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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包装印刷势在必行 
资料来源：2004年凹版印刷高峰论坛暨国际技术交流会 作者：张力威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印协凹版印刷分会在京举办的“2004凹版印刷高峰论坛”，受

大会邀请，我就包装印刷与环境保护方面做专题发言。

包装印刷对保护产品、美化商品、宣传企业文化以及对实现货品储藏、保鲜、运

输、销售、使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拉动了消费。

包装印刷构架起了商品生产、销售及消费之间的桥梁，它对提高商品的附加值、

增强商品的竞争力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2003年我国印刷工业总产值为1900亿元，占

全世界印刷工业总产值(7800亿美元)的2．9％，占我国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11．6万亿元的1．6％。20多年来，我国包装工业发展迅速，全国包装工业总产值山

1980年的72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500亿元，增长了34．7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6．

7％。1980～1997年，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98年以

后，包装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趋：厂正常，约在10％左右。预计到2005年，全国包装

工业总产值将达3200亿元：2010年预计达到4500亿元，实现利税320亿元。

随着我国经济协调、快速、稳步的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人

民生活已由温饱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变，包装印刷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包装印刷业还未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

业，还不是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包装印刷行业中暴露出来的资源浪费、

环境污染以及有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包装行业

(一)过度包装

包装有两个功能，其一是保护商品在制造、运输、仓储、销售中不破损、不变

质；其二是对商品起到美化、宣传和增值作用。如果片面夸大包装的第二个功能，就

容易引发过度包装。比如，有些商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好看不好吃，中看不中

用：有些体积庞大，腹内空空，层层叠叠的硕大包装盒里只有极小一部分商品：有些

看似气派，富贵体面，其实其包装比待售商品的成本还高；更有些类似“燕窝里没燕

窝，蜂蜜里没蜂蜜”的假货，用“三斤核桃、四斤壳”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各种包

装物垃圾中，有70％以上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

现在，过度包装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环境污染源，是一个必须引起人们重视和亟待

解决的问题。眼下愈演愈烈的商品过度包装存在三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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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过度包装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并产生大量废弃物。每生产1000万盒

月饼，就需要消耗至少400—600棵胸径10厘米的树木。目的我国每年仅包装盒用纸量

就达24万吨，相当于砍掉了168万棵碗口粗的树木，森林的快速消失造成了江河源头

严重的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现象，区域的生态功能正在出现失调。我国陆地水资源总

量为2．8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但人均占有水资源却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

均水平的1／4，排在世界第88位，每年因缺水造成企业停产而减少工业产值1000亿

元。现在已经有成片森林变成了包装纸，过度包装又使濒临枯竭的自然资源雪上加

霜。同时，各种精美豪华的包装，转到消费者手中瞬间就变成了垃圾，失去了价值。

目前北京市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约为83万吨，其中60万

吨属于本可省掉的过度包装物。我国每年可综合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和可回收利用的再

生资源中，没有得到回收利用的就达500多亿元。今年中秋节后，仅广州市丢弃的月

饼盒就可平铺2500个足球场，这些月饼盒中除铁盒外，大部分纸制的纸盒与普通生活

垃圾一起被投进垃圾压缩机，经压缩后运到了填埋厂。这种处理方式没有使月饼盒的

价值真正发挥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纯粹就是一种浪费。

二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过度包装造成了商品成本上升，又被商家转嫁到消费

者身上。比如，某企业生产的月饼，散装的分6元、8元、12元三档，可同样的月饼分

别装进纸盒、木盒、铁盒、竹编花篮后，转眼就变成了50元、80元、120元、300元一

盒。据统计，我国目前包装开销已占月饼生产总成本的1／3以上，每年用于月饼包装

的费用已达25亿元之巨。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巨额包装开支最终要由消费

者来“埋单”。

三是鼓励了不正当竞争。现在，许多商家大量的精力不是花在提高产品质量上，

而是一味地追逐“上档次”、 “上品位”的包装上，严重的攀比，不仅损害了消费

者的利益，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发达国家早已从立法角度来限制过度包装，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包装物不能大于被

包装物体积的l／10。最早推崇包装材料回收的德国制定了“循环经济法”，丹麦率

先实行“绿色税”制度，很多国家要求制造商、进口商与零售商担负起将包装材料回

收利用与再制造的责任。过度包装物品在韩国属于违法行为， 为了落实物品包装比

率和层数的限制，韩国政府对商品的包装要进行检查，奖励精简包装，对过度包装的

商品要进行罚款。

国内日益泛滥的过度包装现象，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忧心和关注。国家发改委主任

马凯于近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2004年会上表示，我国将出台相关办

法，从明年开始，彻底制止月饼过度包装的现象。

针对目前日益泛滥的过度包装现象，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点入于，来加以整

治：

第一，通过法律和法规等手段限制过度包装的蔓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手段： 一是标准控制，即对包装物的容积、包装物与商品之间的间隙、包装层数、

