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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 这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上升到新的高度。在这一背景下，我国

包装业正处于变革时期，绿色包装成为包装领域的重要发展内容与趋势。采

用科学计量学方法，使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我国绿色包装研究的可视化图

谱，通过对研究样本的发文量、作者、关键词分析，结合文献论证，厘清了

近 30 年绿色包装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和研究现状，并以此总结了新时代

生态文明视阈下绿色包装产业转型的发展路径：从力求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包装材料研发等方面推进包装产业转型升级。未来

绿色包装领域想要获得突破性进展需要向智能化、体系化、多元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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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经济、社

会和环境的协同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内涵之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报告还明确“要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性上升到新的高度 [1]。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

发展，就必须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我国快递产业快速成长，消

耗了大量的包装材料。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包装造成

的生态环境污染仅次于水污染、海洋湖泊污染和空气

污染，成为了我国的第四大污染源 [2]。因此，传统包

装产业向绿色环保转型刻不容缓。绿色包装侧重于

环保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并遵循加速增长与保护环境

相结合的原则，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成为解决

包装引起的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故本研究拟使用

CiteSpace软件绘制我国绿色包装研究的可视化图谱，

探析近 30 年绿色包装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和研究

现状，并以此总结新时代生态文明视阈下绿色包装产

业转型的发展路径。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 文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知 网 平 台。 以“ 绿 色 包

装”为高频检索词，时间分片为 1，检索时间跨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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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22 年，检索获取 721 篇文献。为确保数据

的客观性和研究的可信度，对 721 篇文献进行遴选，

剔除相关度较低的文献如书评、会议资讯、新闻报道、

院校学科专业介绍、杂志序言等非学术性文献，最终

获得可用于文献分析的样本共 500 篇。

1.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国际著名信息可视化专家陈超美教

授团队研发的 Java 应用程序 [3]，其通过综合聚类分

析等方法绘制可视化图谱，揭示某学科领域的知识

演化关键路径、演进历程和前沿方向等。本文使用

CiteSpace6.1 R6 软件对 1992—2022 年绿色包装研究

领域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选择发

文量、作者、关键词共现功能模块，时间切片设置为

1，剪枝方式设置为寻径（pathfinder）和剪枝切片网

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

2 我国绿色包装研究分析

2.1 学术关注度分析

1992—2022 年我国绿色包装研究文献的发文量

分布如图 1 所示。将文献按发表时间排序，可知最

早一篇文献发表于 1992 年 12 月 27 日，最后一篇文

献发表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时间跨度约为 30 年。

我国绿色包装研究大致分为 3 个阶段：

探索阶段（1992—2000 年）。在此阶段，绿色

包装领域的研究呈偶发状态，总体发文量较少，研究

集中于基础理论的阐释。1999 年呈小幅增长，部分

学者提出开展“以纸代木”“以纸代塑”的包装改进

工作，初步构建了绿色包装研究的理论基础。

发展阶段（2001—2011 年）。2001 年我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适应绿色环保风暴以与世界接轨成为

推动学者们投入研究热情的主要因素。文献研究集中

于我国如何突破绿色壁垒以促进外贸出口。2010 年
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绿色发展、保护生态成为重要议题 [4]。因此，在这一

阶段，绿色包装研究频率明显增高，年发文量呈波浪

式增长，尤其是 2002 年和 2007 年发文量激增，年发

文量达到 36 篇。此阶段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相关学者在绿色包装方面作出的积极探索为绿色发

展指出了可能的方向。

稳定阶段（2012—2022 年）。这一阶段整体发

文量较为稳定。2020 年我国正式提出 2030 年前实现

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受到国家双

碳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学界研究愈加丰富多样，主要集中于发展策略、新型

绿色包装材料、智能物流等方向。

这 3 个研究阶段大致体现了学术研究活动“观望、

追随、狂热、冷静、 回归理智”的发展规律 [5]。

2.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我国绿色包装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如图 2 所示。

