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我国木包装的发展趋势 

彭国勋 

虽然木包装的整体规模没有纸包装和塑料包装大，但木包装在保证我国机电产品、精密机械和仪

器、大型设备、贵重产品、危险品等的安全储运方面，具有其他包装系统无法替代的地位。随着我国机

电和贵重产品等商品出口的增加，国外包装技术壁垒的增多，开发适应新形势发展的木包装，减少出口

的索赔纠纷，提升木包装的技术水平，降低宝贵资源的消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末，由于在美国纽约一家专门进口中国生产的汽车零配件工厂附近的树上发现了光肩星天牛

危害，并迅速蔓延，造成美国芝加哥地区的很多行道树受害，导致美国立即宣布禁止中国木包装产品进

入美国，从而给我国当年的出口造成巨大损失。1998年开始，美国率先对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进行限

制，随后英国、加拿大及欧盟委员会也相继采取措施，对所有来自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货

物木质包装实施新的检疫标准。据2000年经贸部统计，此项限制对我国约400亿美元的货物出口产生了严

重的影响，仅由熏蒸处理而造成的供货延期索赔一项就高达16亿元人民币，熏蒸费用更是难以统计。尽

管我国的木包装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据全国各地的海关通报数据显示，主要海关每年发现的出口木

包装不合格数平均都在100起以上。 

  比木包装检验检疫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包装设计的不合理，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预计我国每年因

为包装不善造成的产品破损损失在千亿元以上。当农民沉浸在家电下乡的喜悦之中时，家电破损率居高

不下，一直是困扰家电行业的一个难题，直接制约着家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2009年的GDP预计为33万亿元，而包装工业的产值将首次突破1万亿元，占到GDP的3.3％左右，

已经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这一方面反映出包装产业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获得了

超乎寻常的高速增长，是“中国制造”的不可缺少的配套部门；而另一方面，却暴露出我国存在着商品

盲目的过包装的潜在弊端。发达国家的包装工业产值在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般在1.6％～2%之间，通

过科学的设计，基本上能做到包装“恰到好处”，避免了资源的浪费，有利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实

现。在我国，无论是包装企业还是商品生产企业，懂得物流包装系统优化的技术人员极少，不会根据物

流环境条件和产品的特性进行“恰到好处”的包装设计。一些主管对包装的技术含量问题存在偏见，误

以为包装就是“糊纸盒”，或者认为主要是“装潢美观”的艺术设计问题，对其工程技术的复杂性缺乏

正确的认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美国的包装工程学科，在若干大学都设置有从本科到博士

研究生学位，取得了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其强国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国家的包装工程研发

成果丰富，使得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成为包装技术和设备出口的强国。一个又一个的先进包装系统

的发明，不断引领人们的消费方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品质，成为包装强国的出口支柱产业之一。 

  据预测，到2012年，我国国内木材需求量将达到3.5～4亿立方米，缺口近一半，形势十分严峻，开

发木材节约和代用技术刻不容缓。木包装是木材消耗的大户之一，在木材节约和代用技术开发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自从2003年英国提出“低碳经济”以来，这个概念逐步在全球得到传播和使用，成为制定应对气候

变化政策时的一个基本概念。“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

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

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低碳发展道

路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关注，并正在逐步形成全球共识。 

  中国的碳排放量从1990年到2005年，上升了131.153%，明显低于同期我国GDP的增长(325.52%)，

说明我国通过各种手段较有效抑制了碳排放。这期间，碳排放上升最快的是2002年以后的年份。2005年

我国碳排放总量为14.1亿吨。如果在各国都不实施减排政策，即不实施任何气候保护政策、照常排放的

情况下，到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约达到20.4亿吨碳，超过美国的20.2亿吨碳，成为第一排放大国。到

2050年我国约达到35.6亿吨碳，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3.55%。到2100年约达到63.3亿吨碳，占世界排放量

的27.7%，仍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在最近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



“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

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但是，我们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1990～

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6％。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在如此长时间内这样大规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需要

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的减排目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保证

承诺的执行受到法律和舆论的监督。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改进减排信息的披

露方式，增加透明度，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木包装产业必须加大开发力度，为实现温家

宝总理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庄严承诺做出应有的贡献。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道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以前所未有的峻切，期待

