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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新视角

包装具有容纳产品、保护产品、标示信息、促销等几大
基本功能。片面强调促销功能，就有可能导致过度包装。不
同商品的包装规格不尽相同，但一般来看，商品售价的 10%
用作包装，便可实现包装的基本功能；但一些商家有意借
助精美包装提升商品附加值，增加“含金量”，或者以包装
区分产品，制造差异性，远远超出了包装的基本功能，甚至
有涉嫌欺诈的可能性。

——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韩雪山

商品包装生产企业应积极研发有利于资源节约、便于回
收利用的包装新材料，积极推广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新技
术、新设计、新工艺。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构建快
递包装可循环使用体系，推广可循环包装产品，鼓励电商平
台选择部分商品种类，设立可循环包装商品专区，推行可循
环快递包装统一编码和规格标准化，建立健全上下游衔接、
平台间互认的运管体系，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另外，在小区
内探索建立智能化全场景回收模式，建立快递材料可回收利
用长效机制，提高可回收资源循环再利用效率，营造全民垃
圾分类氛围，将遏制过度包装和分类回收再利用相结合，实
现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再利用双重作用。

——广西大学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教授吴烈善

过度包装不仅会产生很多浪费，而且还会把一些本身价
值不高的产品过度拔高，形成不好的市场导向。新修订的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
是一个契机，它能刺激更多的企业不再过度包装，而是用更
巧妙的创意，将适宜的包装承载更多具备文化和欣赏功能的
产品。

——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浦正宁

目前的产品包装材料仅有少量的瓦楞纸板、易拉罐、玻
璃瓶等可回收，大量包装废弃物需要通过填埋、焚烧处理。
以包装塑料袋为例，它们多是高压聚乙烯材料制成，焚烧时
产生的有毒气体会造成大气污染，影响人体健康。产品包装
的设计感、体验感的差别在于美学设计，并不在于包装的复
杂程度。商家在选择包装材料时，要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尽
量使用可以循环利用、可降解的材料；可通过大数据对产品
包装进行分析，使用最少的包装材料实现对产品的有效力学
支撑，从而减少包装物使用量；研发新型包装材料，利用新
技术进一步降低物流包装成本，形成简约新风尚。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
（本报记者 彭训文整理）

现如今，一些商品“套娃式”包装盛
行，一些商家在包装上可谓是“煞费苦
心”，除了从包装的体积重量上下手，甚至
还使用红木、贵金属等材料，商品重“颜
值”轻品质，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资源浪
费。日前，工信部组织完成了《限制商品
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
标准第1号修改单（二次征求意见稿）的编
制工作，以进一步规范食品和化妆品包装
要求，引导绿色生产、倡导绿色生活。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是推动可持续发
展、引导绿色消费的重要方式。商品的过
度包装会带来大量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
染；消费者也会从中吃亏，因为过度包装
的成本会通过加价转移给顾客，类似于常
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由于成本增加，

一些商家不重视产品质量，导致商品“金
玉其外，败絮其中”。从长远来看，不论是
对商家还是消费市场乃至于整个社会都是
不利的。

“套娃式”包装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
心理发生巨大变化，由消费需要向消费欲
望转变。由于商品日益被符号化，一些消
费者更注重商品外在形式所体现的符号价
值，而有所忽视商品本身的价值，因此会

更倾向于选择包装仪式感十足的产品。一
些商家为了迎合部分消费者需求，开始投
其所好，通过一味地丰富包装来获得市
场；或者诱导消费者选择豪华包装产品，
以提升产品利润，导致小物件大包装、轻
物件重包装以及“套娃式”包装屡见不鲜。

警惕“套娃式”包装，应督促企业坚
持质量第一。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
内容为王的时代，商品质量的高低决定着
企业是否可以实现长足发展。商家应在外

包装上做“减法”，给产品质量做“加
法”。除此以外，给外包装做“减法”，还
是给环境资源保护做“加法”。企业在包装
上应注重创新，以增加实用性为主，不可
喧宾夺主。20世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路德
维希·密斯·凡德罗提出“少即是多”理
念，极简即是美，这种极简思维也与中国
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例如古画中的“留
白”、瓷器等，都是极简美的很好诠释。用
极简包装来取代繁杂的“套娃式”包装，

