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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话评说

◆6月中旬纸浆价格

环比下降0.1%
6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6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
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
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
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6月中旬
与6月上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
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

其中，纸浆（进口针叶浆）6
月中旬价格为5433.5元/吨，环比
减少 7.4 元/吨，环比下降 0.1%；
瓦楞纸（AA级120克）6月中旬价
格为2791.3元/吨，环比减少18.7
元/吨，环比下降0.7%。

◆纸制成品5月出

口额184.07亿元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5月进出

口商品构成情况。其中，从非食
用原料看，纸浆及废纸5月出口
额为 1.77 亿元，1―5 月出口总
额为8.15亿元，累计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长 10.6%；5 月进口额为
151.82亿元，1―5月进口总额为
766.05亿元，累计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39.8%。

从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看，
纸及纸板与纸浆、纸及纸板制品
5月出口额184.07亿元，1―5月
出口总额为908.02亿元，累计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6.9%；5 月
进口额为44.16亿元，1―5月进
口总额为193.87亿元，累计与去
年同期相比下降1.6%。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4 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达 600
亿件，比 2019 年达到 600 亿件提前了
172 天，比 2022 年提前了 34 天。快递业
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增，有着海量快递包
装的支撑。总体来看，如今快递包装绿
色转型的政策环境、制度供给和法制保
障不断完善，全链条分工协作、社会共
治的氛围日渐浓厚。

全 行 业 围 绕 快 递 包 装 “ 减 量 化 、
标准化和循环化”目标，通过健全法
规标准、完善监管政策、强化部门协
同、培育快递包装绿色供给、推动社
会 共 建 共 治 等 措 施 ， 着 力 推 进 绿 色
包 装 治 理 。 从 污 染 防 治 到 当 前 落 实
国 家 “ 双 碳 ” 政 策 要 求 ， 推 进 减 污
降 碳 协 调 治 理 ， 邮 政 快 递 业 绿 色 发
展 虽 艰 难 推 进 ， 但 也 是 快 递 包 装 减
量 化 、 推 进 系 统 治 理 取 得 显 著 成 效
的过程。

可以发现，快递包装还存在部门协同
发力不够、产业链协作有待深化、循环化
水平不高等瓶颈问题，治理难度依然较
大。一是难在涉及群体较广，社会关注
度高。在消费侧，事关 10 多亿消费者，
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在供给侧，上
游连接数以千万计的电商卖家，以及
数百万快递员、数百家包装企业等，
无论是消费观念的改变和培养，还是
法规标准操作规程的落实，都需要很
长时间去实践。二是难在链条长，包
括生产、销售、使用和回收，涉及多
个政府部门，责任和边界有待清晰，
政策协同难度大。三是快递电商上下
游协同机制有待健全，虽然快递业务
量每年都保持较高增速，但寄递业务
结构单一、对上游电商依存度较高，
电商快递企业协同推进快递包装治理
仍需有效破题。

随着寄递环节包装减量化成效明
显，快递过度包装问题显著改善，下一
步的方向，是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推进快
递包装减量化标准化升级、促进提升可
循环包装使用规模。

一是深化部门协同，推进相关法规
标准落实，加快形成贯穿快递包装生
产、使用、回收和处置全链条治理的长
效机制。二是丰富治理手段，法规硬约
束与检测认证、信用评价软激励相结
合。探索开展快递包装标准符合性认证
以及可回收再生设计认证，健全第三方
社会监督机制，助力提升政府监管效
能。三是推进信息化监管，开发快递
包装绿色治理监测分析平台，推进快
递包装信息化数字化监管。四是注重
产学研协同，尤其是推动包装技术、
产品和模式创新，发挥电商企业、寄
递企业在绿色供应链的核心作用，推
进供应链上游企业开展快递包装绿色
设计、研发，注重包装可回收再生设
计，方便重复使用和回收再生，推广商
品直发包装。

〔作者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部 （环境保护中心） 副
主任〕

快递量“600亿+”，
绿色包装再提速
□朱丽

6月22日，山东省滨州市图书馆滨城馆举办“体验活字印
刷 感受非遗魅力”传统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端午节与活字
印刷相遇，共赴一场有意义的非遗之旅。

（王新雨 摄）

墨韵粽香 共赴传统文化之约

业内各单位纷纷上线ERP管理系统，但各自定制的ERP系统不兼容、不对接，出版链如何技术统筹？印刷生

产与出版业务处于异地状态，生产链如何实现信息同步？原材料临采价格不便把控，材料链如何动态降本……北京

印刷协会出版印制工作委员会日前举办的印务管理流程创新座谈会上抛出的这一连串问题，引发了现场参会的出版

单位和印刷企业代表的思考和热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现场采访了解到，出版印刷行业在数字化进程

中，除了亟待解决的数字喷墨“卡脖子”核心技术问题，也遭遇了上下游数字贯通难题。如何通过协同发展打通堵

点，出版印刷行业正在探索中寻路。

出版印刷行业共谋数字化贯通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在座还有出版单位没有上线 ERP
管理系统吗？”面对北京印刷协会出版
印制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徐力生提
出的这一问题，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机
械工业出版社等在内的出版单位有关
部门负责人都给出了否定答案。但
是，如何实现与印制生产端的对接，
阻碍仍“横亘”在前。

