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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其发展带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物流压力等问题

也日益凸显。绿色电商作为一种融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兴模式，正成为推动电商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力量。本文深入探讨了绿色电商的内涵与发展动力，系统分析了其在电商经济各环节的实践现状与面临

的挑战，提出了推动绿色电商发展的多维路径与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绿色电商不仅是应对环境压力的

必然选择，更是提升电商企业竞争力、满足消费者绿色需求、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共赢的重要战

略方向。未来，在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与多方协同推动下，绿色电商将重塑电商经济生态，引领数字经

济走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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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commerce plays an increasingly vital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such as resource con-
sump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logistics pressures arising from its development have be-
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reen e-commerce, as an emerging model integrating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concepts, is becoming a key force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
commerce economy.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essence and driving forces behind green e-com-
merc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current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across various stages of th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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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economy, and proposes 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green e-commerce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but also a crucial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meeting consumers’ green demands, and achieving 
win-win outcomes in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n the future, guided by polici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green e-commerce will reshape the 
e-commerce economic ecosystem and lead the digital economy toward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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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深刻改变全球流通与消费模式，成为重要经济引擎。中国作为最大网络零售市场，电商规

模持续领先。然而，繁荣背后是严峻的资源环境挑战：包装废弃物激增、物流碳排放巨大、数据中心能

耗攀升、商品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被忽视。传统“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模式难以为继。 
“绿色电商”应运而生，指在电商活动全生命周期(设计、生产、采购、营销、交易、物流、配送、

回收等)融入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应用绿色技术、创新模式、优化管理、引导消费，力求最大限度降

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控制排放，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统一的电子商务新形态[1]。它不仅是产

业应对压力、履行责任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自身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战略方向，对生

态文明建设、“双碳”目标实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探讨其内涵、驱动力、

实践、挑战及趋势，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绿色电商的内涵与发展动力 

2.1. 绿色电商的核心内涵 

绿色电商并非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贯穿于电商活动全链条的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体系，其核心内

涵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维度： 
1) 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电商平台及卖家向上游延伸影响力，优先选择环境友好型供应商和产品(如

获得环保认证、使用可再生材料、生产过程低碳等)，推动供应商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减少源头污染[2]；
2) 绿色包装与循环利用：这是当前最受关注的环节。核心在于推广使用减量化、可重复使用、可循环再

生和可降解的包装材料(如简约包装、循环快递箱、生物基塑料袋)，优化包装设计以减少材料使用，并建

立高效的包装回收与循环利用体系[3]；3) 绿色物流与低碳配送：通过优化仓储布局、提升仓储作业效率

(如智能化管理降低能耗)、推广新能源物流车、发展共同配送、智能路径规划、探索无人机/无人车配送

等方式，显著降低运输环节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4]；4) 绿色运营与数据中心节能：电商平台自身的数据

中心、办公场所等运营活动需提高能效，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推行无纸化办公等，降低运营碳足迹；5) 
引导绿色消费：利用平台影响力，通过信息展示(如碳足迹标签)、绿色商品专区、积分激励、环保宣传等

方式，引导消费者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和服务，培养适度消费、减少浪费的消费习惯[5]；6) 产品全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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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管理：关注商品从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使用到最终废弃处置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推动延长

产品使用寿命、促进回收再利用和再制造(即循环经济模式在电商领域的落地) [6]。 

2.2. 绿色电商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2.2.1. 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与政策法规驱动 
环境压力：电商包装废弃物泛滥、物流排放增长已成为城市固体废物管理和大气污染治理的痛点，

社会关注度持续升高。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也要求所有经济部门加速脱碳。 
政策法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将“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近年来密集

出台了多项与绿色电商直接相关的政策法规：《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国办函〔2020〕
115 号)明确提出电商快递包装治理目标与路径[7]；《“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专章部署“绿色发

展”任务，要求“引导电子商务企业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发展要求”[8]；《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

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对包括电商平台在内的经营者使用塑料制品提出限制和报告要求[9]；各地也纷

纷出台具体细则(如北京“限塑十条”对电商快递包装提出要求)；欧盟等地区的环保法规(如包装指令、

碳边境调节机制)也对跨境电商业者产生合规压力。日趋严格和细化的法规是绿色电商发展的刚性约束和

重要推手。 

2.2.2. 企业提升竞争力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内生需求 
1) 成本优化：绿色包装减量、循环箱替代一次性纸箱、物流路径优化等举措能直接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2) 风险管理：规避因环保不合规带来的罚款、诉讼、声誉损失等风险；3) 品牌形象与消费者吸引力：

践行绿色理念有助于塑造负责任的企业形象，吸引日益庞大的环保意识强烈的消费群体(特别是 Z 世代)，
提升品牌美誉度和用户粘性[10]；4) 创新与差异化竞争：绿色电商模式，(如以租代买、二手交易平台)本
身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为企业开辟新的增长点，实现差异化竞争；5) ESG 投资要求：资本市场对企业