包装成本与商品价值的比例等设定限制标准： 二：是经济手段控制，如对非纸制包

装和不能满足回收要求的包装，征收包装税，通过垃圾计量收费，引导消费者选择简

单包装；三是加大生产者责任，规定由商品生产者负责回收商品包装，通常可以采用

押金制的办法委托有关商业机构回收包装。为了便于回收，生产者会主动选择使用材

料少、容易回收的包装设计。

第二，就是我下面要谈的，积极倡导绿色包装。

(二)绿色包装



1．定义与误区

所谓“绿色包装”是指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能循环复用和再生利用，可

促进持续发展的包装。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确定了绿色包装的“3R+1D”原则，即低能

耗、新绿色、再利用、可循环和能降解。

在绿色包装理解上， 目前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包装废弃物容易处理、或由

可降解材料制成的就是“绿色包装”；有—种普遍的看法，就是认为凡是纸包装就是

“绿色环保”的，这样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当今世界公认的发展绿色包装的

“3R+lD”原则，即实行包装减量化(Reduce)，包装在满足保护、方便、销售等功能

的条件下，应是用量最少；包装应易于重复利用(Reuse)，或易于回收再生

(Recycle)，通过生产再生制品，焚烧利用热能，堆肥处理以改善土壤功能等，达到

再利用的目的：包装废弃物可以降解(degradablc)，不形成永久垃圾，进而达到改善

土壤的目的；包装材料对人体和生物应无毒无害。包装材料中不应含有有毒元素(如

卤素、重金属)，或含量应控制在有关标准以下。这四点是绿色包装必须具备的要

求。还有—点是包装制品从原材料采集、材料加工、制造产品、产品使用、废弃物回

收再生，直至最终处理的生命过程均不应对人体及环境造成公害。这是根据生命周期

分析法，用系统工程观点，对绿色包装提出的最高要求。

由于我国森林资源有限，造纸产生的污染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倘若全面实行

以纸代十全十美塑料包装，既不现实，又不环保，全面禁止塑料包装会造成更大的污

染。

2．国内外现状

1981年，丹麦政府首先推出了《包装容器回收利用法》。欧共体1990年6月召开都

柏林会议，提出“充分保护环境”的理念，制定了《废弃物运输法》，规定包装废弃

物不得运往他国，各国应对废弃物承担责任。1994年12月，欧共体发布《包装及包装

废弃物指令》、《都柏林宣言》后，西欧各国先后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与欧洲相呼

应，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非律宾、巴西等国

家和地区也制定了包装法律法规。

我国自1979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固体废弃物

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4部专项法和8部资源法，30多

项环保法规明文规定了包装废弃物的管理条款。

3．必要措施

我国绿色包装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目前，在业内仍然存在着对绿色包装

理解的片面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大力发展我国绿色包装事业，必须从以下

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绿色包装材料的开发和研制。纸包装材料以及可食性、可降解、再循环

使用等新型材料的出现，缓解了生态环境的压力，降低了日益枯竭的石油资源消耗，

减少了环境污染，也能解决国际上禁目使用不可降解包装材料而对我国出口商品造成

的“绿色壁垒”。绿色包装材料的广泛生产和使用，无论是从环境保护的实际角度，

还是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抑或是从高新包装材料技术的角度来说，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包装印刷业的具体体现。

二是优化绿色包装设计。包装设计应该遵循无害化、生态化、节能化的设计理

念，从材料选择、结构功能、制作工艺、包装方式、储存形式、产品使用和废品处理

等诸多方面入手，全方位评估资源的利用、环境影响及解决办法。



三是完善法制建设。我国的绿色包装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健全我国的绿色

包装的法律法规体制。一方面，针对我国包装行业发展不良的现状，政府应出台相应

的法规加以限制，从宏观上引导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在政策上

给予扶持，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印刷行业

(一)印刷中的污染

1．印刷油墨对人体的伤害

油墨中的主要污染物是“有机挥发物”，英文缩写为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是一些能与阳光、臭氧层中的氧化氮发尘反应的有机化学物。挥发到臭

氧中的VOC，与灰尘中细微尘埃粒子和其他物质结合，会形成灰雾，刺激人体肺部，

对动、植物等各种生物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印刷行业使用的主要是溶剂型油墨，其中VOC(有机挥发物)排放量大，有

