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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包装大国向包装强国迈进是我国包装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通过

从规模发展、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三个维度选取可量化指标，对我国与主要

包装强国进行国际比较，找出我国与包装强国的差距，并探讨我国包装强国

建设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我国与包装强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在规模发展

上我国包装机械行业的国际规模优势不足，在创新发展上我国包装行业研发

投入强度较低，在绿色发展上我国包装产业单位 GDP 能耗偏高。提出通过

重点扶持包装机械产业发展以继续巩固我国包装产业的规模优势、努力提升

产业研发投入强度以切实推进自主创新、系统构建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以加快

推进绿色发展、建立健全包装产业统计制度以推进包装强国建设评价等路径

推进我国包装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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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早在 2002 年的“中国包装产业发展战略与亚洲

包装中心建设座谈会”上，中国包装技术协会邱纯甫

会长首次提出了“包装强国”的概念，并提出要“推

动我国从包装大国向包装强国迈进”[1]。之后，经由

历届包装联合会理事会的推动，建设包装强国逐步成

为我国包装行业管理层的共识。2016 年，工业和信

息化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

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2]，中国包装联合会也制定并

发布《中国包装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3]，

明确了建设包装强国的目标。建设包装强国正式成为

中国包装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尽管政策性文件和学术文献均对包装强国的内

涵和路径进行了探讨，但包装强国建设的评价研究

仍是薄弱环节，也尚无基于评价的建设路径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重点探讨包装强国评价的基本维度，

并以此为基准分析我国与世界主要包装强国的差距，

进而提出我国包装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

1 包装强国评价的基本维度

包装强国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装强国建设是

一个动态的进程，对其进行评价首先要选择科学的评

价维度。如何评价包装强国，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

评价框架。中国包装联合会前会长石万鹏曾提出“衡

量具有中国特色包装强国的 6 个标志”，其中包括包

装产业总产值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包装设计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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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的主导国家之一、具有完整的包装产业体系和

完善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包装产品单位产值的能源和

材料消耗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企业管理先进综合经

济效益名列前茅、包装产品的名牌信誉和包装企业

的社会信誉获得用户与社会高度认可等 [4]。这 6 个标

志较为全面，但更多是定性评价，难以量化。此外，

学术界对“制造强国”[5-7]、“文化强国”[8-10]、“体

育强国”[11-13] 的评价有诸多研究。尽管这些研究评

价并不是针对包装强国，但其评价维度选择、评估指

标构建和评估方法选择，对建构包装强国评价框架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参考中国包装联合会关于衡量“包装强国”的