图中节点大小反映了作者出现的频率大小。作者出现

频率越高，节点越大；出现的频率越低，节点越小。

核心作者共现图共涉及作者 566 位（N=566)，共有

连线 336 条（E=336）。在绿色包装领域涌现出以戴

宏民、李军、王章旺等为代表的杰出学者，并呈现

出多个合作网络。以戴宏民、戴佩华、杨祖彬 3 人

形成的合作网络为代表显示出一定的名人聚集效应。

但是作者合作网络密度仅有 0.0021。整体上看，作者

之间的学术合作和互引关系较少，这表明在绿色包装

研究领域虽然汇聚了一定数量的学者，但尚未形成较

为集中的核心作者群，不利于该领域的跨学科合作。

2.3 关键词共现分析

分析高频次的关键词可以更清晰地显现绿色包

装领域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焦点。在 CiteSpace 软件中，

图 1 绿色包装文献发文量变化趋势

Fig. 1 Trend of green packaging literature issuing

图 2 核心作者共现图谱

Fig. 2 Core Author co-occurrence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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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节点类型改为 keyword，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

图 3 所示。图中，节点越大，研究频次越高；反之越低。

除去与文献搜索高度相关的“绿色包装”“包装设计”

关键词，高亮显示的包装材料、绿色物流、绿色设计

为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是该领域学者关注的中心话

题。关键词出现频次如表 1 所示。由表可知，绿色壁垒、

环境保护、绿色营销等也是绿色包装的研究热点。

2.4 阶段性研究前沿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某一时期内被引频次激增的研究

主题词。突现词的年代分布及突变强度可以反映研究

议题的价值性，易可反映研究前沿。运用 CiteSpace
软件的突现度（burstness）功能，设置突现词数量参

数 γ 为 0.2，生成绿色包装研究中前 14 个突现词，如

图 4 所示。图中，黑色区段是关键词的突现时间段。

从突现强度来看，“绿色物流”为突变强度最高

的突现词，高达 5.01，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前沿。

电商业的飞速发展、绿色理念的普及以及双碳战略和

相关绿色政策的提出，促使学界对绿色物流的研究关

注度高涨，加快优化快递包装势在必行。对“绿色物

流”的研究与发展对策探讨热度一直持续了 8 年之久，

涌现出“智能包装”“共享包装”等新型包装模式。

同时，“包装设计”的突变强度也较大，为 3.5，主

要涉及设计的创意创新、包装材料的选择和分析、包

装情感化设计。此外，绿色产品、饲料产品、纸包装、

绿色经济的突变强度也较大，这些研究领域广受研究

者关注。

从突现时间来看，“绿色产品”突现词出现时

间最早。1997 年欧盟已全面实施 1994/62/EC《关于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处理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5 年颁布相关制度的修正案，这是对我国出口贸

易影响最大的绿色壁垒之一。此时学界研究热点围

绕着“绿色壁垒”展开，学者们从多角度提出应对

绿色壁垒的对策。2014—2016 年，对于“茶叶贸易”

的研究，主要与茶叶的绿色包装设计和茶叶出口贸

易相关。2016—2019 年，学者将“绿色设计理念”

运用到绿色包装的全过程，助力绿色发展。2010 年

4 月博鳌亚洲论坛召开，“低碳经济”成为这一论坛

的主流。“低碳经济”研究贯穿 2010—2019 年。此外，

2016 年《塑料加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导意见》、

2020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的

出台，塑料包装污染受到了广大学者的重视。轻量化

包装、智能包装、食品包装、快递包装共享模式等都

成为研究前沿。

2.5 主题方向分析

运用 CiteSpace 的对数似然率算法（log-likelihood 
rate，LLR）生成绿色包装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如图 5 所示。由图可知，聚类图的 Q 值（Modularity）

图 3 绿色包装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3 Green packaging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ping
表 1 绿色包装关键词频次统计表

Table 1 Green packaging key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出现频次 中心度 出现年份 关键词

226 1.10 1992 绿色包装

046 0.18 2002 包装设计

030 0.12 1994 包装材料

024 0.11 2006 绿色物流

024 0.08 1996 绿色壁垒

018 0.08 1998 环境保护

017 0.11 2001 绿色设计

014 0.03 1996 绿色营销

011 0.03 2005 循环经济

011 0.02 1996 绿色产品

图 4 绿色包装文献突现词图谱

Fig. 4 Map of citation bursts in green packaging 
literature

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绿色包装发展路径研究

周肖舒，等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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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6966，表示聚类视图结构明显、模块结构显著；

