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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标准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长株潭地区包装企业为例

刘 莉，薛 凡

（湖南工业大学 财经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包装标准化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我
国包装标准化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调查问

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了影响包装标准化的因素，它们包括材料选择、经济效益、

回收方式、功能要求和技术要素等；同时得到实施包装标准化的主要困难因素，包括政府因素、行业因素

和企业内部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包装标准化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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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ackaging Standardization：

Taking Packaging Firms in Chang-Zhu-Ta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Liu Li， Xue F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Nowadays, packaging standardization has been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ociety, and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upgra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packaging standardization in China, but there is still some catch-up to do when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based survey, by mean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actors affecting packaging standardization are obtained which include material selection, economic benefits, recovery
method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technical elements. Meanwhile, the major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ck-
aging standardization are also located which include administrative factors, industry factors and enterprises’ inner factors.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specific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packaging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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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包装标准化工作取得了较

大的成绩。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覆盖第一、二、三

产业，基本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体系，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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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起着重要的推进作

用。但我国包装标准化还只是依附于产品标准中，且

社会各界的包装标准化意识还不够强，对包装标准

化工作的认识还有待加强。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

拟以长株潭地区包装企业为例，分析包装标准化的

影响因素及其在实施中存在的主要困难，以期为政

府推动和企业实施包装标准化提供一定依据。

1 国内外包装标准化发展概述

包装标准化主要是针对包装的功能、材料、技

术，包装产品的处理方式，包装的尺寸系列，包装

名词术语，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等一系列指标进行

统一规定。包装标准化不仅有利于包装制品企业提

高生产效率[1]，合理选用包装材料，减少包装材料损

耗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产品包装成本，减少

包装、运输、贮存费用[2]，而且还会直接影响人们的

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因此，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包装标准化建设。

在发达国家，政府对包装标准化建设十分重视。

他们在大力推进包装工业发展的同时，为适应社会

可持续发展要求，就包装标准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主要表现在通过设立环境和包装法规来规范包装标

准化行为。如德国率先制定了循环经济法，成为欧

洲第一个对包装废弃物进行立法的国家，也是最早

推崇包装材料回收的国家。在亚洲，日本和韩国是

推进包装标准化的代表。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就广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以发展循环经济，建

立循环型社会为目标[ 3 ]。韩国主要是在限制过度包

装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政府主要采取三大措施规

范厂商：一是检查包装，二是奖励标示，三是对违

反包装标准者进行罚款处理。

我国包装工业由小到大，发展速度快，只用了 20
年时间经历了发达国家需 40年的发展历程，现已成为
世界第二包装大国。随着包装产业的发展，包装质量

不高、自然资源消耗严重、经济效益低下、生态环境

破坏严重等一系列不和谐的社会经济现象也随之凸

显。过度包装、虚假包装、包装使用的安全性问题以

及包装生产过程和包装消费过程中的包装废弃物造成

的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十分突

出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技术、管理落后等原因之

外，还在于包装标准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落后，甚至

是缺失。

目前，我国针对包装标准化的研究主要在 2个方
面：一方面是针对我国包装企业标准建设的问题，如

王光辉[4]认为我国包装企业大都规模较小，增长质量

不高，技术结构不合理，技术开发能力薄弱，包装废

弃物处理不当，以致包装工业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

护产生严重冲突；施用海[ 5 ]对包装材料的技术和标

准、包装容器的技术和标准、包装废弃物的技术和标

准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绿色包装材料加工处理

的相关技术和标准。另一方面是针对包装标准化与环

境和经济之间关系的问题。如戴宏民[ 6 ]分析包装的

“碳足迹”以及碳排放可能对包装形成新的绿色贸易

壁垒，提出了绿色包装碳减排的主要途径及具体措

施，同时分析了引进碳排放权交易对包装减排的重要

性，呼吁我国要尽快制定绿色包装的相关技术标准。

我国包装标准化的实施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

距，国内针对包装的研究大多是从某一侧面反映包装

产业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国内包装标准化发展现状

的文献不多。因此，本文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结合企业访谈与专家走

访，收集了大量信息，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探索性因子

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说明了包装标准化实施的现

状，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包装企业在标准化方面存在的

问题，希望对包装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2 问卷调查

2.1 调查问卷的设计

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中，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结合企业访谈结果和专家意见，初步确定了调查问