包装企业拿出破解之道。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就已悄然涌动：

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

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人们清楚地知道，

这样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前奏，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力量对比，重构全球的经济政治版图。此时此刻，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不仅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在未

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木包装如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大力

发展绿色包装，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抵御国际市场风险，有待找到最佳的

发展途径。 

  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每年仅包装材料与包装容器的消费总额已超过80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左

右，包装业已排在世界前十大行业之列。 

  据资料显示,美国实木包装材料消费市场保持着平稳慢速增长的势头,2002年用于木托盘和实木包装

容器的消费金额为26.85亿美元,相对于1997年的24.95亿美元,5年时间内增长了7.6％。虽然消费数量巨

大,但实木包装材料在发达国家包装工业中所占比例相对其它包装材料（如纸和塑料等）较小。对全球三

大包装消费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包装消费国——美国,2003年包装材料与容器消费总额超

过2400亿美元,木包装消费额为85亿美元,约占3％；包装材料与容器消费总额仅次于美国的日本也达到了

560亿美元,木材包装消耗额是33.6亿美元,占6％；德国作为西欧最大和全球第三大包装消费国,其消费总

额为550亿美元,木材包装消费额是16.5亿美元,约占3％。 

  由于我国木包装专业委员会还没有组建起来，缺乏木包装产业的精确统计数据。如果参考国外木包

装产值在包装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以3％计，预计我国的木包装产值应该在300亿左右。 

  木包装中重要组成部分是木托盘。在美国同时使用的托盘数量高达19～20亿个,木托盘占美国托盘市

场的90％～95％,每年用于制造木托盘的木材就超过了1400万立方米。木包装容器的木材消耗量高于木托

盘。单是欧盟国家作为提倡的先进木包装系统的托盘围板箱，使用量超过5亿套，年增补量在5000万套以

上，也需要消耗一百多万立方米木材。重型产品的木包装消耗的木材量更大。 

  预计我国木包装的木材年消耗量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相当一部分包装用锯材要从国外进口，特别

是国内缺乏的大尺寸和优质锯材。 

  随着我国机电产品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比例的快速增长，最近几年我国的木包装在5大包装材料中，是

增长最快的部门，产业规模仅次于美国；但技术仍然十分落后，产值过亿元的不到10家，绝大部分都是

小型企业，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操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木材利用率差，产品技术含量低，企

业效益不高。 

  我国木包装的产品结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

差距，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大力开发绿色和低碳木包装制品 

  绿色和低碳木包装的内涵是指3R原则，即减量化、复用化、资源化。 

  木包装减量化首先需要抓住源头，从木包装的优化设计开始，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避免过包装。

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CAD/CAE/CAT/PDM软件和测试系统，快速而优质的根据产品的物流环境条件和产品

特性，设计出相应的木包装系统，使木包装做到“恰到好处”，而且碳排量最低，有待通过产学研等方

式，积聚各方人力与财力，尽快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改变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木包装产品均为一次性使用的落后形状，大力开发可复用化的木包装产品，

是木包装企业今后产品结构调整的重点。欧美已经开发出的可多次复用的联运平托盘，一旦在我国推广



开，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木包装的木材消耗和包装成本，尤其对我国物流产业振兴具有极大的推动作

用，有利于把我国居高不下的物流费用从占GDP的18％的高位降低到10％左右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制造业

降低物流成本和碳排量做出积极的贡献。以托盘围板箱和拼装式胶合板箱（快装箱）等为代表的可复用

木包装容器，已经被许多外资企业采用，代替了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普通木箱或框架木箱，是木包装企

业绿色和低碳木包装新产品开发的发展方向。 

  2.高度重视木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与利用 

  木材节约和代用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木材综合利用率仅约为

60%，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80%以上。我国木材防腐比例仅占商品木材产量的1%，远远低于15%的世界平均

水平。木材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合理，加工水平落后，回收利用机制不健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必

须把木材节约和代用作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作为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一

项重要内容，加大工作力度，充分挖掘潜力，提高木材综合利用率和循环利用率，减少木材不合理消

耗。 

  利用木材工业的枝桠材、木包装加工的边角料、或废弃木包装的木料，生产木包装用的刨花板，是

国外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单是北美的刨花板产量已经接近4000万立方米，但我国的刨花板生产与应