些无机颜料含有铅、铬、铜、汞等重金属元素，具有一定毒性，不能用于印刷食品包

装和儿童玩具；部分有机颜料含有联苯胶，有致癌成分。在印刷中所用的有机溶剂

中，许多是天然树脂和合成树脂，这是各种油墨的重要成分。在生产中，溶剂通过皮

肤接触，进入体内，会损害人体及皮下脂肪，长期接触会令皮肤干裂、粗糙；如果渗

入皮肤或血管，会随血液危及人的血球及造血功能；被吸进气管、支气管、肺部或经

血管、淋巴管传到其他部位，甚至可能会引起慢性中毒。部分油墨有重金属离子的毒

性问题，颜料和燃料含致癌成分，对人体伤害极大。

复合包装材料在印刷中要使用大量油墨，某些有毒物质会迁移到食品里，危害人

们健康。印刷油墨中常使用乙醇、异丙醇、丁醇，丙醇、丁酮、醋酸乙酯、醋酸丁

酯、甲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既有毒又可燃，不利于环保、健康和安全。虽然通过

干燥可以除去绝大部分，但是残留溶剂却会迁移到食品中，危害人体健康。特别是在

凹版印刷油墨中，颜料颗粒很小，吸附力很强，虽然在印刷时已加热干燥，但因时间

短、速度快，往往干燥不彻底，特别是上墨面积较大、墨层较厚的印刷品，其残留溶

剂更多。这些残留溶剂被带到复合工序中，经复合后更难跑掉，会慢慢迁移渗透，从

而会直接危害人体健康。

在欧洲，凹版印刷材料情况有很大差别。比如凹版出版物印刷和装饰印刷几乎

100％使用水性油墨，在包装凹印中基本上使用水性或醇类油墨，完全不使用混合溶

剂，便于回收再用。无溶剂复合的比例达到了近90％。因此，凹印工艺的环保问题已

接近完全解决。所以，我国在这方面的改进工作要加速进行。

2．水体污染

凹版印刷中产生的水体污染，主要来自制版过程中使用的腐蚀液及重金属的电镀

废液等无机物，照相胶片及胶印印版显影冲洗废液中含有的有机物，大多未经有效处

理就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海，是造成水体污染的重要原因之—，同时也会污染土壤，并

在土壤中富集。

3．噪声污染

印刷机、空气压缩机、干燥设备及各种成型机等产生的噪声，在一定程度上对人

体机能造成损伤。



(二)开发绿色环保印刷的基本对策

第一，大力研制和开发水性墨、UV墨等符合环保要求的新型油墨。水性油墨是世

界公认的环保型印刷材料，由于水是极性物质，根据极性物质与极性物质相溶的特

性，水性油墨中不含或含有极少量的有机溶剂，因此，水性油墨的最大特点是减少了

VOC的排放 

量，从而避免了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改善了印刷作业环境，有利于人体健康。它可

以完全消除溶剂油墨中某些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和对包装产品的污染，特别

适用于食品、饮料、药品等卫生条件要求严格的包装印刷产品。此外，它还可降低由

于静电和易燃溶剂引起的火灾隐患，减少印刷品表面残留的溶剂气味。

第二，发展水性上光工艺。覆膜和油性上光都会给环境造成较大的危害，而水性

上光使用的稀释剂是无毒、无味、无污染的水。从对环境保护和对人类健康方面来

看，水性上光工艺无疑是具有优势的。

第三，利用环保技术处理废气、废物。对印刷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进行专门

收集，对其中的纸张等有价的物品进行回收利用，对胶片、塑料薄膜等难降解危害环

境的物质，由垃圾回收站统一回收进行资源化处理或卫生填埋。

在现阶段， 由于工艺等原因，还不得不使用各种带有污染性的印刷材料，如油性

油墨、油性覆膜、油性上光等，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有毒气体，可以通过

抽风吸附、吸收、催化燃烧等方法进行处理，降低工作环境中有害气体的浓度，减轻

对人体的伤害，同时也减轻有害气体对环境的污染。

三、循环经济与包装印刷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要按照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

迫切。

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

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是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是以人为

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

是—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

—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

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发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

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性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

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

性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

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

—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

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

俗话说，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循环经济的特征是自然

资源的低投入(Reduce)、再利用(Reuse)和废弃物的回收再；仁(Rccycle)，即遵循3R

原则，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简言之，循环经济是按

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它是实施可持续



战略必然的选择和重要保证。

长期以来，我国的包装印刷业都是在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下粗放式发展。但

随着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的脆弱，环境质量恶化，资源高度缺乏，在资源存量和环境

承载力两个方面，我们都已不能再沿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如果包装印刷业继续走传统

经济发展之路，那么只能减缓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阻碍包装印刷业健康持续的发

展。

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是传统经济不可避免的突出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深层

矛盾，就必须尽快在发展方式上实现由传统经济到循环经济的转变，从消费方式上实

现可持续消费。在立足于包装印刷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应注意行业结构、效益和质量

的统筹。

大力发展绿色包装印刷，是循环经济在包装印刷业的具体表现，是发展循环经济

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

有力举措。各位包装印刷界的同仁，都要从战略的高度去认识、用全局的视野去把握

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自觉性和责任感。

大力发展绿色包装印刷，势在必行。

谢谢大家!（作者单位：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环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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