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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现状及对策

颜泳红，林 萍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包装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是企业提升持续竞争力的要求，是包装相关行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要

求，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也是世界环保潮流的要求。然而，我国包装企业存在专业化水平低、包

装营销观念陈旧、包装产品定价不科学、销售模式落后、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包装企业要在坚持绿色观

念的基础上开展营销活动，遵循 4R1D原则，把握市场趋势，制定反映环境成本的价格，完善销售渠道，先
服务后生产，做好绿色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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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Measures of Packaging Enterprises in Implementing Gree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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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oice of packaging enterprise in adopting the strategy of green marketing is not only the require-
ments of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green trade barriers, but also the demands of develop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keeping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 problems of
low-level specialization, inaccurate concept of packaging marketing, unscientific product pricing, old-fashioned sales modes
and weak awareness of service still exist in our packaging enterprises. The marketing activities should be carried on the
basis of green conception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4R1D while grasping the market trend, setting the price with the
refl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st, improving the channel of sales, offering service before production and green publ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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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作为其经营思

想，以绿色文化为其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

费为中心和出发点，在市场调查、产品研制、产品

销售整个过程中都要以“绿色”理念为指导，使企

业的发展与消费者和社会利益相一致，充分考虑生

态平衡，实现经济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力求满足消

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营销策略[1]。20世纪以来，全球
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

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地阻

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这种严

峻的形势下，绿色营销被提上了议程。同时，在经

济活动中，包装企业在生产、流通、消费活动中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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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世界

贸易往来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包装企业同

时又是一个消耗资源、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行业。因

此，包装企业实施绿色营销，已成为中国包装企业

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1 包装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包装不再仅仅是“把物品包住

就可以了”，它不仅要具有保护商品的功能，还要逐

步改变过去的“厚、粗、笨” 的状况。要做到设计合
理，外表美丽，结构结实，尤其要减少资源消耗，能

够回收利用。包装企业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

上从资源到产品到废弃物到再生资源的绿色循环经

济之路。在此背景下，实施绿色营销是包装企业的

必然选择。

1 . 1 包装企业提升持续竞争力的要求

广阔的绿色市场蕴涵着无限商机，巨大的经济

利益推动市场竞争向着更环保的方向发展。就包装

产品而言，市场竞争不再单纯是产品价格、质量和

外观上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利于环保。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关注产品的环保信息，因此，包装企

业树立绿色营销战略能助其成功把握新时代消费者

的特点。同时，绿色营销丰富了包装企业的文化内

涵，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有效地将绿色产品与消

费者的绿色需求统一起来，提升了企业在消费者心

中的绿色形象。绿色营销亦促使企业注意局部与全

局的协调以及目前与长远的平衡，在保持短期竞争

力的同时，留足后劲，孕育持续竞争力以获得持续

竞争优势[2]。

1 . 2 包装相关行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要求

绿色贸易壁垒强调进口必须符合有关环保标准

和规定，出口商品不但要符合质量标准，而且从设

计、制造、包装到消费每个环节都要符合环境保护

的要求，不能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中

国企业由于对绿色壁垒研究不够深入，往往成为对

方绿色壁垒的限制对象，为此中国出口企业受到了

很大的限制，也遭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包装

是绿色壁垒的重要对象，所以包装企业成功实施绿

色营销有助于包装相关行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1 .3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

20世纪 90年代之后，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
会的重要趋势。资源的综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减

量化和无害化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和标志。包装

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正是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包装产

业发展模式，因此得到了发达国家政府的青睐。德

国、日本等国甚至以立法的形式来推动绿色包装和

循环经济的发展，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发展循环

经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资源利

用率低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4 世界环保潮流的要求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可持续发
展的观念被广泛接受，会议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

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 5个重要文件。此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
世界各国的共识。包装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正是实现

包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包装产业发展同环境保

护相协调的最佳途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

泛的支持和响应。

2 包装企业的营销现状

近年来，通过中国包装行业的共同努力，包装产

品的品种逐渐增加，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企业新产

品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和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在提升，行业发展势头越来越

好，中国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包装大

国。但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包装企业在市场

营销方面仍存在一系列问题。

2 . 1 包装企业规模小，专业化水平低

中国包装企业中 70%以上为中小型企业，其中
乡镇企业占多数。包装企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

