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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消费类数码产品可持续设计的有效应用。方法方法 按照数码产品的定义对最近几年出

现在消费市场上的数码产品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其进行分类，以此来互相比较。再针对这种消费类数

码产品的可持续设计，从消费类数码产品的生命周期着手，进而深入到产品的整个设计过程，分析产

品所用材料的结构，对现今数码产品从设计到生命周期结束时对环境和资源所造成的影响进行量

化。结论结论 消费类数码产品的可持续设计具有重大意义，以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借鉴，将对消费

类数码产品的可持续设计应用起到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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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design for consumer digital product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digital products，it summarized the digital products appeared on the consumer

market in recent years for，and carried on the detailed classification，in order to compare with each other.Again for a

sustainable design of this consumer digital products，from consumer digital product life cycle to start，then it went deep into

the product of the whole design process，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the material used for the product，the current existing

digital products from concept to the life at the end of may to quantify wha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onclusion Digital products has great consumer market，consumer digital produc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ustainable

desig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s a reference，digital consumer products will be sustainable

design applications play a good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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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认知的一个新高度，可持续设计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且在国家发展的政策当中也能体现出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近几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

飞速发展，虽然消费类数码产品的繁多种类给人们带

来了乐趣，但是也对环境与生态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

响。要想对可持续设计思想有深入的了解，应该对其

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原

因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从中可以得出可持续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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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中应用的原则。这样一来，消费类数码产品

