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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生态包装的重要标尺

刘文良，金正萍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发展生态包装，是我国包装工业的必然选择，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量”度、“质”

度和“法”度是生态包装的重要标尺。拒绝过量化媚俗包装，辩证看待绿色材质，熟悉与遵循“绿色”法规，

是正确看待和发展生态包装应该把握的 3 个基本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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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the Important Ruler of Eco-Packaging

Liu Wenliang，Jin Zhengping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 Ar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Developing the eco-packaging is the necessary choice for China’s packing industry, and also a necessary
demand for constructing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Amount scale, material scale and laws scale are the important ruler of
eco-packaging. Declining inordinate kitsch packaging, regarding the green materials in dialectical views, being familiar with and
following the green rules, are the three basic dimensionalities that should be grasped in order to regard and develop eco-
packaging in the righ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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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建

设过程中，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瓶颈”，而不适当的商品包装则大大加剧了

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压力，已经成为经济建设和环

境保护的一大公害。据统计，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

的年产量超过 1.5亿 t，并以每年 8 % ~ 10 %的速度增
长，而其中 60 %的生活垃圾都是包装物，这既是对资
源的高度浪费，也是对环境的超强破坏。因此，改变

包装行业的现状，发展生态包装，是我国包装工业的

必然选择，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生态包装（ecological packaging），也称绿色包装
（gr een  packag in g）、无公害包装（nu isance fr ee
packaging）和环境之友包装（environmental friendly
packaging）。一般说来指的是在设计、生产、使用、流
通及废弃物回收与处理的全过程中，能够合理利用资

源与能源，保障人身健康与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符

合可持续发展的包装。专家指出，商品的包装，在达

到保护商品和美化商品目的的基础上，包装的体积和

重量要尽可能地小和轻，包装物如瓶子能重复使用若

干次，不能重复使用的包装物要能够再生利用，而包



包 装 学 报58 2010年

装物失去效应后，要能够降解而不是成为有害垃圾。

符合这几个原则的包装，一般可认同为生态包装。正

确看待和发展生态包装，笔者以为，关键是要把握好

如下几个“度”。

1 “量”度：拒绝过量化媚俗包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品包装水平提高是一种

必然的趋势，同时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标

志。近年来，我国包装业发展迅速。统计数据表明：

我国的包装业已从 20世纪 80年代初产值不足 100亿元
发展到 2005年的 4 100亿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
为世界第三包装大国”[1]。然而，我国在获得这项“殊

荣”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源极度浪费、

垃圾极度膨胀。在当前“生态”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势

下，很多生产厂商也都迅速作出策略调整，纷纷开始

以“绿色”面目应对新形势。选择环保材质，制作生

态包装，粘贴绿色标志，力图以全新的“生态”形象

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然而，甚为遗憾的是，对于某些

商家来说，此举仅仅只是为了卖弄“生态”噱头，作

为其诱惑人的“资本”以获取更加丰厚的利益的一种

手段。

倡导生态包装，原本是为了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为人们创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而上述“噱

头”式“生态”包装仅仅只是在选择包装材质上打上

“绿色”的旗号，比如弃用塑质包装，选用纸质包装或

木质包装。乍一看来，这些包装确实是向“绿色”看

齐，只不过，这种表面上的“绿”往往又被商家极度

奢华浪费的“过度包装”所冲刷殆尽。近年来，消费

大众的媚俗心理日益浓重，“面子”早已变成比“里子”

重要得多的东西。于是，“形式大于内容”、喧宾夺主

的过度包装现象愈演愈烈。月饼包装用金盒还搭配名

表，大米包装用景德镇陶瓷等等致使商品的包装价值

远远超出商品本身价值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长江

日报》曾报道，在武汉“图书大世界”市场上，1套 4
册的《四书五经》，其函套式包装的封面足有 8开大，
而且结构也挺复杂：纸质包装有 2层盖子，里面还有
1个用瓦楞纸隔出上下 2层的长方形盒子，上层是 1套

4册线装书，下层是 1块 1 cm厚的垫高板，装在这个
硕大盒子里的书却只有包装封面的一半大。1 套这样
的书连包装一起共重 2.7 kg，其中包装的重量就达到
1.4 kg，比书还重 0.1 kg[2]。如此包装，即使包装所使用

的材料是环保材料，又岂能称得上是生态包装？

一般来说，包装的基本功能主要在于这样 2 个方
面，一是保护商品在运输、仓储、销售过程中不破损、

不变质，二是美化商品，更好地展现商品的魅力和价

值。重视商品包装本身并没有错，但是，那种走极端

的媚俗化过度包装，则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消费者不得不为这完全不必要的过度包装部分埋

单），而且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最终还将造成环境

的污染和破坏。上述豪华包装的《四书五经》，根据包

装重量、用木材生产木浆的得率、木材密度等，有专

家计算出 1套书的包装至少消耗了 0.7 kg即 0.000 8 m3

木材。此套书印量为 8 000套，需要消耗 6.4 m3木材，

大致相当于 20棵直径 20 cm、高 10 m的大树。而 1棵
这样大的树需要 10 ~ 20 a才能长成！另外，过度包装
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不可小觑的。据调查显示，我

