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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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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包装循环使用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物流包装循环使用的总体要求，运营、防盗、标签、封装、系统、调度、回收、

清洗和评价要求，给出了物流包装循环使用的分类和评价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物流包装循环使用的作业和管理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29768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 800/900 MHz 空中接口协议

GB 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T 33993 商品二维码

GB/T 36365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 800/900 MHz 无源标签通用规范

GB/Z 36442.3 信息技术 用于物品管理的射频识别 实现指南 第3部分：超高频RFID读写器系

统在物流应用中的实现和操作

GB/T 40569-2021 物流周转箱标识与管理要求

IS0/IEC 18000-6 信息技术 项目管理的射频识别 第6部分：860MHz～960MHz空中接口通信参

数（Information technology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for item management — Part

6: Parameters for air interface communications at 860 MHz to 960 MHz General）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流循环包装 circulating package for logistics

以耐用材料为主要成分制成的，在物流活动中装载物品，在循环运营管理系统支持下可多次重

复使用的包装容器。

3.2 循环运营管理系统 cycle operations management system

以物流循环包装为对象，对循环包装的循环使用次数、循环使用状态和资产信息进行管理，并

实现调度等功能的信息系统。

4 分类

物流包装循环使用按应用场景分类如下，见表 1：

表 1 物流包装循环使用分类

应用场景 分类

面向末端 循环包装箱、循环包装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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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周转 集装袋、周转箱、集装笼、托盘的循环使用

