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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理念影响下的生态包装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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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着重阐述了生态包装不仅仅是一门系统的工程，更是具有复杂的跨界设计思潮和多元化的表达手段，强调了

生态包装社会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等角度都呈现出多维度的发展趋势，着重对生态包装进行多层面的跨界角度分

析，对其跨界特性深度化进行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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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emphasized eco-packaging was a system engineering, with complex cross-border design thoughts and

diverse means of expression; atressed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packaging,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eds, diversific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emerged; focused on analysis of eco-packaging from

multi-level cross-border perspective, mad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depth of cross-border characteristi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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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设计师来说，Crossover所蕴含的“交叉、跨

越”给予其极大的创作灵感，并得到全新的设计理

念。因为设计的本质就是创新，在信息时代背景下，

跨界一词频频出现在时尚杂志与网站中。以往泾渭

分明的设计类型之间兴起了一场新的“跨界”潮流。

Crossover的基本意思就是跨界合作，指的是不同领域

的合作，更代表一种新锐的时尚态度和生活方式[1]。

生态设计作为设计的全新思潮，在绿色革命时代

背景下显示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生态包装也以

超越功能的意义在这个跨界潮流中显示出不容忽视

的影响力。

1 跨界构建的崭新设计诉求

在当下的设计领域，不同的设计风格与设计思维

从不同领域带来灵感的火花，这些元素的碰撞给时尚

界带来的新的混搭气息，也引发设计界的新思考。“跨

界”正在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动策略，无论是对于艺

术家，还是对于设计师，这似乎都是一种趋势，众多学

者都不约而同把“跨界”定义成一种新生概念。

包装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活动，具有很强的历史

感，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文化背景与人们的消

费活动相互影响，生态包装便是人们思考与反省的产

物。在这样的语境下，生态包装呈现出极具典型意义

的学科跨界。面对复杂的跨界设计思潮和多元化的

表达手段，生态包装从社会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等

角度，都呈现出愈来愈明确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生态包装是一种动态性的概念，要把生态包装放

在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更新的营销环境中来认

识其内涵。现代普通包装设计要解决产品的保护、运

输、储藏等基本问题，同时还要表达产品的品质、宣传

企业的形象。对生态包装来说，除了解决上述问题

外，更为重要的是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保护生态平衡，

解决回收再利用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既边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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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相对系统的学科领域，其综合了材料学、价值工程、

社会学、心理学、市场学、技术美学和人体工学等学科

理论。随着消费模式的日益全球化和绿色革命的发

展，生态包装的影响力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全所未

有的发展[2]。利用玉米淀粉制作的快餐餐具见图1，利

用可降解塑料制作的植物销售包装见图2。

2 生态包装的特殊设计语汇

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WECD）。1987年，该委员会经过4年研究，提出了

《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

式，对人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评价[3]。

生态学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显性哲学，强调人-自

然-环境的平衡性与共生性。作为生态学的重要分

支，生态设计主要呈现如下特征：其一，寻求返璞归

真，设计与大自然融合共生；其二，以多样化的设计

思维设计多元化、组合化的产品，实现设计的可持续

发展；其三，将生产、流通、消费、废弃的单项式生产

方式转化为一种可以反复循环再生产的生产模式；

其四，成品设计大概念已经逐渐被淘汰，商品以及使

用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与成长的状态，设计业处于成

长、升级与改善的状态[4]。餐具包装见图 3，台湾食品

包装见图4。

当前的设计领域，包装既是为了满足保护产品

的需要，也成为维持现行生活方式的一种核心体系；

但设计界面临的窘境是：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却只换

取了“美的垃圾”。不恰当的从业行为对环境造成了

极大的损害，这些包装就被视为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的一大祸首。而生态包装是对一般性、均等性、标准

化的现代设计价值的一次反思，它重视消费习惯与

社会价值取向、个人与区域文化之间、物质与精神层

面的跨界思考与积极意义，具体的设计表达呈现以

下主要特征。

2.1 设计中的高科技含量

在生态包装的设计中，生态高技术设计在设计中

不断更新设计的知识、技能与理念。材料是生态包装

图1 利用玉米淀粉制作的快餐餐具

Fig.1 Use of corn starch produced by fast-food tableware

图2 利用可降解塑料制作的植物销售包装

Fig.2 Use of biodegradable plastics production plant sales

packaging

图3 餐具包装

Fig.3 Cutlery packaging

图4 台湾食品包装

Fig.4 Taiwan's foo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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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科学性、安全性是考量的基础，新材料的发展

