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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对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作用。 方法方法 从原材料选择、生产能耗、

使用能耗、产品本身、社会现状及生活习惯着手，从设计专业理论和实用经济两个层面上，揭示出可持

续发展理论对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作用，并结合逻辑推论、列举实例、数据计算加以论证。结论结论 可持

续发展的设计理念运用于产品创新设计之后，在大大降低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的同时提高产品的附加

值，最终使得整个关系链上的4个重要方面，即生产方、销售方、消费方和生态环境，形成多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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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role of sustainble design ideas on value-added products. Methods Setting

about materials choices，producing energy，using energy，products itself，social status and life styles，it revealed that

sustainable ideas help promoting added-value products through the logical deduction，examples and data calculation on

professional desig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nomic two sides.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ideas in product

innovation design can not only promote added-value of products，but also decrease the harmful effect on environment.It

makes manufacturer，marketing，consumer，environment these 4 important aspects on related chain composing multi-w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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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和各种产品接触，产品已介入

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缔造产品的初级

环节——产品设计，它对产品价值实现起着标杆作

用。众所周知，产品价值是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附加

到生产要素上的价值[1]，分为“基本价值”（劳动力和资

本等生产要素转移的价值）和“附加值”两部分，根据

经济学理论，只有附加值高的产品才能创造更高的价

值和利润[2]。

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当今发展理念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

等各个方面，对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和行业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3]。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注入产品设计，是

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对社会的经济贡

献和人类进步有相当现实意义的发展策略，可以实现

关系链上的生产方、销售方、消费方、生态环境各取所

需又各不产生不利影响的愿景，形成多赢格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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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设计专业理论层面分析可持续发展设计理

念对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作用

既然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之

一，又与产品价值提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可

持续发展理念是如何植入产品设计中来提高产品附

加值的，成为了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1.1 单纯从设计专业理论分析

从设计专业理论层面分析可持续发展产品设计

着手点可提升产品附加值。（1）从材料入手。材料本

身性能的先进性及材料与环境协调的相容性[5]；尽量

采用不加涂镀工艺的材料以及易回收、可再生、可分

解或降解的材料[6]；尽可能采用回收率较高的零部件

和材料；尽量减少所用材料的种类、数量；减少产品使

用过程中对其他材料的消耗。（2）从能耗入手。通过

设计简化生产工艺，减少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能耗。（3）

从产品本身入手。优化功能、相关功能复合和延长使

用寿命；拆卸、安装、维修更容易[7]；可重复利用和回

收；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污染的产生；减少或避免产

品使用过程中对其他材料或产品的消耗，以及使用过

程中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产品结束生命周期后废弃

物的环境属性良好[8]；结构合理，包装简单有效，运输

成本低廉。（4）从社会现状、生活习惯入手。产品尽量

轻便、低消耗、健康积极、适合当下生活；租借服务、共

享资源的生活理念。

根据以上着手点，理论上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推

论：生产方直接选用天然原材料进行成品加工，减少

定向生产原材料这个生产环节，且在加工成品的过程

中减少加工工艺，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就相当

于生产相同的产品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平

均值，加工成本也就相应减少[9]，价格优势的附加值增

加，这是生产方愿意看到的；合理的结构使得包装成

本和运输成本减少，且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破损率，

迎合了当下全世界接受并推崇的低碳环保生活理念，

提升贩卖量，市场贩卖率优势附加值增加，这是销售

方愿意看到的；产品在使用中的能耗尽量低、产品的

拆卸安装维修容易，使用者喜欢这样使用成本投入

少、易搬运、不易摔坏，从而使产品使用周期延长成为

可能，使用优势附加值增加，这是消费方愿意看到的；

各部件在实行回收再利用时，材质种类少，各种材料

易拆分，环境友好性附加值增加，这是环境愿意接受

的。综上所述，由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介入，使得产

品生产成本下降、使用价值提升、贩卖率提高、使用寿

命延长，生产方、销售方、消费方、生态环境各方面都

得到了实惠，均可达到“适当”的评价度[10]。

1.2 结合具体案例作设计专业理论分析

纸质办公文具集成套装见图1（图片摘自中国设

计之窗），主材为硬纸片，利用手工折纸和青少年模型

玩具上部件集成于主板[11]的原理，做出折痕，便于使用

者在使用时不借助任何其他工具按纸品上印刷的说

明即可折叠成型，成为3件方便实用的办公用具。结

合这个充分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体案例可以作

出以下解析。

首先，选取的原材料为易回收可再利用的材料。

这款办公用具设计只用了两种材质，硬纸片为主，橡

胶零件为辅，用材数量很少，成品质量轻。

其次，生产工艺简化。生产制造这样的办公用品

主要通过加工成相应尺寸的硬纸片、造型简单的橡胶

零件、油墨印刷，两种材质很容易加温压制固定在一

起，而纸品的制造、分割、印刷、压制橡胶零件等工艺

对于现代的生产技术是极容易和快速的。利用纸张

这种材质的固有特质制造办公用品的优势是：第一，

使得由平面通过折叠变成立体造型，试想，如果是利

用塑料材质制造立体造型的办公用品，则需要塑料原

料、一个或多个模具，开模一次性投入大，必定导致成

本增加；第二，使虚线折痕、折叠说明、LOGO等必需的

文字、符号、颜色、图形这一系列繁杂的视觉传达信

息，以最直接的途径、简单的工艺、低廉的成本印刷的

形式集成在一张硬纸平面上。用材在满足市场某种

功能需求的基础上，这样的“少”、“简”、“低”使生产方

乐意接受因生产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大大

降低成本继而具备较强成本优势的生产作业，因生产

图1 纸质办公文具集成套装

Fig.1 Paper office stationery integration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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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降低，出售价格附加值相对提高。

