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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循环发展理念下包装产业发展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及发展策略。方法 在对循环发展理

念和原则以及包装产业循环发展的必要性进行系统解析，以及在对包装产业循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

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结合循环发展的模式和社会、经济对包装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

包装产业循环发展的主要对策。结果 提出了推行简约包装理念、采用减量化包装设计方法、践行循环

再利用包装理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对策。结论 包装产业循环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国家相

关部门、包装行业各相关组织以及科研机构等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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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of Packaging Industry under the Concept of  

Circula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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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various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packag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cept of cyclic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and principle of cyclic development and the necessity of cyclic develop-

ment of packaging industry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cyclic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industry were deeply analyzed. Based on that, the main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yclic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industry 

were specifically propo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demands of cyclic development mode, society and economy for 

the packag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four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the idea of simple packag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e method used to minimize the package design should be adopted; the packaging idea of recycling 

should be embraced;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perfected. The cyclic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industry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t needs the joint efforts of relevant national sectors, all related organizations of the packaging 

industr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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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要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

社会。包装产业作为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服务型制

造业，具有特色鲜明的配套属性和服务属性。包装产

业的这一特点使它不管是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还

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着改

革开放，我国包装产业经历了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

其服务和竞争能力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包装产业

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广泛存在。

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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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加剧了人口、

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矛盾，难以实现经

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

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

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

量生产、大量损耗、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

变革，也是我国包装产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必由之路[1]。 

1  概述 

循环发展的理念起源于循环经济，理论界一般认

为其思想萌芽于 1960 年代美国学者鲍丁尔提出的宇

宙飞船经济理论，是人们对 20 世纪发生的“八大环境

公害事件”和石油危机的反思。自提出以来，循环经

济蓬勃发展，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方面均取

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目前，循环经济已被我国政府

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4]。循环发展

是以奉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

为特征的发展方式，通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

域和环节贯彻落实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原则，

来推动经济增长、资源节约以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

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和消耗所引起的环境

污染问题。循环发展主要是区别于传统线性经济发展

模式而言的。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资源—产品—污

染排放”是物质的线性利用模式，循环发展模式是由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循环利用模

式，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废物”观念的不同。“资

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核心在于把“废物”看作“资

源”，从系统的角度看待资源问题[5]。 

2  包装产业循环发展的必要性 

根据上述对循环发展本质内涵的分析与阐述，循

环发展理念下我国包装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如下所述。 

1）包装产业循环发展是我国包装工业走资源节

约型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前提，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包装产

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包装产生的废弃物也在急剧增

加。据统计，2015 年我国包装工业主营收入突破 1.8

万亿元(《中国包装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由于我国包装制品大都属于一次性使用，导致约 80%

的包装物转化为废弃物，资源浪费极大。在循环发展

理念下，必须通过更好地践行产品包装减量化原则，

以及对包装废弃物回收再设计、再利用方式来推动包

装产业循环发展的跨越式发展。 

2）包装产业循环发展是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

重要途径。我国包装产业“大量生产、大量损耗、大

量浪费”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据统计，我国

每年产生的包装废弃物超过 2500 万 t，给生态环境带

来了极大的压力。循环发展的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生产

商品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进行严格控制，减少进入生

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的物质流，从而促使企业提高对

资源的利用率，从源头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

生。循环发展的再利用原则要求产品能够被多次、多

用途使用，或者通过再设计来实现资源节约以及提高

包装物利用率的措施来达到减少环境污染、资源浪

费，保护环境的目的。再循环的原则使得包装废弃物

“变废为宝”，有效减少了废弃物的数量，循环发展的

理念可以促使人们极大地减少包装废弃物的产生，更

好地促进包装产业绿色、健康发展。 

3）包装产业循环发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支撑。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进而达