反而会增添产品的品位与价值。
破除“面子”工程，提倡绿色消费。

消费者应当摆脱虚荣心理，追求产品的
品质，让“绿色消费”的消费观成为消费
过程中的主导，避免落入“套娃”式包装
陷阱。

好的产品不应该是“纵然生得好皮囊，
腹内原来草莽”，而应该内外兼修，抱朴含
真。看似高颜值的外包装可能会给商家带
来一时的利润，但并不能长久。须知“面子”
固然重要，但品质才是真正的王道。

损害消费者权益

家住北京的小王是一位“美妆达人”，喜欢从网
络上购买香水的她，最近收到了某品牌的香水礼
盒。打开鞋盒大小的快递箱，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手
提纸袋，从纸袋里拿出硬纸盒后拆开，里面是一个
同样大小防尘布袋，布袋里包裹着几个三指宽小纸
盒，撕下塑料膜，打开纸盒，才见到香水本身。“大
部分美妆产品的外包装和这个香水盒一样，里三层
外三层的。”小王说。

无独有偶。2020年，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电商
平台商品包装抽查时发现，50批次商品中有12批次
涉嫌过度包装，其中化妆品包装不合格率高达70%。

江苏苏州的小刘每逢开春有吃青团的习惯，采
购过程中，各式各样的“青团礼盒”让小刘眼花缭
乱。“有很多‘青团礼盒’价格比散装青团高很多，
味道却一般，筛选起来费时费力。”小刘说。

“化妆品和食 品 行 业 是 过 度 包 装 的 ‘ 重 灾
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食品消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消费
量大且有分开包装的需要，给了商家过度包装的可
乘之机。化妆品通过多层包装，能够提高附加值，
迎合一部分的消费者的需求，刺激销量、增加利
润。记者在“小红书”平台上发现，不少网友对一
些包装精美的化妆品评价是“用心又精致”“仪式
感满满”。

商家通过过度包装增加利润，部分消费者购买
过度包装的产品获得“仪式感”，看似“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损害的却是消费者的权益。

一方面，过度包装带来的“仪式感”要由消费
者买单。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
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曹明德对本报记
者说，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包装盒拆开就扔掉，
只有产品具有使用价值。但在实际中，包装的成本
包含在商品价格内，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商品
包装越臃肿，消费者会花更多的钱，却不会得到更
多的使用价值。

另一方面，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往往是有什么
买什么，如果所有商家都出于增加利润的目的，让
过度包装之风愈演愈烈，久而久之在货架上只能看
到过度包装的产品，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为过
度包装掏腰包。“因此，亟须在供给侧方面对过
度包装加以规制。”曹明德说。

“我们需要一个可量化的标准约束商家，要求商
家在前端提供绿色环保的包装，让监管者判断、查
处过度包装时有据可查。”刘建国说。

提供明确标准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要求，工业和
信息化部组织完成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
和化妆品》 强制性国家标准 （以下简称 《标准》）
第1号修改单（二次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4月
18日至22日，修改单二次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在

工信部网站进行公示，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根据征
求意见稿，该修订单和标准中适用于月饼、粽子的
条款实施日期为今年8月15日。

修订后的 《标准》 将从月饼和粽子的包装需
求、商品必要空间系数、包装层数、混装情况
等方面作出更严格的规定，旨在进一步限制过
度包装。

从包装层数来看，《标准》将月饼和粽子的包装
层数由“不超过四层”调整为“不超过三层”。同
时，《标准》明确商家控制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
装之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
20%；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月饼和粽子，包装成
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15%；月饼和粽子的包装不
应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标准》还禁止月饼
与其他产品混装，粽子与超过其价值的产品混装。

《标准》规定，食品或化妆品内装物的体积是用
净含量乘以必要空间系数来表示，必要空间系数的
取值依据产品而定。怎样使用必要空间系数测算？
以酒类商品为例，酒的必要空间系数是 13，一瓶
500毫升的白酒允许的包装空隙率不超过30%，可以
计算出这瓶白酒外包装的最大允许体积为9285.7立
方厘米。假设这瓶酒外包装的长宽高分别为 20 厘
米、15厘米、30厘米，则实际外包装体积为9000立
方厘米，小于最大允许值，符合标准要求。

购买食品及化妆品类商品时，消费者如何分辨
商品是否存在过度包装？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魏宏介绍，消
费者可以通过“一看、二问、三算”，简单判断月饼
等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装。一是看商品的外包装是
否为豪华包装，包装材料是否属于昂贵的材质。二
是标准严格限定了包装层数要求，在不能拆开包装