的环境、社会及治理(ESG)表现日益看重，良好的绿色实践有助于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 

2.2.3. 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1) 新材料技术：可降解塑料、生物基材料、高性能环保纸张等为绿色包装提供更多选择；2) 物联网

与大数据：实现物流车辆实时监控与智能调度优化路径；智能仓储管理提高空间利用率和作业效率，降

低能耗；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需求，优化库存，减少无效运输和退货；3) 人工智能(AI)：应用于更精准

的需求预测、最优配送路线规划、智能包装设计、废弃物智能分拣等；4) 区块链：提升绿色供应链的透

明度与可追溯性，验证产品的环保属性(如碳足迹)和回收材料的真实性；5) 新能源技术：电动货车、氢

能源车等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成熟与普及是物流脱碳的关键。 

2.2.4. 消费者绿色意识觉醒与需求升级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群

体，在购物决策中将产品的环境影响视为重要考量因素[11]。消费者愿意为真正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支付一

定的溢价，消费者对“绿色漂洗”(Greenwashing)行为辨识能力增强，要求企业提供真实、可验证的环保

信息。共享经济、二手交易等更绿色的消费模式在消费者中接受度不断提高。 

3. 绿色电商在电商经济中的实践现状与挑战 

3.1. 主要实践领域与进展 

3.1.1. 绿色包装 
1) 减量化：推广“原厂直发包装”(商品原包装即满足运输要求，不再二次包装)、减少填充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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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更轻薄但强度足够的包装材料。菜鸟网络的“切箱算法”可优化纸箱尺寸选择，平均减少 15%的包

装材料使用[12]。2) 循环化：推广可循环快递箱(如苏宁的“漂流箱”、京东的“青流箱”、顺丰的“丰

BOX”)。菜鸟驿站铺设了大量绿色回收台，鼓励消费者取件时现场拆包并回收纸箱和塑料填充物。京东

通过“青流计划”推动循环包装在供应链中的应用。平台如闲鱼在其“无忧购”服务中提供循环包装选

项。但循环箱的投放、回收、清洗、维护体系建设和规模化应用仍是挑战。3) 替代化：探索使用可降解

塑料包装袋(需注意其完全降解的条件)、无胶带纸箱、生物基材料包装等。部分品牌商开始使用蘑菇菌丝

体等新型环保材料作为缓冲填充物。4) 标准化：推动快递包装尺寸、材料的标准化，便于回收利用。中

国快递协会发布了《绿色快递包装产品评价指南》等团体标准[13]。 

3.1.2. 绿色物流 
1) 新能源车辆：各大物流公司(京东物流、顺丰、中通、菜鸟等)大规模采购和应用纯电动、氢能源

等新能源物流车，用于城市末端配送和部分支线运输。京东物流已在全国投放超 2 万辆新能源车[14]。2) 
智慧仓储：广泛应用自动化立体库、AGV 机器人、智能分拣系统，提升仓储空间利用率和作业效率，降

低单位能耗。使用 LED 照明、太阳能光伏板等节能技术。3) 共同配送与路径优化：利用大数据和 AI 算
法优化配送路线，减少空驶率；在城市社区推广共同配送站点，整合多个快递公司的包裹进行统一配送，

减少车辆进城次数。4) 多式联运：在中长途运输中，积极发展“公转铁”(公路转铁路)、“公转水”(公
路转水路)，铁路和水运的单位货物周转量碳排放远低于公路运输。5) 创新末端配送：推广智能快递柜(减
少二次配送)、发展无人机/无人车在特定区域(如校园、园区)进行低碳配送试点。 

3.1.3. 平台引导绿色消费 
1) 设立绿色专区：天猫、京东等平台设立“绿色会场”、“环保购”专区，集中展示符合环保标准

的商品(如节能家电、有机食品、可持续材质服饰)。2) 碳足迹标签：部分平台(如阿里 88 碳账户)和品牌

尝试展示商品的碳足迹信息或环保认证标签(如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认证、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 GOTS 认

证)，帮助消费者识别绿色商品。蚂蚁森林等公益项目将用户低碳行为(如选择电子发票、不用一次性餐具)
转化为虚拟能量种真树，提升了用户的环保参与感。3) 推广闲置交易：闲鱼、转转等专业二手电商平台

发展迅速，淘宝、京东等也开设了二手频道，延长商品生命周期，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租赁模式(如服装