再则，减少运输成本。3件套的3个部分都是集成

于同一张纸的平面上，这样使得此产品的包装与平时

一叠纸品的包装无差异，在包装上也可以简易地按纸

品包装来设计；这样的文具产品可以一摞一摞垒起

来，节省了运输空间，从而使得有效运输体积增加；碰

撞、折损等现象减少，因而使破损率下降[12]。加之，单

个成品的质量轻，单位成品运力成本也随之减少，因

此，对于销售方来说，植入这样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产品的确具备吸引他们贩卖的主观特质。对于消费

方来说，此办公用品具备售价相对低廉、购买后携带

便捷、自行组装时有新鲜感和趣味性等优势，继而也

成为吸引销售方愿意选择此商品进行贩卖的客观特

质，因此，该款办公用品在市场贩卖率和使用优势上

的附加值得到了提高。

最后，利于拆分归类回收再利用各部件。虽然纸

质办公用具的使用周期要短于其他材质，但因为纸是

易得的、回收再利用率很高的材料，特别是对于纸品

要求不苛刻的办公用具，完全可以利用回收再利用纸

品进行生产。当产品生命周期结束以后，只需要通过

破坏纸体拆分橡胶部件，各自回收再利用即可。纸质

回收时空间占有率低、质量轻、运输成本降低；橡胶部分

体积小、质量轻、易收集，为循环再利用节约成本[13]，使此

办公用品在环境友好性上的附加值提高。

通过以上结合具体案例的设计专业理论点阐述

解析，不难看出可持续发展理论被植入产品创新设计

后，产品在价格优势、市场贩卖率、使用优势、环境友

好性上的附加值均提高，使生产方、销售方、消费方、

生态环境均可从中获得利益。

2 从实用经济层面揭示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

提升产品附加值的过程

木质条凳见图2，从经济数据上看出，可持续发展

设计理念被植入后是如何让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的，多

赢格局到底又是如何形成的。假设，某消费者需要坐

和躺功能的实木家具，正常情况下，他会去购买一条

实木长凳和一把实木的躺椅，这样的一条长凳和一把

躺椅售价各是500元，其成本都是400元。这位消费

者需进行1000元的消费才能满足他的需求，而生产商

和销售商从此消费行为中各获利100元。而当坐和躺

两种功能复合在一起，木质条凳的售价是800元，成本

是500元（较未经过可持续发展设计的原成本增加了

100元，这是因为多了设计费用和结构稍作改变带来

的成本提升）。这样，消费者就会选择花800元来满足

他的需求，生产商和销售商也更愿意各获利150元。

木质条凳未植入相应的设计思想时的售价是500

元，其商品附加值为100元；而植入功能优化（功能复

合）的可持续发展性理念以后的售价是800元，设计给

它带来的附加值为300元。

多赢格局的数据示意见图3，对于消费者而言，如

果他选择购买那款具有可持续发展设计性的木质条

凳，他少花了200元，节约开支20%。对于生产者而言，

如果他选择生产那款具有可持续发展设计性的木质条

凳，假设这把复合功能的木质条凳多售出的300元，生

产者和销售者各分得150元，即少使用一把木质条凳的

材料、少消耗一把木质条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利

润率却提高了5%。对于销售者而言，假设这300元的

附加值，生产者和销售者平分各自得150元，销售一件

具有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的木质条凳，比原来销售两

件未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木质条凳还多获利50元。

通过数据统计不难看出：生产商、销售商、消费者

选择具备可持续发展性的木质条凳设计，都会从中得

到更多经济利益。最重要的是，在经济社会做到前三

者“三赢”的基础上，本款木质条凳具备天然的材料、

简单易得的加工工艺、产品生命周期较长、材料易回

收易降解等特点，可以使生态环境更具永续发展性，

从而形成利于千秋万代的“多赢”格局[14]。

3 结语

通过在设计专业理论和实用经济两个层面上的

图2 木质条凳

Fig.2 Wooden bench

图3 多赢格局的数据示意

Fig.3 Multi-w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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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明，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对产品附加值的确有

提升作用。作为与社会经济产业链密切相关的制造

业完全有必要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利用可持续发

展设计理念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上，建立起生产方、

销售方、消费方、生态环境4个方面的“多赢”格局，提

高GDP中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降低单位GDP付

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找到一

条切实的出路，助推国家经济转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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