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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分类与代码》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

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14 号）安排，《快递包装分类与代码》（计划编号

20201714-T-469）被列入此批国家标准制定计划，同时列入《快递绿色包装标准

体系建设方案》（国标委发〔2020〕23 号）。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

局提出，由全国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3)协同全国邮政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2)组织起草。 

二、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高速发展，据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

年邮政业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分别完成 2.1万亿元和 1.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9.4%和 14.1%，业务收入占 GDP 比重超过 1%；快递业务量达 830 亿件，业务收

入达 875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8%和 16.7%。新增社会就业 20 万人以上，支

撑网上零售额超过 10 万亿元，连续位居世界第一。随着快递业务量的迅猛增加，

随之而来的相关封装耗材的流通、废弃与重复利用等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而当

前我国快递包装产品的分类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对于相关产品的高效流

传、重复利用、合理监管（绿色，减量，）是非常不利的，是产业发展的瓶颈之

一。 

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快递包装产品的内涵及范围进行界定，

并对该领域产品进行科学分类，将为产品在生产、流通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交换

提供重要的技术依据，不仅仅可以有效实现包装耗材的反复利用，也为实现快递

包装产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指导，也将为相关产品今后的质量提升和循环利用提供

重要的、基础性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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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政策和规划为依据，

促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容编排等方

面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指南和编写规则”系列标准的要求；在确定标准主要

技术性能指标时，综合考虑企业能力和用户利益，寻求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充分体现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并遵循以下原则和依据： 

1、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应充分考虑快递包装用品生产和使用的实际情况和快递行业最新发

展与业态，使标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2、规范性原则 

该标准在结构和编写规则上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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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以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3、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要与已颁布实施的相关标准，尤其是与现行的快递包装用品相关质量

标准的内容进行衔接，并与《国家邮政局关于印发〈快递业绿色包装指南(试行)

的通知》(国邮发〔2018〕76号)和《快递绿色包装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国标委

发〔2020〕23号）等文件要求相协调。 

四、起草过程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根据各阶段标准任务的工作要求，组织了相关领域的调

研，并召开了多次的研讨会，参与标准研讨的专家多来自物流、包装等研究领域，

还包括来自相关供应链企业（电商、物流、包装材料生产等）一线的管理人员、

全国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相关标准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等，通过对标准内容

进行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目前的标准文本。主要编制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

段： 

1．准备阶段 

⚫ 2020年 01 月，组织开展标准立项前的前期预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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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02 月，同供应链龙头企业和相关群团组织召开相关标准研

讨会，确定标准的工作目标、主体内容和框架结构等。 

⚫ 2020年 03 月，标准制修订计划下达，召开工作组启动会议，标准

工作组提交工作计划及人员组成等方案。 

2．调研阶段 

⚫ 2020年 04 月，在标准准备阶段同步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和技术内容

研制工作并进入调研阶段，标准编制组前期以资料调研方式，收集

相关标准、项目文档进行大纲设计； 

⚫ 2020年 05 月，标准编制组以标准大纲草案为基础，通过各种渠道

对相关单位进行调研，分析讨论、资料整理、汇总。 

3．起草阶段  

⚫ 2020年 04 至 05月，标准编制组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充分听取并

研究各单位的意见及资料； 

⚫ 2020年 05 至 06月，邀请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江苏省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北京印刷学院等单位多位专家共同对标准技术内容进

行把关完善。 

4．征求意见研讨阶段  

⚫ 2020年 05 月，再次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初稿的工作组研讨会； 

⚫ 2020年 06 月 29日，在京东亚洲一号仓储中心召开《快递包装分类

与代码》标准草案稿的征求意见会，邀请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

全国邮政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物资储运协会、京东物流、深

圳劲嘉集团等行业部门、技术机构及供应链企业等对标准开展征求

意见工作。 

⚫ 2020年 07 至 12月，根据各方反馈意见对标准技术内容进行修改完

善，对分类类目进行调整完善，并形成《快递包装分类与代码》标

准征求意见稿。 

⚫ 2021年 01 至 03月，对《快递包装分类与代码》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并依据意见对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 

五、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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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快递包装产品分类原则、编码方法、分类结构和代码。本文件

适用于快递包装在采购、仓储、装卸、流通、回收、统计和循环利用等过程中的

信息处理与信息交换。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标准中使用的，快递封装用品、绿色产品评价等相关国家标准。 

