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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装学科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征。虽然其作为一门独立学

科的可行性已有论证，然而国内的包装学科却尚未形成独立学科。针对我国

包装学科发展现状，从包装学科的界定、包装学科的基础、包装学科的课程

体系、包装学科的内涵以及包装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 5 个方面对包装学科的

发展进行了分析，指出包装学科成为独立性学科的重要性以及明确包装学科

在“学科目录”中地位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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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现代包装

业迅速崛起。目前，对于包装学科的研究、包装技术

的发展以及包装人才的培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包装专业人才还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要，包装行业仍然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硕士

和博士研究生，这与包装学科的建设密切相关。改革

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1984 年教育

部将包装工程列入本科专业目录，自此包装教育和包

装科研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批包装专

业人才 [1]。江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湖

南工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自主设置了包

装专业，培养了一批包装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但都是采用“挂靠”的方式，依托其他学科的名义

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

培养高层次包装人才的高校只能培养少量的研究生，

导致包装领域长期处于高层次人才供不应求的状态，

也使得我国包装行业长期落后的局面无法得到根本

改变 [2]。目前，我国“学科目录”中包装学科的缺失

对博士与博士后培养造成了较大影响。鉴于包装学科

具有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征 [3] 以及对包装学科成为

一门独立性学科的条件已有论证 [4]，本文将从包装学

科的界定、包装学科基础、包装学科课程体系、包装

学科内涵以及包装学科的人才培养这 5 个方面来对包

装学科的发展进行阐述。

1 包装学科的界定

自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包装问世以来，经过 8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基本完备的包装学科体系。

目前，国内外对于包装学科特性的研究成果相对较

少，致使包装学科没有形成公认的学科界定。王志伟 [5]

认为包装学科以产品包装及其转移过程为研究对象，

同时集成了科学、工程、法律、环境、经贸、管理、

社会、心理、文化和艺术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

所以包装学科也是一门融汇多个学科的综合学科和

交叉学科。刘仲林 [6] 在《现代交叉科学》中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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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学科要有以下基本特征：综合性、系统性、开放

性、测度性以及国际性，而这些特征都可以在包装学

科上得到验证。学术界对包装学科的学科界定主要有

以下几种观点：

宋宝丰 [4] 及王怀奥等 [7] 认为包装学科知识结构

与知识体系基本符合交叉学科性质。现代包装学科主

要由三部分组成：包装自然科学、包装社会科学和包

装工程技术科学。其中，包装自然科学和包装社会科

学同属于基础科学范畴，而包装工程技术科学则属于

应用科学范畴。

向红等 [8] 认为包装学必须以包装功能这一核心

内容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包装学就是研究包装

件的最佳功能组合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包

装件不仅具有技术上的复杂性，而且由于其在储存、

运输以及销售过程中具有社会性特点，使包装学的研

究不能只体现工程性特征，还应该体现广泛的社会

性特征，因此包装学科最大的特征是其具有综合性。

他们认为包装学的两大支柱学科分别为包装工程学

和包装社会学。

国际性包装学术刊物《包装技术和科学》1994
年第 1 期刊载日本包装学院“建立‘包装科学’的建

议”，提出了“包装科学”学科体系的方案，该方案

将包装科学分为包装社会学、包装材料学和包装应用

技术三个方面 [9]。

由此可见，国内外尚未对包装学科形成统一的学

科界定。虽然对包装学科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大家一

致认为：包装学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学学科，而是

一个综合性的学科，是融合多个学科于一体的交叉性

学科。

2 包装学科基础

包装学科研究的问题较为广泛。一方面主要研究

产品的包装工艺以及包装物的运输、储存、销售过程，

包装物的回收、处理以及再利用和废弃也是包装学科

研究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要研究与包装相关的经济、

管理、环境、法律法规、文化习俗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包装学科存在的主要意义在于保护产品、方便运输、

促进销售、提高产品附加值、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最终实现人—包装—产品—环境四者之间的友好性。