标志，并借鉴其他领域强国评价经验的基础上，我国

包装强国评价应该从规模发展、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三个维度进行评价。

1）“规模发展”维度。主要指从产业规模角度

分析，包装强国的总体规模应居于世界前列，与世界

其他主要包装强国相比，应具有规模优势或不相上

下。包装产业规模发展主要体现在行业总产值，从业

人员规模等指标上。

2）“创新发展”维度。主要指从创新能力角度

分析，包装强国应在产业创新能力上居于世界前列，

包装企业能够在技术研发、设备制造、生产智能化等

方面引领全球包装产业的发展。包装产业创新发展主

要体现在行业研发投入占比重、行业研发人员占行业

从业人员比重、专利数量等指标。

3）“绿色发展”维度。主要指从发展模式的可

持续性角度分析，包装强国应在产业可持续发展上

居于世界前列，拥有全球领先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

产技术水平，能引领全球包装产业绿色发展。包装产

业绿色发展主要体现在单位产值能耗、污染物排放、

废弃物再利用等指标。

2 包装强国评价指标比较

由于缺乏世界包装产业发展的权威统计数据，本

研究选择对包装强国评价指标中有数据来源的指标

进行国际比较，以探讨我国包装产业在全球中的地位

以及我国与主要包装强国间的差距。

2.1 包装产业规模发展

产业规模是产业发展水平评价的基础性维度。从

我国包装产业的发展规模来看，我国已经是全球当之

无愧的包装大国。根据我国包装行业运行报告，包装

产业的主要产品构成包括纸包装、塑料包装、玻璃包

装、金属包装、竹木包装和包装机械六大类，全行业

和分类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进出口额等都有年度统

计 [13]。但是缺乏其他国家的包装行业相对应的行业

总产值、从业人员规模等数据，难以进行国际比较。

因此，对于包装产业规模发展的国际比较，我们主要

分析包装行业进出口额的相关数据。

在《2014 年度中国包装行业运行报告》中，就

全国包装行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情况进行

了统计分析，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包装行业累计完

成出口额达 269.7 亿美元，进口额达 144.07 亿美元，

整体贸易顺差超过 125 亿美元。

本研究选取中国对美国、日本、德国、韩国 4 个

公认包装强国的产品进出口额进行比较，可在一定程

度反映我国包装产业相对于主要包装强国的年度进

出口额规模。分别从纸包装（见表 1）、塑料包装（见

表 2）、玻璃包装（见表 3）、金属包装（见表 4）、

竹木包装（见表 5）和包装机械（见表 6）6 个包装

分类行业对主要包装强国的进出口情况进行分析（表

1~6 数据来源于《中国包装年鉴 2015》[14]）。

从表 1 可以看出，我国纸包装行业出口规模远

远大于进口规模，2014 年全国纸包装行业贸易顺差

43.4 亿美元，对美国、日本和德国 3 个包装强国的出

口远远大于进口。若不考虑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仅从规模来看，我国纸包装行业相对这三大包装强国

都有明显的规模优势。但相对于韩国，则不具备产业

规模优势。

表 1 2014 年我国纸包装行业对主要包装强国进出口情况 
Table 1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hina’s paper packaging 

with main packaging powers in 2014                           亿美元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总计

进口额

0.17
0.11
0.14
0.21
1.65

出口额

09.92
02.48
01.44

45.05

顺 / 逆差

顺差

顺差

顺差

不详

顺差

表 2 2014 年我国塑料包装行业对主要包装强国进出口情况

Table 2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hina’s plastic packaging 
with main packaging powers in 2014 万美元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总计

进口额

013.43
038.25
005.64
028.62
128.48

出口额

0262 900
0155 600

0045 800
1 803 500

顺 / 逆差

顺差

顺差

不详

顺差

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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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我国塑料包装行业出口规模远

大于进口，2014 年全年塑料包装行业贸易顺差超过

180 亿美元。对于 4 个主要包装强国中的美国、日本

和韩国都有巨大贸易顺差。对德国的进口数据不详，

无法得知进出口顺逆差情况。不考虑进出口产品的技

术含量，仅从规模来看，与美国、日本和韩国 3 个主

要包装强国相比，我国塑料包装行业具备明显的产业

规模优势。

从表 3 可以看出，我国玻璃包装行业出口规模

远远大于进口规模，2014 年全国玻璃包装行业贸易

顺差高达 11.55 亿美元。尽管由于《中国包装年鉴

2015》中没有提供我国对日本、德国和韩国的出口统

计数据，但是在报告中出口统计单位为亿美元，进口

统计为万美元，结合全国累计数据，基本可以推算

出我国对 4 个主要包装强国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

这表明我国玻璃包装行业产业规模相对于主要包装

强国具有明显的产业规模优势。

 