3、术语和定义及缩略语 

给出了快递包装、封套、包装箱、包装袋、集装袋、集装笼、填充物等快递

包装相关术语和定义。 

4、分类原则 

本标准的对快递包装的分类采用线分类法，主要依据快递包装产品的结构形

态、主要功能等特征属性进行分类，兼顾产品的使用条件和材料质地。因此，以

产品主要功能为一级分类，按照产品材质进行二级分类，在此基础上构建分类体

系，所形成的标准编制思路见图 1。 

   

 

 

 

 

 

 

 

 

 

 

 

 

 

 

分

类 

按产品结构形态、主要功能进

行一级分类： 

1、封套 

2、包装箱 

3、包装袋 

…… 

8、辅助物 

按材质类别进行二级分类： 

1、纸质封套 

2、塑料封套 

3、复合封套 

4、其他材质 

 

基本要求： 

GB/T 16606.1—2018  快递封装

用品 第 1 部分：封套 

GB/T 16606.2—2018  快递封装

用品 第 2 部分：包装箱 

GB/T 16606.3—2018  快递封装

用品 第 3 部分：包装袋 

GB/T 39084—2020 绿色产品评

价 快递封装用品 

指

标

依

据 

理论依据及实践分析： 

《快递绿色包装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国标

委发〔2020〕23 号）； 

国家邮政局等十部门《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

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国邮发〔2017〕

86 号）； 

《国家邮政局关于印发<快递业绿色包装指

南（试行）>的通知》（国邮发〔2018〕76

号）； 

物流企业实际应用的快递包装产品分析； 

…….. 



5 

图 1 快递包装分类原则建立思路 

5、编码方法 

本文件采用层次码，采用3层5位数字代码，各层次分别命名为大类、中类、

小类，代码结构见图2。 

× ×× × ×

第4、5位表示小类

第2、3位表示中类

第1位表示大类  

图 2  快递包装产品的代码结构 

按照快递包装产品的结构形式和功能来分类，第一大类不会超过 9 种，

用 1 位代码表示；第二层为中类产品，由第一层的 1 位代码+第二层的 2 位代

码，共 3 位代码表示；第三层为小类产品，由第一层的 1 位代码+第二层的 2

位代码+第三层的 2 类代码，共 5 位代码表示。 

第二层、第三层，原则上每层为 01～99 的两位顺序代码，含“其他”

的产品为上一层产品的收容项，用代码“99”表示，主要用于该项尚未列出

的快递包装产品。 

上述代码编码方法可以把类似产品集中在分类标准的近似区域，便于标

准使用者的查询。 

6、分类结构 

用表格的形式直观展现分类结构并对分类数量做统计说明。 

7、代码表 

在走访调研、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标准的基础上，按照分类原则和代

码结构设计，结合行业专家的意见，本标准将快递包装分为 6 大类，每一层

次的产品均对应于一个分类代码，便于标准使用者查询。此外，本标准的分

类代码，与国内主流分类标准的代码编码结构和编码方法类似，使其能有效

地兼容现行主流分类标准，并对其进行有效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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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是否与法律法规强标相协调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比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快递包装的相关要求条文内容。 

同时，本标准比对了《快递绿色包装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国标委发〔2020〕

23号）、《国家邮政局关于印发<快递业绿色包装指南（试行）>的通知》（国邮发

〔2018〕7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8〕1 号）、国家邮政局等十部门《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

工作的指导意见》（国邮发〔2017〕86号）、《国家邮政局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

作实施方案》（国邮发〔2016〕76 号）、《快递绿色包装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国

标委发〔2020〕23号[7]）、国家邮政局《2018 快递绿色包装工作读本》、国家邮

政局《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部门规章，以及 GB/T 39084-2020

《绿色产品评价 快递封装用品》国家标准中对于快递包装的相关要求，确保与

国家现行法律、部门规章与现行标准相协调。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快递包装产品的内涵及范围进行界定，

并对该快递包装产品进行科学分类，将为产品在生产、流通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

交换，支撑快递包装循环利用等方面提供重要的技术依据，该标准的实施，能够

有效实现快递包装耗材的循环利用，也为实现快递包装产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也可为相关产品今后的质量提升工作提供重要的、基础性的技术支撑。建

议在本标准通过审定后，尽快作为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一）组织措施：在全国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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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下，协同全国邮政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62)的专业技术力量，以标

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工作。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十一、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全国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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