面向单一企业 企业内部循环使用

面向两个及以上企业 循环共用、第三方社会化循环

5 总体要求

5.1 物流包装循环使用应满足低碳性和系统性的总原则。

5.2 企业内部循环使用应由企业组织资源，统一部署，部门协同，进行物流包装循环使用管理。

5.3 循环共用时参与方应包括物流循环包装运营方和物流循环包装使用方，物流循环包装可由一

方负责运营，也可以由多方共同负责运营。

5.4 循环共用多方参与时，各方应对循环共用达成合作协议明确合作机制。

5.5 第三方社会化循环时，运营企业应具备相应的资金、技术实力，具备循环营运管理系统及管

理制度。

6 运营

6.1 循环包装运营方应对循环包装的使用情况进行可用度评价，可分为可用（A级）、待洗修（B

级）、待回收（C级）和报废（D 级）。

6.2 循环包装运营方应对循环包装进行分拣分级，分类存放，统一调度，并及时记录和上传信息。

6.3 循环包装应在循环运营管理系统支持下进行运营使用，并通过唯一编码相关联实现循环包装

出库、入库、清点、调拨等数字化管理。

7 防盗

7.1 物流循环包装应达到不破损、不丢失、不串味、不易损坏内容物等目的。

7.2 物流循环包装防盗分为标签防盗、锁扣防盗和电子防盗。

7.3 标签防盗应采用特殊的防伪标识设计或封签粘在封口处，在使用时将此标识撕下。

7.4 锁扣防盗应通过一次性锁扣进行封口，在使用时破坏锁扣，使用时徒手解锁的锁扣断裂强力

大于等于 15 N。

7.5 电子防盗应由用户通过输入密码、识别二维码，结合射频识别 RFID、电子纸面单等信息技术

及循环运营管理系统，核实用户身份信息实现安全解锁。

8 标签

8.1 物流循环包装应有唯一编码，宜采用条码、二维码、RFID 标签等作为载体。

8.2 物流循环包装上应印（贴）有一维码或二维码标签，此标签不应再次赋予其他包装容器使用。

8.3 二维码码制宜使用快速响应矩阵（QR）码，符合 GB/T 18284 和 GB/T 33993 的要求。

8.4 物流循环包装使用 RFID 时，应使得射频识别（RFID）标签和一维码、二维码内容一致。

8.5 一维码、二维码或者射频识别（RFID）标签内容应与循环运营管理系统关联。



3

8.6 一维码、二维码技术要求参照 GB/T 40569-2021，6.2.1 和 6.2.2 执行。

8.7 RFID 标签宜采用超高频无源电子标签，标签和读写器之间的空中接口通信参数应符合 GB/T

29768 或 ISO/IEC 18000-6 的要求，工作频率范围为 840MHz～960MHz，宜采用 920MHz～925MHz。

注：根据不同使用需求，也可采用其他类型电子标签。如，对于保密级别较高或需要通过NFC进行读取的物流

包装，可采用兼具高频和超高频功能的无源双频电子标签；对于有间歇性温度监控需求的物流包装，可

采用半有源电子标签；对于有实时温度监控需求的物流包装，可采用有源电子标签。

8.8 RFID 标签性能应满足 GB/T 36365 的要求，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读写器发射功率 33dBm，天线增益 5dBi 条件下，信息读取距离应≥5m；

b) 存储区容量宜≥512bit；

c) 读取次数应≥10 万次，芯片数据存储时间应≥10 年；

d) 在 1 年内，标签读取性能应不发生显著下降。

8.9 RFID 标签安装在物流循环包装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宜安装在非受力面，不应直接安装在导电材料表面；

b) 标签与物流循环包装四边的距离宜不少于 25mm；

c) 对于集装袋，宜缝制或粘贴在右部偏上位置，也可直接放入标签袋内，密封标签袋完成安

装；

d) 对于循环包装箱，可安装在侧面中部位置、搭扣内侧隐蔽位置、箱体正面等无遮挡位置。

8.10 RFID 标签宜采用表 2 的编码。

表 2 物流包装循环使用 RFID 标签编码

序号 字段名称 长度（位） 说明 是否必选

1 校验码 2
由2位ASCII字符组成（X1X2）,每个字符取值范围

（0-9/A-Z），采用CRC16通用校验算法。
必选

2

物流循环包装资

产所有者识别代

码

18

采用GB 32100规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18位ASCII

字符组成（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X14X15X16X17X18），

每个字符取值范围（0-9/A-Z）。

必选

3 应用场景 2

由2位整型数字组成（N1N2），取值范围（00-99），01-

企业内部循环；02-循环共用；03-第三方社会化循环，

其他预留。

必选

4 日期 8
由8位整型数字组成（N1N2N3N4N5N6N7N8）,第1-2位表示月

份，第3-4位表示日，第5-8位表示年份。
必选

5 流水号 10
由10位ASCII字符组成（X1X2X3X4X5X6X7X8X9X10），每位字

符取值范围（0-F）。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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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物流包装循环使

用最大允许装载

质量

3
由3位整型数字组成（N1N2N3），取值范围（000-999），

单位Kg。
可选

8 内件信息 2

由2位整型数字组成（N1N2），取值范围（00-文件；01-

电子产品；02-生鲜产品；03-化妆品；04-液体；99-

其他）。

可选

9 地址信息 自定义 —— 可选

10 地址信息 自定义 —— 可选

11 预留空间 自定义 用户根据自身的需要，自定义和使用的存储空间。 可选

9 系统

9.1 循环包装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使循环包装在收寄、分拣、投递、回收、清洗、调拨的全链路

全周期环节中皆可被追溯、跟踪、监控、记录等系统功能。

9.1.1 唯一码管理

循环包装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唯一码管理功能包括唯一码的分配、绑定、解绑、回收。

9.1.2 收寄环节管理

循环包装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收寄环节管理功能包括寄递信息的绑定与记录。

9.1.3 分拣运输管理

循环包装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分拣运输管理功能包括装卸车信息记录，分拣信息记录（分拣时

间、分拣地点、分拣设备等），异常数据处理（错分、破损等）。

9.1.4 投递回收管理

循环包装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投递回收管理功能包括记录揽件员信息、投递时间信息、投递地

点信息等投递信息，记录回收地点、回收时间、回收次数、回收人员等回收信息。

9.1.5 清洗消毒管理

循环包装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清洗消毒管理功能包括记录循环包装清洗地点、清洗时间、清洗

人员、清洗次数等清洗消毒信息功能。

9.1.6 调拨分配管理

循环包装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调拨分配管理功能包括在各环节清点统计，实时记录出库、入库