卷的提纲。为确保调查工作的效度和信度，采用国内

外文献已开发的调查问卷，与相关专家进行多次探

讨之后，形成调查问卷的初稿，并在小范围内进行预

测试。分析预测试结果表明，所收集的数据总体上适

合做统计分析。最后对预测试问卷进行再次修改，得

到了本研究所用的正式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共分为 2个部分：1）我国包装标准化
现状，包括包装标准化实施要素和包装标准化实施

的主要困难。采用 Likert五点量表的形式，其中“1”
代表非常不重要，“2”代表不重要，“3”代表一般，
“4”代表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要求测试者在1~5
的数字中选中一个数字表示自己对该问题的认同程

度。2）测试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
所在企业性质、类型、从业人员等。

2.2 问卷的发放

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是长株潭地区各类大、中、

小型包装制造企业。事先通过邮件征得企业同意，然

后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和协调下，对企业进行抽样调

查，共向企业发放问卷 100份，发放问卷以纸质问卷
为主，同时也提供电子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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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共收回问卷 73份，剔除无效问卷 14份，共
回收有效问卷 5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59%。从样
本所反映的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 21份（占问卷
总数的35.6%），民营企业30份（占问卷总数的50.8%），
中外合资企业 8份（占问卷总数的 13.6%）。这比较符
合目前我国包装企业的分布情况。从填答者的职位

来看，高层管理者 20人（占问卷总数的 33.9%），中
层管理者 28人（占问卷总数的 47.5%），基层管理者

11人（占问卷总数的 18.6%）。填答者中 80%以上是
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基本可以保证信息的有效性。

3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多次检查并录入，

尽可能减少技术性误差。问卷数据的汇总和统计通

过 SPSS17.0来完成，对包装标准化的要素及实施困
难，根据填表人认同的重要程度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及描述性统计。对选项的平均值采用加权平均值

进行统计。

3 . 1 包装标准化影响因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因为在包装标准化要素量表中，删除题项 F03，

F15，F18后Cronbach’s系数增加了，所以删除这些
题项，保留其他 22个题项对包装标准化要素进行因
子分析适当性考查。包装标准化要素取样适当性的

KMO（Kaiser-Meyer-Olkin）样本测量值在 0.726；

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结果表明，2统计量的显著性概

率为 0.000，小于0.010，因此拒绝Bartlett球形检验的
零假设（H0：相关矩阵是一个单位矩阵）。上述结果
表明，所选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包装标准化要素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le 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packaging standardization

分析时，对其中的衡量题项进行了重新排序，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共提取 5个
因子。其中，因子一主要涉及包装标准化对材料选择