S 值（Mean Silhouette）为 0.9286，表示聚类结果可

信。聚类共 11 个，分别为绿色包装、包装设计、包

装、绿色壁垒、消费者、材料、绿色设计、绿色物流、

过度包装、包装印刷、绿色制造和塑料包装，详见表 2。

基于聚类结果及绿色包装的概念内涵等特征，将

11 个聚类概括归纳为 4 个主题知识群。

一是绿色包装设计研究。这一知识群主要包括

“包装设计”“绿色设计”“人性化”“功能性”等

高频关键词。包装设计是绿色包装研究领域的核心研

究内容，它作为主线贯穿绿色包装的全过程，是包装

过程中最具有创造性的阶段。文献聚焦于绿色设计理

论研究和包装设计实践创新。陈彦卿等 [6] 提出通过

优化快递包装设计使其减量化、智能化，实现可持续

发展。马更 [7] 从心理学角度，通过包装设计满足儿

童不同阶段的心理需求并激发他们的绿色环保意识。

刘宗明等 [8] 以全生命周期设计因子为基点，提出了

完整的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包装低碳设计方法，为

绿色包装设计开拓了新的思路。

二是绿色物流与绿色制造。这一知识群主要包括

“绿色物流”“智能物流”“快递包装”“出口贸易”

等关键词，研究主要集中于构建绿色物流生态系统、

探析物流运行模式、优化包装结构等。熊兴福等 [9]

通过对快递盒体的重复使用和充气式气囊的填充，设

计了基于绿色模块化理念的共享快递运输包装。尤美

虹等 [10] 通过菜鸟、京东的绿色物流实践案例验证了

“5G+ 绿色物流”模式，此模式能推动绿色环保事

业发展。同时，这一知识群还包括“国际标准”“法

律对策”“政策议程”等研究。这些都为我国包装业

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思路，也是我国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

三是绿色营销与绿色产品。这一知识群主要包括

“消费者”“绿色营销”“绿色壁垒”“低碳经济”“茶

叶贸易”“过度包装”等关键词。绿色营销多围绕绿

色农产品、茶叶贸易、食品包装展开。鞠月等 [11] 提

出低碳经济背景下食品包装产业的低碳化要逐渐向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三原则转型。

四是包装材料与包装印刷。这一知识群主要包括

“包装材料”“技术创新”“包装印刷”“可食性

包装膜”等关键词，研究聚焦于新型材料的应用实

践和工艺创新。针对包装材料的研究开始时间较早，

在 1998 年就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关注，随着技术的

进步，该领域的研发也逐渐深入。当前绿色包装材料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天然高分子可降解材料。徐世豪

等 [12] 指出石油资源日益枯竭，天然高分子可降解材

料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社会需求。刘佳欣等 [13] 认

为未来在食品包装领域生物基聚合物材料有望可以

取代传统石油基包装材料。但是，当前天然高分子可

降解材料在技术与社会推广方面都兼具挑战。戴宏民

等 [14] 指出非石油基降解塑料的价格相对高昂，可以

通过改进制备工艺和扩大产量来降低生产成本以提

高市场接受度。袁文斌等 [15] 指出我国对于可生物降

图 5 绿色包装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 5 Clustering map of green packaging keywords

表 2 绿色包装共现网络聚类表

Table 2 Green packaging co-occurrence network 
clustering table

聚类号 聚类名称 中心性 关 键 词

  0 绿色包装 0.960
绿色包装、包装设计、包装材料、技

术创新

  1 包装设计 0.885
包装设计、包装材料、商品包装、人

性化

  2 包装 0.901 包装、绿色、绿色包装、功能

  3 绿色壁垒 0.899
绿色壁垒、出口贸易、茶叶贸易、国

际惯例

  4  消费者 0.906
消费者、绿色产品、绿色观念、绿色

标志

  5 材料 0.917 材料、应用、环境保护、纸包装

  6 绿色设计 0.920
绿色设计、绿色包装、功能性、无污

染

  7 绿色物流 0.914
绿色物流、快递业、国家邮政局、智

能物流

  8 过度包装 0.976
过度包装、低碳经济、政府失灵、全

球变暖 

  9 包装印刷 0.946
包装印刷、循环经济、循环周期、包

装工业 

10 绿色制造 0.979
绿色制造、绿色经济、绿色认证、绿

色管理

11 塑料包装 0.989
塑料包装、绿色商品、可食性包装膜、

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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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薄膜的研发工艺和生产技术水平尚不成熟，因此在