从表 4 可以看出，我国金属包装行业出口规模

大于进口规模，2014 年全国金属包装行业贸易顺差

12.87 万美元。对美国、日本、德国 3 个包装强国的

出口都大于进口。单从规模来看，我国金属包装行业

相对这三大包装强国都具有规模优势。

 从表 5 可以看出，我国竹木包装行业出口规模

远远大于进口，2014 年全年竹木包装行业贸易顺差

高达 4.44 亿美元。在 4 个主要包装强国中，对美国、

日本、德国都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仅从规模来看，我

国竹木包装行业相对于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具备产业

规模优势。

从表 6 可以看出，我国包装机械行业出口规模总

体略大于进口，2014 年全年包装机械行业贸易顺差

1.49 亿美元。但 4 个主要包装强国中，仅对美国有

贸易顺差，对日本、德国和韩国则表现为贸易逆差。

由此说明，我国包装机械行业对于日本、德国和韩国

并不具备产业规模优势。

对我国纸包装、塑料包装、金融包装、玻璃包装、

竹木包装和包装机械 6 个包装分类行业对美国、日本、

韩国、德国 4 个主要包装强国的进出口情况进行分

析时不难发现，从总体上说我国包装产业规模巨大，

具有明显的全球优势，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包装大国；

但从行业内部结构来看，在产品技术含量高的包装机

械行业，我国与世界主要包装强国相比并不具备规模

优势，包装机械的进口依赖性值得引起关注。

2.2 包装产业创新发展

创新是一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包装产业的创新

发展维度可以从包装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占比、研发投

入强度（即研发投入在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专业授

权总量等指标进行评价。由于全球国别统计数据不

足，本研究选择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作为包装产业创新

发展的指标进行国际对比分析。

上市公司往往是处于行业排名前列的企业，包装

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

表 3 2014 年我国玻璃包装行业对主要包装强国进出口情况

Table 3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hina’s glass packaging 
with main packaging powers in 2014                           万美元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总计

进口额

0 257.27
0 443.28
0 760.85
0 296.98
5 592.79

出口额

031 800

121 100

顺 / 逆差

顺差

不详

不详

不详

顺差

表 4 2014 年我国金属包装行业对主要包装强国进出口情况

Table 4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hina’s metal packaging 
with main packaging powers in 2014                           万美元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总计

进口额

0.21
0.21
0.17
0.13
1.37

出口额

2.45
0.41
0.61

14.240

顺 / 逆差

顺差

顺差

顺差

不详

顺差

表 5 2014 年我国竹木包装行业对主要包装强国进出口情况

   Table 5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hina’s bamboo and wood 
          packaging with main packaging powers in 2014                           万美元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总计

进口额

016.09
007.93
010.72

146.08

出口额

19 600
02 500
02 600

44 500

顺 / 逆差

顺差

顺差

顺差

不详

顺差

表 6 2014 年我国包装机械行业对主要包装强国进出口情况

        Table 6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hina’s packaging 
       machinery with main packaging powers in 2014                           亿美元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总计

进口额

04.68
03.60
00.53
12.00

出口额

00.85
*

*

*

13.49

顺 / 逆差

顺差

逆差

逆差

逆差

顺差

 注：* 表示数量极小，未达到统计的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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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行业研发的投入情况。从万得数据库中选取了

34 家包装行业上市公司，对这 34 家包装行业上市公

司的研发投入强度进行了统计（见表 7，资料来源于

万得数据库），并对上市公司中包装企业平均研发投

入强度与上市公司整体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进行比较

（见表 8，资料来源于万得数据库）。

由表 7 可以发现，2010—2015 年间，我国 34 家

包装行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统计中，约有 2/3
公司的研发投入是呈上升趋势的，研发投入强度的平

均值由 2010 年的 2.21% 逐步上升到了 2.65%。由此

说明，处于我国包装行业前列的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

研发及产业创新。

由表 8 可以发现，2010—2015 年间上市公司中

包装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明显低于上市公司整

体的，包装行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还有很大的进步空

间。再分析我国与世界各主要科技强国间整体的研发

投入水平（见表 9，数据由《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主

要科学技术指标》整理而得），即可以大体比较我国

与主要包装强国间的研发投入强度。

由表 9 可以发现，尽管在 2011 年以后我国研发

投入强度超过了英国，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

大，并且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这 4 个

主要包装强国 [15-17]。由此可以推断，与美国、日本、

德国和韩国这 4 个主要包装强国相比，我国包装行业

研发投入强度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2.3 包装产业绿色发展

单 位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能 耗 是 评

价包装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由于包装产业单

位 GDP 能耗缺乏统计数据，本研究从世界银行数据

库找到我国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 4 个主要包

装强国的单位 GDP 能耗数据进行比较（数据来源

于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GDP.PUSE.
KO.PP.KD?year_high_desc=false），如表 10 所示。