与应用得益于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例如，可降解的

塑料，这是一种被学界认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生态包

装材料之一。这种能够在自然环境中分解和还原，最

终以无毒形式重新进入生态环境中的材料是材料研

究开发的热点。目前，在生态包装领域，可降解塑料

已经广泛地应用于食品包装、周转箱、杂货袋以及多

种产品的外包装箱。可食用性包装材料在近几年也

得到广泛应用，这类材料主要包括：淀粉、蛋白质、植

物纤维和其他天然物质。这是一类极具发展前景的

绿色包装材料，将这些天然材料进行混合改性，就能

够很好地满足食品包装的要求，尤其是大量快餐食品

的包装。另外还有大量高科技的绿色包装材料，如甲

壳素生物包装材料、天然植物纤维包装材料、纳米材

料等。

科技的发展为生态包装插上理想的翅膀，这样

多层面的跨界设计，使得消费者有了全新的消费体

验，通过使用这样的生态包装完成了超越功能的意

义。

2.2 设计走向“绿色化”

设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生产与消费的活动，它是

人们为满足一定消费需要，有目的有预见性的一种生

产消费行为过程。瓦楞纸制作的缓冲包装见图 5，仿

生形态食品包装见图 6。对设计师来说，将生态设计

体系移植到设计过程内部，可以使其在设计过程中积

极更新观念、掌握技术、准确把握商品属性，使生态包

装在视觉上与周围环境相和谐，在使用过程中与消费

者建立友好的消费情感。

2.3 数字化与智能化倾向

借助数字虚拟现实技术，生态包装在方案阶段便

可以对整个设计的能源消耗和生态效应有一个准确

计算，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相对机

械的消耗，实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标。生态包装将人

工智能与计算机智能结合起来，设计出能够适应外部

环境变化的可调节设计产品，从而创造出高效、舒适、

节能的包装产品，使生态包装设计本身成为一个具有

反应能力和自我调节功能的生态体系。

3 生态包装跨界的多维度语义表达

3.1 生态包装的功能跨界

一个良好的包装设计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这就

要求包装有一定的结构。作为生态包装，不仅要成为

符合环保要求的包装产品，还要在功能上进一步深入

设计。用最少的材料实现包装功能；充分考虑材料的

来源减少所用材料的种类；要考虑包装的使用方式和

用后的处理手段；在使用过程中要易于使用者的操

作；要使包装的生产过程符合环保要求。在视觉传达

中，要充分体现出“生态”的特性，提高产品在市场中

的辨识度，使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充分体验到感性度

和信息度的传达。

3.2 设计说服——营销跨界

包装设计越来越追求人性化，努力实现人与物

的平衡一致，注重造型和视觉传达要素与消费者的

亲和关系，使消费者获得生理的舒适感和心理的愉

悦感[5]。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提醒设计师在关注消费

者基本物理需求的同时，更加关注内在的情感需求，

即考虑消费者的审美情绪从而刺激情感消费。

生态包装本身已经具备特有的销售卖点，但要不

断强化消费者在使用、回收或舍弃方面的责任感，建

图5 瓦楞纸制作的缓冲包装

Fig.5 Cushioning package of corrugated paper production

图6 仿生形态食品包装

Fig.6 Bionic form of foo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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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一种产品与人之间的友好交互性消费体验。比

如，使用过的包装盒可以回收作为花盆，见图7。无印

良品的3个设计理念见图8。

3.3 设计观念的跨界融合

人是自然的产物，生态包装强调人类在遵循生态

规律和社会审美法则的前提下，运用科学的策略、手

段，使人造物符合自然人文特性，它所带给人们的应

该是视觉效果之外的持久的物质与精神享受[6]。

生态学在西方的理论发展是这近 100年的历史，

在更多时候是出现生态危机时的一种延后反思；而

在中国的传统自然观中，“天人合一”是最本真的伦

理观。天人合一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 [7]。《老子》讲天下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而道的

根本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在全球化和国际主义占设

计主流思潮的时候，作为中国的生态包装发展应该

以“天人合一”的“道”为指导性的思想。面临严重

的生态危机，设计师应该转变思维模式，在承认人

类价值的同时，也尊重自然界的价值。在人与自然

的生产和发展层次上，倡导并践行自然与人的平等

关系[8]。

4 结语

生态包装这个概念也许只是个标签，真正的内容

其实是与设计相关的全部人文学科知识的跨界与融

合。因为生态包装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打破原有的思

维定式，兼容并蓄的发展，才使得其本身具有多元化

的学科交叉，在“跨界”的影响下，生态包装的内涵在

不断丰富，不断带来具有强劲冲击力的全新设计。这

就是未来生态包装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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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可回收材料制作的花盆

Fig.7 Pots made of recyclable materials

图8 无印良品的3个设计理念

Fig.8 Three design concept of the M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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