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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业背景分析 

食品生鲜塑料薄膜包装是指用来包裹在生鲜食品表面或外部，主

要用以隔离分解微生物细菌和外来污染物的进入，从而防止及延长食

品变质的高聚物材料。 

食品生鲜塑料薄膜包装所应用的塑料材质较多，其中主要材质包

括聚丙烯（PP）、聚乙烯（PE）、聚氯乙烯（PVC）、聚偏二氯乙烯

（PVDC）、尼龙（PA）、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等。 

2018 年，中国食品生鲜塑料薄膜包装主要应用材质中，聚丙烯

（PP）应用需求量最大，为 54.51 万吨，在总需求中的占比为 42.88%；

其次是聚乙烯（PE），2018 年需求量为 37.69 万吨，在总需求中的占

比为 29.64%；再次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2018 年需求量

为 18.60 万吨，在总需求中的占比为 14.63%；聚氯乙烯（PVC）在需求

量中的占比为 3.22%；尼龙（PA）在总需求量中的占比为 2.88%；聚偏

二氯乙烯（PVDC）在总需求量中的占比为 1.44%。现阶段，中国城市化

进程加速，生鲜食品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也在不断升级，对塑料

薄膜包装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生鲜食品专用塑料薄膜包装的普及是

大势所趋，市场需求量在不断提升，预计到 2022 年，需求量将达到

167.71 万吨。 



但是当前，中国食品生鲜塑料薄膜包装材料生产企业较多，产品

同质化现象也比较严重，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多种产品的产能处于过

剩状态，给产品提价束上了“紧箍咒”。然而，环保政策等个方面因

素的影响也促使较多的原材料价格波动上升，企业自身的劳动力成本、

环保成本等也基本处于增长态势，使得整体经营成本上升。在这种情

势下，中国食品生鲜塑料薄膜包装材料生产企业的盈利空间被压缩，

盈利能力受到较大的影响。 

在技术上，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食品塑料薄膜的生产技术有了

较大的进步，BOPP、BOPET、CPP、PE等多种产品的生产技术已基本上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在 PVDC等产品领域，目前国内掌握核心生产

技术的企业还较少，产品质量也有待提升。另外，复合薄膜产品的应

用是未来主要趋势，但是目前我国复合薄膜技术与欧美等国家还有一

定的差距，因此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未来在生产技术研发上，应

注重产品的细菌阻隔性、透氧性、耐拉伸性、抗油性、抗污性、防水

性、耐高温性、耐低温性等，根据产品的不同特性来匹配适用于不同

的下游应用领域。 

从市场开拓前景和潜在客户挖掘空间来看，未来食品生鲜塑料薄

膜包装材料可凭借其优良的性能以及严格的质量标准适用于化妆品、

药品、非生鲜食品以及其他需要利用其特别性能的工业产品包装中。



而且，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食品生鲜塑

料薄膜包装材料的市场需求也将不断增长，国内企业可积极开拓国际

市场来转移国内市场饱和度不断提升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经营

压力。 



第二章 监督机构 

一、国有独资公司的监督机构 

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制度是：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监

事组成专门外部监督机构对公司经营进行监督。向国有独资公司派出

监事会的目的是从体制上、机制上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促进企业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

受侵犯。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政府派

出，对派出机构负责，不受企业控制，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由公司内

部人员组成、受内部人员控制的监事会不同，因而又称其为外派监事

会。为整合审计监督力量，减少职责交文分散，避免重复检查和监督

盲区，增强监督效能，2018 年 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职责划入审计署 

（一）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组成 

《公司法》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5 人，监

事会成员包括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专职监事和职工代表出任

的监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专职监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机构任命。为了加强公司的民主管理，发挥职工参与公司监督管理的

积极性，《公司法》规定，监事会要有职工代表参加。 

（二）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职权 

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职权主要包括： 

①检查公司财务。 

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

出罢免的建议。 

③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④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 

⑤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时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协助工作。 

⑥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对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二、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督机构 

监事会是股份有限公司依据法律或公司章程设立的，对公司的业

务活动进行监督的机关，是《公司法》明确规定的公司必设机关。在

决定监事人数时，一般应考虑到设立监事会的目的在于牵制、监督公



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如果监事会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当然有助于

对公司董事和经理的监督，但监督成本则会过高，从而危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如果监事会的成员太少，力量太弱，则根本起不到监

督作用，易使监事会的设置流于形式，毫无意义。因此，监事会的组

成；既应充分考虑设立监事会的目的，也应注意公司的运营成本。

《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 3人。 

监事会的成员组成，因监事会代表全体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

行监督，所以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

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公司法》规定，监事会应当

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

低于 

1、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设主

席一人，可以设副主席。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

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

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

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任期的长短，应服从于监事功能的发挥。因监事代表全体股

东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实施监督，所以监事的任期应较

董事的任期稍长些，以利于监事监督董事会的换届。但其任期也不宜

过长，以不得少于高级管理人员的每届任期为宜。监事每届的任期为 3

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

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

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监事职务。 

（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监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至少每 6 个月召

开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可由监事提议召开。监事会决议应经半数以

上监事通过。监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制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

的监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监事会会议通过做出决议的方式进行监督，监事会会议记录是监

事会实施监督的重要档案资料，也是确认监事在监事会上履行监事义

务的重要依据。另外，当监事违反监督义务而承担责任时，它具有证

据的法律效力。因此，《公司法》规定监事会会议记录是非常必要的。 



董事会

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 

1、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组成及董事的义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的组成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常设机关，董事会需要由一定的成员组成