用，和他们的差距都较大。 

  木塑复合材料是以塑料、木粉为原料加工制作的一种用途广泛的复合材料。它是将废旧塑料和木质

纤维（木屑、竹粉、稻壳、秸梗等）按一定比例混合, 运用塑料填充改性和高分子界面化学等高技术手

段，经特殊工艺处理后流变成型的一种可逆性循环利用的一类涵盖面广、产品种类多、形态结构多样的

基础性材料，最后经高温、挤压、成型等工艺制成一定形状的型材。由于木塑材料充分体现了资源利

用、健康环保、节约替代、循环经济等一系列的先进理念，近年来逐渐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重视。木塑

材料具有自然木材一样的质感和性能，可锯、可刨、可钉、能弯曲和粘连，它既避免了天然木材耐用性

差、易燃、易潮、易腐、易蛀、易滋生霉菌等缺点；又避免了单纯塑料易变形老化、高温蠕变、低温脆

性等不足之处。今后应在回收利用机制、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应用范围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开发。 

  3.实现木包装产品生产的机械化 

  目前木包装企业的生产基本都是手工操作为主，不能保证质量，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强度大，工伤

事故多，招聘熟练工人难，制约了木包装企业的发展。 

  国外的木托盘生产线只需5个人，可以达到年产数百万片；我国的木托盘企业，几十个人还生产不出

100万片，而且质量不稳定，难以达到欧标托盘那样的高标准。 

  我国木箱加工用的各种设备的机械化与自动化水平，也与国外的先进设备存在一定差距，木板数控

激光裁切机等高速高精度加工设备应用还很不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木包装企业承接高端客户要

求的高精度木箱的能力。 

  4.推动木包装企业的信息化 

  数据是关键的企业资产。过去，一般用实物资产衡量企业的价值。现在，随着进入信息时代，大多

数企业都意识到企业数据也是一项重要的资产。如果企业能够了解、信任并能够及时获取所需数据，就

可以利用其数据资产以更快、更好、更聪明地运营，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些企业就是数据驱动型

企业。 

  采用信息化技术改造木包装企业，使之转变成为数据驱动型企业，可以把木包装企业提升到一个更

高的水平，使得企业在市场快速响应能力、产品性价比、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等方面，更容易超越竞

争对手。国外的先进制造业广泛采用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系统，通过协同产品数据管理（cPDM）

系统与ERP的集成，在同一数据平台上，使得产品生命周期的规划、设计、制造和支持等相互关联的、复

杂的各阶段都能够得到优化，企业主管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可视化管理，十分形象的及时发现企业当时可

能出现的瓶颈和潜在问题，帮助进行科学决策，从而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5.开发具有市场前景的先进包装系统 

  先进包装系统的出现，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带出一片又一片包装产业的新增长点。木



  

托盘的发明，为单元包装系统奠定了基础，物流现代化方得以实现。拼装式胶合板箱和托盘围板箱等新

型木包装系统，开辟了可复用木包装系统的新纪元。 

  我国的木包装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小型企业，有的甚至是些个体手工作坊，还有一部分是制造企业

的附属生产工段。一方面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一些木包装制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档多

功能的包装产品生产能力不足。忽视市场经济机制下现代化经营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产业集中度低，综

合管理水平不高，导致生产成本高，物流成本增加、利润低，经济效益差。加之木包装标准的不完善、

税收政策的相对滞后及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政策等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木包装行业的整体

效益。 

  加快进行木包装企业集约整合，实施“联合发展”战略，打造中国木包装业“航空母舰”，已经成

为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加快对市场竞争力强、拥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型包装企业的扶持力

度。在鼓励、支持中小包装企业发展的同时，努力改变我国木包装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经济效

益差、在国际上缺少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状况。为填补我国木包装产业基地的空白，推进我国木包装行业

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提升我国木包装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整合行业资源，加强木包装产业链之间

的优势互补，培育拥有高新技术并实施现代化管理，建设在行业内具有核心和表率作用的木包装产业基

地，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包装杂志社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北街甲20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64036046 64057024 传真：(010)64036046 

E-mail:zazhi@cpf.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