包装领域全面推广可生物降解材料任重道远。另外，

该主题还提及了“智能包装”等前沿包装理念，通过

智能包装材料推动包装范式升级 [16]。

3 生态文明视阈下绿色包装发展
路径分析

3.1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绿色包装应强调以绿色低碳循环为原则。通过

绿色包装将日常消费绿色化，培养全民绿色低碳理

念，打造绿色生活新时尚。在包装设计过程中应全

面融合生态标准，充分运用交叉学科的优势，从经济、

社会、技术、环境等多维度来考虑包装全生命周期

各阶段的绿色属性。目前，探讨较多的绿色包装设

计策略包括无害化设计、耐久性设计、可循环利用

设计、易拆解设计等。此外，还应灵活运用互联网

高效率、高精准度的特性帮助传统包装业转型升级。

例如，利用大数据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分类，构造体

系化的包装盒回收系统，这也为建立包装循环再利

用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3.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推动包装业的绿色化进程，离不开政府的主导

与法律的约束。因此，当前政府应加强绿色包装相

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明晰市场主体法律责任，

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优化包装的生产和使用标准，同

时出台相关政策严格监督落实，健全包装管理体系。

从包装全生命周期出发，管理体系还应覆盖包装设

计、生产、使用、回收、废弃全生命周期，以此形

成市场的长效机制。此外，还应细化过度包装防范

制度，明确过度包装认定标准。政府还应强化对绿

色包装相关的财政支持，充分联动社会机构、高等

院校及主流媒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完善监管机制，

加大对生态理念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社会风气，

避免过度包装之风的盛行。

3.3 加强包装材料研发

绿色包装的核心在于原材料，因此加强包装技术

与材料的研发尤为重要。首先，政府要加大对绿色包

装材料研发的财政支持如补贴奖励制度、减免相关税

收、投资优惠等，以此鼓励更多企业着手研究新材料，

还要加大对环保材料的宣传推广，推动绿色包装材料

破圈。其次，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逐步放弃使

用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包装材料，以减量、无害和资源

化作为开发的主要方向，主动加强对环境无害的生物

可降解膜材料的研发力度 [17]。再次，当前我国绿色

包装研究领域尚未形成集中的学术合作网络，要想深

耕新型环保材料研发，就必须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形

成研究合力。最后，还应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与人工智

能为包装材料研发赋能，促进包装业绿色转型。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绿色包装正逐步在包装设计、包装材

料、包装系统等方向进行纵深研究，与社会、经济、

技术的联系也愈发紧密。综合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可

知，我国绿色包装研究主要集中于包装材料、食品包

装、快递物流包装、智能包装等领域，推动包装向智

能化、体系化、多元化发展是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的重

要举措，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近几年，

智能化成为绿色包装最为典型的趋势之一。未来的绿

色包装将会打破传统包装的思维局限，与科学技术的

结合更加紧密。智能化技术将会贯穿于包装的全生命

周期，为包装绿色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持。其次，对

于绿色包装的评价方式正在由单一转向生命周期全

流程，包装的绿色化不再只考虑对包装本体的设计，

而是考虑包装材料获取、包装设计、制造、运输、使用、

维护以及回收的全过程。绿色包装将从包装的生命周

期整体性能出发，将迈向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范畴，

拥有更广博多元的发展前景，进一步推进我国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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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Green Packaging in China 
Based on Knowledge Map

ZHOU Xiaoshu，HUO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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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explicitly stressed 
that ‘we must plan development from the heigh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raises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a new level. In this context, China’s packaging industry is in a period of change, 
green packag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content and trend in the field of packaging. The scientometric 
method was adopted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o draw the visual mapp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authors, keywords of the research samples, combined with the literature argum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ackaging in the past 30 years was clarified, as well as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wa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green packaging industry was summarized under the threshol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packaging industry should be engaged 
in the aspects of striving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materials. In the future, the field of green packaging needs to 
expand to intelligence, systemat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to get a breakthroug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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