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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商业包装零废弃的设计方法。方法方法 针对包装废弃物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难

题，分析包装废弃物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形成和转化过程，结合绿色包装的设计原则和设计事理学

的研究成果，提出同步进行产品设计和包装设计，将商业包装的功能延伸到产品使用周期，从设计源

头解决商业包装废弃问题。以设计事理学作为思考工具，分析产品的事理关系，围绕用户的使用需

求，从产品和包装的功能整合与结构优化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创新，达到商业包装零废弃和产品可回收

的设计目标。结论结论 以专利产品数字沙画玩具和“梵音”户外茶具的开发为案例，证明了基于设计事理

学的商业包装零废弃设计方法是有效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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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discusses the design methods of none waste commercial packaging based on design affairology. First，it
discusses the damage of packaging waste and green design solution ways. Second，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ckaging waste in product life cycle have been analyzed.Third，none waste commercial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design
affairology has been proposed.It solves the commercial packaging waste problem at the beginning of product design. And
packaging design has been included into product design process. Design affairology is used as the thinking tool to analyse
the affair′s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 and facts. Surrounding the users′demands，the packaging function has been
extended into product life cycle through function integratio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Design goal is none commercial
packaging wasted and whole product recycled. Two cases，the designs of digital sand painting toy and "Fanyin" outdoor tea
set，proves that none waste commercial packaging design method based on design affairology is valuable and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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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包装不仅具有保护商品、利于储运、

方便使用的基本功能，同时具有提升品牌价值、美化

商品、促进销售的作用，因此包装是商品流通不可或

缺的部分[1]。但是，包装的大量废弃造成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和资源耗费。据统计，美国包装的年废弃量达

到5000万吨，日本达2100万吨，中国约1600万吨[2]。

研究表明，产品设计对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耗费

量具有决定性作用[3]。如果将产品设计和包装设计视

为一个整体，创造性地实现商业包装零废弃的目标，可

减轻包装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里以设计事理学作为

理论工具，探讨实现商业包装零废弃的设计方法。

1 绿色包装的研究现状

绿色包装也称生态包装或可持续包装，它的整个

生命周期（包括选材、制造、使用、回收和废弃）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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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美国沃尔玛公司以绿

