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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装的减量绿色化是行业未来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商品包装仍存

在一定程度的过度包装现象，主要表现为包装的保护功能、储运功能和促销

功能不恰当。过度包装危害了环境，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同时还影响了市场

秩序和社会风气。概述了我国限制过度包装的相关法律规制，从法律规制及

配套措施、传统的消费观念及市场竞争、设计水平及技术手段等方面分析了

造成过度包装现象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法律体系、征收过度包装

税、细化包装分类标准、改进包装设计理念、加强技术研发等消解过度包装

的可行思路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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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是世界第二包装大国，《2018 中国包装行

业年度运行报告》显示，我国包装行业销售收入达 9.7
万亿元，企业数量达 7830 家。随着我国包装产业的

繁荣和电商行业的迅速崛起，由商品过度包装所引

起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严峻。《中

国包装年鉴 2016》指出，2016 年我国电商物流包装

箱使用量达 141 亿个，大量包裹存在严重的过度包

装和重复包装问题，产生了巨量的包装垃圾 [1]。

何谓“过度包装”？ GB/T 4122.1—2008《包装

术语 第一部分：基础》将其定义为：超出正常的包

装功能需求，其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包装成本

超过必要程度的包装。我国包装行业涉及的法规散

见于环保及其他行业相关的法律条文中 [2]，目前还没

有一部完整的包装法。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对过度包装的法律执行效力不强，限制措施滞后。

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服务型制造业，包装行

业治理过度包装问题的滞后与其巨大的规模不协调。

因此，探究过度包装现状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制，分析

其成因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策略，对包

装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过度包装的表现形式及危害

1.1 过度包装的表现形式

包装的功能包括保护商品、方便运输和促进销

售。包装的功能和价值超出正常的需求时就会产生过

度包装现象 [3]。

1.1.1 保护功能不恰当
包装的保护功能不恰当的主要表现：包装选材不

当、用材过度、层数过多等（如图 1）。在选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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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商家盲目增加包装材料的种类和等级，刻意使用

玻璃、陶瓷、金属、复合材料，更有甚者使用水晶、

金银等大量不符合商品属性的原料。以茅台“吉祥富

贵”酒为例，该礼品酒的包装除了直接接触的陶瓷外

还采用了木材、塑料、金箔等材料，用材种类众多且

工艺繁杂，其附赠的装饰品过于奢华，整体包装已远

远超过基本的承载和保护功能。还有些商品包装过于

独立，制造商本可以使用大包装进行整体保护，但为

了提高价格和档次，专门使用独立分装的小包装进行

过度保护，致使包装层次过多，增加了成本和耗材，

常见的有糖果、牛肉干、药品等 [4]。

 
1.1.2 储运功能不恰当

包装的储运功能不恰当的主要表现：包装体积

过大、空隙率过高、内部衬垫物过多等（如图 2）。

外包装的体积和内部的空隙率直接影响产品的尺寸，

过大的体积和空隙率将导致商品在储存和运输时消

耗更多的空间、物力和成本，同时给分拣、装卸、

堆码等过程带来诸多不便，这不符合包装方便运输

的功能。过度包装的结构设计往往复杂而不巧妙，

真正的产品体积往往只占包装的很小一部分 [5]。例

如，某款普通 USB 闪存盘的尺寸约为 3.9 cm×1.7 
cm×0.7 cm，体积约为 5 cm3，且按目前的发展趋势

能够做得更小型化，但市场上的包装盒尺寸约为 15.6 
cm×11.9 cm×3.8 cm，体积约为 700 cm3。有些过度

包装的成本甚至达到商品总成本的 8%~10%[6]，这种

空而不实的包装对于注重产品性能的电子行业实属

浪费。

不仅是外包装，包装内衬也常存在过度包装现

象，如使用过多的衬垫材料或廉价的填充物充填产品

内部空隙以增加饱满度。在快递行业，为了应对运输

过程中各种环境的可能风险，包装普遍严实，然而许

多包装没有做到因物而异，消耗的胶带、填充物等过

度。为了塑造高级感，一些茶叶、酒类、化妆品等礼

盒中常附有锦缎、绒布、塑料等，导致材料分类和回

收困难。

 