包装学科的综合性表现为其集成了科学、工程、艺术、

环境、经贸、管理、法律、心理、社会和文化等众多

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 [5]。所以说，包装学科是一门融

汇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包装学科基础包

括 [10]：

1）自然科学类。数学、物理学、化学及其分支

学科，比如工程数学、弹性力学、工程力学、塑性力学、

无机化学、控制工程学、结构力学、振动学、电子学、

高分子物理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价值工程学、

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系统工程学、制图学等。

2）技术科学类。计算机科学、环境保护学、生

物学、金属工艺学、微生物学、物流学、玻璃工艺学、

塑料工艺学、陶瓷工艺学、制版与印刷工艺学、造纸

工艺学、材料科学等。

3）社会科学类。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运筹学、

国家标准与法规等。

4）人文科学类。文学、心理学、地理学、哲学、

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民俗学和科学发展史等。

5）艺术学类。美学、艺术造型、工业造型、商

标学、广告学、色彩学、市场学、摄影艺术、雕塑、

绘画等。

由于包装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特征显著，所以

包装学的学科基础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

国内包装学科教育主要体现为包装工程类专业的教

育，从包装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特征可以看出，仅

仅对包装专业学生采取传统的工程类教育方式是不

够的，应该与时俱进，让人才的培养紧跟包装学科发

展的步伐。

3 包装学科课程体系

从包装学科的课程体系来看，国内包装学科的课

程体系主要体现为包装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国内外

包装工程专业的学科体系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所长

的景象 [2]。包装学科的课程体系建设要从突出学科特

色、体现学科交叉、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注重学生能

力培养四个方面进行 [11]。包装学科的课程体系建设

应当主要以具有代表性特色的大学为例，如国外以美

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罗彻斯特理工大学，泰国的泰

国农业大学，韩国的延世大学为例，国内以江南大学

以及湖南工业大学为例。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MSU）包装学院的学生必须完

成 120 学分才能获得毕业资格。其课程主要由通用基

础课程、包装核心课程、商务课程以及选修课程这

四大部分组成。通用基础课程主要学习人文和社会学

包装学科内涵及学科体系研究

罗定提，等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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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包括数理化等基础课程，所完成的学分约占

总学分的 1/2。包装核心课程需完成的学分为 28 分，

需要修读包装原理、玻璃及金属包装、计算机决策系

统等 8 门主要课程。除此之外，学生还要修满 14 学

分左右的商务课程。选修课主要是由基础课程、包装

课程以及商务课程组成，每个学生至少需要修满 10
门包装专业课程 [12]。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将包装专业分为包装技术方