色设计3R1D原则为基础，提出绿色包装的

7R原则，即简化、减量、重复利用、回收利用、

再生、收益、理解[4]。绿色包装研究涉及材料、

技术、回收、法律法规、设计等多个领域。

1）包装材料。根据包装功能和产品性

质合理选材，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

使用易于生物降解、再生、无毒、可食用、传统

环保的材料，如乳酸聚合物、生物降解件塑

料、纸浆模塑制品等；采用单一高性能材料取

代复合材料，便于回收时材料解体，节省回收

与分离时间，避免使用导致回收与分离困难

的粘合方法[5-6]。

2）包装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减少包装生产的能

源消耗、水消耗、碳和有毒物质排放量。包装模数化，

利于小包装的集合，利用集装箱及托盘装箱、装盘。

统一包装模数和仓库设施、运输设施尺寸模数，利于

运输和保管[7]。大型化和集装化，利于物流系统在装

卸、搬迁、保管、运输等过程的机械化作业，减少单位

包装。

3）回收和再利用技术。通用包装，是指无需专门

安排回返使用的包装；可重复使用的周转包装，如啤

酒瓶等；梯级利用，是指使用后的废弃包装经再生处

理后具有其他用途或成为新材料。

4）包装管理制度。通过法律法规规范绿色包装

的生产与流通。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行政立法将

ISO14000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制定和完善配套

法规；立法禁止使用有毒有害包装材料；建立存储返

还制度；禁止使用不能再利用的器具和达不到法定再

循环比例的包装材料；实行税收优惠或罚金等“绿色

税”制度[8]，对包装的生产和使用企业进行绿色包装材

料评估，根据评估级别收税。

5）结构与造型。适应于批量生产的结构和造型，

合理计算包装尺寸和容积，减少资源消耗[8]。

2 基于设计事理学的商业包装零废弃设计

2.1 设计事理学

设计事理学是柳冠中教授提出的设计方法论，设

计事理学的核心理论——目标定位系统思维模型见

图1[9]。设计问题是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下的目标系

统，设计被分解为“确定目标系统”与“重组解决问题

的方法”两个部分，实“事”求“是”是设计评价的标

准。设计创新从分析设计产品的事理关系开始，以使

用者“内在目标”为原点，围绕人的合理需求，创造性

地组织技术资源及物质资源，达成合适的解决方案。

“事”包含时间、空间、人、物、行为、信息、意义等要素，

“理”是“事要素”的变化规律和相互关系。

设计事理研究分为微观、宏观两个层次。微观研

究是在具体的情境内把握“事要素”间的关系，理解人

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互动和影响，发现问题，为细节设

计提供依据。宏观研究以“事系统”为对象，理解目标

人群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困难和梦想，从中发现新的

市场机会，创造全新的经济提供物[9]。这里主要通过

微观事理研究和优化包装和产品设计。

2.2 包装废弃物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形成和转化

在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生

命周期内，包装伴随产品历经了“商品—用品—废品

—回收利用”的演变[10]。包装废弃物的形成和转化见

图2，在销售阶段，商品具有运输和存储功能的工业包

装，具有美化和展示功能的商业包装，具有使用价值

的产品组成；消费者购买使用后，包装和产品分离，工

业包装经由销售和运输企业集中回收实现再利用，而

大部分商业包装被个人当作垃圾抛弃，进入社会回收

系统或垃圾处理系统。由于个人行为的不可控，造成

目前商业包装废弃物回收效益低下，环境和资源破坏

严重的问题。在废品阶段，商业包装除了被废弃以

外，还具有其他用途，或更为巧妙地通过结构变化产

生新的使用价值，在产品使用阶段被继续使用。由于

商品外包装是该产品体积（表面积）最大、外形最规则

的部分，所以再利用的空间很大。通过设计事理研

图1 目标定位系统思维模型

Fig.1 Target-define system think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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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识别产品使用目标，确定使用过程中所需的一系

列产品功能，找到商品外包装向使用部件转化的设计

点，从而实现商业包装零废弃的目标。

2.3 基于设计事理学的商业包装零废弃设计

基于设计事理学的商业包装零废弃设计其实质

是对产品及包装的全过程控制，以“减量、再生、循环”