国目前城市固体废弃物约 1/3来自于包装废弃物，而
各种包装垃圾中，70 %以上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在
我国，包装废弃物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城市

生态环境的一个巨大毒瘤。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

将不得不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苟延残喘——这绝非危

言耸听！

以“媚俗”为主要特征的过度包装已经成为当今

生态包装的大敌，此瘤不除，生态包装难成现实。温

家宝总理 2005年 6月 30日在全国“做好建设节约型社
会近期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大

力节约原材料。加强重点行业原材料消耗管理，提高

原材料利用率。推行木材节约代用，节约包装材料，解

决社会反映强烈的食品和用品过度包装问题”[3]。包装

生态化，正是落实温总理讲话精神的必由之路。在大

力兴办生态包装产业的同时，人们一定要特别谨防那

些以“生态”为名行奢华之实以获取最大化利益的绿

色骗局。

2 “质”度：辩证看待“绿色”材质

生态包装，对于包装材质的要求当然是越“绿”越

好，可再生、易降解的材料一般认为是最佳包装材料。

然而，包装材料的“质”亦应有个“度”，只顾包装方

便不考虑材“质”显然不妥，但若过分倚重包装材

“质”，同样可能达不到“生态化”的效果和目的。

关于生态包装的理解，目前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

一种误区，那就是专注于包装材料的质地，而对于包

装材料的生产和回收状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则很少顾

及。于是，不少人简单地将可降解材料制成的包装产

品视为生态包装，却忽视了这些包装产品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忽视了包装产品对人体

健康产生的影响以及包装材料的再利用等问题。如此

一来，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生态包装“绿色观念”狭

隘化的误区。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废弃物是不是容易处理往往

是衡量包装是否生态化的最重要的标尺。塑料包装因

为不易降解，焚烧会产生有害气体，也就是非生态包

装，而纸品包装容易降解，即使焚烧也很少会有有害

物质生成，因此是生态包装。显然，这种对生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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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仅仅是一种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消费大众的浅

层次的“常识”性理解，而并非考虑前因后果的科学

性理解。事实上，一种包装是否真正具备“绿色”品

质，需要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考察其对环境所产生

的影响。对于不同材料的环保性能进行比较，应该从

材料加工的能源消耗、材料的持续使用性、资源的再

生性、加工及使用过程中的污染程度以及加工成本等

多方面综合考虑，才能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

事实上，不管是哪种材料，在加工过程中，都会

消耗一定的能量，也会产生一定的废弃物。在纸、塑

料、金属、玻璃这 4大类包装材料的生产过程中，造
纸过程产生的污染比较严重，是环保性最差的，尤其

是一些中小企业采用传统工艺造纸其环保性就更差。

相对而言，塑料树脂的合成过程中所产生的“三废”比

较少，而且一般是在设备比较先进的、治污能力相对

较高的现代化企业进行生产。再者，造纸所消耗的主

要是林木，大量砍伐林木对环境的破坏可能是毁灭性

的，更何况，纸品包装如果回收处理不当同样也会对

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森林资源是有限的，造纸产生的

污染问题短时间内也难以解决，如果全面实行以纸代

塑生产包装产品，既不现实，也不环保。而塑料包装

如果实现了减量、复用、回收再生等目标照样可能成

为生态包装产品。制作塑料的聚烯烃原料是石油加工

的副产品，在塑料发明之前，它们只能直接排放或用

做燃料。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塑料的生产，本

身就是一种变废为宝。另外，塑料具有其他包装材料

无法替代的优点，全面禁止塑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包

装污染。实际上，面对与日俱增的环境压力，塑料包

装材料一直备受争议，但从近年来发表的数据来看，

在包装工业中，塑料包装仍然成为需求增长最快的材

料之一。特别是随着国际环境标准 ISO14000的实施，
近年来，新型可降解塑料如“光降解塑料”、“生物降

解塑料”、“光 / 生物降解塑料”、“水降解塑料”等更
是以其新型环保性能备受人们关注，成为包装材料中

的新宠。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人看来，许多天

然材料如草、叶、秆等来源充足，而且极其容易分解，

往往被认为是很好的环保性包装材料。然而，不可忽

视的是，此类天然材料植物纤维丰富，很容易携带或

隐藏病虫、细菌等，如果直接用作商品包装，则很可

能会通过贸易活动导致病虫、细菌的传播蔓延，从而

给自然资源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很多国家都明令

禁止此类包装材料入境，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菲律宾等国都禁止进口用稻草作包装材料的商