向、包装印刷方向、包装管理方向。包装专业学生需

要完成 115 学分。其课程主要由人文社科类基础课、

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分方向专业选修课四部分

组成。人文社科类基础课程主要包括人文科学、组织

行为和科学思维基础等。专业必修课主要包括包装专

业必修的专业核心课程，如包装概论、包装材料以及

柔性包装容器，还有一些与包装社会学相关的课程如

经济学概论也在必修课之列。专业选修课程主要包括

包装过程控制、包装经济学、包装管理等有关的专业

课程 [13]。

由美国这两所高校对包装学科教育的课程体系

安排，可知其有如下特点：

1）明确的定位。美国的高校对包装学科和包装

专业学生的培养有着十分准确的定位。他们将包装

学科定位为工程学科，主要是以自然科学和数学为

基础，但其中同时又有着很强的商学和社会学成分，

这就是他们对于包装学科的定位。从这个定位出发，

设计了一套“厚基础，宽口径”的课程体系，这样包

装专业的学生比商科专业的学生能够更多地掌握工

程知识，同时又比工程专业的学生掌握更多的商务知

识，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成为既有工程专业

知识，又有商科背景的“通才”。

2）重视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教学。美国的大学高

度重视对包装专业学生的人文科学的教育。罗彻斯特

理工大学包装类专业的三大方向都应修满 54 学分人

文社科类的课程。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通用基础课程中

也有一些人文和社会学知识。

3）重视经济管理类课程。美国的包装类高校对

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安排的学时不多，而经济

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课程却占有较大的比重。如密

歇根州立大学专门开设了 14 学分的商务类课程，罗

彻斯特理工学院的 3 个包装研究方向都开设了销售原

理、金融结算等必修课程以及包装经济学和包装管理

学等辅修课程。

泰国农业大学包装专业的学生需要完成 135 学分

和 300 课时的实训课才能毕业。其课程主要由通识

课程、基础课程、包装专业课程以及自选课程组成。

通识课程需要完成 32 学分，主要学习人文、语言、

体育、通用数学以及社会科学等课程。基础课程需要

完成 48 学分，以化学和生物学课程为主，包括化学

基础、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统计学以及机械制图等

课程。包装专业课程主要包括 40 学分的必修课程和

9 学分的选修课程，选修课程则是基于自己的研究方

向而展开的，学校开设了 20 多门选修课，涉及的知

识面广，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特性选择专业方向。在实

训安排上，实训内容主要是安排学生去企业实习或者

参与国际交流项目，结束后提交实训报告即可，其较

少考虑到包装的社会属性，没有涉及到对包装经济、

企业管理方面的学习 [14]。

延世大学的包装专业隶属于物理学院应用科学

部，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包装本硕博教育体

系。延世大学包装专业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包装工程

方向和消费者包装方向。包装工程方向一方面研究将

材料与物料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包装件的过程，

另一方面则主要研究商品的物流与储运包装；消费者

包装方向则主要是侧重于包装设计方向，即主要根据

消费者行为使设计出来的包装产品有利于产品的销

售，具有商学和营销学的成分。延世大学的包装专业

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包装专业的教

育特点。

江南大学是中国最早开设包装类专业的高校之

一，具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本硕博教育体系。包装专业

的研究方向主要有：运输包装的理论与设计、包装机

械与包装工艺、产品设计与包装设计、新型包装材料、

食品与药品包装、包装的环境评价以及包装高层次人

才培养和科技人员继续教育 [13]。包装专业的课程体

系主要由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专业核心课

程、专业选修课程和集中性实践环节这 5 个部分组成。

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道德修养、军事理论等；学科平台课程主要是通

用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材料力学、理论力学、机械

工程控制基础等；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是包装工艺学、

包装印刷、包装材料学等；专业选修课程主要包括一

些与包装有关的选修课程，如包装机械设计、产品运

输包装设计与评价，同时也涉及了一部分对包装经济

和包装管理与标准法规的学习。

2017 年 第 9 卷 第 6 期 VOL.9 No.6 Nov. 2017

包 装 学 报 PACKAGING JOURNAL06



- 79 -

湖南工业大学的包装工程专业作为该校最具特

色的专业之一，发展的历史可追溯到学校建校之初，

因而其伴随着学校的发展而发展。包装专业的课程

体系与江南大学类似，主要由公共基础课程、工程

类基础课程和包装专业课程这三大部分组成。目前，

包装工程的核心课程有：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

运输包装设计、包装机械、包装测试技术、包装系

统设计等。包装工程专业主要从事包装的结构设计、

包装件工艺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包装件质量检测、

经营管理以及包装系统的科学研究。其包装专业的核

心课程也很少涉及到商务知识 [15]。

通过与美国高校包装学科课程体系的比较，亚洲

和国内包装高校的包装学科教育存在以下不足：

1）定位不明确

对包装学科的定位不够明确，仅仅将包装专业定

位为工程学科，忽视了包装学科的社会属性，在课程

体系的设置上仅仅突出它的工程学科属性，忽视了对

与包装社会学有关的课程的学习，以至于培养的包装

专业学生仅仅工科特色突出，而不是工科、文科全面

发展的通才。

2）重基础课程，轻经济与管理课程

美国的包装专业对教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

安排不多，而国内则较为重视高等数学、物理、化

学等自然学科的教育。其所学内容大多以现实工作

中的实际需要为导向，忽视了对包装社会学的教育；

在经济、企业管理以及市场营销方面，国内的包装专

业所安排的科目都不多，学时较少，远不能适应当下

包装教育的需要 [16]。

3）包装高等教育体系不完整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国陆续有 20 多所高

校培养包装专业的研究生；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培养

包装专业博士。对比我国包装类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

教育，由于缺乏规范的学科体系，使得包装学科的研

究生学位只能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这是我国的包装

教育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

4 包装学科内涵

包装学科主要通过运用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来

研究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包装产品，例如各种包装材

料、包装容器以及包装器械与装备等，完成一系列包

装产品的研究、设计、制造、检验、评价验收等环节。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实现保护产品、方便运输、

