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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虚胖”的包装“瘦”下来

■ 何珂

2025 年电商快件基本不再二次包装、 可循环快递包
装应用规模达 1000 万个、大幅提升循环中转袋（箱）应用
比例……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循环经济
发展规划》，提出实施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推进行动。

适度包装有其必要性，能让商品在快递运输中避免
损坏。 但从现实中看，里三层外三层、过多缠绕胶带、包
装里塞满塑料泡沫等问题，既为消费者拆快递带来了不
必要的麻烦 ，也增加了商家的经营成本 ，更会造成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 。 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 4 日 ，今年全国
快递业务量突破 500 亿件，而包装已经成为快递行业中
资源消耗和浪费最严重的一环。快递包装垃圾的急速增
长，成为生活垃圾不容忽视的增量和环境污染的重要来
源之一 ，而原纸价格上涨 、舆论质疑等外部压力也摆在
快递行业面前。

毋庸置疑，在电商加速发展的当下，让“虚胖”的包装
“瘦”下来，刻不容缓。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管。目
前，快递和包装行业的标准大多为指导性标准、推荐性指
标，对行业的约束力还不够强，因此，不妨加大力度。比如，
对包装的体积、重量、材料等明确规定，既能从源头上压缩
包装过度的空间， 还可以倒逼快递企业提升运输水平，减
少野蛮分拣、装卸。另一方面，快递企业也要积极探索回收
制度。快递公司和寄件人应尽量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环保包
装材料，在收取快递时主动回收，二次甚至多次利用资源。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些企业开始做出有益尝试。比如，顺
丰速运逐步推广窄版胶带、循环中转袋、气体泡填充物等，
使得快递包装更“绿色”。 推动快递包装向减量化、可循环
方向转变，解决过度包装问题才能“治本”。此外，还要完善
垃圾分类标准，让垃圾回收落在实处。 快递业使用的包装
材料分为运单、封套、纸箱、塑料袋、编织袋、胶带和缓冲物
七大类。 当前大多数人在拆开快递包装后，会把这些废弃
物统统扔进垃圾桶，广大“收货人”也要养成垃圾分类的好
习惯，加快形成绿色消费理念，让轻包装、简包装、包装材
料循环利用成为新风尚。

让“虚胖”的包装“瘦”下来，法规的完备、监管的努力
是一方面，商家的支持、消费者的积极参与等，也不容缺
位。 期待快递速度变快的同时，包装“瘦身变绿”的进程也
能加快。

“6G”让万物智联成为可能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6G会怎样？
近日 ， 工业和信息化部 IMT—2030(6G)

推进组正式发布 《6G 总体愿景与潜在关键
技术 》白皮书 ，提出 6G 将在 5G 的基础上 ，
从服务于人 、人与物 ，进一步拓展到支撑智
能体的高效互联，将实现由万物互联到万物
智联的跃迁 ，持续提升人们生活品质 ，促进
社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 简言之 ，未来 ，6G
将助力人类社会实现“万物智联、数字孪生”
的美好愿景。

白皮书提出了 6G 潜在的八大业务应用
场景 ，包括沉浸式云 XR、全息通信 、感官互

联 、智慧交互 、通信感知 、普惠智能 、数字孪
生、全域覆盖。 其中，通信感知可以在通信之
外赋予用户更多服务能力， 如成像、 环境重
构、精准定位等；普惠智能让每一个设备成为
智能体， 彼此之间不仅可以支持高速数据传
输，还可以实现不同类型设备的协作与学习。

为了满足 6G 全新业务场景性能需求，白
皮书梳理分析了当前业界广泛关注的十大潜
在关键技术方向。 其中，增强型无线空口技术
可进一步实现频谱效率、峰值速率、定位精度
等性能的提升； 新物理维度无线传输技术可
提升网络传输速率、频谱效率及系统容量等；