的可持续设计就有了指导，即可持续发展在产品设计

中应用的原则[1]。具体的研究过程从分析我国消费类

数码产品的发展现状开始，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思路，

同时在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选择客观的评价方法，这

里主要是针对消费类数码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生

产与制造的环节进行探讨，通过提出好的参考意见来

作为可持续设计在其他产品中的应用新思路。

1 消费类数码产品概述

1.1 消费类数码产品的发展趋势

纵观国际上同类产品的发展趋势会发现，消费类

数码产品的发展很明显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就当

下来讲，消费类数码产品的发展趋势表现如下。

1）数字化、界限模糊化以及多样化和集成化。当

前，科技的发展使数字化的步伐加快是消费类数码产

品的一个最突出特点。（1）数字化。传统的模拟数字

产品已经不再适用，逐渐被新的数字化产品替代。当

前人们关注市场的热点都是数字化，如数字音响、数

字相机、数字电视、DVD等产品。由此，数字环境建设

的概念也因此而产生：数字城市、数字家庭等，并且很

快就成为了热门话题，人们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上面。

（2）界限模糊化。目前很难给计算机、消费类数码产

品、通讯划分一个很明显的界限，只能用界限模糊化

来进行分类，如拍照手机、具有数据功能的MP3等产

品在进行科技升级，按照目前的标准很难对其进行分

类，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化[2]。（3）多样化和

集成化的趋势明显。目前，各种游戏机、摄像机、MP3、

数字相机以及多媒体等正逐步侵占以电视、音响为代

表的传统家庭娱乐设施阵营。

2）视听技术与高科技信息技术结合紧密。时下

流行的网络电视是一个消费类数码产品与信息产品

之间无线联网的典型例子，这说明视听技术与信息技

术的紧密结合成为了一种潮流[3]。另外一个很典型的

例子是“蓝牙”技术的运用。这是目前市面上相当流

行的无线联网技术，几乎到处可见。可以这样说，不

管是个人电脑，还是移动通信等各种消费类数码产

品，其联网方式都可以通过无线来实现。无处不在的

“蓝牙”技术见图1。

3）消费类数码产品越来越“人文化”。技术新颖是

产品的一个很大卖点，除此之外，尽可能地符合消费者

的需求，体现产品的“人文化”是另一个销售热点。比

如现在已经应用在电视机上的技术，可以实现自由存

储用户喜欢的节目并且电视节目菜单能够按照客户的

要求编制出来，这是以往的电视机所做不到的[4]。

4）无线应用技术成为时尚。随着无线技术向各

个领域的延伸，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作

方式也随之改变，因为这一整套的高科技设备能够及

时提供声像、文字传输、图像、网络服务，从而引领生

活、工作方式的改变[5]。

5）产品商务网络化。网络无疑是20世纪以来人

们谈论的焦点。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计算机的普及，

使得人们无论在外工作还是在家生活都变得十分方

便快捷。比如买东西，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人们消费的

主场之一，虽然网络还处于建设中，但是人们已经不

用担心网络的支付问题了。

1.2 基于功能组合的数码产品分类

近几年，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数

码产品的强大功能。数码产品的生产商抓住机遇，选

择适当时机，推出最新的且功能更加强大的可用来替

代的产品。企业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主要依靠3种

方式[6]。

1）加强数码产品的性能。有一种最大特点是功能

单一而专业性强的数码产品，如数码相机，这是一种更

新速度超级快的数码产品。虽然数码相机相当方便，

也非常普及，但是也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相机。数码相

机主要依靠感光元件将光信号向数字信号转化，而现

今的感光元件成像的效果比胶片要粗糙，因此提高数

码相机的像素是一个永恒的值得探讨的话题。

图1 无处不在的“蓝牙”技术

Fig.1 The ubiquitous "Bluetooth" technology

郭宇承等：消费类数码产品可持续设计之应用 43



包 装 工 程 2014年08月

2）在原有数码产品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功

能。功能齐全一直是厂家和消费者追求的目标。从

现在数码产品的发展状况来看，数码产品发展的主要

方向也是这样的。现实中，各种数码产品的功能出现

多样化，光看名称已经不能确定数码相机的功能[7]。

3）品牌和工业设计相结合的策略。这种类型的

产品大多数都是很强的品牌，如苹果、小米、三星等国

际知名的品牌，这些产品都有着扎实的工业设计基

础，并不需要用低廉的价格来赢得市场，它们在消费

类数码产品市场中始终排名前几位。

1.3 消费类数码产品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消费类数码产品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比

较良好，但是怎样给我国的数码产品营造一个良好的

发展环境是当前值得思考的问题。（1）通过创新来提

高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相关部门的行动是关键。相

关部门应该实现整体推进与新技术的突破和关键技

术的创新，将社会资金、人力资源和技术向消费类数

码产业的重点技术领域引导。信息产业的科技发展

应该结合起来，数字电视的实施、新型元器件等的自

主开发要加快步伐[8]。另外，技术的引进以及解读和

创新同样重要，尽力提高在比较有优势的领域中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研发能力，只有掌握技术才是

硬道理。（2）企业应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广泛开展各

方面的合作。企业要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可以用兼

并重组等手段来壮大自己的规模，还可以与其他企业

合作，共同开发核心与关键的技术，建立技术开发的

共享平台。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与良性竞争是推动

企业不断向前的强大动力。（3）产品可以实施“走出

去”的战略。国内外两种资源应该充分利用，这是值

得鼓励和支持的。努力开拓两个市场，使消费类数码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更加壮大，在稳定国内市场的

同时，积极地“走出去”。

2 消费类数码产品可持续设计探索

1）定义研究的目的与对象。从生产的角度来看，

研究消费类数码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分析在数码产品

的生命周期中能源与资源的利用情况，然后提出改进

的方案，从而生产出对环境污染最小的数码产品，进

而提高市场竞争力[9]。

2）环境影响评价。从清单分析中得到的资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排放量的数据量非常大，而且信息十分

分散，要想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数码产品整体对环境的

影响情况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方

法进行数据处理是必须的，这样可以得到数码产品的

整体生态形象。目前，这种评价方法很多，并且具有

很强的理论性。

数码产品的可持续设计贯穿于数码产品从生产

到消费再到报废的每一个环节，因此，环境不仅仅对

数码产品设计造成约束，而且还是数码产品设计的主

要目标，在对数码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性进行强调的同

时，还需要强调环境的目标，应该从减少能源消耗、降

低污染、提高数码产品的质量和回收再利用这几方面

来进行数码产品的可持续设计。

3 结语

尽管我国目前在数码产品行业中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是这并不代表什么。世界上一流的电子制造企

业仍然是国外的企业，而我国的电子制造企业却占据

不了什么地位。为了给这些企业提供一些发展思路，

可以从数码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对数码产品的可持

续设计进行探讨[10]。研究发现，数码产品具有很大的

消费市场，消费类数码产品的可持续设计具有重大意

义。以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借鉴，将对消费类

数码产品的可持续设计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可以从

汽车行业中借鉴一些好的经验与研究方法，将其运用

到其他行业中，这样便实现了消费类数码产品可持续

发展的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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