到促进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6]。包装产业

循环发展的理念与传统发展理念的区别是其作为生

态文明具体实践方式的保证，需要考虑生态环境的动

态发展平衡以及生态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由此，包

装产业循环发展理念要求包装企业选用包装材料时

应尽量避免或者 大程度地减少包装物，尽量选用绿

色可循环、可降解或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人体以及环

境没有危害的绿色包装材料，对使用过的包装物进行

回收再利用，将包装废弃物再生为有用的材料。这些

都表明，包装产业的循环发展是一种能够促进自然、

人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更高级别的发展方式，是建

设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 

3  包装产业循环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国包装产业的循环发展较为落后，在实际发展

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以下问题亟需解

决。 

1）过度包装现象广泛存在，包装产业循环发展

的减量化原则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包装是消费者对产

品的视觉体验，是产品个性的直接传递者，其主要作

用是为了保护商品安全、方便运输和提高效率[7]。企

业基于上述方面考虑而赋予商品的包装属于合理包

装，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包装精美的产品

质量和功效更好，也更能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品位。在

这种理念驱动下，生产厂商为了追逐更多利益，给商

品增加了多余的包装，称之为过度包装[8]。目前，国

内市场过度包装现象屡见不鲜，如广受诟病的月饼包

装，网购中巧克力、婴儿奶嘴、耳机等小产品的包装，

有时包装物的体积超过产品体积的数十倍。过度包装

直接导致了包装材料与物流运力的浪费，增加了废弃

物，致使很多城市出现了垃圾围城的现象，甚至一些

偏远乡村也没能例外。过度包装还加大了城市垃圾回

收处理的负担，同时对环境的负担也是巨大的[9]。由

此可知，杜绝过度包装是减少包装污染、践行包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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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循环发展的有效途径。 

2）包装废弃物污染严重。循环发展的目的在于

让产品包装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不发生对人体或环境

造成伤害的情况。统计资料显示，当前包装废弃物所

造成的环境污染仅次于水污染、海洋湖泊污染和空气

污染。目前，城市固体垃圾废弃物排放量中包装废弃

物占体积的 50%、重量的 30%，每年废弃价值达 2800

亿元，并且包装废弃物每年还在以 10%以上的速度增

加。另外，我国目前还广泛存在有毒包装，常见的有

深灰色尼龙袋、外白内黑塑料袋、胶带纸等。这些塑

料包装制品使用的材料为聚乙烯，厚度基本在

0.06~0.08 mm，远远超过国家“限塑令”要求的厚度小

于 0.025 mm 的标准[10]。同时，这些不能降解或者降

解周期很长的成本低廉的塑料袋在大自然光照、腐蚀

下对土壤和水源造成了无法修复的破坏[11]，这些材料

在土壤与地下水中循环被植物吸收 后又损害了人

类自身。 

3）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低。我国包装产品约

80%转化为废弃物，大量的包装物仅使用一次即成垃

圾，且回收利用率很低，不到 30%。世界上很多发达

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并相继

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回收再利用产业的发展，并取

得了很好的成效。包装废弃物的价值很低，同时回收

再利用成本很高，使得买家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

收集、出售，卖家不愿回收再利用。同时，我国很多

包装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企业的规模偏小，工作效率低

下，回收利用率低，经常出现回收过程中的二次污染

现象，这也使得我国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问题异

常严峻。 

4）对包装产业循环发展认识片面，相关法律法

规不健全。调查分析发现，包装行业很多从业人员和

普通民众对包装产业循环发展没有意识或意识非常

薄弱。一些包装从业人员片面地将使用易降解材料制

成的包装产品视为循环发展，而不关注包装产品的生

产和使用过程，以及回收利用过程是否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和破坏。一些人认为以纸代替塑料制品就是包装

产品的循环发展，还有较大比例的从业人员从来不关

心产品包装物是否对人体有害等。另外，我国还缺乏

促进包装产业循环发展的法律条款，相关执法人员也

无法从政策层面上对违反包装产业循环发展的行为

予以惩罚。 

4  循环发展理念下包装产业发展思路 

针对包装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日

本、美国等包装产业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支

持包装产业的循环发展。如，日本明确了产生包装废

弃物企业的生产责任和回收义务，并从法律层面规定

了包装废弃物处理的优先顺序。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制

度和政策具体明确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权、利”，

为包装产业循环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德国建立了

设计周密且高效的垃圾处理体系，使得包装行业的废

弃物回收利用率达到了 82%。 

国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包装产业循环发展做

了大量研究，并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Simon 等(2016)