促进销售、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最基本的功能，另

一方面还要实现用最少的成本和资源消耗，运用先进

的制造工艺及加工方法，给人们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

各类包装件 [17]。

包装学科是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技

术学科 [18]。一方面现代包装学科整合了其他学科的

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包装特色的学科理论，如生命

周期评价理论、产品脆值理论、破损边界理论等代表

性学科成果，主要研究产品的包装材料、包装的技术

工艺、包装设备及其过程以及包装产品运输销售、包

装废弃物与环境等其他与包装有关的科学技术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包装材料与包装工艺不断进步以及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包装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

容，促进了包装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包装

学科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19]，这些都拓展了现代包装

的学科内涵。

5 包装学科人才培养模式

包装学科要培养满足行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应

用型专业人才，就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

案，探索合适的人才培养模式 [20]。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开始包装高等教育的国家，美

国的包装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拥有世界上最完备

的包装学科教育体系。在美国，包装办学水平居于

前列的高校有密歇根州立大学、罗切斯特理工学院、

罗杰斯大学等 [21]。

美国对包装学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育要求如

下 [12]：包装科学硕士主要培养的是为企业解决实际

问题的“专门人才”，能够在各种包装材料的应用和

研发方面独挡一面。其中，包装科学硕士分为论文型

和非论文型两种，论文型硕士研究生需要完成毕业论

文，而非论文型硕士研究生则需要完成毕业设计才能

毕业，学习期限至少为 2 年。包装学科博士教育是为

了培养包装专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要求学生必须具

有实际操作经验，在包装各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和独特见解，必须完成必修的课程学分和博士毕业论

文方可毕业，学习期限至少为 3 年。

德国大学的包装工程专业以包装工艺技术为主

线，包装技术与包装设备以及包装经济管理是德国大

学包装教育的两大主要特色。基于这两个特色，各个

高校有自己所侧重的研究方向，如食品包装、包装设

计与印刷以及物流与储运技术等。德国高校普遍意识

包装学科内涵及学科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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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践教学与企业实习的重要性，包装专业的学生在

大学期间需进行两次企业实习，产学研结合十分紧

密，毕业设计的主题都与所选择的科研机构和包装企

业的实际课题有关，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而非纯理

论的设计。

日本以前并没有开设全日制包装类专业，他们采

取非专业培养的方式，对其他没有接受过正规包装教

育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完毕且考核合格后授予

包装士职称，所以日本的大学一直没有设置与包装相

关的专业。近年来，随着包装产业的发展，不少日本

学者提出意见，认为这种非专业的培养方式不利于日

本包装产业的发展。现在日本的很多大学都根据自身

特色设置了与包装相关的专业，日本的包装科研主要

侧重于包装工业技术的应用 [13, 22]。

总体来看，虽然各个国家的包装专业教育模式都

不相同，不同国家都是根据自身的需要设置课程重点

和研究方向，但是对于包装学科体系和学科内涵的认

识大体趋于一致。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在包装

学科人才的培养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了贯彻我党

提出的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和人力资源强国等战略部署，国家提出了“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天津科技

大学的包装工程专业入选了“卓越计划”，并根据该

校实际情况制定了培养方案。我国已有部分学校针对

包装工程专业的发展制定了“3+1”校企联合培养模

式，“3+1”是针对卓越计划培养试点专业所普遍采

用的模式。“3”指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超过 3 年，“1”