的环境保护准则对各个环节进行把关，从产品设计源

头解决商业包装废弃问题的设计方法。在产品设计

开始时便考虑包装因素，将包装的设计定位、生产工

艺、材料的选用与回收处理、造型与结构设计、视觉传

达设计、防护技术处理以及成本核算等方面纳入产品

设计之中。以设计事理学作为设计思考的工具，分析

产品“目标—手段”的事理关系，围绕用户使用需求，

整合与重构包装与产品的功能和结构，从而将包装的

使用寿命延伸到产品使用周期，最终达到商业包装零

废弃，产品可回收的目标。功能整合和结构优化是商

业包装零废弃设计的关键。

2.3.1 包装与产品的功能整合

功能整合通常是实现商业包装零废弃的突破口。

设计事理学的目标定位系统思维模型提供了有效的功

能整合研究路径，即“产品—事—人—环境—行为—产

品分解—废弃物—设计整合”，首先分析用户使用某产

品的“内在目标”，也就是用产品干什么“事”，从而确定

产品的基本功能；接着分析与事相关的时间、地点、人

物、意义、步骤，从而确定产品的辅助功能；再找出可能

生成的废弃物；最后挖掘包装废弃物的转化途径，设计

包装结构。克里斯蒂娜设计的红酒包装见图3（图片摘

自ambalaj网），由于酒和酒架与“喝”有关，因此将外包

装转化为酒架；史蒂夫·哈斯普设计的T恤包装见图4

（图片摘自Steve Haslip网），由于衣服和衣架与“穿”有

关，因此将外包装转化为衣架。

2.3.2 包装与产品的结构优化

包装与产品的功能整合最终是通过产品和包装

的结构优化与创新实现的。拉伸、压缩和折叠等可变

形的结构常应用于包装的结构设计。可对产品的功

能结构和材料结构进行稽查。

1）功能结构：分析包装设计的整体结构功能，是

否可合并相关功能或减少附件的数量，是否最合理地

使用了材料；分析产品的形态、体量、品类、属性、运输

范围，确定包装产品主体的结构功能或附件的功能，

明确产品的使用目的；是否可以节省材料，减少体积

和重量。

2）材料结构：整体分析产品的材料构成和可拆卸

性、使用实效；包装材料的属性同包装用途配置是否合

理；尽量在同一包装中减少材料种类，以便分类回收。

3 基于设计事理学的商业包装零废弃设计案例

3.1 数字沙画玩具设计

数字沙画玩具是笔者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现

有沙画玩具的缺点：（1）绘画时，彩沙四处散落，清理

困难；（2）业余绘画者缺少必要工具和绘画技能，画作

粗糙，艺术价值低；（3）缺少配套装裱器具，无法收藏

和展示画作。数字沙画玩具的事理分析见图5，围绕

“玩沙画娱乐休闲”事件，分析人、环境和“玩沙画”行

为的特殊性和个性需求，从而界定沙画玩具的必要功

能和产品构成，并以此实施产品的功能整合和结构优

化，尽量减少包装废弃物。笔者和黄昭设计的数字沙

画玩具见图6，本产品整合数字技术和电脑雕刻技术，

将绘画内容数字化处理后雕刻在特殊材料上并将色

彩编码，绘画者只需按编码填色，从而降低作画难度，

提升美学价值；根据绘画流程和功能要求，将外包装、

绘画说明、配套画具容器、沙盘、画框结合成一个部

件，不仅使绘画过程变得简单、有序，而且外包装可作

为画框，用于装裱画作；沙盘出沙孔细节设计，可轻松

图2 包装废弃物的形成和转化

Fig.2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ckaging waste

图3 红酒包装

Fig.3 Wine packaging

图4 T恤包装

Fig.4 T-shirt packaging

李怡：基于设计事理学的商业包装零废弃设计研究 23



包 装 工 程 2015年1月

收集废弃的彩沙，装入彩沙的包装容器可做成许愿瓶

或项链，实现了产品可回收，商业包装无废弃的设计

目标 。

3.2 “梵音”户外茶具设计

“梵音”户外茶具是在茶禅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针

对中青年人群研发的户外的茶用品。“梵音”户外茶具

设计的事理分析见图7，围绕“户外品茶悟禅”事件，分

析人、环境和户外品茶悟禅行为的特殊性和个性需

求，从而界定户外茶具的必要功能和产品构成，并以

此整合产品功能和优化包装结构。邱美林设计的“梵

音”户外茶具见图8，根据户外品茶悟禅的精神需求和

使用要求，将香具、茶具、坐具等器具融合在一套产品

中；茶具的外包装创造性地使用伸缩结构，品茶时可

便携地拉伸为茶几，品茶后可收缩为纸盒，收纳和保

护香具、茶具、坐具等零碎的器物，从而解决了茶具外

包装一次性使用，品茶器具不便携带的难题，使户外

品茶悟禅活动变成一件简单易行的乐事。该产品的

外包装可衍生为收纳盒和茶几，成为户外品茶悟禅一

事的必要部分，可重复使用，没有废弃。

4 结语

这里提出将包装创新作为产品设计过程中的设

计要素之一，将包装的功能延伸到产品使用周期，从

产品设计源头解决商业包装废弃问题的设计方法。

本方法以设计事理学作为设计思考的工具，沿“产品

—事—人—环境—行为—产品分解—废弃物—设计

整合”研究路径，考量包装和产品的事理关系，梳理用

户使用需求，从产品和包装的功能整合和结构优化两

个方面进行创新，达到商业包装零废弃、产品可回收

的设计目标。数字沙画玩具和“梵音”户外茶具的设

计实践为基于设计事理学的商业包装零废弃设计提

供了参考案例。综上，设计事理学方法是指导包装设

计，实现绿色设计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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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数字沙画玩具的事理分析

Fig.5 Design analysis of digital sand painting toy

图6 数字沙画玩具

Fig.6 Digital sand painting toy

图7 梵音户外茶具设计的事理分析

Fig.7 Design analysis of Fanyin outdoor tea set

图8 梵音户外茶具

Fig.8 Product design of Fanyin outdoor tea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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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交互式体验包装使消费者产生多层面的体验感

受，各种感官、行为及心理情感体验的相互影响和转

化，增加了消费者与产品的亲和力，同时，产品包装自

身的交互语言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只有在包

装设计中利用多种体验之间的互通性，才能更好地强

化产品主题，同时提升人们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生活价

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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