研究表明，政府在包装产业循环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其中，通过制定政策、措施来培养消费

者处理废弃物的习惯非常重要[12]。Xie 等(2016)研究

表明，发展目标的不同将会导致政府选择不同的循环

发展策略。当减排成为政府 重要的目标时，可以采

取包装物焚烧的措施；如果节能为政府第一目标时，

可以选择包装物循环再利用的方式 [13]。Magnier 和

Schoormans(2015)研究表明，消费者保护环境意识的

强弱将会极大地影响包装物的使用，他们建议政府加

强对循环发展理念的宣传[14]。Huysman 等(2017)研究

发现，初始包装物的质量越差，将失去循环再利用的

价值，其再利用的成本越高，只能焚烧处理[15]。Realini

和 Marcos(2014)研究表明，活性包装和智慧包装将会

延长食品包装物的使用期限，从而减少包装废弃物食

品的浪费[16]。Wikström 等(2014)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

点[17]。Papargyropoulou 等(2015)研究表明，废弃物管

理部门可以通过修建沼气池、废弃物发电、厌氧处理、

分解、循环再利用以及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等措施实现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8]。 

针对我国包装产业存在的问题，运用循环发展的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发展原则、“资源—产

品—再生资源”的发展模式，以及经济和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参考国外包装产业

发达国家以及国外学者的做法，结合我国当前包装产

业循环发展的实际需求[19—22]，实现我国包装产业循

环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推行简约包装理念。简约包装与过度包装是

相对立的，它遵循的是合理化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循

环发展的包装理念。简约包装折射出化简为繁的包装

设计理念，更加注重产品包装的功能性、实用性，以

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从理论层面来说，简

约包装摒弃和简化了过度包装的不合理因素，将以

小的成本发挥 大的功能。设计师 Jessica 制作的一

款可折叠、类似钱包的快餐店外卖盒，见图 1（图片

来自百度图库），能将食品一次性打包，携带方便，

同时允许平放或收起后夹在腿中间，可在多种场合下

方便使用。同时，这一外卖盒摒弃了传统的塑料包装，

采用了环保纸材，在满足包装保护功能的前提下，简

化了结构设计，节省了材料。 

2）采用减量化包装设计方法。减量化包装又称

省资源化技术，是指在保护产品安全，方便运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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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快餐店外卖盒 
Fig.1 Take-out boxes of fast food restaurants 