指在企业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 1 年。在“3+1”模式下，

包装工程专业的教育从传统的 4 年的学校教育压缩到

3 年，在校期间的课内教育时间减少，学生的自主学

习时间缩短，这就需要学校对包装专业的课程体系进

行整合和梳理。同时，学生有至少不低于 1 年的时间

在企业进行综合实践，这就需要重点培养包装专业学

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所以，学校需要在课程体系上

合理增加实践教学的环节，以创新能力为培养主线，

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这些都对包装

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此外，国内学者在包装学科人才的培养模式的研

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北京印刷学院许文才在对

国外包装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特点进行了阐释的同时，

指出了我国目前包装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

存在的问题，认为我国目前的包装教育一方面课程体

系设置不合理，片面重视基础课程的教育，而忽略了

对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学习，另一方面也有重理论教

学而忽视实践教学的倾向，并针对这些问题对包装类

专业的教学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23]。郑州大学吕

新广等指出了我国目前包装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指出了我国目前包装专业的学科结构存在很大问题，

并且目前采取挂靠的方式，使包装专业的学位只能在

其他学科之下授予学位，严重影响包装专业研究生培

养的量和质 [24]。这些研究都说明了我国目前包装教

育人才培养方式所存在的问题，都提出了加强包装专

业的研究生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有大量的学者对于包装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标

准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研究。天津科技大学孙诚

认为现代包装人才应该具有开阔的视野、敏捷的思

维，富有创新能力，同时还应该具有注重实践、以

人为本、保护环境的意识。还介绍了培养现代包装

人才的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手段的改

革实践，天津科技大学的探索和实践卓有成效 [25]。

在人才培养的措施方面，江南大学王军等 [19] 和东北

林业大学李春伟 [26] 也对包装工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且认识基本一致：他们

都认为要想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包装专业的毕业生，首

先应该明确其培养目标和学科内涵，及时调整培养方

案和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优化培养体系，培养合格

乃至优秀的包装人才。这些论述都对包装工程专业应

用型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另外，

重庆工商大学杨祖彬等 [27] 提出以深化“产教融合”

为途径，主要从“院企合作、双向互动”人才培养平

台的建立、构建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研究和实践了包装工程

的工程化人才培养问题。牟信妮等 [28] 提出丰富创新

能力培养方法，挖掘学生创新潜力；充分利用实训基

地创新平台，实现教学实训相结合，利用顶岗实习的

机会，结合实际生产任务，鼓励学生针对工作中的每

一处细节思考改进创新方案。在毕业设计环节，灵活

选题，增强实用性，加强毕业设计的挑战性与吸引力，

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总的来看，以上国内的学者在对于促进包装学科

的发展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已有部分

学者意识到目前包装学科挂靠在其他学科目录上的

不足之处以及加强包装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包装行业

是新兴产业，也是我国目前的支柱型产业之一，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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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仍然缺乏高水平的包装人才，只有依靠人才

才能解决包装领域内出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29]。

所以，开展包装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就要对包装科技

知识进行包容和创新，这就给包装学科建设注入了全

新的内容 [30]。

6 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包装产业要想赶超国际先进水

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包装产业要想长足发展，

必须依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与包装学科的建设密不

可分。但是目前包装学科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只能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这使得包装学科的发展具

有被动性，从而使得包装专业人才的培养陷入了困境

中。目前我国“学科目录”中包装学科的缺失，使得

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培养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这

种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的现象必须马上改变。

1998 年以来，包装教育界的人士一直呼吁在“学科

目录”中给包装学科一席之地，但至今为止包装教育

者的愿望一直尚未实现。所以，我们应该坚持不懈，

继续加大申报力度，早日争取“包装学科”在“学科

目录”中得到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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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Packaging Subjects and Discipli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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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ackaging disciplines are characterized as comprehensive and cross-disciplinary. The feasibility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has been demonstrated. However, packaging has not yet formed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ckaging, the developments of packaging discipline in five 
aspects were summarized as the definition, the basis,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packaging discipline, while the necessity of forming packaging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was pointed ou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rresponding status in the“subject directory”.

Keywords：packaging discipline；the basis of packaging discipline；the curriculum system；the connotation of 
packaging discipline；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packaging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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