的情况下，要问包装有几层，层数
是否符合要求。三是测量或估算外
包装的体积，并与允许的最大外包
装体积进行对比，看是否超标。

“过度包装对环境危害很大，出台
标准恰逢其时。”曹明德说，包装材质
主要是纸、塑料等，在生产过程中不仅
会消耗木材等资源，还会排放相关污染
物，运输过程中也产生碳排放，这一切
本可以避免。

包装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小
觑。研究表明，我国包装废弃物约占城
市生活垃圾的30%至40%，在这些包装
废弃物中，不少是由过度包装产生
的。“包装废弃物进入垃圾收集处理系
统后，会占用相关资源。进入填埋厂会
占有土地资源，进入焚烧场则会污染空
气。”刘建国说。

如果包装废弃物没有进入垃圾处理
系统中，对环境的危害会更大。在一些

农村地区，垃圾处理系统尚未完全覆盖。“特别是有
些塑料废弃物会转化成微塑料，长远来看，会对水生
态系统和人体健康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刘建国说。

限制通则多措并举

近年来，各部门陆续制定出台《限制商品过度
包装通则》《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准则》 等国家标
准，但相关标准落实起来面临阻力。过度包装危害
大，为啥屡禁不止？

“之前出台的规定大多数是原则性、鼓励性、导
向性的，缺乏具体法律条文支撑，没有明确罚则，
对商家限制力度还不够。”刘建国说，“另一方面，
食品、化妆品等商品销售量大，监管很难面面俱
到。且过度包装问题涉及生产商、销售商等多方
面，管理难度大，监管中阻碍多，客观上增大限制
过度包装的困难。”

一些企业也存在对包装环节估计不足的问题，
不经意间“包装过猛”。“为应对仓储、运输、销售
各个环节中可能遇到的磕碰和损坏，商家对商品进
行保护性包装是必要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孙俊军介绍，目前中国有43万余家包装
企业，规上企业8800多家，一些小型包装企业对包
装的把控能力偏弱，容易导致为提升安全系数而过
度包装的情况。

“当下中国尚未形成统一的绿色消费理念。”刘建
国说，“有的人崇尚奢侈消费，喜好购买包装豪华的产
品，客观上为过度包装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曹明德认为，限制过度包装，除了食品与化妆
品，还需要面向其他重点行业采取针对措施。去
年，《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了包
装选用要求，包括建立实施包装物管理制度、按规
定使用环保材料、包装减量化措施等，同时鼓励寄
递企业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回收流程，对包装物进
行回收再利用。

是否需要制定相关法律以加强限制力度？“立法
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倡导
性的特点，采取政策先行的办法行之有效。”曹明
德说，“长远来看，有必要结合有效的、成功的政
策经验，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对过度包装进行规
制。条例施行后，结合实践效果加以完善，最后
上升为法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拭
目以待。”

刘建国说，在未来，只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
够，还需要相关实施细则、实施办法、配套政策
等，多措并举增强立法效果，推动法律落到实处。

“在社会营造绿色消费的氛围，形成低碳消费的
社会风尚，以保护环境为荣，以污染环境为耻，可
以进一步解决过度包装的问题，这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曹明德说。

“套娃式”包装要不得
郭天宠

增加购买成本、造成环境污染——

过度包装该 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瘦 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了
本报记者 赵 昊

很多消费者有这样的经历：花高价购买包装精美的产品，拆开“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商品本身
没多少价值。有人认为，过度包装是现代的“买椟还珠”。此前，工信部对《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
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修订，进一步规范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要求。过度包装危害有哪些？如何限
制过度包装？本报记者为您解答。

徐 骏作（新华社发）

徐 骏作（新华社发）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本报北京电（记者 齐志明） 确立文明、
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反
对浪费，积极抵制过度包装等行为，既需要
消费者树立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理
念，也需要经营者在供给侧发力，向社会提
供有利于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
用的商品和服务。

为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
生产促进法》等法律中有关“反对浪费”“避
免过度包装”的规定，日前，中国消费者协
会联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包装联合会、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
业协会、中国快递协会、中国质量协会、中
国电子商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焙烤
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中国
造纸协会、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等14家主
要行业协会，共同向广大经营者与消费者发
出“反对商品过度包装 践行简约适度理
念”的倡议，倡导经营者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向市场供给更高质量、更加绿色环保低
碳的产品；倡导消费者在个人和家庭消费
时，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尽量购买
和选用资源节约型产品，遇到过度包装等浪
费行为，主动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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