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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包装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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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现代包装进行社会评价可促进现代包装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能提高
决策者的战略选择能力，并增强公众的满意度和责任感，因而构建了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指

标体系建立在遵循科学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层次性原则和动态性原

则的基础上，并确立了环境指标、资源指标、经济指标、功能指标及安全指标等 5个一级指标，各一级指标
下面还确立了相应的二级指标。

关键词：现代包装；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TB48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100(2013)04-0043-04

Study of Soci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odern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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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al evaluation of modern packaging could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e conducive to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f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It could also improve the strategic choice ability of decision-makers
and enhance the public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soci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odern packaging. Based on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principles, combined wi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hierarchy and dynamic principl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ists of five first-grade indexes of environmen-
tal index, resource index, economic index, functional rating and safety index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second-grad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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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材料科学、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现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包装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但是，专家学者对现代包装社会评价的研究却比较

少。面对资源紧缺、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系统退化

的严峻趋势，为了保证现代包装适应时代发展的同

时，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并提高包装的综合效益，

实现现代包装的可持续发展，引入社会评价显得尤

为迫切[1]。

1 现代包装社会评价的现实意义

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是一种基于一定的理论，

采用一定的评价方法，构建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指

标体系，分析专家学者、决策者和公众对各个指标

的综合评价，判断其能否满足社会评价主体需求的

行为[ 2 ]。对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是对现代包装所产

生的综合影响的衡量和判断，它反映了现代包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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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3]。通过社会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可以体现社会评价主体对现代包装的

综合评价和对其未来的向往，进而可以预测其发展

趋势。因此，对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4]。

1）促进现代包装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现代包
装的社会评价，从源头上预防现代包装朝着不利方

向发展的风险。同时，社会评价可引导现代包装的

未来发展之路，从而促进现代包装的可持续发展。

2）有助于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通过对现代包
装的社会评价，专家学者可根据评价结果，预测现

代包装应当重视的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这为学者

们对现代包装的更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依据，从而可促进现代包装的

理论发展。

3）提高决策者的战略选择能力。通过现代包装
的社会评价，决策者能够更准确地掌握公众对社会

评价指标的信息反馈，从而根据公众的需求对包装

的材料、设计和工艺等进行选择和改进，使得现代

包装朝着更加科学和合理的方向发展。

4）增强公众的满意度和责任感。公众是现代包
装社会评价最主要的参与者。无论采用何种评价方

法获取评价指标和数据，都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只

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度才能反映出他们的需求。公众

作为现代包装的重要影响者和受益者，参与对现代

包装的社会评价，会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受重

视，从而增强他们的满意度和责任感，并利于现代

包装的发展达到公众的期望。

2 现代包装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

1）科学性原则。在设计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时，应
以主观评价理论、统计比较理论、价值分析和模糊

神经网络分析理论等作为指导[ 5 ]，并要求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运用现代先进技术，采用合理的方法，

通过对各评价指标的调查研究，统筹兼顾，提高获

取指标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以便真实有效地评价现

代包装。

2）实用性原则。在保证能够获取全面可靠的评
价结果的基础上，指标应当适量和便于取得。同时，

尽可能简化程序，保证获取指标的可操作性，以便

提高获取指标的效率[6]。

3）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原则。依据研究
内容及要实现的目标，在设计评价指标时，为便于

计算，会考虑利用定量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并不

能完全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因此，选取部分定性指

标是必不可少的[7]。为此，应当综合全面分析各指标

产生的影响，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4）层次性原则。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指标是多
方面的，它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和作用的结果。通

过指标之间的层次递进关系，能够准确反映指标之

间的支配关系，这样既可消除指标之间的相容性，又

可保证其全面性。

5）动态性原则。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指标是动
态发展的，它随着包装行业的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变

化而不断发展变化，所以，其评价指标也应当反映

出动态性特点[8]。

3 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构成

3 .1 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指标

对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应从经济、环境、包装材

料、包装技术与工艺等方面进行分析[9]。相应地，评

价指标体系包括环境指标、资源指标、经济指标、功

能指标及安全指标 5个一级指标，各一级指标下还有
相应的二级指标[10 ]。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1所示。

  