从表 10 可以发现，我国单位 GDP 能耗逐年降低，

表 7 2010—2015 年我国包装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

Table 7 The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packaging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公司名称

奥瑞金

宝钢包装

晨光文具

创新股份

东风股份

东港股份

海顺新材

合兴包装

鸿博股份

华源控股

环球印务

吉宏股份

界龙实业

劲嘉股份

康欣新材

美盈森

纳尔股份

山东华鹏

山东药玻

陕西金叶

昇兴股份

盛通股份

双星新材

顺灏股份

通产丽星

万顺股份

新宏泽

新通联

永新股份

裕同科技

粤华包 B
浙江众成

紫江企业

平均值

2010 年

1.04
2.75
3.25
2.37
3.38
5.35
6.07
1.17
4.02
1.69
2.99
0.06
0.02
2.25
3.37
2.57
3.08
1.26
0.10
0.64
0.49
0.15
3.10
0.76
6.50
1.58
3.21
0.13
3.59
0.56
2.07
3.15
0.09
2.21

2011 年

2.06
2.48
2.95
2.52
4.40
4.60
5.53
1.27
1.82
2.02
3.06
0.25
0.13
2.55
0.92
2.59
3.13
1.38
0.45
0.71
0.40
0.34
3.07
2.92
5.03
1.27
2.98
0.27
3.81
1.28
2.19
4.86
0.20
2.23

2012 年

1.86
2.33
3.05
2.73
4.36
5.78
4.82
1.23
1.51
2.35
3.77
0.19
1.13
3.36
3.69
2.11
2.88
1.03
0.13
0.78
0.40
0.48
3.11
2.25
4.96
0.88
1.32
0.46
4.28
1.23
2.65
4.14
1.67
2.33

2013 年

2.09
1.93
3.18
2.82
4.52
5.49
5.66
1.20
1.76
2.36
0.88
0.11
1.63
4.60
3.71
2.86
3.04
1.37
0.12
1.10
0.30
3.00
3.13
1.89
5.05
2.96
0.44
0.56
4.45
1.53
2.64
3.83
1.70
2.48

2014 年

1.81
1.91
3.12
3.40
4.35
5.54
5.57
1.14
1.72
2.27
0.62
0.11
1.51
4.43
2.85
3.38
2.76
1.39
0.15
0.87
0.28
1.32
3.11
2.34
4.98
2.89
1.45
1.02
5.10
2.19
3.25
3.99
1.61
2.50

2015 年

1.32
2.00
2.82
3.52
4.54
5.92
5.71
1.05
3.64
3.13
1.04
0.08
1.83
3.93
2.61
2.68
3.12
1.59
0.22
0.89
0.26
1.35
3.14
2.76
4.44
3.07
2.41
1.13
5.14
2.64
3.85
3.93
1.69
2.65

表 8 2010—2015 年包装行业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整体研发投入强度比较

       Table 8 Comparison of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between listed companies in packaging industry 
             and al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5

参数

包装行业上市公司

研发投入强度均值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

强度均值

2010

2.21

4.00

2011

2.23

3.91

2012

2.33

3.81

2013

2.48

4.02

2014

2.50

4.01

2015

2.65

4.21

表 9 世界主要国家研发投入强度情况

       Table 9 The Intensity of R&D investment among
                                    major countries

年份

2000
2004
2007
2011
2012
2013
2014

以色列

4.01
4.42
4.68
4.41
4.22
4.21
4.11

韩国

2.65
2.85
3.47
4.03
3.45
4.15
4.29

日本

3.12
3.13
3.44
3.39
3.48
3.49
3.58

德国

2.48
2.49
2.54
2.88
2.87
2.94
2.84

美国

2.69
2.68
2.68
2.77
2.81
2.81
2.74

法国

2.15
2.16
2.08
2.24
2.24
2.23
2.26

英国

1.86
7.88
1.79
1.70
1.84
1.63
1.70

中国

0.90
1.23
1.49
1.84
1.98
2.08
2.08

%

%

%

年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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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

2014 年我国每消耗 1 千克石油当量创造的 GDP 为 5.7
美元，而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分别为 7.5, 10.8, 
10.9, 6.3 美元。由此可以推断，我国包装产业的单位