1.1.3 促销功能不恰当
包装的促销功能不恰当的主要表现：包装外形设

计和图文装饰采用过于复杂或高档的工艺，造成的视

觉冲击力与包装本身属性不符。商家为了吸引消费

者，实现促销的手段，往往将包装设计得过于夸张和

奢华，导致包装整体观感和产品实际内容严重不符，

不能如实传达商品的真实信息。如图 3 中某品牌营养

粉和茶叶的包装利用视觉设计误导消费者，导致礼盒

整体包装容量与产品实际容量相差甚远。

包装促销功能不当还体现在过度繁杂的制作工

艺上，包装的设计和工艺已成为最大的销售资本。包

装的效果成型主要取决于印刷工艺，纸质包装常用的

印刷方法主要有凸版印刷、凹版印刷、平板印刷和丝

b）包装层次过多

图 1 保护功能不恰当的过度包装

Fig. 1 Over-packaging with inappropriate
protection functions

a）包装选材不当、用材过度

b）内衬耗材过度

图 2 储运功能不恰当的过度包装

Fig. 2 Over-packaging with inappropriat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functions

a）包装体积及空隙率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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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印刷，此外涉及的后期印刷工艺繁复冗长 [7]，如图

4 所示。以月饼行业为例，不同档次的月饼，其本身

的制作原料差别甚微，价格的高低几乎都取决于包

装的制作工艺。普通的月饼包装使用白色油纸包裹

或由一层聚乙烯塑料袋封口即可，若作为礼盒包装，

使用软质的纸盒作为外盒包装即可。然而市面上月饼

礼盒常使用多种材料，如在礼盒的纸板表面增加装饰

纸或在内部添加绸缎等。

图 5 展示了某品牌月饼礼盒采用的加工工艺，该

礼盒在品牌名称处采用了刀版工艺，外盒表面覆哑膜

并采用压印文字，独立包装的外盒采用了烫金工艺。

每道工序都会产生相应的费用，涉及的工艺越多，损

耗的物料就越多。

 

1.2 过度包装的危害

1.2.1 严重浪费资源，加剧污染环境
商品的过度包装必然导致损耗更多的能源和原

材料，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回收和处理，产生的包装废

弃物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据统计，我国每年城市

固体废弃物约三分之一为包装废弃物，其中约一半是

由于过度包装产生 [8]。以包装使用量基数大的快递行

业为例，2015—2018 年，我国快递业的包裹增长每

年达百亿件，塑料袋、包装箱、胶带用量增幅都较大，

包装废弃物总量每年以几百万 t 递增，如表 1 所示。

过度包装是快递包装垃圾猛增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

减少运输过程中的各种破坏，商家不惜浪费材料也要

保证商品严密无损 [9]。铝、铁等金属常采用焚烧法和

填埋法处理，而塑料不易回收和降解，这些包装废弃

物给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 [10]。

1.2.2 侵害消费者权益
从消费者的利益来看，使用包装而引发的成本

（如价格、税赋、包装的回收处理等）最终都由消费

者承担。与少数消费者刻意追求过度包装相比，大

部分消费者往往是没有选择而被动接受过度包装及

表 1 2015—2018 年我国快递包装消耗情况

Table 1 China's express packaging consumption during
2015—2018

包装类别

包裹 / 亿件

编织袋 / 亿条

塑料袋 / 亿个

封套 / 亿个

胶带 / 亿 m
包装废弃物 / 万 t

年                 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7
  31
  83
  31
170
400

313
  43
120
  45
245
624

401

  48
364
800

500
  53
245
  57
430
941

 注：数据来源为 2015—2018 年《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现状及

趋势报告》和《中国包装年鉴》。

b）包装与产品实际体积相差甚远

图 3 促销功能不恰当的过度包装

Fig. 3 Over-packaging with inappropriate
promotional functions

图 4 印后加工流程图

Fig. 4 Process flow chart of post-press

a）包装过于奢华

       a）刀版工艺            b）压印文字          c）烫金工艺

图 5 某品牌月饼礼盒采用的加工工艺

Fig. 5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a moon cake gif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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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产生的额外费用。2011 年北京西城法院判决了

中国首例过度包装案，该案中消费者田某购买善存、

钙尔奇礼盒后，发现豪华的包装盒内只有很小的两瓶

药，遂起诉商家，经检测该保健食品超出了国家标准

文件中包装空隙率的要求指标，最终法院判令商家向

消费者退还货款 [11]。虽然此案中消费者维护了自身

的权益，但多年来依靠法律成功维权的个人案例极

少，表明法律执行方面仍不完善，大部分消费者维权

的渠道有限。

1.2.3 破坏市场秩序，影响社会风气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某些企业的经营重心

