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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包装企业规模结构符合市场对包装制品的需求 

  2002年，小型企业占据我国包装企业总数的4.44%，中型企业占据7.08%，大型企业占据88.48%。2002年与

1997年相比，小型企业数的比例增长了10.59个百分点，总产值的比例增加了17.68个百分点。大型企业的结构比例

也有小幅增长，企业数比例增长了1.52个百分点，总产值比例增长了3.92个百分点。中型包装企业的总体规模在萎

缩，企业数比例回落12.11个百分点，总产值比例回落21.61个百分点。我国包装工业这种以小型包装企业为主的规

模结构符合市场对包装制品产生和加工等方面的需求。 

  小型企业是我国包装工业的主力军，增长尤为迅速，为包装工业的发展、增加劳动就业以及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

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船小好调头，适合目前市场对包装制品“小批量多品种”要求的特点。  

  大型企业主要满足了那些品种单一，产量巨大的产品。随着全球经济及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企业间的竞争逐渐增强，企业间联合、兼并、重组日趋普遍，包装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通过强强、强弱的联合和兼并、重组等，可以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的实力，促进了大

型包装企业的发展。这在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表现较为突出。同时，大型企业对高级管理和科技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

力，这也是促进大型包装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型包装企业总体规模减少的原因是：中型包装企业的竞争力不如大型企业，科技研发能力相对较差；而灵活性

又不如小型企业，在其产品市场反映不好时，调头和转型相对较慢。这些因素使得中型包装企业不太适合包装行业的

特点，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难以应对。 

  4．各区域包装工业结构与本区域经济发展特点相适应 

  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中，

“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两

个前沿阵地，发展十分迅速。

我国包装工业的情况也同样如

此。从2002年我国包装工业

统计数字可以看到，以“长三

角”为主要代表的华东地区和

以“珠三角”为主要代表的华

南地区两者包装工业总产值之

包装工业大中小企业规模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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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7600 514 2.92 26.76 3377 19.19 33.41 13709 77.89 39.83

2002 11043 490 4.44 30.68 782 7.08 11.80 9771 88.48 57.51



和，占据了我国包装工业总产值的69.76%。其他五个区域包装工业的发展也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协调。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分别看一看各区域包装工业的发展情况。 

  （1）各区域包装工业总产值所占全国包装工业总产值比重的情况。2002年与1997年相比，华北地区、西南地

区、西北地区包装工业占全国包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均呈现小幅回落，五年总共回落的数值分别是1.13个百分点、

2.54个百分点、0.95百分点。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包装工业占全国包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均

呈现增长的情况，五年总共增长的数值分别是2.41个百分点、9.90个百分点、5.49个百分点和2.43个百分点。其

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华南地区。 

  （2）各区域包装工业经济类型结构情况。从2002年国有、集体、股份、其他、三资、外商投资等六种经济类型

企业包装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情况看，国有企业在各个区域中所占比重最高的是华中地区。集体、股份和其他经济

类型的企业在各个区域均占有较大的比重，有两个地区竟达70%以上，最大的华中地区达到76.9%。“三资”企业在

华南、东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华南地区列第一位。外商投资企业在华东地区所占比重最大，华北地区列

第二位。 

  （3）各区域包装产业占全国包装工业的比重变化情况。2002年各包装产业结构所占比重最大是：华北、华东、

华中地区的纸包装业；华南、西北、东北地区的塑料包装业；西南地区的包装印刷业。  

  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自然资源以及名牌产品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本地区包装产业的发展。例如，以云南省所在的西南地区来看，由于其烟草资源的优势，卷烟工业发展迅速，名

牌云烟众多，因此带动了当地及周边地区包装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包装印刷业工业总产值占据了西南地区包装工业总

产值的41%。 

  我国其他地区的包装工业，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国家大力发展名牌产品方针上下功夫，以当地的优势产业为依

托，围绕着名牌产品进行开发、研究和生产的。正是这样，才保证了大部分地区包装工业的稳步发展。 

2002年与1997年相比全国各区域包装工业总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华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南 西北 东北 

