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经济时代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策略探究

张军1，梅仲豪2，冯江3

（1.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400067；2.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510006；3.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重庆 400039）

摘要：目的目的 探究知识经济时代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及发展策略。方法方法 在对

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的内涵和内在要求进行系统解析，以及对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

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知识经济时代对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和新兴信息技术开发应用

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的主要对策。结果结果 提出了确立好战略认识和重

要领域、与信息化伙伴深度合作、强化信息化资源建设、推动标准化建设和引导新兴信息技术应用等5

方面对策。结论结论 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国家各相关部门、包装行业各相关组织及企

业、相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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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industry and it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Age of Knowledge Economy. Through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s
and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ackag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ackaging industry, some valuable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considering the real demands in the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ackaging industry. Five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establishment of strategic perception
and the important domains,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partner of information, strengthening the informatiz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guiding the application of new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ies.
This arduous task in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ackaging industry requir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relate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association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packag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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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信

息化、智能化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同时，信息化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工业时

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逐步从工业型社会向以信息

为主导、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信息型社会发展，信息技

术革命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迅速发展，信息技术已经

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包装行业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配套服务业，要在知识经济

时代的国内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大力推进包装行业的信息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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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装行业信息化概述

包装行业信息化是指以各种信息技术及信息传

播手段，实现包装行业的科技研发、生产制造、包装产

品供给与流通、包装产品的使用与回收等相关信息，

在包装行业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能进行有

效传递与高度信息共享的整体过程。包装行业信息

化作为现代包装科技和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产物，既

要求信息技术在包装行业中得到广泛的推广与应用，

使之成为包装行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也要求

将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包装行业的生产、供给、

流通、消费和回收等过程，并能对过程进行有效的信

息控制与管理[1—3]。

包装行业信息化中应用的信息技术主要由计算机

技术、通信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

和物联网技术等组成，包装行业信息化系统主要由包

装行业的信息网络系统、数据库系统、管理信息系统、

专家决策支持系统、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和包装信息服

务支持系统等系统构成，共同实现对包装行业生产过

程的自动化控制与一体化管理、对包装产品供给与流

通信息的有效共享与动态传递、对包装产品消费与回

收过程的有效监控与过程控制，以更有利于包装行业

及包装活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配套与支持作用[4—7]。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获取能力及在社会生产

和生活各个领域中对信息的控制权，将成为当前各

个行业生存与竞争能否占据主动的关键。同时，现

在很多商品生产商都希望借助独特的包装设计在琳

琅满目的产品中突出自己，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希望包装能提供更多的功能性或智能化服务，比如

延长产品保质期、方便取用和提高安全性等。从目

前来看，信息技术在包装行业中被普遍而系统地应

用和推广，以及包装信息化对包装行业的发展将起

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包装行

业的发展中启动信息生产力，以包装信息化促进包

装行业的现代化。

2 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内在要求

根据上述对包装行业信息化本质内涵的分析与

阐述，知识经济时代的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的内在要

求如下所述。

1）信息化是促进包装工业发展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成为推动全球工业生产

进一步发展的发动机，信息获取能力、信息控制能力

及信息处理能力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工业快速发展的

关键。因此，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网络技术和

物联网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包装工业中的有效应

用，必将成为实现我国包装工业现代化发展的突破口

与主战场，应大力推进包装工业的信息化进程，并要

做到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进

而推动包装工业信息化整体的跨越式发展。

2）信息化是包装行业效益高效化的有效措施。

现代计算机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仿真技术等在包装

行业的科技研发中进行数据计算与分析、仿真模拟与

试验，既可以有效降低包装行业的研发成本，缩短研

发时间，又可以提高包装行业科技研发的效率与成功

率；利用计算机软件技术对包装行业生产过程进行控

制与应用分析研究，可以提高包装行业生产的精度，

切实减少生产制造的投入成本；利用先进的通信技

术、网络技术，还可以便捷、低成本地把包装行业的生

产、产品和供求等相关信息实时动态传递给包装行业

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既有利于包装行业生产

技术、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也可实现包装产品的高

效流转，从而有效提高包装行业的整体效益。

3）信息化是包装行业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必要手

段。现代信息技术有利于在包装行业上下游的供应、

生产、流通与消费企业间构建一个能够实现不同企业

间信息共享、不同业务功能无缝衔接、不同市场信息互

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实现整个包装行业企

业内不同部门间和不同企业间展开有效的横向一体化

合作与资源共享，还有利于充分拓展国外和国内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的整合优化，从而实现包装行业整体资