从商品的质量转向包装，这短期内可能会使利润上

涨，但不利于企业长久发展。首先，当前国家大力倡

导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和

扶持绿色生态型企业，与环保理念背道而驰不利于企

业在社会长远立足。其次，一旦依靠包装占领了市场，

这种手段就会引起其他企业纷纷效仿，致使过度包装

现象越来越严重，陷入恶性循环，破坏了和谐的经济

秩序。最后，盲目增加包装材料用量和复杂化生产工

艺，可能使企业承受更大的经营风险，无形中增加了

投资压力，延长了资产回转周期 [12]。

2 我国限制过度包装的相关法律

2.1 我国限制过度包装的相关法律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次在我国法律

中明确限制过度包装，并确立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除了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都需要对固体废弃

物依法承担防治责任。但该法主要针对环境问题而非

过度包装本身，且一些规定过于原则性，如未明确规

定按哪项国家规定对包装物进行回收利用及如何承

担防治责任，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相应配套机构和

设施还不够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生产者应

当委托销售方或专门进行废物后处理的企业进行回

收，并从产品包装设计角度规定了包装标准。虽然规

定了应尽回收义务的责任方，但该法是一部框架性

法律 [13]，关于产品包装物设计方面的规定不够全面，

仅停留在方法引导阶段。另外，只有强制被纳入回收

名目的包装物才需要责任方实行回收义务，但大部

分的包装物并不在回收名目内。《清洁生产促进法》

对生产技术和工艺设备等提出了要求，规定了产品生

命周期内各环节责任方的法律义务，更加专业地从包

装本身的材料、结构、成本进行了阐述。然而面对现

实中种类繁多复杂的过度包装，该规定仍显得单薄和

模糊，使执法部门在治理相关问题时被赋予更大的主

观裁量空间，容易造成不公平和腐败问题。

2.2 我国限制过度包装的相关国家标准

GB 23350—2009《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

和化妆品》对商品包装提出了原则性的基本要求、

限量要求和限量指标的计算方法。如确定了饮料、粮

食、化妆品等的包装空隙率和层数的系数指标，还根

据包装内产品的单件净含量的不同对包装空隙率做

了不同的要求。JJF 1244—2010《食品和化妆品包装

计量检验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对包装标准

测定的程序和方法做了细化，然而也有对该《规则》

存在曲解的案例发生。连云港市计量检定测试中心认

定某公司的化妆品促销包装属于过度包装，原因为该

公司将《规则》中的“两类或两类以上商品”误解为

“两件商品”，导致对包装空隙率的计算产生错误，

而本案例中促销包装内的几款商品都属于化妆品，不

是两类商品，故对本促销商品空隙率的限量要求中，

该条不适用 [14]。

3 过度包装的成因分析及消解策略

3.1 过度包装的成因分析

过度包装现象泛滥，必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综合

客观地分析成因并逐个针对性地寻求解决对策，有助

于消解该现象。

3.1.1 法律规制及配套措施不健全
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在商品包装领域缺乏科学

体系的法律规范，这是过度包装难以遏制的重要原

因。我国尚无过度包装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散见于

环境法中涉及过度包装的规定，原则性较强，仅体现

其精神，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未明确规定回收后处理

的责任归属，导致执法和惩处困难。在国家标准方面，

虽然给出了一些商品的具体限制指标，但指标过于宽

松，约束力较弱；此外，适用商品类别范围窄，立法

层次过低，对部分概念的表述比较模糊，让一些企业

存在疑问 [15]。例如目前国家标准中只对食品和化妆

品领域的包装要求有明确规定，对服装、日用品等领

域还是空白。关于销售价格占成本比例的规定，并

未说明此销售价格是产品出厂时的还是流通时的又

或是打折处理时的，因此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细化、

规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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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有关条例。在监管方面，相关监督部门对过度包

装行为的检查、监督、处罚等，分工不够明确具体，

导致未很好发挥监督和引导作用。

3.1.2 传统的消费观念及不当竞争
包装是消费者认知商品的重要媒介，是对商品整

体进行评价的启发线索，是选购商品的重要依据 [16]。

有研究通过假设检验表明 [17]，消费者倾向于将非过

度包装的产品与低价品牌和劣质产品联系在一起，产

生较低的感知质量，即过度包装对改善产品的感知

质量可能有促进作用。因此，面对低端产品，消费

者可能更喜欢购买过度包装，以降低个人感知风险。

加之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相

比许多国家，消费者更讲究面子，所以在月饼、酒类、

茶叶等礼盒市场过度包装现象尤为突出。这也与大众

本身缺乏绿色环保意识，不够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等因素有关。

商品包装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护商品。由于盲目追

求利益最大化和抢占市场份额，商家过分依赖包装次

要的促销功能，故意采用昂贵的材料和复杂的设计进

行奢华式包装，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导致商品包装的

价值本末倒置。更有商家采用欺诈式包装，即刻意让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对包装内的实际结构不知情或