藏和销售功能的前提下，减少包装废弃物对环境的污

染。减量化包装设计方法能够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减

少垃圾的 终处置量及排放量，是降低垃圾对环境危

害的重要手段[23]。减量化包装设计在遵循使用绿色包

装材料这一原则的同时，对包装材料的 基本要求是

“轻、小、薄”。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

满足这一要求。如选取天然包装材料，我国资源丰富

的天然材料（木、藤、叶、草、竹、茎等）都可以经

过加工成为耐用的包装，植物的壳、秆以及动物的皮、

毛等也可以制成不同功能的包装物，这些包装物使用

后可以很容易地被降解和回收，对环境不会产生压

力，如粽叶是中国 传统的天然包装材料，并一直沿

用至今。包装材料轻量化设计既减少了包装废弃物的

数量，也减少了能源的消耗，同时还可以降低运输成

本，方便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从而减轻环境的负荷，

如研制出的“低定量、高强度”瓦楞纸板，90 g 左右的

瓦楞纸板达到了 140 g 左右的强度，其原纸定量每增

加 1 g/m2，两面箱板纸可降低 1 g/m2，工艺的改进使

得瓦楞纸板质量减少了 70%。包装材料薄壁化是指在

保证包装功能实现的同时，通过减少包装材料的厚度

来减少对包装材料的使用，如北京奥瑞金制罐有限公

司通过改进工艺，使得 1 亿个番茄罐节约马口铁薄板

412 吨，山东、广东等地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使得玻

璃瓶壁减少 1~1.5 mm，瓶重减轻 30%~40%[23]。产品

包装集装化，日常生活中，为满足消费者使用方便的

需求，许多企业推出了独立小包装的产品。由于独立

包装结构的复杂化和多层次化，使得包装成本大大提

高，同时增加了包装资源的浪费。包装集装化是指将

若干不同包装单位汇集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包装单

位。包装集装化能够提高物流效率，减少包装材料的

使用，节省包装费用，还可以促进产品包装标准化、

规格化和系列化的实现。如日用品推出的“家庭装”、

“组合装”系列，饮料的集合包装等。 

3）践行循环再利用包装理念，开发包装循环利

用技术，建立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加强包装废弃物

分类管理，健全包装废弃物回收网络，促进企业实现

包装废弃物资源化与综合利用，大力发展资源循环产

业，提高包装制品重复使用率。发展包装废弃物循环

利用技术，支持企业围绕包装废弃物的再次高效利用

开展技术攻关。重点开发、推广废塑料改性再造、废

（碎）玻璃回收再利用、纸铝塑等复合材料分离，以

及废纸（金属、塑料等）自动识别、分拣、脱墨等包

装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采用先进节能和低碳环保技

术改造传统产业。另外，基于循环发展理念的包装设

计需要在包装物的循环再利用方面做文章，从转换包

装物的用途上延长其使用寿命，从而减少对整体资源

的消耗。直接利用，从包装物的结构设计入手，通过

对包装物结构的再设计能够满足直接使用的需求。京

东商城采用的可直接利用的包装袋见图 2（图片来自

百度图库），消费者收到商品后，沿着“撕口”撕开，

取出商品，将包装袋提手部分的塑料片取出，包装袋

就能够作为手提袋继续使用，使包装袋得到直接利

用，发挥了包装袋的剩余价值。间接利用的包装设计

指通过引导的方式使消费者挖掘产品包装物中可以

被间接利用的功能，以达到延长包装物的生命周期的

目的。如将牛奶盒做成笔筒，将包装废弃的纸张、纸

盒、纸箱等作为缓冲材料使用等。 

 

图 2  可直接利用的包装袋 
Fig.2 Directly available packaging bags 

4）加强环保部门监督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包装产业循环发展应该是包装在全生命周期，即包装

设计、材料选取、工艺制作以及废弃物的处理方式等

都遵循循环发展的理念。也就是要求前期的设计方

案、中期包装物的材料选取和工艺制作过程，以及后

期的处理都要遵循循环发展理念。为此，国家和政府

应倡导企业在包装设计过程中要以循环发展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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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减少为实现包装设计的目标对环境的污染和

伤害，制定《包装设计指导规范》、《限制过度包装》

等法律法规。包装产业循环发展对包装物的质量和科

技含量要求较高，应鼓励企业围绕包装产业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对接《中国制造 2025》，调整产品结构，

鼓励企业选用天然、可降解和环保型材料，扶持企业

发展高端纸包装制品、轻量金属包装制品、轻量化、

功能化和智能化玻璃包装制品，加强对企业包装材

料、包装材料的制作工艺和制作过程的监督，制定《包

装材料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借鉴《汽车排放标准》

和欧美发达国家做法，开展包装循环发展评估和认证

制度，推行产品“入市”政策，对未达到循环发展包装

要求的产品采取禁止流通的政策。 

5  结语 

随着循环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循环发展成为

我国包装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包装产业循环

发展也是我国包装企业缩小与包装发达国家差距，走

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措施。我国学者对

包装产业循环发展理论的研究不足，包装企业对循环

发展意识的淡薄，使得我国包装产业循环发展任重而

道远，还需国家相关部门、包装行业各相关组织以及

科研机构等共同努力，共同推进包装产业的循环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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