心竞争力强、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包装企业集

团几乎没有。绝大多数包装企业仍然是小规模的加

工厂，这些企业忙于应付市场需求而争夺资源，企

业资金短缺，生产工艺和装备都比较落后，产品质

量往往得不到保证。因此，增加了包装制品的成本，

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中国包装企业专业化水

平低，生产集中度不高，企业工作效率难以提高，给

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市场份额带来了难度，企业不

得不进行恶性价格竞争，竞争的结果使整个行业陷

入困境。

2.2 包装营销观念陈旧

商品包装在现代商品的购买、销售、运输、储存

等环节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装已经成为企

业开展市场营销的重要手段，许多企业已经将包装

作为市场营销组合的第五个 P（packaging），这就是
通常所说的包装营销。而包装企业本身提供的产品

就是包装产品，包装产品的好坏是企业形象最直接

的体现。好的包装是包装企业最有效的营销手段。但

目前许多包装企业对包装这一最直接有效的营销手

颜泳红，等 包装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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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认识不清。首先，许多参与包装产品设计的包装

企业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在产品的外表上提升亮点，

希望用美观的造型、鲜艳的色彩、漂亮的图案等“第

一印象” 来吸引制造商，激发制造商的订购欲望，而
忽视包装的保护功能、传递真实信息的功能[3]。这就

导致许多如中秋月饼的“豪华包装”、保健品的“礼

品包装”、美容化妆品的“高档包装”等过度包装现

象的产生。其次，包装企业的产品设计没有把握住

市场的趋势。现在的许多消费者需要的已经不再是

一味奢华、艳丽的包装产品，他们需要更特别或者

更实在的包装。比如端午节的粽子，对于绝大多数

家庭而言，他们只是希望用最朴实的粽叶包出最朴

实的粽子，来表达最朴实的亲情友情。

2. 3 包装产品定价不科学

包装企业的产品定价通常为成本加成定价法，

即按照单位成本加上一定百分比的利润率作为销售

价格[4]。随着人们对环保事业越来越重视，相关体制

的不断完善，包装企业有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环保费

用，如为了预防和治理生产带来的噪音污染和水污

染所需要支付的费用等。而这些费用一方面没有直

接在日常成本计算中体现，不利于企业环保观念的

树立；另一方面，在企业销售额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这些费用的增加将马上导致企业利润的降低。所以，

这种以发生成本加成来定价的方法已不再适应包装

企业。

2.4 销售模式落后

我国的大部分包装企业销售模式采取的仍是区

域制，即把地区市场按地理位置划分成若干区域，每

个区域配备一名或几名销售人员，全权负责该区域

的老客户维护及新客户开发等相关销售业务。但由

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行业进入买方市场，每个相关

企业在采购包装产品时，都会面对若干个供应商；而

这些供应商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从价格服务上来

比较都相差无几。仅仅靠一名或几名销售人员进行

维护，已经不能满足买方的需求，这种销售模式已

经无法很好推动企业的发展，企业迫切需要建立新

的营销管理组织体系。

2.5 服务意识不强

与面向消费市场的企业对比，包装行业的企业

没有定型的可供消费的产品拿来销售。包装企业的

用户来自各行各业，产品多种多样，对包装有着各

种各样的需求。因此，包装供应商不可能用一种或

几种定型的产品为所有包装用户包装所有的产品。

这就注定一旦某家包装企业无法在某一批产品上满

足客户的需求，而平时又没有做好相关服务，相对

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来说，这家包装企业客户更易流

失。但目前仍有许多中小型企业注重攀比业务数量，

盲目追求市场份额和排名，业务单一；操作简单、机

械，创新型、深层次业务较少，和消费者之间的关

系是“一锤子”买卖，没有建立长期固定的合作关

系；只想获得暴利，缺乏服务理念。

3 包装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对策

包装企业要实施绿色营销，首先应该明确企业

承担环保义务既可以实现更高的盈利，也是其作为

社会成员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包装企业要在坚

持绿色观念的基础上开展营销活动，将绿色营销落

实到位。

3.1 遵循 4R1D原则，把握市场趋势
4R1D即 reduce（减量化）、reuse（可重复使用）、

recycle（可循环利用）、recover（获得新的价值）、

degradable（可降解腐化）[5]。4R1D原则是设计绿色
包装产品的基础，也是杜绝不合理包装的重中之

重。绿色包装产品能够对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有所

贡献，还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因此，生产绿色

包装产品既适应“环保回归”热潮，又能为企业带

来长期利益。包装企业实施绿色营销首先应遵守

4R1D原则。同时，包装企业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
市场，要想形成核心竞争力，必须把握市场的需求