品，埃及则禁止用原棉或易生虫的其它植物作为商品

包装衬垫物的商品入境。

由是观之，人们在倡导生态包装时，不能将绿色

观念狭隘化，而要实事求是，综合判断，权衡利弊，既

重包装的材质，也不忽视包装材料的生产过程和使用

完后的“善后”工作。真正的生态包装，应该是渗透

了先进的科技理念的包装。“绿色包装是包装观念上

的变革，但真正为绿色包装提供可能，并推动绿色包

装发展的，是包装技术上的进步。绿色包装必须大力

依靠科技发展的成果，以先进的技术为指导，先进的

标准为准绳，并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材料技术和制

造技术为手段。缺乏技术支撑的绿色包装只能停留在

空洞的概念阶段。”[4 ]辩证看待“绿色”材质，全面衡

量整个包装过程的环保性能，是理解和发展生态包装

的重要维度。

3 “法”度：熟悉与遵循“绿色”法规

厂家、商家、消费者的节能意识、环保意识、健

康意识等，是生态包装稳步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仅

仅靠这些又是难以完全奏效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

这样自觉的绿色意识和环保行为。生态包装的推行，

还必须以“法”度为保障，靠相关的包装法律法规为

绿色包装保驾护航。

这些年来，我国绿色包装的发展比较快，这主要

基于 2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政府为改善生态环境、
维护大众健康，主动制定了相关的绿色包装法规，商

家和消费者逐渐培养了自愿自觉的绿色包装意识；二

是日益严格的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催生的结果。两

相比较，后者的推力更大。

所谓绿色壁垒（green barriers），是指进口国政府
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

为由，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和条例，建立严

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制定繁琐的检验、申批程序等方

式对进口产品设置贸易障碍。绿色壁垒的产生是环境

保护的国际需求以及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产物。绿色

关税制度、绿色市场准入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绿

色环境标志制度、绿色反补贴制度、绿色反倾销制度、

繁琐的进口检验程序和检验制度等都是绿色壁垒的表

现形式。如今，绿色包装也逐渐发展成为绿色壁垒的

一种重要形式。1998年 9月，美国农业部长签署一项
法令，以在中国进口的产品的木质包装中发现光肩星

天牛为由头，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和木质铺

垫材料必须经过热处理、熏蒸处理或防腐剂处理后才

可以用作出口美国商品的包装，否则不准进入美国市

场。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欧盟等也纷纷

对我国使用木质包装的出口商品采取限制措施。近些

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绿色包装壁垒的尴尬更是时

有耳闻。据国家质检总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 2007
年出口贸易因技术性壁垒造成的直接损失 494.59亿美
元，而这其中相当部分就是因为不符合进口国绿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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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包装要求而造成的。

面对如此包装壁垒，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自觉采

用绿色包装来应对就得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一方面存在我国的绿色包装标准是不是与国际标准接

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同进口国制定的绿色包

装标准差异明显的问题，再者还存在各国文化差异对

某些包装的拒斥性问题。这就要求在包装设计之前，

设计者必须调查国际市场对环保包装的具体要求，例

如进口国有关环保包装的法规、消费者环保消费观念

的程度、绿色组织活动、环保包装发展趋势等，以便

在包装设计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打破绿色包装壁

垒，首要的是要把握“法”度，要在熟知公认国际标

准的同时了解各进口国对绿色包装的“个性化标准”

要求，然后才能积极应对。比如在包装材料方面，美

国禁止进口采用未经熏蒸处理的木材作为包装材料的

商品，德国禁止进口用不能回收再生的木板箱作为包

装的商品。对于包装要求，德国政府还规定：进口货

物纸箱的连接要求采用粘合工艺；纸箱上的名称印刷

必须用水溶性颜料，不能用油溶性油墨；纸箱的表面

不能上蜡、上油、也不能涂塑料、沥青等防潮材料。而

日本相关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更是名目繁多，而且，其

中只有极少数是与国际标准一致的。《食品卫生法》、

《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药品法》、《蚕丝法》、《化妆

品法》、《回收条例》、《能源保护和促进回收法》等一

系列的法律法规，对产品的标准、商标、包装、标签

等作了许多的认证要求，对进口商品设有诸多的限

制。如果包装、标识中有任何一个缺失，产品就会被

拒于日本国门之外。另外，欧共体也一直通过产品包

装、标签的立法来设置外国产品的进口障碍，特别是

对于易燃、易爆、有毒品、腐蚀品的包装和标签，都

有着一系列特殊的标志要求。如果商品出口国不能主

动了解国际贸易对包装的相关要求，只是按照自己

“理所当然”“理应如此”的想法闭门造车，是肯定无

法冲破绿色包装壁垒这道“合法”屏障的。

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主动了解贸易对象国在绿色

包装壁垒方面的信息，可以充分利用 WTO 各成员方
在世贸组织协议下提供有关技术、标准、法规的国家

通报咨询点及时获得信息，也可以借助国内行业协

会、商务部门的信息机构获得一些贸易对象国与绿色

包装有关的法律法规、典型案例、环境标准等信息。在

面对不同国家的市场时，有针对性地设计自己的绿色

包装，以求在最大化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满足进

口国对包装环保性能的要求。

4 结语

“量”度、“质”度和“法”度是生态包装的重要

标尺，是发展生态包装应该把握的 3个基本维度。正
确理解和看待“绿色”包装，加强绿色意识，彰显环

保性能，自觉遵循生态包装的基本规范，既是利国利

民、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包装工

业顺利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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