的要求，因此命名为材料选择；因子二主要涉及实施

F 0 6 选择保证质量和供应稳定的材料

F 0 7 选择废弃物少的环保材料

F0 8 减少选材的种类

F 0 9 选择可自然降解的包装材料

F 1 0 包装材料的各技术指标符合标准

F 1 6 保证包装质量下降低生产成本

F 1 7 提高包装产品的生命周期降低成本

F 1 9 反对重复、繁琐包装，避免资源浪费

F 2 0 包装产品机械化和批量生产

F 2 1 投入产出最优化，提升市场竞争力

F 1 1 包装产品能被消费者再利用

F 1 2 燃烧包装废弃物获取新能源

F 1 3 包装产品由生产企业回收复用

F 1 4 实现包装的大型化和集装化

F 0 1 仓储、运输等过程中能保护商品

F 0 2 方便物资的储存、装卸和运输

F 0 4 能够保护环境和资源再生

F 0 5 方便识别和计数，利于信息传达

F 2 2 统一产品包装检验技术标准，尽量与国际标准接轨，以应对贸易壁垒

F 2 3 产品包装质量有规定的技术标准

F 2 4 对选择包装材料有严格技术指标

F 2 5 按照规定技术要求进行包装设计

特征值

累积方差贡献率 / %
因子命名

因子一 因子二 因子三 因子四 因子五

因子负荷量
研  究  变  量  衡  量  题  项

0.819
0.766
0.753
0.712
0.706

3.204
14.565
材料选择

0.735
0.630
0.721
0.772
0.746

2.856
27.544
经济效益

0.795
0.754
0.802
0.799

02.198
39.808
回收方式

0.679
0.730
0.763
0.775

02.079
51.531
功能要求

00.758
00.760
00.621
00.768

1.659
61.799
技术要素

包装标准化在经济上的优势，因此命名为经济效益；

因子三主要涉及包装标准化关于包装产品的回收处理

方式，因此命名为回收方式；因子四主要涉及实施包

装标准化的作用，因此命名为功能要求；因子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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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包装标准化的一系列技术指标，因此命名为技术

要素。测量相应因子题项的负荷量都在 0.5以上，且

Cronbach’sα系数为0.785，表示收敛度很好，而因子
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61.799%，说明本研究对包装标
准化要素的测量是有效的。各保留题项因子的负荷

量、因子特征值、累计方差贡献率和因子命名见表 1。
3 . 2 包装标准化实施主要困难探索性因子分析

包装标准化实施困难的量表中，删除题项D9后

Cronbach’sα系数增加，所以删除这个题项，保留
其余 13个衡量题项，以便对包装标准化实施困难的
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当性考查。包装标准化实施过

程中的主要困难取样适当性的 K M O 值为 0 . 71 7；

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结果表明，统计量的显著性概
率为 0.000，小于 0.01，因此拒绝Bartlett球形检验的
零假设（H0：相关矩阵是一个单位矩阵）。上述结果
表明，所选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如表 2所示。

对衡量题项进行重新排序，采用主成分析法和

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共提取了 3个因子。因子一主
要涉及政府在包装标准化实施过程中的引导、激励、

规范等不足，因此命名为政府因素。因子二主要涉

及包装标准化在整个行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

命名为行业因素。因子三主要涉及包装标准化在企

业内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命名为企业内

部因素。测量相应因子题项的负荷量都在 0.5以上，

且Cronbach’sα系数为 0.719，表明收敛度很好。而
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57.471%，说明本研究对
包装标准化要素的测量是有效的。各保留题项因子

的负荷量、因子特征值、累计方差贡献率和因子命

名见表 2。

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

础上，进一步对所得因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

便更直观地了解各因子的整体情况。均值采用加权

平均值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包装标准化过程中技术要

素、功能要素和材料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

国际贸易日益发展的今天，需要选择标准的绿色材

料以应对发达国家所设立的绿色贸易壁垒。同时，也

需要国家和企业设立一系列技术和检验标准，力求

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同时达到质的飞跃。在包装标

准化实施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制约，

其中企业内部因素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

人员标准化意识淡薄，企业对标准化的认识模糊，实

施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通过对收集的问卷进行分析，填答者普遍认
为我国的包装标准化主要包含了技术要素、功能要

求、材料选择、回收方式、经济效益 5个方面。其中
技术要素（加权平均值 4.38）是包装标准化要素中最
显著的，其次是材料选择（加权平均值 4.26）和功能
要求（加权平均值 4.23）。

2）我国包装标准化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困难包括
企业内部因素、行业因素、政府因素。其中企业内

部因素（加权平均值 4.37）、行业因素（加权平均值

4.25）最为突出。

表 2 包装标准化实施困难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difficulties in
packaging standardization implementation