3.2 对各指标的说明

3.2.1 环境指标

该指标主要从包装对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的角

度出发，分析包装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包括

建原则

表 1 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Soci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odern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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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和环境卫生污染 4个
二级指标。

1）大气污染。包装废弃物对大气的污染主要表
现在：一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直接排放到空

气中所造成的大气污染，二是包装废弃物作为垃圾

被焚烧所导致的空气质量下降，三是包装废弃物中

的有害成分可能由于物理反应或化学作用等所产生

的有毒物质对大气的污染。

2）水体污染。包装废弃物被排放到江河湖海中，
使得水体质量下降，可能致使水体发生酸化、碱化、

悬浮物增加，甚至毒化等，直接对人类健康、工业

生产及水生生物造成危害。

3）土壤污染。大量的包装废弃物有的直接露天
堆放，占用大量土地；有的则被填埋，滞留在土壤

中。这些都会对土壤造成污染，影响土壤质量，进

而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损害。

4）环境卫生污染。由于包装废弃物长期堆放在
外，没有进行相应的处理，很有可能会影响环境卫

生，甚至传播病原体。

3.2.2 资源指标

该指标是从有效利用资源角度出发，主要包括

资源利用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率、能源清洁性

3个二级指标。

1）资源利用率。即生产包装物可以利用的资源
与总耗用的资源之间的比例。资源开发利用少、高

能耗、低产出、废弃资源多就是资源利用率不高的

表现，反之则是利用率高的表现。

2）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率。即从回收的包装物中，
提取可以再利用的部分，以减少资源浪费。它是包装

废弃物中回收后可利用量与废弃物总排放量之比[11]。

3）能源清洁性。开发清洁能源是发展现代包装
的迫切需要，不仅可以提高新能源的使用效率，而

且可以改善环境质量。这是一个定性指标，可分成

不同的级别进行衡量。

3.2.3 经济指标

该指标主要分析包装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或耗用

的成本，包括增值收益、环保投资成本、废弃物处

置及环境治理成本 3 个二级指标。

1）增值收益。即由于使用包装而给内装物带来
的增值收益。比如，由于包装美化功能的存在而使

其价值增加。

2）环保投资成本。即投资于环境保护，以防止
包装废弃物对环境造成污染而消耗的成本。

3）废弃物处置及环境治理成本。即由于包装废

弃物排放于大气、水体或土壤中，造成环境污染，需

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处置废弃物及治理环境污染所付

出的代价。

3.2.4 功能指标

该指标是指包装所产生的功能，主要包括保护

功能、利销功能、便利功能 3 个二级指标。

1）保护功能。这一功能是包装最基本、最重要
的功能，即保护内装物不受各种外界因素影响而遭

受损坏，保证其在流通过程中的质量稳定和安全。

2）利销功能。通过良好的包装设计和工艺，使
包装能够吸引广大消费者对商品的注意并最终购买

商品，从而促进商品的销售。

3）便利功能。根据内装物的形态，采用不同的
包装材料、工艺和形式，以便于储运和使用。

3.2.5 安全指标

该指标是指包装不应对人产生危害，主要包括

包装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包装废弃物的安全性、包

装后内装物的安全性 3 个二级指标。

1）包装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即包装物应当防止
水、气、尘埃、微生物等外界物质的侵入以及防止

内装物成分的改变。

2）包装废弃物的安全性。主要是指包装废弃物
的处理要适当，以防止对人体产生危害。

3）包装后内装物的安全性。内装物经过包装后，
应当能够防止包装材料与内装物发生物理或化学反

应而引起内装物本身发生质变[12]。

建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对社会现

象的分析与评价，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还要选

用一定的评价方法。根据对以上一级指标和二级指

标的分析，可以利用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且

具有逻辑性、系统性、实用性的层次分析法确定各

指标的权重，然后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指标进

行综合评价，从而得出各指标对现代包装的影响程

度。根据这一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指引

现代包装未来发展的方向，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不仅正在对人类的健康生

活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还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存

和发展，因此节约能源与资源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课

题，并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本文试图

通过构建现代包装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以规范包

装业的发展，并为现代包装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

作出一定的努力[13 ]。然而，这一指标体系仍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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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足，尚需广大同仁共同努力探讨与摸索使其更

加完善。只有通过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的社

会评价指标体系，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促进现

代包装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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