租赁、电子产品租赁)也在兴起。4) 倡导简约消费：通过内容营销、规则设计(如限制过度促销)，引导消

费者理性购物，减少非必要消费和退货。 

3.1.4. 绿色供应链协同 
大型电商平台(如京东“青流计划”、阿里巴巴“绿色供应链 2025 行动”)利用其核心地位，联合品

牌商、供应商共同制定绿色采购标准，推动供应商节能减排、采用环保材料，并向消费者传递绿色信息

[15]。 

3.2. 面临的主要挑战 

3.2.1. 成本压力 
1) 环保包装材料(如可降解塑料、循环箱)的采购成本通常显著高于传统材料(如普通塑料、瓦楞纸箱)。

2) 建立和维护循环包装体系(回收、分拣、清洁、消毒、逆向物流)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资和持续的运营成

本。3) 新能源物流车的购置成本高，充换电/加氢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也需要大量投入。4) 绿色技术

创新与应用(如智慧物流系统、区块链追溯)的研发和实施成本高昂。短期内，这些成本往往难以完全转嫁

给消费者，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构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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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技术与标准瓶颈 
1) 绿色包装材料：可降解塑料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降解的条件(特定温度、湿度、微生物环境)往往难

以满足，存在“伪降解”风险；部分新型环保材料的性能(如强度、防水性、成本)尚不能完全满足电商物

流的严苛要求；不同材料的回收再利用技术成熟度差异大。2) 循环包装体系：高效、低成本的回收网络

建设困难，消费者参与回收的便利性和积极性有待提高；循环箱的耐用性、清洁消毒标准、跨平台流通

性等问题待解。3) 物流技术：新能源货车在续航里程、载重能力、寒冷地区性能以及充换电基础设施覆

盖方面仍有局限；无人机/无人车配送在法规、安全、成本、适用范围上存在诸多制约。4) 标准体系：绿

色包装、绿色物流、绿色产品的定义、评价标准、检测认证体系尚不统一、不完善，导致市场混乱，也增

加了消费者辨识和企业合规的难度。数据测量与报告标准(如碳排放核算)的缺乏也影响环境效益的评估

和比较。 

3.2.3. 产业链协同不足 
绿色电商涉及生产商、品牌商、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包装企业、回收企业、消费者等多个主体，环

节多、链条长。目前各环节之间缺乏高效协同机制。1) 信息割裂：供应链各环节的环境数据(如材料成分、

碳足迹)难以有效贯通和共享，阻碍了全链路碳管理和透明追溯的实现。2) 责任分担：在包装回收、循环

体系建设、碳减排责任等方面，各参与方的责任边界不清晰，存在互相推诿或激励不足的问题。3) 利益

分配：绿色转型带来的成本增加和收益如何在链条上合理分配，缺乏有效机制，影响各方参与的积极

性。 

3.2.4. 消费者认知与行为改变滞后 
1) 尽管绿色意识在提升，但价格和便利性仍是大部分消费者首要考虑因素。对于需要额外付费(如选

择环保包装)或增加操作(如参与包装回收)的绿色选项，消费者采纳率不高。2)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

辨识能力有限，容易被虚假或夸大的环保宣传(“绿色漂洗”)误导，影响对真正绿色产品的信任和购买意

愿。3) 冲动消费、过度消费习惯依然普遍，导致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退货率升高(退货过程本身也增加碳

排放和包装浪费)。 

3.2.5. 监管与政策执行落地难 
1) 部分环保法规(如限塑令)在电商快递领域的执行力度和效果有待加强，存在监管盲区和执法难度。

2) 激励政策(如对使用循环包装、新能源车的补贴、税收优惠)的覆盖范围、力度和持续性有待优化，且

政策落地到具体企业可能存在障碍。3) 对“绿色漂洗”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不足，影响市场公平和消

费者信心。 

4. 推动绿色电商发展的路径与对策建议 

要破解当前挑战，加速绿色电商发展，需要政府、企业、行业组织、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协同发力，构

建系统性解决方案： 

4.1. 政府层面：强化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 

4.1.1. 完善法规标准体系 
1) 加快制修订覆盖电商包装、物流排放、绿色产品、数据核算等关键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明确可降解塑料的降解条件和标识要求，规范“绿色”、“环保”等宣传用语[16]。2) 推行生产者

责任延伸制度(EPR)在电商领域的应用，明确平台、卖家、物流企业在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中的法律责任。

3) 探索建立电商物流碳排放核算、报告与核查(MRV)体系，为未来可能的碳约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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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加大经济激励与约束 
1) 财政支持：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绿色包装材料研发生产、循环包装体系建设和运营、新能源物