维    度 均值 标准值

技术要素

功能要求

材料选择

经济效益

回收方式

企业内部因素

行业因素

政府因素

包装标准化要素

包装标准化实施

主要困难

4.38
4.23
4.26
3.84
3.45
4.37
4.25
3.84

0.74
0.79
0.77
0.78
0.93
0.71
0.73
0.75

表 3 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3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s

刘 莉，等   包装标准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长株潭地区包装企业为例

D10包装标准化立法严重滞后

D11包装标准的研究和制定速度缓慢

D12包装技术标准建设不够健全

D13缺乏相应包装标准化实施激励政策

D14政府对包装标准化宣传力度不够

D1 企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且污染高

D2 包装行业内部包装标准化概念模糊

D3 对包装标准化的意识发展不平衡

D4 消费需求不足，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D5 企业高层领导及员工标准化意识不足

D6 企业高管不愿投资新产品和新技术

D7 大多企业未设立包装标准化监督

     及检验部门

D8 包装标准化建设资金及人才投入不足

特征值

累积方差贡献率 / %

因子命名

因子负荷量

因子一 因子二 因子三
研究变量衡量题项

0.776
0.659
0.729
0.741
0.768

2.811
21.622
政府

因素

0.729
0.732
0.790
0.773

2.426
40.280
行业

因素

0.768
0.794

0.662

0.725

2.235
57.471
企业内

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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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加快，包装技术标

准已成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同时为应对发

达国家对我国设立的“绿色贸易壁垒”，正确选择包

装材料也显得尤为重要。这一调查充分映证了我国

社会的发展趋势，即越来越强调可持续发展，并在

此基础上追求质量、成本的满意度，从而增强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从目前我国包装企业的发展情况来

看，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包装标准化发展的进

程，其中包装标准化的意识不强是导致我国包装标

准化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

5.2 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在包装标准化工作中的支持作
用。政府在包装标准化工作中具有领导、参与、协

调、规范、管理、宣传等职能。在保护生态环境、完

善包装技术标准建设等方面，应当出台扶持措施和

激励政策，并加快包装标准化的法制建设，使之有

法可依。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第一，政府应解决

包装行业中清洁生产问题，使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得

到有效保护，确保我国的包装标准化有更好的发展

环境。第二，政府应健全包装技术标准，技术标准

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技术要求是标

准的核心内容，是生产和检验产品质量的重要依据。

只有完善的技术标准，才能生产出符合质量标准的

产品。第三，政府应加大对包装标准化的宣传力度，

增强企业高层领导及员工，甚至是全社会的标准化

意识。标准是包装工业的技术支撑和知识资本，包

装标准是实现产品包装科学、合理的技术保证，是

科学技术不断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基础，包装标准

化程度是包装工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2）包装行业协会不断完善包装标准体系。随着
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针对包装标准化的竞争日益

凸显，包装标准化的较量实际上成为了国家综合实

力和科技水平的较量。因此，包装行业协会应该努

力促使我国的包装标准化与国际接轨，提高我国在

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地位，击破贸易壁垒对我国包

装产业发展所形成的阻碍，使我国包装标准化真正

做到科学、合理、先进，有可操作性，算最终推动

我国包装行业的发展。

3）强化企业在包装标准化中的主体地位。根据
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企业内部存在种种问题严重

阻碍了包装标准化的发展进程。企业内部各员工及

高层领导的标准化意识不足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

难题。企业是标准化工作的载体，也是加快包装标

准化建设的动力，因此应当组织企业参与国家标准

和包装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采取先进科学

的标准，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和档

次，保证企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鼓

励包装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的标准组织生

产，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

量产品，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

此外，鉴于目前我国的包装企业主要还是以中

小型企业为主，对包装标准化建设的资金和人才的

投入明显不足，政府应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融资

渠道、包装标准体系建设、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更

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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