场景。具体是区

分是否易损易碎，针对不同物品设置最大快递包装层数，分别为

2、3、4 层。商品外覆膜、热收缩薄膜、缠绕膜、防尘、防潮、

防静电、防刮花、防水、防散落、防漏液包装，以及生鲜农产品

专用包装（网兜/网套、气调包装，冷媒、吸塑盒、吸水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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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袋等）不计为快递包装层数。

3.封装用胶带使用量

针对不同规格型号的快递包装箱，按照必要的胶带封装方式，

通过数据测算和调研验证，确定封装用胶带使用量与包装箱长宽

高之和的倍数关系，明确量化限制快递包装箱使用封装胶带的底

线要求，方便快递操作人员理解和执行，同时也便于监督人员衡

量。

按照快递包装箱大小设定为三个范围，并分别明确不应超过

的封装胶带使用量的倍数。具体为，快递包装箱长宽高之和 L

在 700mm 以内，封装胶带使用量不应超过其 3 倍，可以使用十字

封或两圈一字封的长度；快递包装箱长宽高之和 L 在

700mm-1000mm 之间，封装胶带使用量要求不应超过其 4 倍，可

以使用艹字封或两圈一字封的十字封的长度；快递包装箱长宽高

之和 L 在 1000mm-3000mm 之间，封装胶带使用量不应超过其 6

倍，可以使用丰字封或两圈一字封的艹字封的长度。标准中不具

体明确封装胶带的缠绕方式，便于操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

范围内灵活封装，并通过量化要求进一步夯实责任。另外，针对

易损易碎类、高价值品类快递内件需要增加防护的情况，在上述

胶带用量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封装胶带使用量要求。

4.检测方法

采用直尺、卡尺或其他自动化仪器对快递包装外尺寸，快递

内件外切最小立方体的长、宽、高及封装胶带使用长度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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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定规则

本标准通过规定的 3 个限制指标，即快递包装箱适配要求、

快递包装层数、封装胶带使用量来判定快递包装是否过度。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

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一）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快递暂行条例》指出，加强快递包装材

料的减量与循环利用，减少快递包装材料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

的不利影响。

《邮政业寄递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明确“邮政企业、

快递企业和用户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防止邮件、快

件过度包装，减少包装废弃物。鼓励邮政企业、快递企业采取措

施回收邮件、快件包装材料，实现包装材料的减量化利用和再利

用”。《邮件快件管理办法》第五条明确“包装邮件快件应当坚

持实用、安全、环保原则，符合寄递生产作业和保障安全的要求，

节约使用资源，避免过度包装，防止污染环境。”《快递市场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明确“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引导用户使用绿色包

装和减量包装，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开展绿色设计、选择绿

色材料、实施绿色运输、使用绿色能源。”第十五条明确“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加强包装操作规范，运用信息技术，优化包

装结构，优先使用产品原包装，在设计、生产、销售、使用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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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全链条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

本标准为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此外，

本标准与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了一致。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情况

本标准与行业标准《邮件快件限制过度包装要求》（YZ/T

0178-2021）的内容存在部分差别，如在落实过程中出现分歧，

以本标准为准。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比对分析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欧盟《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

德国《包装条例》、日本《包装新指引》、韩国《关于产品各种

类包装方法的标准》、美国《产品责任法》等国际上现行的相关

法令、法规和标准要求，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调整相关技术指标，

标准的整体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一致。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

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

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本标准发布后，设置 18 个月的过渡期。

理由：在过渡期内，邮政管理部门联合有关部门做好强标宣

贯工作，推动行业上下游落实相关要求。寄递企业根据本标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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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现有快递包装情况开展自纠自查，修订完善企业的快递包

装相关标准或规范要求，加强快递包装规范化建设，消耗库存，

开展限制过度包装培训，协同寄递用户共同落实相关要求。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

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本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国家邮政局等相关部门。

国内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零五条；《邮政业寄递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第十六条至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邮件

快件包装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三章、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四条。

国内相关标准包括《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 23350-2021）和《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

（GB 43284-2023）强制性国家标准。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需要。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且未发现国际上有限制快递

过度包装的相关要求，可能存在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他成

员进入我国的快递包装有重大影响，同时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

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要求对外通报。因此，建议对外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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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的产品包括快递封装用品（封套、包装箱、包装

袋）、保温包装（如保温箱、保温袋等）、填充物（如气泡垫、

充气柱、充气枕、两种材料叠加组合包装等）、辅助物（如封箱

胶带、标签单据、捆扎用品等）。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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