产生误解，例如在开窗式结构的包装中只在开窗部分

展示商品，其余遮挡处以泡沫塑料或其他填充物支撑

结构。

3.1.3 设计水平及技术手段不先进
包装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包装的结构设计、

平面设计、功能和经济的合理性评审，包装物的功

能图片材料及标准的审核，到包装物的出样确认、

包装工艺路线的编制、客户需求的调整等方方面面，

都考验着包装工程师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部分包装设

计师由于缺乏资质和经验，不具备逻辑性与创造性充

分结合的整体设计能力，不能根据包装各部分结构的

要求采用合适的材料及成型方式，对包装的空间结构

和容装性进行不恰当的数据计算，导致包装实际层数

过多、结构空隙率过大 [18]。一些设计师往往抓住包

装的某个细节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如片面追求视觉美

观性或过度追求包装的保护功能，造成设计功能不当

或功能过度。

在更迭换代迅速的包装市场，部分企业的硬件设

备及包装工程师对先进软件使用和研发的技术水平，

不能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电商快递行业

发展迅速，但物流运输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不够高，

很少有与之相匹配的智能包装系统平台 [19]。目前快

递包装的打包环节大多由人工的肉眼和经验判断，

很难精准估算商品的质量和体积，人工包装常采用

固定型号的包装箱，容易造成产品与包装不够贴合、

浪费大量空间或缓冲材料。随着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

据应用的普及化，如何根据商品的属性、数量、质量、

体积、摆放位置等条件，研发和优化大数据算法模型，

精确计算包装的耗材和寻求最优装箱方式以实现智

能化打包，是包装从业者未来需深入学习和研究的。

3.2 过度包装的消解策略

3.2.1 逐级分层，建立法律体系 
在国家层面，可依据我国国情，结合环境相关法

律的原则性条款，制定诸如《商品包装法》的专门

性法规，保障司法及执法等活动的展开，并可根据

市场变化情况和材料工业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技术性

的国家标准相辅相成，构建全面且统一的法律框架，

以提高立法层次效力。该方面可借鉴德国的经验，德

国是世界首个制定包装法律的国家，其颁布的《包装

条例》最早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生产者责任制，明确了

包装回收后处理的责任方。另外，可在《商品包装法》

中定性欺诈性包装及惩处措施，为消费者提供有效

的救济途径 [20]。如具有欺诈行为的商家，需按照消

费者购买价格的 3 倍进行赔偿，同时增设信誉系统，

一年中因欺诈性包装被记入信誉系统 5 次的企业，可

按商品包装投资总额的 8%~10% 增收该年企业所得

税应纳税额。

在地方层面，除了应遵循国家统一法规和标准

外，可根据各地消费习惯，设定过度包装重点监管区

域。如 2019 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前五省市（广东、上海、

浙江、江苏、北京）的地方政府，可推出当地的《容

器包装回收利用法则》，规定零售店铺每年容器包装

材料使用量超过一定数额的，需强制削减包装的耗材

量，并每年度向当地政府报告削减额实绩。地方应

明确执法机关和程序，协调政府部门、专业检测机

构和消费者一同执行监管工作：环保部门监督管理，

专业机构负责检定，消费者可以检举并可获得一定的

检举奖励。

成立民间行业协会组织，该组织在应对过度包装

问题上可以起到助力作用。德国成立了由近百家生产

及销售企业组成的德国二元体系协会，同时推行“绿

点”计划：在商品包装上印绿色圆点标志，生产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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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企业通过向协会缴纳绿点标志使用费的方式，将自