1997年的比重（%） 10.34 47.30 10.15 3.95 7.18 2.99 2.48

2002年的比重（%） 9.21 49.71 20.05 9.44 4.64 2.04 4.91

比重变化情况（%） -1.13 2.41 9.90 5.49 -2.54 -0.95 2.43

2002年全国各区域各种经济类型企业 

包装工业总产值比重情况（％）  

 
华

北 

华

东 

华

南 

华

中 

西

南 

西

北 

东

北 

国有工业企业 14.8 5.1 3.5 11.1 7.7 12.8 9.6

集体工业企业 17.5 14.0 11.0 29.1 8.2 22.1 10.7

股份合作企业 3.5 6.9 0.6 3.4 3.0 5.4 2.4

其他工业企业 36.7 22.3 11.2 44.4 53.8 47.7 44.3

“三资”企业 11.0 15.6 43.9 9.6 18.2 2.5 21.8

外商投资企业 16.5 17.5 10.4 2.2 9.1 9.5 11.2

2002年全国各区域包装产业结构比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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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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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北 

纸包装业 32.0 33.8 29.3 40.2 20.7 27.3 21.5

塑料包装业 23.2 29.2 30.8 23.0 17.1 27.5 36.4



  三、 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超过国家标准值 

  2002年在国家整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我国包装工业经济效益水平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2002年我国包装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19.93，高于标准值19.93点，比1997年的94.79高出25.14点。2003年，这一数值达

到127.78点，环比增长6.55%。 

  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出现连续上升的情况，说明包装工业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已见成效，发展状况良好。在我国

包装工业中，对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贡献率最高的是经济发达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有活力、适

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企业，如：集体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等，经济效益综合指数高于其

他经济类型企业；工业化程度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门类，如：包装印刷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高于其他

门类。  

  四、目前仍存在的问题 

  目前，虽然我国包装工业总体已经步入良性发展阶段，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我国包装工业还存在着一些不

足。例如：一些国有包装企业机制转变不到位，部分产品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些问题仍然制约着行业发

展。新型包装材料研发不足，包装产品结构设计水平较低，现有包装材料质量不高，包装机械产品技术含量低等问题

影响着包装产品的发展。  

  另外，我国包装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国有包装企业。从2002年的数字看，我国包装工业企

业亏损情况虽然较1997年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2002年亏损面为20.05%，比1997年的27.27%回落7.22个百分

点。在2002年亏损企业中，国有企业占27.1%，比1997年的33.04%回落5.94个百分点，但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仅

有1.10亿元。 

  五、未来发展建议 

  我国包装工业未来的发展应从目前仍存在的问题着手，继续推进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高

产品技术水平。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适度控制包装工业的总体规模和产品生产总量，积极引导包装企业从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走集约化增长的路子，提高生产效率。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要比经

济体制根本性转变所化的时间长得多，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我国包装企业要积极应对我国加入WTO后市场规则的变化，着力开发适应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

提高等需求的、高技术含量的绿色包装产品。同时，包装企业要走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减少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和破

坏。 

  目前，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较快，综合实力有较大提高。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家应加大基础工业和科技研发方

面的资金投入，更多地培养材料科学、结构设计和机械加工领域的科技人才，加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有

关部门应对加强包装教育，加快包装立法，推行包装标准，完善包装统计等工作给予大力扶持。国家只有加快对这些

基础性工作的推进和实施，才是全面和继续提高我国包装工业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  

玻璃包装业 3.1 2.9 1.2 4.2 9.3 1.4 2.4

金属包装业 10.5 8.0 7.7 5.0 6.4 5.4 6.3

其他包装业 3.0 3.2 2.1 1.8 0.8 1.6 17.2

包装印刷业 19.7 15.8 26.8 21.5 41.0 20.3 11.9

包装机械制造业 8.5 7.0 2.2 4.4 4.8 16.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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