数量的清点统计功能以及通过循环包装运营管理系统申请调拨、实施调拨的调拨分配功能。

9.1.7 维修报废管理

循环包装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维修报废管理功能包括记录维修次数、维修地点、维修时间等维

修信息，记录报废时间、报废地点、报废方式、报废人员等报废信息。

9.2 在企业内部循环使用时，应对循环使用过程进行管理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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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在不同企业循环共用时，应由一方或多方建立循环运营管理系统，以便监测和管理循环包装

在使用过程中的状态，循环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 9.1 的各项功能。

9.4 第三方社会化运营时，应具有相应的循环运营管理系统，应具备 9.1 的各项功能，应满足如

下要求：

a) 建立第三方平台，统一信息交换接口；

b) 建立物流包装循环使用储备和应急调拨机制；

c) 数据信息安全应符合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

10 封装

10.1 封装便捷，宜实现不使用胶带完成封装。

10.2 封装时，软质物品包装空隙率应不大于 10%，硬质物品应不大于 20%，必要时采用缓冲材料

进行填充。

10.3 封装时应确保标签编码清晰、醒目，不应使用面单或其他辅助物遮挡或遮盖标签。

11 调度

11.1 计划

物流站点在使用循环包装前，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每日盘点循环包装库存，更新库存信息，包括数量、尺寸和可用度评估等信息；

b) 根据当日货物进出预测，编制循环包装的需求计划；

c) 设定包装流向类型，包括运输、清洗、维修、回收和废弃；

d) 系统能够自动验证和提醒冲突信息、库存不足信息等。

11.2 配用

物流站点在使用循环包装时，应用满足下列要求：

a) 循环包装尺寸应与货物大小相匹配，避免过度包装；

b) 应根据需求计划，准备相应数量、大小和质量的循环包装配备到相应的工位。

11.3 运输

物流站点在使用循环包装后，应用满足下列要求：

a) 当揽件数量大于派件数量时，该站点的循环包装数量可能会减少，应从相邻站点调来相应

数量循环包装，避免发生缺货现象；

b) 当揽件数量小于派件数量时，该站点的循环包装数量可能会增多，应及时将多余的循环包

装调往其他有需要站点，避免库存增多。

c) 循环包装在不同站点的运输应采用最短路线和共同配送的原则。

d)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暴晒和雨淋，不应采用有损循环包装结构的运输、装卸方式及工具。

12 回收

12.1 回收作业包括但不限于：

a) 直接回收：即配送人员在上门配送时直接从消费者手中回收；

b) 委托回收：即委托回收企业和个人进行代收；

c) 网点回收：即在自营或合作网点回收处进行回收。

经清洗消毒，对于满足回收使用条件，或简单修复可回收使用的包装物，企业应予以优先使用。

12.2 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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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法回收使用、可作为再生利用资源的包装物，企业应按照材质分类后，交由再生利用回

收经营者。

12.3 循环包装储存应置于阴凉洁净、干燥通风的室内。

13 清洗

13.1 应定期对物流循环包装进行清洁消毒。遇到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增加清洁消毒的频率。

13.2 宜使用表面能够抗菌消毒的包装材料。

14 评价

14.1 环保指标

14.1.1 碳排放

循环包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情况。包括原材料、生产、销售、循环、清洗修复和废弃