GDP 能耗也比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要高得多。

3 包装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

通过包装强国评价三个维度的国际比较发现，在

规模发展上，我国包装产业的总体规模有较大优势，

短板在包装机械产业的发展上；在创新发展上，我国

包装产业与主要包装强国的差距较大，尤其在研发投

入强度上；在绿色发展上，我国包装产业与主要包

装强国也存在较大差距，在单位 GDP 能耗上尤其突

出。因此，我国包装强国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强优势，

补短板”。 
3.1 重点扶持包装机械产业发展，继续巩固规模优势

包装产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涵盖产品的设计、

生产、检测、流通、回收循环利用等全生命周期，分

为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设备三大类别和纸包装、

塑料包装、金属包装、玻璃包装、竹木包装和包装机

械六大子行业。包装机械是纸包装、塑料包装、金属

包装、玻璃包装和竹木包装等包装子行业的进一步发

展的基础，继续巩固包装产业规模优势也需要大力发

展包装机械产业。

近年来，我国包装产业快速发展，产业总产值已

跃居世界第二，然而在我国这个庞大的产业体系中，

包装机械是整个包装产业的主要短板。大量技术含量

高的成套包装机械设备主要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这

严重制约了我国包装产业的发展 [18-19]。如塑料薄膜双

向拉伸设备，一条生产线就近 1 亿元，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截至 2015 年，国内包装企业相继进口此类

生产线超过 110 条；乳品业大量使用的无菌包装盒、

灌装设备都依赖于进口，且几乎都为瑞典利乐公司一

家提供。因此，扶持包装机械产业发展，重点扶持高

端成套包装生产线和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是我国包装

强国建设的内在需要。

高端包装机械产业发展，既受制于前沿技术发

展，又受制于大规模长期投资的影响，因此需要政府

产业政策、科研院所技术研发和企业投资三方面同

时发力，方可实现突破。在政府产业政策方面，要

考虑把高端包装机械产业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 [20]，同时通过研发补助、税收优惠等多

政策工具予以重点扶持。在科研院所技术研发方面，

要鼓励产学研合作，分领域设立若干重点研发平台，

加大经费投入和人才引进力度，重点攻关当前包装

机械设备研发与生产的关键技术。在企业投资方面，

要鼓励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引入风投机构，与相关科

研院所合作，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破解关键技术与关

键设备进口依赖难题。

3.2 努力提升产业研发投入强度，切实推进自主创新

我国包装产业“大而不强”，最主要的体现就是

包装产业自主创新不足，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受制于

人。在全球包装产业系统中，发达国家以研发优势占

据产业链上游，产品科技附加值高，而我国作为发展

中国家更多是依靠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市场规模优

势，产品科技附加值较低。作为后发国家，模式借鉴

和技术模仿是产业发展的常规路径，但也容易造成路

径依赖，不重视自主创新，而是依靠相对简单的规模

扩张来获取利润。然而，从包装大国迈向包装强国，

意味着要打破路径依赖，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不仅提高产业科技附加值，还要实现关键技术

和关键设备的研发及成果转化上的突破，跃升到全球

产业链的上游。没有研发投入就不可能有研发产出。

研发投入强度过低是制约我国包装产业转型升级和

由包装大国迈进包装强国的关键因素。因此，努力提

升包装产业研发投入强度，切实推进自主创新，是我

国包装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

首先，通过宣讲引导包装企业提高研发意识。中

国包装联合会作为行业协会，可以探索建立宣讲机

制，聘用一批宣讲员，围绕包装产业发展形势、国际

包装产业研发动态、包装产业前沿技术、国家研发支

持政策等专题，通过在各类包装行业交流培训会上开

展巡回宣讲，提高包装企业家的研发投入意识。

其次，争取国家和省市科技计划对包装产业关

键技术研发的支持。中国包装联合会要加大沟通协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中国

2010 年

06.9
09.2
10.1
06.0
04.9

2011 年

07.1
09.9
11.0
06.0
05.0

2012 年

07.4
10.3
11.0
06.1
05.2

2013 年

07.4
10.4
10.9
06.2
05.4

2014 年

07.5
10.8
10.9
06.3
05.7

2015 年

07.8
11.0
11.5
06.3

表 10 2010—2015 年我国与主要包装强国的单位 GDP 能耗

Table 10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GDP of China and 
main packaging powers from 2010 to 2015                           