身的回收义务转接给了协会，规模优势使得废弃物的

循环利用转变为循环经济 [21]。绿点标志使用费的高

低与包装废弃物回收率相关，企业为了减少成本会尽

力将包装设计得更加减量化。该计划实施一年，包装

回收利用率达到 86%[22]。日本民间成立的百货协会

组织主要对百货商品的包装实行监督，如对包装定

标，监督包装的选材和体积，尽力让包装统一标准化，

该办法对积极推动包装的减量化有显著效果 [23]。我

国可在包装行业成立民间协会或专门的监督委员会，

帮助政府分担责任，还可以协助教育消费者有关初始

包装、二级包装和过度包装之间的区别。

3.2.2 出台绿色激励政策，征收过度包装税 
我国征收过度包装税的经济条件已逐渐成熟，有

“费改税”工作奠定的良好基础，过度包装征税具有

可行性，可提出以下如表 2 所示的构想 [24]。过度包

装税要依据法定主义原则和税负公平原则，有关标准

要依据法律规定，并在税率上体现一定差别，对环境

污染严重者比较轻者征收更高的税率。可配套出台绿

色激励政策，对使用减量化或具有绿色理念包装的纳

税人采用免收、即征即退或先征后返的方式进行税收

减免。征收过度包装税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包装废弃

物治理的乱收乱摊现象，消除因人情世故等因素造成

的不平等现象。该办法可以循序渐进，如先在一定的

行业和地区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广至全国。

3.2.3 细化包装分类标准，结合国情逐步提出要求
韩国和我国都明确限制了食品和化妆品的包装

系数指标（见表 3）[25]，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相比

韩国对系数指标的总体要求明显更宽松。例如目前

我国糕饼类空隙率要求标准高达 60%，这一规定值

对限制诸如月饼包装的约束力有待重新审视。除表

中所列商品，韩国还对杂货、医疗用品、服装等 21

个商品类别的包装空隙率和层数作了规定，商品分

类和要求更细化严苛。因此，我国可以进一步细化

商品分类，并对包装标准提出更高要求。由于我国

有特殊文化礼仪背景，可相对韩国适当放宽过度认

定的系数指标，建议我国包装空隙率标准可以改进

为目前标准与韩国标准的折中值，即 30% 左右。未

来可根据我国国情，逐步在包装空隙率和包装层数

方面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3.2.4 改进包装设计理念，加强品牌质量效应
为了让商品脱颖而出，制造商可采用简约美学提

升商品吸引力，使其在形状、颜色或品牌特色与竞

争商品区分开。日本著名品牌无印良品因简约环保、

物美价廉的特点受到大众青睐，其成功可以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如图 6 所示，无印良品的产品在包装设计

上注重原本的形状及颜色，常采用透明系和淡色系

简约包装，不做过度包装和多余渲染，给人简洁大

方、朴素环保的印象。从图 6 可以看出，除标签外，

包装上没有多余的修饰性部件或图案。制造商可以借

鉴这种崇尚自然、还原本质的理念，如在包装上只附

带产品相关介绍的标签，直截了当地说明产品的性能

及使用方法。在包装的颜色选择上也可以保持其原有

的色彩，尽量简化商品的生产制作工序。在营销方面

可专门将简约包装塑造为自身的品牌卖点，如在广告

中添加声明，指出已去除所有不必要的包装，既实现

了包装的功能，又传达了品牌绿色生态的精神诉求。

包装设计需要在科学和艺术间找到平衡点，把握设计

的度，尽量做到经济实用、绿色美观、科学创新的统

一 [26]。

研究表明，品牌质量对品牌信誉和绿色品牌形象

具有积极作用，这意味着具有较高感知质量的品牌，

被认为提供环保产品更为合理；当品牌与高质量相关

联并享有良好的品牌资产时，消除多余的包装几乎不

表 3 中韩两国包装标准的要求对比及建议改进标准

Table 3 Comparison of packaging standard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商品种类

饮料

酒类

糕饼类

保健食品

化妆品

包装空隙率

中国

≤ 55%
≤ 55%
≤ 60%
≤ 50%
≤ 50%

包装层数 建议我国改进标准

包装空隙率

≤ 30%
≤ 30%
≤ 40%
≤ 30%
≤ 30%

包装层数

≤ 2 层
≤ 3 层
≤ 3 层
≤ 3 层
≤ 3 层

韩国

≤ 10%
≤ 10%
≤ 20%
≤ 15%
≤ 10%

中国

≤ 3 层
≤ 3 层
≤ 3 层
≤ 3 层
≤ 3 层

韩国

≤ 1 层
≤ 2 层
≤ 2 层
≤ 2 层
≤ 2 层

 数据来源：中国《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及韩

国《商品包装方法及包装材料等基准相关规则》。

表 2 过度包装征税的基本内容构想

Table 2 Basic contents of excessive packaging taxation

名   目
纳税人

课税范围

税 率

计税依据

应纳税额

征收方式

内                 容
过度包装生产到使用过程中所有使用单位、团体和个人

不符合国家包装标准规定的各类商品

采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复合征收模式，可依据治理成

本的变化而调整

依据应税过度包装商品数量或价格，按照一定的税率，

可采用从量定额和从价定率复合征收方法

应纳税额 = 应税销售数量 × 定额税率＋应税销售额 ×

比例税率

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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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感知质量的显著下降 [27]。据此，具有良好品