“目前，出版部工作受选题到产品
漫长周期与印装产能过剩的叠加影响，
面临管理与服务、效率与合规、降本与
提质的‘三重冲突’。”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出版部主任李鹏向记者举例说，
这些冲突直接体现到印务管理的流程
中，就是业内经常遇到的诸如编辑部印
单下达无法数字化，印制文件无安全传
输通道、无版本管理，材料临采价格不
好把控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部主任廖
斌也提到了出版部门面临的纸张采购管
理及生产节点控制难题，如出版部门不
能实时掌握印单下达、清样打样蓝图确
认、印刷、装订、入库、质检等各印刷
生产环节中的情况等。

数字化信息不对称，成为出版印刷
产业链贯通的阻碍，其反映的正是出版

单位和印刷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对接问
题。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栗
延秋、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董事
长宋长江、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国富等均表达了对解决上下游
数字化对接问题的迫切。

“印刷企业对接出版单位的系统有
所差异，急需实现印制单、材料单、
文件、库存和物流等环节的有效对
接。”栗延秋如是表示。宋长江同样认
为，对印刷企业来讲，因印制生产任
务会对接到众多不同的出版单位，目
前最希望实现的就是规范整个印务管
理流程。

链条化对接阻碍仍“横亘”在前

汇聚在京出版单位和印刷企业代表
开展印务管理流程创新座谈，是在为疏
通出版印刷产业链的数字堵点出谋划
策、寻求良方。座谈会中，建设共享数
字化平台和推进厂社协同术语标准化两
大议题得到充分讨论。

生产数字平台建设的构想来自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多年摸索。李鹏介
绍，生产数字平台一方面将实现流程升
级的闭环，由行业协会主导，构建联通
出版单位、印刷企业、材料供应商的数
字共享生产平台，积累、分析和利用数
据，驱动流程升级。另一方面，优化供应
链，由出版链技术统筹、生产链信息同
步、材料链动态降本、平台端数据决策，
最终以数据支撑提升行业发展水平。

“整个平台是应用于纸质图书生产

管理和采购管理的通用性SaaS类系统软
件，能够弥补出版ERP产品不能实现下
沉至生产采购现场实时管理的功能缺
失，同时兼具小型 ERP 和小型 OA 功
能。”李鹏表示，通过行业协会运维数据
后台，以图书生产材料采购工作为核心
平台，连接印装、材料供应、编辑、发行等
多层次客户端，实现信息输入、输出和反
馈响应，从而真正畅通产业循环。

10 余位参会代表就供应链优化、生
产数据安全保密、纸张采购和管理、生产
节点控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人民出版社
出版部原副主任栾文驹认为，探索很有
必要，要突破出版社出版部和印厂的管
理瓶颈问题。廖斌表示，建设共享数字化
平台是一项巨大工程，仅靠单一的出版
社或印厂推不动，可确定重点方向切入。

人民东方出版社印制中心主任龚臣
认为，无论是印厂还是出版社都应该以
拥抱的态度看待平台建设，但需重点关
注数据安全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中心副主任闫焱建议，考虑到整个平台
落地难度较大，可将平台作为中转系统
以链接不同的出版社平台。

北京印刷协会理事长张亦总结说，
对于建设共享数字化平台，出版单位和
印刷企业既表示支持又有顾虑。目前需
要明确的，一是如何落地，二是如何保
障数据安全，三是如何真正实现降本增
效。“这项工作是行业工作，是协会工
作，也是出版单位和印刷企业的工作，
需要合力才能做好。”他建议，可由有
条件、有能力、有热情的企业先切入，
再逐步推进、加以完善。

拥抱开放共享的数字化平台

若要构建贯通出版印刷产业链的共
享数字化平台，搭建标准化平台的前
提是运用标准化的术语。

“新形势下，出版单位对印刷需求
发生变化，包括保障功能、抵御风险、成
本控制。”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部高级主
管郭绪解释，这些变化的具象化表现在
于，出版单位逐渐扩大合作印刷企业的
数量规模，主动寻求供应商已越来越普
遍。同时更加科学地评价印刷企业，以
及加大对按需出版的探索。随着高质量
发展成为首要任务，要使出版印刷各方
达成共识，标准化是核心。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1月，现行
印刷标准中，已出台国家标准89项、行
业标准110项、团体标准6项。而涉及出
版印刷术语的标准，涵盖《出版术语》行
业标准中含印刷复制术语和定义等6个
模块，《印刷技术术语》国家标准中含基
本术语、印前术语等8个部分。这些术语
的不统一，给印务管理流程造成混乱。

对此，在统一出版印刷术语方面，
郭绪给了三点建议。一是有理有据，最
好引用标准或教材中的现成内容。二是
分类分级，把出版印刷术语暂时分为九
类，包括部件、版面、外观、表面整

饰、印装工艺、印刷分类、装订分类、
印制流程、质量缺陷。三是尊重传统，
没有现成概念的，尽可能采纳通用的传
统表述方式加以描述。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部主任张
良表示，这切中了目前出版部门的痛点
问题。逐步实现印刷术语标准化，将规
范出版部门和印制生产的管理流程。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则表示，跟出版单位对接最难的点
就是数据互通，比如各自对工艺、物料、
产品的描述都不同。如果这套描述都有
标准化的术语，将对数据对接很有帮助。

推进产业协同术语标准化

热热 点

视透

端午节当天，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开展“粽香庆端午 传颂
爱国情”——太学寻迹主题文化活动。通过雕版印刷互动体验，真切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端午节前夕，扬州大学校工会与图书馆举办“典籍里的端
午”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广陵古籍刻印社雕版技术省级非遗传
承人现场讲解雕版印刷流程，并带领孩子们进行印刷体验，绘制
屈原像和古诗书签。 （李曼嘉怡 摄）（王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