源的优化配置，并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与效率。

4）信息化是提升包装行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

证。现代信息技术在包装行业的有效应用，一方面将

实现对包装行业整个生产制造过程的物流、资金流和

信息流进行动态控制，促进包装产品的设计创新、包

装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和包装企业间协作关系创新，减

少包装行业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提高包装产品质

量和包装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消除不同

企业间的信息壁垒与合作风险，有利于企业间的资源

整合、业务对接与合作共赢；另外，还有利于包装行业

形成集成科技研发、供应、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等

于一体的供应链合作联盟[8]，从而大幅度增强包装行

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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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化是包装功能衔接物流信息化的基本要

求。知识经济时代的物流信息化也是现代物流发展

的必然趋势，而物流信息化必然要求物流活动中的运

输、存储、包装、流通加工、配送等物流功能要能充分

地进行信息共享与信息衔接，作为物流活动基本功能

之一的包装功能必然要信息化。同时，包装行业的信

息化既有助于提高现代物流运作在进货、存储、拣选、

发货、盘点等物流作业运作活动中的效率和准确率，

也是现代物流信息化的自动跟踪与实时监控、自动化

立体仓储、自动电子补货、可视化等信息系统设计的

基本要求。

3 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主要问题

目前，在美国、日本等包装发达国家，计算机辅助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包装行业企业的研发、设计及生

产制造等领域，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在包装行业企业

的生产供应、流通销售等环节的日常管理业务中也普

遍应用，数据库系统在包装行业资源信息、包装技术

与市场信息、色彩设计资源等数据库中也有较好的应

用，RFID技术、网络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等也在包装行

业的包装材料设计、制造及相应的物流作业与管理过

程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相对而言，我国包装

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则相对较为迟缓，包装行业的信息

化在实际的应用发展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9—12]，仍

存在着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1）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极不平衡。我国工业信

息化发展还处于发展阶段，而且工业信息化在不同产

业、不同地区的发展也极不平衡，这必然使得我国包

装行业的信息化发展也不平衡。相对而言，高科技工

业和新兴工业的包装信息化应用较好，而传统工业和

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包装信息化应用较少，特别是手工

式、作坊式工业几乎没有包装信息化应用；跨国合作

企业、中外合作（合资）企业等大型企业的包装信息化

应用较好，中小型企业等的包装信息化应用较少；经

济发达地区的包装信息化应用较好，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包装信息化应用较少。

2）包装行业信息技术应用能级偏低。包装行业

目前的信息技术应用主要是针对包装行业中某些单

一功能或某些单一环节的信息需求而进行开发和设

计的，其信息化的整体效能偏低，特别是不同功能、不

同环节间的信息传递与信息共享能级较低，甚至只是

购买了一些通用的计算机软件来使用或仅仅是联通

了网络；包装行业的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仍有很多不

匹配、不能协调运行，运行系统和管理系统不能互通

互联，更无法智能决策。缺乏从包装行业整体角度进

行的信息化综合功能系统开发与应用，缺乏集成各类

信息技术的综合开发与应用。

3）包装行业信息化资源开发不足。目前，专门应

用于包装行业的信息门户、信息平台、信息数据库系

统等包装行业信息化资源总量较为缺乏，而且仅有的

少量数据库系统的数据量与信息量还很不足，难以满

足包装行业的实际需求，数据库或信息平台间能够实

现信息资源互通互联、信息共享的比例还很低。虽有

一定专用型包装行业计算机应用系统开发，但还没有

形成包装行业整体的综合型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和生

产运营管理支持系统。

4）包装行业信息化标准建设迟滞。在目前的包

装行业信息化开发与应用中，各种开发设计的标准化

建设总体上是比较零散和孤立的，只有一些少数的规

范和标准可以遵循，就包装行业整体而言，还没有形

成较为统一而权威的行业开发与应用的标准体系，使

得包装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很难与其他信息化设备和

信息化系统无缝衔接和数据共享，不便于信息技术在

包装行业中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的推进。

5）新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较为滞后。随着现代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诸如物联网技术、WLAN技术、