美元 / 千克石油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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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力度，遴选一批包装行业关键技术研发项目选题，

列入国家和各省市科技计划申报指南，尤其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省市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指南选题，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包装行业关键技术研发。

最后，鼓励知名包装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

学研合作。中国包装联合会可以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搭建合作平台，为企业研发需求和高校科研院所研发

力量对接提供信息支持，鼓励包装企业和高校科研院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包装产业研发投入。

3.3 系统构建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加快推进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

是包装产业发展的指导性理念。推进包装产业绿色发

展就是要架构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回收与资源循

环利用的包装全生命周期的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首先，要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整个包装行业

要牢固树立适度包装与包装材料循环再利用理念，旗

帜鲜明地反对和限制过度包装和一次性包装材料的

发展。要通过立法和制定行业标准，把绿色发展理念

贯彻到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体系，引导包装企业

和全社会形成浓郁的包装产业绿色发展氛围。

其次，要大力发展绿色包装材料。建立包装材料

分类及回收体系，倡导包装材料材质标准化，形成以

可降解和回收利用为主导的包装材料材质体系，逐步

减少难以回收利用的复合材料使用，逐步建立完备的

包装材料回收体系。扶持绿色包装材料研发与生产，

扶持包装材料回收再利用产业发展。

最后，大力推广绿色包装技术。加大绿色包装关

键材料、技术、装备、工艺及产品的研发力度，鼓

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开展

包装废弃物再利用关键技术攻关。大力推广简约化、

减量化、复用化和精细化包装设计技术和无溶剂、水

性胶等环保型包装复合技术。大力扶持和推广废塑料

改性再造技术、废（碎）玻璃回收利用技术、纸铝塑

等复合材料分离技术，以及包装废弃材料自动识别、

分拣、脱墨等循环利用技术。

3.4 建立健全包装产业统计制度，推进包装强国建

设评价

实现我国由包装大国向包装强国的迈进，需要建

立科学的包装强国建设评价体系，来跟踪和检测其建

设进程，为包装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信息支

持。包装强国建设评价的基础是有相对健全的包装产

业统计数据库。当前，中国包装产业数据统计机制尚

处于初创阶段，远远不足以支撑包装强国建设评价。

因此，建立健全包装产业统计制度迫在眉睫。

首先，建立健全国家包装产业统计制度。中国

包装联合会统计部已经建立了初步的产业统计制度，

并连续多年发布了《中国包装行业年度运行报告》，

成为包装产业研究重要数据的资料来源。但是，该统

计制度涉及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行业分类等都不

完善，需要进一步拓展完善。

其次，建立全球包装产业跟踪统计制度。我国由

包装大国迈向包装强国，需要站在全球包装产业发展

的视域来规划和引导我国包装产业的发展，需要系统

跟踪收集全球包装产业发展数据。中国包装联合会

可以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探索建立全球包装产

业发展统计数据库，通过收集和分析各国统计年鉴、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统计数据，系统编写

和发布全球包装产业发展报告，为包装产业研究和包

装强国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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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ath Choice of China’s Packaging Power Construc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WANG Qi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It is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industry to transform into a powerful instead 
of a big nation of packaging industry. By selecting quantifiable indicato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scale developmen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m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in packaging powers through discussing the gap, and exploring the specific path of China’s packaging power 
construc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gap between our country and other packaging powers existed in the disadvantage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packaging machinery industry scale, the lower investment of R&D i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higher energy consumption per GDP on the way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was suggested 
that measures be taken in supporting the packaging machinery industry development to consolidate the advantage in 
scale development, making efforts to promote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and encourage self-innovation, building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system to accelera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statistical system to evaluate the packaging industry and consummate the construction of packaging power in China. 

Keywords：packaging power；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ath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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