以保证公司的蓝常运营。《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成

员为 5-19 尺，这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所选定的人数限制。值得注意

的是，董事会成员人数通常为单数，但《公司法》没有作明确的规定，

即董事会成员可以为偶数。董事会成员应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

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董事任期由公司

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 3 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住。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也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

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董事长和副董

事长作为董事会的主要负责人，要使其在董事会的运作中发挥积极的



公司章程，也可以通过法律强制性地予以规定。《公司法》采取了列

举的模式规定了董事长的法定职权，主要包括两项：召集和主持董事

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副董事长要辅助董事长的工作，

主要是在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履行职

务；而在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2、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义务 

公司作为商事法人，其经营必须委托董事、经理等自然人来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学界认为董事与公司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当然，

这种契约不等同于一般民事契约，而是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国家干预的

色彩。在这样一种法律关系中：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董事有权通过参

与公司的决策和经营从而获取报酬，以激励董事为公司勤勉工作；另

一方面又要求董事需要对公司承担相应的义务，以强化公司的监督，

有效地约束董事。就董事的具体义务而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与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均可作以下概括。 

（1）忠实义务。董事的忠实义务，即要求董事对公司诚实，忠诚

于公司利益，始终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护公司利益作为衡量自己执

行董事职务的标准；当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以公司



务是道德义务的法律化，内容相对比较抽象。具体而言，董事忠实义

务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1）自我交易之禁止。自我交易之禁止即董事不得作为一方当事人

或作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代理人与公司交易。当然，这种

禁止也非绝对，若在公司章程中得到认可或经股东机构同意，则可视

为合法。其理由是，自我交易并不必然给公司利益带来损害，如果董

事愿意牺牲个人利益。面对这种“利益冲突”，为了防止道德的泛化

所引发的偏离法律影响，各国的公司立法对此都给予了严格限制，如

董事必须向公司披露这种交易的性质以及自己在此项交易中所享有的

利益，交易对公司而言必须是公正、公平的。 

2）竞业禁止。竞业禁止即董事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

公司同类的业务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虽然市场经济鼓励

竞争，但公司董事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竞争却违背了最基本的商业

伦理。如果董事处于公司竞争者的地位，那就很难全心全意地去实现

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公

司法都规定，如果董事违反该项义务，不仅应由公司对董事因此获得

的收入行使“归入权”，而且即便未获利，董事也须对公司造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往。 



）禁止泄露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

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采信息和

经营信息。董事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商业秘密了如指掌，

自然负有比一般雇员更严格的保密义务。《公司法》做出了董事不得

擅自披露公司秘密的规定。显然，立法对董事的义务要求并不太高，

而且也未对董事违反上述义务时能代表公司对董事提起诉讼加以规定。

4）禁止滥用公司财产。公司财产是公司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董

事有义务保护公司财产的安全、完整以及保值增值。因此，《公司法》

规定，董事不得挪用公司资金；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灭名义或者以其

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

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 

（2）注意义务。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基本含义是董事有义务对公司

履行其作为董事的职责，履行义务必须是诚信的，行为方式必须使他

人合理地相信，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并尽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的地位

和情况下所应实施的行为。如果说忠实义务为董事确立的是最低限度

的“道德标准”，那么注意义务则可视为董事的“称职标准”。注意

义务通常分为两种，即制定法上的注意义务和非制定法上的注意义务。

前者是特指公司制定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对董事注意义务所做的规定，

后者则是指基于公司董事的身份，基于公司特殊的商事性质所产生的



规定的义务，均应对公司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公司法》尚未

对董事的注意义务做出规定，这是该法的一个缺憾。

（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性质及职权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是依法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公司并行

使经营决策权的公司常设机构。由此可见，董事会的性质是公司的经

营决策机构，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负责公司的经营决策。它有自己

独立的职权，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对公司的经营

管理行使决策权力，并能够任命经理来执行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经

理对董事会负责。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导致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法律

关系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对于采用三权分立基础而架构的公司，股

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构。但董事会是由

股东大会产生的，受股东大会的监督并对其负责。对于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赋予董事会行使的职权，股东大会不得任意进行干预。另外，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来源不同，造成其权力范围也有明显的不同。

前者的权力来源于股份所有权，而后者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授权。因此，董事会的职权不同于股东大会，应体现出作为执

行机构的特色。 



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专业结构合理。董事会成员应当具备履行

职责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鼓励董事会成员的多元化。”此外，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一百零七条也对董事会的职权做了更加

细致的规定。

（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与决议方式 

董事会是公司运营和管理的核心机构，是法人治理机构的中枢。

董事会作为一个机构是通过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的方式来行使职权的，

因此，必须有达到法定比例的董事出席董事会方可举行，董事会决议

也必须经过法定比例的董事通过方为有效。《公司法》规定，董事会

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做出决议，必须经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决议实行“一人一票”制。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是

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定期召开的会议。《公司法》规定，董

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10 日前通知

全体董事和监事。临时会议在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召开。有权提议董事

会临时会议的人员有：代表 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以上董事或者

监事会。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



临时性的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和应对临时性、突发性的公司重大事项。

基于这样的考虑，法律规定了召集临时性董事会会议的情形，为使董

事会会议能够及时讨论事关公司的重要事项，其召集方式应灵活方便，

但对其召集条件也应有所规定。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召集董事会会

议时，应当于会议召开 10 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董事会会议一人一票，采取多数决的表决方式，要求的是董事人

数的多数，不涉及所持股份。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

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载明授权范围。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

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四）关于独立董事 

《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

定。中国证监会 2001 年 8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规定，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

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1、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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