牌质量和信誉配置的制造商，可以大胆消除多余的包

装而不必担心损害其形象。如在产品本身或货架上添

加注释，以引起人们对包装变化的注意，同时对其进

行明确说明，表示消除过度包装是对可持续发展负责

任的承诺的一部分。

3.2.5 根据时代趋势，加强技术研发
我国电商快递行业发展迅速，包装使用数量逐年

攀升，可顺应潮流从线上对过度包装进行变革。在电

商平台，相对质量、价格、评价等因素，商品的包装

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更小，且也比在线下环境

中的小，这种特殊的电商环境有助于包装减量化的实

施 [28]。同时加强网络平台的店铺管理，要求除了商

品原生产商的包装外，不应额外加制第三方营销店铺

的包装袋。

在技术手段方面，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等技术，已逐渐渗透到各领域，给各行业的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传统的包装设计更依赖经验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包装设计更注重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

如采用先进的三维二维优化技术、仿真分析技术、柔

性计算技术和智能数据库等进行大量数据计算和综

合评价 [29]。目前国内已有企业团队研发了“整体包

装设计系统”软件，在系统内输入产品的外形尺寸

与构件尺寸要求，便可快速生成包装系统的三维图、

二维工程图、工艺单、下料单等，输入缓冲垫型式、

厚度、跌落高度、缓冲材料动态缓冲性、脆值等原始

数据，便可获得最佳缓冲垫尺寸 [30]。这不仅优化了

尺寸，保证了设计的精准度与高质量，大大提升了生

产效率，还可对包装的绿色环保指标等进行定量分析

与评估。

同时企业可研发和优化“智能打包算法”，根

据商品的数量、质量、体积等条件，精确计算出所

需的包装用料和最佳打包方法，以防人工包装时标

准不一而导致包装过度。例如苏宁物流通过大数据

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研发了一套智能包装推

荐算法 [31]，如图 7 所示。

包装推荐算法结合客户订单信息、商品主数据、

包装耗材等相关数据，自动为客户的商品确认包装的

c）文具盒

图 6 无印良品的简约包装风格实例

Fig. 6 Examples of MUJI's simple packaging style

a）化妆水

b）再生牛皮纸信封

图 7 包装推荐算法流程图

Fig. 7 Process flow chart of packag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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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型，并对装箱顺序和装箱位置等进行优化。图

8 展示了商品不同摆放位置对最终装箱结果的影响。

苏宁物流通过在仓库包装中采用智能包装解决方案，

每年可节约包装成本近千万元 [32]。

 

4 结语

想要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过度包装

是必须逾越的一道障碍。我国过度包装现象的存在既

有现实的社会原因、传统的文化原因，也有技术水平

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相关标准和政策虽然在逐年出台

和更新，部分未细化的标准也在逐一明细，但总体进

展缓慢，约束力较弱，实际执行时依然存在许多问

题。因此，在法律规制方面，可从完善法律体系入手，

配套出台有关政策，并借鉴国外经验逐步严格要求包

装系数指标。在消费理念方面，可引导企业设计绿色

简约的营销策略，倡导消费者形成经济环保的消费观

念。在技术手段方面，可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校开展产

学研合作，加大包装产业的技术研发投入，培养相

关领域的技术人才。总之，只有各级政府、有关部

门和单位多管齐下，才能改变过度包装的不良现状，

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举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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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过度包装现状及消解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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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odity Over-Packaging and
the Resolution Strategy

ZHOU Mengwen，LI Houbin

（School of Printing and Packaging，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The reduction and greening of the packaging industry have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future.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degree of excessive packaging in China’s commodity packaging,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inappropriate protection function,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function, and promotion function. 
Excessive packaging harms the environmen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Furthermore, it affects the market 
order and social conduct.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restricting excessive packaging in China were 
introduced. The reasons for excessive packaging caused by legal regulations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traditional 
consumer concepts and market competition, design level and technical means were analyzed. Some feasible ideas 
and strategies for eliminating excessive packaging have been proposed, such as establishing a legal system, levying 
excessive packaging taxes, refining packaging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improving packaging design concepts, and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over-packaging；legal regulation；resolu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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