确定性网络可为工业制造、车联网、智能电网
等对时延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提供确定性
网络保障能力； 星地一体融合组网技术可实
现空基、天基、地基网络的深度融合，支持在
任何地点时间，提供统一接入与信息服务。

此外， 白皮书从构建健康的全球产业生
态系统角度，对 6G 发展中的一些关键问题阐
述了推进组观点，提出 5G 的成功商用，尤其
是在垂直行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为 6G 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专家指出，6G 将推动社会走向数字孪生
和智慧泛在， 真正实现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

的融合交互。 这其中包括场景虚实交互、网络
立体覆盖、绿色智能安全、能力多维协同、生
态跨界开放、学科交叉融合。6G融合泛信息通
信领域最新的技术要素， 有望对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产生活带来全新的更深刻的变化和不
同的体验。

移动通信向来“使用一代、建设一代、研
发一代”，按照这一发展节奏，业界预期 2030
年左右 6G 开始商用。 为把握 6G 技术的制高
点，目前全球各国竞相布局，紧锣密鼓开展相
关研究。专家指出，白皮书的发布将给全球 6G
发展提供重要的指引。 后续需要各方面进一
步加大应用基础研究，一起为实现 6G 的美好
愿景努力。

（本报记者 陈树琛 整理）

App，“信手拈来”借到钱？

树立理性消费观、合理借贷

为何各种 App 抢着向用户放
贷？ 业内专家指出，当前我国消费
结构正从生存型消费向教育、旅游
等发展型和品质型消费过渡，消费
金融市场巨大 ，商业银行 、消费金
融公司、各类互联网公司高度重视
消费金融，并加大投入发展。 而头

部 App 基本完成用户积累，到了流
量变现的阶段，再加上 P2P 网贷机
构全部停业退出，各家企业都想从
消费金融市场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
之 ，消费金融公司赚利息 ，平台获
取导流费。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越来

越多的年轻用户开始尝试使用移
动端上的金融平台进行借贷 。 中
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 《中国消费
金融公司发展报告 （2020）》显示 ，
对于消费金融公司而言 ， 部分公
司的 “80 后”“90 后” 客户占比达
到 90%以上，其中，“90 后”客户占
比普遍在 50%左右 。 与专业化的
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的 App 相
比 ， 一些常见的生活类 App 使用
人数更多，覆盖面更广。 由于使用
频率很高 ， 过度宣传借贷功能更
容易让网民掉入网贷陷阱 ， 并导
致互联网金融风险。央行在今年 2
月发布的 《2020 年第四季度货币
政策执行报告 》中特别提到 “高度
警惕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
效应和潜在风险 ， 不宜依赖消费
金融扩大消费”。

对于这些 App 有必要强化金
融监管。事实上，针对互联网平台花
式诱导贷款行为， 已经引起监管部
门重视。 2020 年 11 月，中国银保监
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就是在为网络小额
贷款“立规”。

省银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建
议，借款人首先应该明确贷款需求，
不要为了所谓的“薅羊毛”去借钱，
并明确借贷平台资质， 远离非持牌
机构可能构成的非法放贷情况，避
免落入超利贷、高利贷陷阱；要警惕
过度借贷营销背后隐藏的风险或陷
阱，树立理性消费观，合理使用借贷
产品，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常用的 10款 App中 6款能借款

最近 ， 合肥市民杨梦盼点开一款外卖
App， 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广告———“天天减 7
元，连减 90 天”“赠送会员卡 3 个月”。

“我在一家少儿培训机构上班，经常需要
点外卖，如果有这些优惠的话，对我来说吸引
力还是很大的。 ”今年 20 多岁的杨梦盼告诉
记者，本来她以为平台在做类似“满减”的优
惠活动，没想到点进去之后，是个借贷链接，
只有开通贷款， 才能享受宣传中的优惠，“极
速申请、随借随还、即刻到账，借款 1000 元、
每天只需利息 0.3 元，看起来还挺诱惑的”。