流车购置及充换电基础设施、绿色仓储技术升级的补贴和贷款贴息力度。对符合标准的绿色电商企业给

予税收减免(如所得税优惠、增值税即征即退)。2) 价格杠杆：研究实施包装物押金返还制度，提高一次

性包装使用成本。探索差别化垃圾处理收费政策，对使用不可回收包装的企业收取更高费用。3) 绿色金

融：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优先支持绿色电商项目和企业。 

4.1.3. 加强监管执法与能力建设 
1) 加强对电商平台、卖家、快递企业执行环保法规(特别是包装、限塑要求)的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2) 严厉打击“绿色漂洗”行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处罚标准，保护消费者权益。3) 
支持第三方认证机构发展，提升绿色产品/服务认证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加强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能力建设。 

4.2. 企业层面：践行主体责任与创新驱动 

4.2.1. 深化绿色战略与实践 
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企业核心战略和 ESG 目标，设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部门或岗位。1) 平台企业：

发挥枢纽作用。制定并严格执行平台绿色规则(如包装要求、禁限售目录)；建立绿色供应商管理体系；利

用数据和技术能力赋能生态伙伴(如提供碳管理工具、优化物流方案)；显著扩大循环包装应用规模和覆盖

范围；大力推广新能源车；透明披露自身及平台的环境绩效(如包装减量、碳减排数据)。2) 卖家：优化

产品设计(易回收、长寿命)；优先使用环保材料和绿色包装；优化生产流程节能减排；提供清晰可靠的产

品环保信息。积极参与平台主导的绿色项目。3) 物流企业：加速车队电动化/新能源化；优化网络布局和

运输结构(提升铁路、水运比例)；推广共同配送、智能路径规划；提升仓储绿色化水平(节能、光伏应用)；
积极参与包装回收体系建设。 

4.2.2.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1) 持续投入研发更优性能、更低成本的新型环保包装材料(如生物基材料、高性能可降解材料)和设

计。2) 深化大数据、AI、IoT、区块链等技术在绿色电商全链条的应用：智能预测需求减少库存浪费；优

化物流路径和装载率；实现包装循环全程可追溯；精准测量和报告碳排放；提升回收分拣效率。3) 积极

探索创新商业模式：扩大租赁、共享、二手交易、维修服务等循环经济模式；探索“产品即服务”模式。 

4.2.3. 推动产业链协同 
主动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绿色联盟或合作机制，共享信息(如材料数据、碳足迹数据)，共同制定解

决方案(如标准化的循环箱体系、共享回收网络)，分摊绿色转型成本与风险。 

4.3. 行业组织层面：搭建桥梁与自律引导 

1) 制定推广行业规范与最佳实践：组织制定和完善细分的团体标准、操作指南，总结推广行业内优

秀的绿色电商案例和解决方案。2) 促进交流合作与资源共享：搭建平台企业、品牌商、物流商、包装商、

回收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对话合作平台，促进技术交流、经验分享和资源对接，探索建立跨企业的循

环包装池、共享回收基础设施等。3) 加强行业自律与监督：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公约，倡导诚信经营，抵

制“绿色漂洗”，对违规成员进行约束。代表行业与政府沟通，反映诉求，参与政策制定。 

4.4. 消费者层面：提升意识与积极参与 

1) 加强宣传教育：政府、媒体、平台、学校等多方合作，通过多种渠道(公益广告、社交媒体、平台

提示、学校教育)普及绿色消费知识、环保法规，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辨识“绿色漂洗”的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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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绿色消费体验与激励：平台和商家应提供更便捷、更具吸引力的绿色选择(如简化参与回收流程、提

供绿色积分/优惠券、优先配送使用循环包装的订单)，降低消费者参与绿色实践的门槛和成本。3) 倡导

理性消费文化：引导消费者树立适度、理性的消费观，减少冲动购物和过度消费，优先选择耐用、可维

修、可循环的产品，积极参与二手交易和闲置物品流转。 

5. 结论与展望 

绿色电商绝非一个短暂的趋势或营销噱头，而是在全球环境危机、中国“双碳”目标约束以及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求共同驱动下，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战略转型方向。本文分析表明，绿色电商

的本质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电子商务活动的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

模式创新、管理优化与多方协同，实现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污染最低化和碳排放的有效控制，最终达

成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的协同共进。 
当前，在政策推动、企业探索和消费者意识觉醒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绿色电商在包装减量循环、物

流低碳化、平台引导绿色消费等方面已取得初步进展，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然而，成本

压力、技术瓶颈、标准缺失、产业链协同不足、消费者行为惯性以及政策执行落地难等挑战依然突出，

制约着绿色电商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发展。 
推动绿色电商的蓬勃发展，需要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政策法规与标准、企业履行主体责任与创新实

践、行业组织促进协作与自律、消费者积极参与并理性选择的多元共治体系。唯有如此，方能使电子商

务这一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成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的重要力量。绿色电商不仅代表着电商经济的未来，更承载着构建可持续未来的重要使命。其发展

道路虽充满挑战，但前景光明，值得各方持续投入和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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