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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使新型绿色低碳材料在将来实际产品包装中大量地投入应用，并展望我国绿色低碳包装材

料的应用前景。方法方法 根据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内涵，分析我国包装材料应用现状，及如何使包装材料

做到绿色与低碳的标准，并重点剖析目前我国绿色低碳包装材料存在的问题，及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

距。结果结果 结合我国绿色包装材料实际应用情况，列出5点促进绿色低碳包装材料在产品实际应用中的

对策。结论结论 通过对绿色低碳包装材料内涵及实际应用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包装产业将要大量地使

用新型绿色低碳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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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new green and low-carbon material in the real product packaging would be put into great use in the
future, this research prospected the promising application of green and low-carbon packaging material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and low-carbon packaging material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packaging materials in
China was analyzed and how to make packaging materials to meet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standard was discussed,
especially focusing on current problems about green and low-carbon packing materials in China.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ap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was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green packaging materials in
China, five countermeasures of promoting usage of green and low-carbon packaging materials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were list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and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and low-carbon packaging materials,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new green and low-carbon packaging materials would be largely used in the packaging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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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绿色低碳观念的加强，对商品绿色低碳

包装材料的使用越来越重视[1]。要想吸引消费者购买

商品，仅凭商品的外观远远不够，必须做到商品包装

材料的绿色低碳化，才能使人们放心地购买与使用，

同时也符合当代人们绿色低碳的理念。企业应全面

使用绿色低碳化的材料来包装商品，才能使商品得到

消费者的青睐。

1 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内涵

绿色低碳包装材料是指材料在全生命周期内对

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不造成危害，并且包装材料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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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回收再使用，有效地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

耗，具有绿色、低碳的特性[2]。其中，绿色与低碳材料

强调：原材料是环保可再生的，并且在生产加工过程

中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不造成严重的伤害[3]；资源

能够实现最大化利用，节约资源；减少CO2，SOx，NOx等

气体的排放。

包装材料要做到绿色与低碳，首先，应研发绿色、

低碳的新型材料[4]。例如，高水溶性薄膜在水中能够

迅速的缩小以至消失，具有可降解、成本低、环保等特

点，主要应用于生活用品的包装中。其次，应在包装

材料前期的设计阶段，坚持“绿色、低碳”的理念，做到

从开始阶段控制能源消耗，减少包装产品废弃量。最

后，应改造传统生产技术，更新生产设备。应以“绿

色、低碳”作为包装材料发展的指向标，以先进生产技

术与设备作为实现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必要手段。

由此，不仅在材料选取，还要在材料生产加工时注意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2 我国绿色低碳包装材发展现状

我国纸包装产业起步较晚，于1984年才开始发

展，与美国、日本等国相比较[5]，我国绿色低碳包装产

业相对落后，且产业结构不合理，绿色低碳材料的研

发还处于起步阶段，从而导致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

重，不利于我国包装产业健康快速发展[6]。另外，我国

包装材料生产加工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7]，原本绿色

低碳的材料，在生产加工过程中，造成了环境污染和

资源浪费[8]。例如，植物材料本是绿色低碳的材料，但

在加工过程中，因长时间处在密封的环境中，最终因

细菌导致植物材料发生霉变，造成环境污染。同时，

包装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也相对落后，就包装废纸回

收利用率而言，日本回收利用率达到78%以上，而我

国只有30%，可见我国包装材料几乎是一次性消费，

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9]。由此，针对

如此严峻的低回收利用率，国家应出台和制定相应的

政策来提高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利用率[10]。

3 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发展对策

3.1 以质轻、环保和可回收重复使用作为低碳材料研

发目标

在未来材料研发中，应注重质量轻、方便简单新

包装材料的研发，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还可以方

便包装材料回收重复使用。例如，采用新型轻质的镁

材料代替马口铁罐制作质轻、美观的小型包装罐，充

分体现了以上2种特点[11]。环保是未来包装材料所具

备的特点，环保指材料从选取到废弃回收全生命周期

内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不构成威胁。回收重复使用，能

满足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降低不可再生资

源的使用量，可更好地保护我国的自然资源。

3.2 重视包装材料生产过程中的清洁技术[12]

包装材料对环境影响分析应是在材料的全生命

周期内，而不仅仅只是在材料使用过后。例如，纸质

包装材料，尽管是绿色低碳的材料，但其在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污染远远大于废弃后产生的污染，因为造

纸的草浆在制造时，会产生大量的废液给环境带来

了严重的破坏。为了材料在全生命周期内达到绿

色、低碳化标准，应重视发展包装材料生产的清洁技

术。

3.3 重视绿色低碳辅助包装材料的研发

在产品包装中，尽管辅助材料所占的比例远远小

于主要包装材料，但同样发挥着与主要包装材料相等

的作用，所以辅助包装材料也应是绿色低碳的。例

如，有机溶剂型粘合剂，作为辅助包装材料，在加工过

程中会产生有毒气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

研发绿色低碳辅助包装材料是包装产业快速发展的

重要措施[13]。

3.4 加强环保部门监督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环保部门可以通过监督管理以及鼓励措施等方

法，来促进绿色低碳包装材料实际运用到产品包装中

去。对采用能耗大、污染大的包装材料企业给予法律

或经济手段的惩罚，而对采用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

企业，则给予资金或技术上奖励。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应把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环境指标、控制企业排

放物总量，以及包装废弃物回收重复使用体系等法律

规范添加到绿色包装法规中。

3.5 加强合作，做好绿色低碳包装材料发展规划

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研发涉及各个行业以及各

大院校[14]，应加强各个行业之间的合作并制定绿色低

碳包装材料在未来5到10年内的研发计划，提出未来

包装材料研发目标。例如，包装材料具有完全分解、

可食性等特点，使我国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研发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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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型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应用实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绿色低碳包装材料不断的

更新，可更好地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为人类创造一

个舒适、健康的生活空间。以下列举3种新型绿色低

碳材料在产品包装中的成功应用。

1）水溶性塑料薄膜。水溶性塑料薄膜原材料主

要是低醇解度的聚乙烯醇，具有防静电，阻隔氧气、二

氧化碳等作用[15]，从而降低温室效应、富氧化效应等发

生的机率，是欧美、日本等国家认可的绿色低碳包装

材料，可以运用到轻工业、农业产品的包装中。

2）天然淀粉完全降解包装材料。天然淀粉完全

降解包装材料其原材料主要是加工农作物制作而成

的淀粉以及完全降解剂，该包装材料完全符合 GB

18006.1—1999，可运用到农业、生活产品的包装中。

3）高水溶性薄膜。高水溶性薄膜在水中能够迅

速的缩小以至消失，具有可降解、成本低、环保等特

点，同样也属于新型绿色低碳包装材料，可运用到生

活产品的包装中。

5 结语

绿色低碳包装材料对环境无污染、可回收重复

使用、不影响人类身体健康，以及在包装设计中科学

地运用了当代先进技术，只有从以上4个方面出发，

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包装材料的“绿色、低碳”。随着

我国对绿色低碳包装材料越来越重视以及人们环保

意识不断地加强，绿色低碳包装材料的使用必将得

到更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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