全过程的碳排放，以实际测算数值为最佳，否则参照式（12）计算。在全生命周期的计算条件下，

循环包装的单次使用平均碳排放不应大于当年全社会生产的单个一次性五层瓦楞纸箱的平均碳排

放，即循环包装单次使用的低碳性阈值为 1.5 kgCO2e/m
2
（2020 年数值）。计算模型如表 3所示。

表 3 循环包装箱碳排放计算模型

过程

名称

碳排放

组成

过程细

分

符

号
公式 符号含义

原材

料

包括原

材料生

产、运输

部分

生产 �� x� =
h

n

AhFh� （�） hA ——h 类材料 /能
源使用量；

hF ——h 类材料 /能
源对应碳排放因子；

kM ——运输 k 类产

品的重量；

kD ——k 类产品运

输道路的道路长度；

jT ——j 类运输车辆

的碳排放因子；

mL ——第 m 次使用

电量；

mEF ——第 m 次对

应地区电力碳排放因子；

qSW ——焚化或者

露天燃烧的固体废物总

量；

qdm ——q 组分干重

占比；

qCF ——q 组分干重

运输 �� x� =
k，j

n

MkDkTj（�）�

生产

过程

包含生

产过程

所用能

源部分

电力 �� x� = Lm × EFm（�）

能源 �� x� =
h

n

AhFh� （�）

逸散性 �� x� =
h

n

AhFh� （�）

销售

过程

包含销

售过程

中的运

输部分

运输 �� x� =
k，j

MkDkTj� （�）

循环

过程

包含循

环过程

中的运

输部分

运输 �� x� =
k，j

MkDkTj� （�）

清洗

修复

包含使

用过程
电力 �� x� = Lm × E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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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碳量占比；

qFCF ——q 组分总

碳中化石含碳量占比；

qOF ——q 组分的氧

化因子。

中清洗、

修复部

分

清洗 �� x� =
h

n

AhFh� （�）

废弃

过程

包含废

弃物焚

烧过程

废弃物

焚烧
��t

x�t = MSW ×
q
(WF q × dm q�

× CF q × FCF q

× OF q) ×
��
��
��
��

（�t）

辅助化

石燃料

燃烧
��� x�t =

h

n

AhFh� （��）

总计 � =
�=�

�

��� （��）

14.1.2 循环使用次数

物流包装循环使用次数应满足表4的要求。

表 4 循环包装最低使用次数

名称 最低使用次数

循环包装箱 树脂 50

植物质 30

循环包装袋 20

集装袋 50

周转箱 50

集装笼 100

托盘 50

14.1.3 环保

物流循环包装环保要求见表 5。

表 5 环保要求

名称 单位 技术指标要求

重金属总量

(铅、汞、镉、铬)
mg/kg ≤100

溶剂残

留

总量 mg/m
2

≤10

苯类 mg/m
2

≤3

胶粘剂

苯 mg/kg ≤100

甲苯+二甲苯 mg/kg ≤1000

卤代烃 mg/kg ≤1000

14.2 使用指标

14.2.1 完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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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一使用方交付的同一批次的物流循环包装中，对于某个时间节点下，完好物流循环包装的

数量占整个该批次循环包装的比率，按照式（1）计算:

.............. (1)

式中：

1C ----完好物流循环包装的数量；

C ----该批次循环包装总数。

注：循环包装的完好状态是指从外观上，循环包装无明显的破损漏洞，无明显的应力损伤，无明显的部件缺

失。

14.2.2 破损率

向同一使用方交付的同一批次的循环包装中，对于某个时间节点下，破损物流循环包装的数量

占整个该批次循环包装的比率，按照式（2）计算:

............. (2)

式中：

2C ----破损物流循环包装的数量；

C ----该批次循环包装总数。

14.2.3 丢失率

向同一使用方交付的同一批次的循环包装中，对于某个时间节点下，破损物流循环包装的数量

占整个该批次循环包装的比率，按照式（2）计算:

............ (3)

式中：

3C ----丢失物流循环包装的数量；

C ----该批次循环包装总数。

%1001 
C
C

完好率

%1002 
C
C

破损率

%1003 
C
C

丢失率



9

参 考 文 献

[1] GB/T 16606.2 快递封装用品 第2部分：包装箱

[2] GB/T 16716.1 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1部分：处理和利用通则

[3] GB/T 37422-2019 《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准则》

[4] GB/T 18455-2010 包装回收标志

[5] GB/T 32568-2016 重复使用包装箱通用技术条件

[6] GB/T 33761-2017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7] GB/T 39084-2020 绿色产品评价 快递封装用品

[8] JG/T 116-2012 聚碳酸酯(PC)中空板

[9] YZ/T 0133-2013 智能快递箱

[10] YZ/T 0171-2019 邮件快件包装基本要求

[11] Q/YB 0109 邮政用循环包装箱技术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