嵌入式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等新兴信

息技术虽然在工业信息化的开发与应用中日益普遍，

但这些新兴信息技术在包装信息化领域的开发和应

用却较为滞后，即使有一些应用也是应用能级较低的

开发；同时，无线射频技术（RFID）、GPS技术、多媒体

技术等传统信息技术与新兴信息技术间的综合集成

开发与应用也较为滞后，严重束缚了包装行业信息化

的发展。

4 推进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对策

针对上述主要问题，有效结合当前知识经济时代

对包装行业信息化建设的实际需求[13—15]，推进包装行

业信息化发展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确立好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的战略认识和重

要领域。一方面应从全国和包装全行业的战略高度

积极宣传发展包装行业信息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

高包装行业及企业对包装信息化发展重要性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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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并从政策上引导和支持包装企业的信息化发

展；另一方面构建一个完备的且与包装现代化发展相

统一的包装信息化体系，确立好包装行业的信息网络

系统、数据库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专家决策支持系

统、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包装信息服务支持系统等包

装行业信息化的重点发展领域。

2）与信息化伙伴进行深度合作提升包装行业自

身能力。鉴于我国目前的包装行业信息化能级偏低，

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均有限；而且包装

企业独立进行信息化建设与开发，其技术研发能力和

资源利用能力均将受到极大限制。因此，要积极推动

包装行业的企业与信息产业中有技术研发能力及经

验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借助其在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研发和资源优

势，开展深度合作，获取技术和后续服务支持，进而提

升包装企业自身的信息化服务能力。

3）强化包装行业信息化资源建设力度与应用推

广范围。在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包装行业信息化资源

需求进行系统调查与分析基础上，针对包装行业需

求，专门开发、建设一些应用于包装行业的信息门户、

信息平台和信息数据库系统等信息化资源，并从政策

上支持包装行业信息化资源内的相关数据信息等的

收集与更新、数据挖掘与处理、信息共享与发布等相

关工作。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包装企业对接并使用这

些信息化资源，利用信息化资源为包装行业的供给、

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等全系统提供信息支持与服

务，为包装企业提供生产决策和管理决策支持。

4）大力推动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的标准化建设

与应用。随着包装信息化发展的持续推进，必然要求

包装行业的信息化发展既要遵循国内外包装法规的

基本要求和标准化要求，还要能有效对接信息技术开

发和应用中的各类标准化规范，并进而形成我国包装

行业信息化发展的通用标准化规范体系，以规范包装

行业信息化的发展与应用。同时，还要以信息技术开

发为基础，逐步实现包装行业内信息处理、信息传递、

信息共享等的标准化，以有效提升包装行业信息化的

服务能级。

5）积极引导新兴信息技术在包装行业信息化中

的应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物联网技术、WLAN技

术、嵌入式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等新

兴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在工业信息化中应用的

点越来越多、应用的面越来越多广、应用的度越来越

深。同时，新兴信息技术在包装行业信息化发展中

的有效应用，一方面将有效提高包装行业信息化的

自动化水平和信息共享能力，使包装产品使用起来

更便捷、更人性化；另一方面，也将大大提升包装行

业的生产效率。

5 结语

包装行业的信息化既是全球包装信息化发展的

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工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

且我国的包装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必将要求包装行业的信息化发展能与国际包装企业

间有效对接，并共同参与国际同行的竞争。同时，信

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包装行业信息化对新兴信息

技术的应用需求也动态变化。因此，包装行业信息化

的发展任重而道远，还需国家各相关部门、包装行业

各相关组织及企业、相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共

同努力，共同推进包装行业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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