“一款外卖软件，为啥老出现借贷广告？
不理解。 ”杨梦盼也表示。 随后她又点开了一
款出行 App，没想到这上面同样有着“270 天
单车卡免费送”的宣传，点开发现这是一则与
银行信用卡合作的广告，最高借贷额度有 10
万元。“点进去之后，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都
已经显示出来了，只需要填写手机号码，同意
相关协议，即可免费申领。”杨梦盼告诉记者，
如果自己当时很缺钱，看到这样的信息，很容
易心动，感觉一举多得，既能借到钱又能享受
App上的一些优惠活动，很划算。

究竟有多少 App 能够借钱？7 月 6 日，记
者打开了 10 款 App 应用， 结果在 6 款 App
里，醒目位置皆有借款广告，而这些 App 的
主要功能包含了社交、出行、影音、办公等各
个方面。 “恭喜你获得了 18.88 元（最高）的红
包”———刚打开一款美图 App， 首页便弹出
了一个红包， 点击领取后跳转到视频画面，
显示观看时常与金额成正比，再点击左上角
的红包，就又进入了借贷页面，“一‘夏’有钱
花，您有最高 20 万元额度待领取”的海报十
分醒目。

不少 App 在借贷服务中都注明资金来
自银行及持牌放款机构。 记者咨询了一款社
交 App 的客服人员，对方表示，该 App 是金
融机构的合作伙伴，负责接入借贷服务；推广
平台本身并不提供资金， 出现纠纷时需要借
款者和资金提供方协商解决。

低利息、审批快成“噱头”

“实时审批， 极速到账”“最高
20 万额度，30 秒放贷”“激活额度，
马上提现”……近日，记者发现，不
少平台的借贷产品都以申请便捷、
到账快速为卖点。

在一款 App 上，记者尝试开通
借款功能， 发现其直接跳转到微信
上，填写身份证号、刷脸之后，几乎
是瞬间就完成了 “审核” 和额度测
算，最终给出了 6万元的借款额度。
而在另一家平台上， 记者操作之后
并未继续进行，15 分钟之后即接到
电话表示记者信用良好， 继续申请
的话，借款额度能够马上到账。

在借钱的宣传页面， 除了表示

审核快 、放款快 ，还有不少 App 会
以看似很低的利率引诱消费者开
通。 不少平台为了让利息数字看起
来小一些，会把“借 1000 元，利息仅
0.16元”等字样放在醒目位置。在黑
猫投诉等互联网投诉平台上， 有多
名用户投诉称，一些 App 里的借贷
功能存在重复扣款、收取高额利息、
开通后无法取消等问题。

2020 年末，银保监会发布了关
于警惕网络平台诱导过度借贷的风
险提示， 披露一些机构或网络平台
在宣传时，片面强调日息低、有免息
期、可零息分期等优厚条件。 今年 3
月，央行发布的 2021 年第 3 号公告

要求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在
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宣传海报等
渠道进行营销时， 应当以明显的方
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 有消费
金融专家对此表示， 这个规定主要
对贷款行业起规范作用， 在事前介
入，避免金融机构以“低利息”的幌
子诱导金融消费者。

此外，有银行客户经理坦言，普
通用户在银行申请信用卡， 一般初
始额度只有 2 万元到 5 万元； 但不
少 App 上的借贷功能，动辄宣称可
以提供 30 万元到 50 万元的额度。
额度一旦过高，如果用户还款逾期，
带来的金融风险很大。

■ 本报记者 何珂

眼下，借钱似乎成为了一件“信手拈来”的事情，打开手机上的一些常用 App，不管是外卖还是出行、视频还是办
公，几乎都能借到钱，而且商家通过“日息低”“秒到账”“0 门槛”等噱头吸引借贷。 然而，App“借钱”满天飞背后的金
融风险不容小觑，值得各方警惕。

诱骗 朱慧卿/绘

测试

猫腻

警惕

张雨秋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