趋势。目前，国际市场上畅销的包装类型有特色包

装（如小巧玲珑的包装、复古型包装、方便食品包

装）、多功能包装和个性化商品包装[5]。包装企业应

抓住这一趋势，顺应世界潮流。

3 .2 制定反映环境成本的价格

包装企业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来制订反映

环境成本的价格，首先要摆脱投资环保是白花钱的

思想，树立“污染者付费”“环境有偿使用”的新观

念，把企业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计入成本，从

而使环境成本构成价格的一部分。其次，消费者已

普遍认同绿色产品，包装企业可利用消费者求新、求

异、崇尚自然的心理，采用消费者心中的“认知价

值”来定价。目前，可以说绿色环保观念已深入人

心，绿色产品的认知价值得到了提高，许多消费者

愿意为绿色产品支付更高的费用，这为包装企业提

高效益创造了条件。

3.3 完善销售渠道

销售渠道的畅通是包装企业成功实施绿色营销

的关键。包装企业生产的产品一般直接供应给客户，

不需要经过中间环节，所以包装企业应当在完善销

售渠道方面应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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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保证合理储运

包装企业应当保证产品的合理储运，以避免污

染，减少损耗和降低费用。首先保证适当的储藏环

境。如纸箱包装行业厂存放纸箱的仓库应保持干燥

和通风以保证货物的质量；送货车在雨天应做好防

潮措施，防止打湿货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其次

配送也要合理。如送到某客户的货物无法使货车满

载时，应尽量配送同一路线其他客户的货物，以降

低运输成本；选择可到达目的地的最短路线，既减

少能耗，又可缩短到达时间，提高客户满意度。包

装企业应当力求通过注重细节，来得到大的收益。

3.3.2 开展电子商务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包装企业可以考虑采取

电子商务的形式开展营销活动。这样既迎合了部分

与时俱进的客户的需要，也可以通过网络这个平台

树立良好的绿色企业形象。企业首先应做好网页设

计，在企业的网页上通过绿色标志、企业特色产品

等向访问者展示企业形象。企业还可以通过网络直

接发布商品销售信息，能够使客户直接在企业的网

页上查询自己需要的产品信息，并通过网络签订订

单，支付货款。包装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既可以节约

企业因下单所需的电话、传真、办公用纸费用，降

低交易成本，又可以扩大广告宣传和商品销售。

3.3.3 完善包装废弃物回收渠道

包装企业完善废弃物回收渠道，首先应做好产

品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回收。比如，纸箱包装企业

应考虑不合格的纸板、纸箱等是否可以再利用。其

次，应做好包装物被废弃后的回收工作。比如，玻

璃包装企业可通过回收一个玻璃瓶则向消费者支付

一定金额或赠送一定物品的方式鼓励消费者自动收

好包装瓶。再次，包装企业在回收废弃物后，应再

利用或做其他处理，以免因粗制滥造、利用率低下、

能耗严重等造成二次污染。

3.4 先服务后生产

先服务后生产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先生产后服

务的经营理念，它包括了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是

一种更为全面的服务方式。先服务后生产要求包装

企业围绕客户实行“你设想，我设计，再生产”“你

设计，我生产”，这样就能实现包装企业瞬时转产，

及时满足消费者的特殊需求，真正做到产品的特殊

设计由用户说了算。企业服务在先，生产的产品就

能物有所值和物超所值。这种服务方式能够赢得更

大的市场空间，包装企业也能够在参与产品设计的

过程中遵循 4R1D原则，既能达到客户设想效果，又
可合理利用包装材料，真正做到节约资源、减少污

染，达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

3.5 做好绿色公关

包装企业的绿色公关要体现企业的绿色形象。

具体做法有：一是企业与有关环保部门保持和谐关

系，寻求其支持，并积极参加各种与环保有关的事

务，以扩大企业的绿色影响，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

绿色形象；二是企业正确对待各种传媒，可利用媒

体宣传企业在绿色领域的所作所为，强化企业绿色

法规行动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

4 结语

随着国际环境管理标准的颁布以及我国环境保

护法及生产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包装

企业将以更强大的人才和科技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以更优化的设备组合改变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

以更集中的资金去投入发展，开拓中国的绿色包装

工程。相信未来中国的包装企业一定会以清洁生产、

绿色生产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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