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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包装垃圾”成为“第二资源”的可能性和可利用性。方法方法 针对包装废弃物污染环

境的现状，分析了国内外在包装废弃物处理上的成功案例，列举出材料再生资源化、易于处理化等有

效手段，提出保留这些手段的同时，从艺术和绿色思维的角度，对包装废弃物的再利用进行研究，用设

计师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表达力对包装废弃物的材料、色彩和结构进行创新性实践。结论结论 通过艺

术感染力让包装废弃物产生的烦恼，转化为人们的精神享受和情趣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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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on the possibility and availability of "packaging waste" becoming "the second
resource". Methods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n the status of packaging wast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it analyzed
the successful cases packaging of waste treatment at home and abroad，listed the material recycling，easy processing and
other effective means，put forward the means at the same time，from the art and green thinking angle，on packaging waste
recycling research，observation force designers keen and unique expression force of material，color and structure of
packaging waste of innovative practice. Conclusion Through the artistic appeal，making the trouble generated by
packaging waste into people′s spiritual enjoyment and taste lies.
KEY WORDS：packaging waste；green packaging；waste；second resource

收稿日期：2013-12-05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SKK04）

作者简介：何彤（1970—），女，重庆人，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的教学和研究。

包装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同时也是大量垃圾

的来源。由于包装材料的使用寿命短，使用量大，废

弃后难以降解，特别是固体废弃物，处理困难，从而对

环境和生态造成了巨大压力。然而，包装在物流过程

中，又是不可缺少的。包装的大量制造使用，一方面

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废旧的包装对环境造成

了污染。如何让资源得到循环利用，同时又能减少废

弃物，有效利用好垃圾，是关于全球化生态平衡与可

持续化发展的大问题，而艺术的介入，为解决此问题

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1 包装废弃物处理的现状与发展

1.1 国内外包装废弃物的现状和处理方式

目前，中国包装工业年产值已超过12 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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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装置作品Ⅰ

Fig.1 Installation worksⅠ

成为世界第二包装大国[1]。2009年10月12日，《生活

日报》登载了《包装花里胡哨却难再利用，高档月饼盒

卖不过废报纸》；2011年5月6日，《南方日报》指出，中

国每年的包装废弃物值2800亿元，1/3是包装垃圾，占

固体废弃物的一半。可见，包装废弃物侵蚀着人们的

生存环境。

1994年，欧盟针对包装及包装废弃物的主要立

法，通过了《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及其修正案，设

定了实现包装回收再利用的分阶段目标。2004年，德

国倡导了商品的“无包装”和“简包装”，即商家对商品

进行包装，要缴纳“废品回收费”；消费者扔掉包装，要

缴纳“垃圾清运费”。又如芬兰，充分利用可返还包装

系统，有效地实现了绿色包装设计，即消费者购买产

品时为包装瓶支付一定的押金，在退还包装瓶时取回

押金[2]。欧洲市场上根据产品包装的体积和质量征收

相应的“包装税”，并且大部分的产品包装上都印有绿

点标识，绿点组织通过向包装企业收取“绿点费”来支

撑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

在巴西，政府把拾荒者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

并要求老百姓把垃圾分为干、湿两种再进行处理，干

垃圾就承包给这些合作社，让他们进行分类，然后卖

给再生利用企业，作为合作社的收入来源，湿垃圾则

由政府处理。

2000年悉尼奥运会，微西公司作为悉尼奥运官方

的包装提供者和回收服务者，使用了190多种包装产

品，其中有甘蔗制成的盘子和700万个咖啡杯，还有谷

浆合成树脂制成的餐具、吸管、杯盖等，它们在使用后

都能自然降解，最终只有20%的垃圾进行了填埋处理。

2010年上海世博会，利乐公司捐赠了2000把由回

收的牛奶包装袋制作的长椅，利乐公司在包装废弃物

的回收再利用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端。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技术的成熟，更多的“包装垃圾”成为了“第二

资源”。

1.2 减少包装废弃物的绿色包装设计

垃圾是指“脏土和扔弃的破烂杂物”，其主要解决

的方法是填埋。如果不认真解决垃圾的回收利用问

题，不仅危害人类健康，还会无止境地占用土地，造成

灾难性的后果。

绿色包装即无公害包装，指无污染可回收利用的

包装材料和制品。绿色包装应符合“3R1D”要求，即减

量化、回收重用、循环利用和可降解。随后，美国沃尔

玛公司又提出了包装的7R原则，即简化、减量、重复

利用、回收利用、再生、收益和理解[3]。收益和理解对

绿色包装有更高的要求。

绿色包装设计已逐渐成为国际潮流，不仅是包装

本身的设计，还是跟包装有关的设计，如回收及利用

的识别性设计也应称为绿色包装设计。设计本身就

是一个有意识的要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过程，人类进

化所做的也不过是这些，当人们寻求设计发展过程中

那些永恒的原则时，首先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4]。

包装材料的再生资源化，是研制、开发新型绿色

包装材料的方法之一。宣传绿色包装，普及相关知

识，实施相应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包装废弃物的艺

术再现研究就是希望从艺术的角度，认识到废弃物成

为“第二资源”的可能性和可利用性。

2 包装废弃物的应用

2.1 基于综合材料艺术的包装废弃物应用

包装厂家和有关监督部门应责无旁贷地找寻科

学合理的途径，或通过研发替代性的产品，遏制包装

垃圾对环境的污染，科学处理垃圾。同时，也可以考

虑通过艺术的形式作为处理包装废弃物的另一渠道，

实现废弃物的再利用。如装置作品，见图1—2，是以

七喜空瓶构成的大型户外装置，既是广告又是街景艺

术品。又如2000年的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上用空啤酒

瓶搭成的展架，见图3，非常引人注目。

综合材料艺术的研究在媒介材料和技法风格上

都是相当自由的，跨界寻求不拘一格的形式，发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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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特殊性能，用独特的技法来表达艺术家的主观情

感。艺术家更关注的是媒介材料与人文环境之间的

相互作用，进而展现作品的张力。可见，包装废弃物

作为媒介材料，是完全可行的。在纯艺术创作中，可

以解决设计中难以处理的包装问题，不需分离材料就

可以利用包装废弃物，在作品后期还可以通过固化、

上色、肌理再处理手段，凸显艺术作品的魅力。

综合材料艺术的创作可以根据不同的包装材料

的特性进行各种尝试。如2010年四川美术学院万怡、

郑燕的毕业作品，见图4，利用废弃的易拉罐、啤酒瓶

盖、洗发香波瓶和沐浴露瓶创造出了新的设计作品，

展露出了对生命的美好期许。

综合材料艺术中对包装废弃物的再利用，虽然无法

从使用量上取胜，但艺术作品更多的是用艺术的力量，

触动观者的心，把环保理念和环保意识传达给公众。

2.2 基于设计艺术的包装废弃物应用

维克多·帕博尼科说：“是他们创造了各种新的不

可分解的垃圾而使人们的环境杂乱不堪，是他们选择

的材料和制作过程使人们呼吸的空气受到污染，设计

师，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种群[5]。”当看到维克多·帕博

尼科的话时，作为一名包装设计师不得不为之动容。

而事实证明人们为改变现状，正在不懈努力。许多国

家的制造商把环境保护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年度报告

和政策文件中都把环境保护问题单列出来[6]。

2010年四川美术学院易明露、程蛟、杨升的毕业

作品见图5，他们把衣物包装的废弃物进行再次处理，

演变为新的视觉形象，原有的衬衫包装盒，通过再设

计，转化为笔筒、抽纸盒和年历等。

利用废弃包装物的设计创新，就是针对各种包装

废弃物的材料、色彩、肌理等要素进行分析，探寻新物

品再现的可能性。如工艺品设计对废弃物的直接取

用；家居用品设计对废弃物材料的转换；公共环境设

计对废弃物的持续运用等。由此可见，包装废弃物的

再利用，不仅可以用科学技术进行处理，还能以艺术

形式进行不一样的塑造。

2.3 基于绿色思维的包装废弃物应用

绿色理念包含了广阔的内容，其不仅要利用绿色

技术解决好产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要解决好产品

与社会环境、人与产品、人与环境的关系，实现“人—产

品—环境”的协调发展[7]。包装通过艺术的处理和对绿

（下转第 12 页）

图2 装置作品Ⅱ

Fig.2 Installation worksⅡ

图3 啤酒瓶展架

Fig.3 Beer bottle rack

图4 空瓶的再利用

Fig.4 Reuse of the empty bottles

图5 衣物包装废弃物的再利用

Fig.5 The reutilization of clothes packaging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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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设计理念的运用，让艺术手段成为了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方法之一。打破包装与被包装物的概念，将两者

看成一个整体，本着“零废弃”的目的，重新看待“包”

与“被包”的关系，可以使共生关系、辅助关系、多元转

化等成为新一轮设计的可能[8]。在纯艺术设计中对包

装废弃物的利用方式，展现了艺术家、设计师的社会

责任感，同时还能呼吁人们的环保意识。

3 结语

包装废弃物既可称为“垃圾”，又可称为“财富”。

若将它有效利用，它就是资源，就是“宝”。通过各种艺

术形式对废弃材料的改善，既拓展了审美空间，又缓解

了一些资源危机和污染防治的双重压力，让包装废弃

物通过艺术的处理，以新的形象再次服务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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