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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分析快递包装的弊端，研究创新的设计方式。方法方法 分别对快递产业链的各用户进行调

研，归纳总结问题，并充分结合TRIZ理论，提出快递包装的理想解，针对快递包装设计过程中产生的

冲突问题，利用40条发明创造原理进行改进。结论结论 快递包装设计决定了快递运输行业的发展高度，

生态环保、便捷、人性化的包装设计有利于快递行业构建系统化的优质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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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s the disadvantages of express packaging and studies the innovative ways of design. It makes
research on users of express industry chain respectively，sums up the problems，puts forward the ideal solution of express
packaging according to TRIZ theory，and makes improvement using the 40 invention theory to solve the problems during the
design of express packaging.The design of express packaging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xpress transportation
industry.The express packaging design which is ecological，convenient and personalized can help build systematic model
with high quality service of expres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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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是物流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物流包装发展

的生命线

[1]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是发展快递行业的

基础，而在人类高度物质及精神需求下，激发了快递

量逐年增加。现今快递行业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

“双十一”等网购狂欢节更是让快递行业捉襟见肘。

传统的快递包装方式不仅影响了整个运输环节的工

作效率，增加了快递人员的负担，而且造成了不可忽

视的环境污染，快递废弃包装已成为新一代的“灰色

污染”，这其中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因此快递包

装已成为限制快递行业进入全新发展服务模式的瓶

颈。这里在结合TRIZ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快递包装的

理想解，分析快递包装设计的问题冲突，利用40条发

明创造原理提出快递包装的创新设计。

1 TRIZ理论

由前苏联G S Altshuller提出的TRIZ（Theory of In-

ventive Problem Solving）是主要用于解决发明创造问

题的理论。依据世界上著名的发明专利，提出了一套

体系化的实用的解决发明创造问题的方法，主要包

括：发明问题的情境分析与描述，物质—场模型分析

方法，冲突解决原理，产品系统的进化模式，矛盾矩阵

（40条发明创造原理和39个工程技术参数），解决发明

问 题 的 程 序 ARIZ（Algorithm for Inventive-Problem

Solving）法。

1）分析。TRIZ几乎可以被用在产品生命周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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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分析是TRIZ常用的工具之一，主要包括产

品的功能分析、理想解的确定、可用资源分析和冲突

区域的确定。

2）冲突解决原理。TRIZ主要研究技术与物理两

种冲突。技术冲突是指传统设计中，由于系统本身某

一部分的影响，所需要的状态达不到。物理冲突是指

一个物体有相反的需求。TRIZ能帮助设计师利用40

条发明创造原理解决冲突。

3）物质—场模型分析。物质—场模型中提出，所

有的功能可以分解为两种物质和一种场。物质—场

模型见图1。其中：S
1
，S

2
为物质；F为场。可以理解

为：能量F作用于工具S
2
，使S

2
变换为S

1
。

4）产品系统的进化模式。TRIZ中的产品系统进

化模式将产品进化设计过程分为4个阶段：婴儿期、成

长期、成熟期和退出期。产品进化理论还研究产品的

进化模式、进化定律和进化路线，通过这些设计师可

以较快捷地在设计中得以突破。

5）ARIZ。ARIZ 称为解决发明问题的程序，是

TRIZ的一种主要工具，是解决发明问题的一套完整算

法。应用ARIZ的关键在于没有理解问题本质前，要

不断把问题进行细化，直到确定物理冲突。

TRIZ是基于知识，面向人的方法，是一个融合了

人、产品、冲突、知识的系统化的解决发明问题的理

论。TRIZ理论认为不同的发明创造往往遵循着共同

的，且为数不多的原理、规律或法则

[2]

。在快递包装创

新设计中，TRIZ理论中的分析原理、冲突解决原理、理

想解的确定、40条发明创造原理对快递包装设计的发

明创造与创新有行之有效的指导作用。

2 快递包装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在中国，多数的快递公司仍是被效率困扰，用户

能完好地收寄物件已是不易，优质的快递系统化服务

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所有伟大的设计都是在艺

术美、可靠性、安全性、易用性、成本和功能之间寻求

平衡与和谐

[3]

。 经过设计的产品包装只有能被商业化

应用或者具有社会影响价值才是有存在意义的。但

冲突又普遍存在于包装设计的过程中，进化的过程就

是解决系统中各种冲突的过程，这是推动设计向理想

化迈进的源动力。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快递行业是一个系统化操作

很强的行业，各部分各司其职，又环环相扣。快递包装

则渗透在每一个环节中，在不同的环节中需具备不同

的特性来实现其功能，任何一部分脱节都会影响整体。

在快递系统中与快递包装接触的人或物主要包

括：寄件人、快递人、交通运输工具、收件人等。不同

的操作对象对快递包装采取措施完成某种目的或功

能时，他们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快递系统流程见图2。

2.1 寄件人与快递包装

在邮寄快递时，快递人员会对物品进行检查，一

些液体物品、危险物品，通常不会被邮寄；脆弱物品、

讲究时效的物品，很有可能在邮寄途中受到损坏；而

一些文件类的快递多采用纸袋包装，运输途中极易折

损或边缝开裂，甚至浸染水渍，损坏文件。这些都是

因为各类物品没有与之相匹配或相适应的包装，而普

通的包装并不能保证物品的安全。

在包装完物品后，快递人员对物品进行称重，根

据物品的重量、尺寸、特性等选择包装袋或包装纸箱

进行包裹。但是行业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即

不同的重量或尺寸使用相应规格的包装设备。之后

寄件人需填写快递单据，并将之粘在快递外包装上，

这极易造成用户信息的泄露，给用户造成困扰。

2.2 快递人员与快递包装

快递包装与快递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较明显

的。现有的快递寄件、取件模式效率极低下，而且这

种模式给快递人员增加了工作负担，极易激起他们的

消极情绪，因而造成在搬运物品时随意丢放，对物品

造成损坏。另外在查找、分配、分发物件时，各快递邮

件包装差异性不大、很难区分，而能被快速定位和容

图1 物质—场模型

Fig.1 Substance-field model

图2 快递系统流程

Fig.2 Express system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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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区别的快递包装将提高快递人员的工作效率。

2.3 交通工具与快递包装

当前主要的快递运输方式有空运（飞机）、海运

（船舶）、陆运（汽车）等。不同的运输方式对快递包装

有不同的要求。

2.4 收件人与快递包装

收件人在签收快递后，需把物件带走，但此时的

物件经多次辗转，外包装较脏，而且通常都没有提手，

不方便携带。快递外包装很难打开，有的甚至用胶带

多层包裹。打开后的外包装会破损，而且大多数包装

是一次性的，当取出物品后包装常被抛掷，不仅对环

境造成污染而且是对可再利用资源的浪费。

3 快递包装的创新设计

理想化在真实世界是不存在的，但理想化的抽象

思维可以将物体或问题进行一种极致的假设，对解决

某些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快递包装的理想化设计是

基于成本、材料、结构、功能、美观的理想化思考。快

递包装的理想解是将快递包装处于理想状态的设计

结果。基于TRIZ理论的快递包装的理想解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消除了快递包装原系统（结构、形态等）的

不足之处；保持快递包装原系统（功能、材料等）的优

秀之处；采用的快递包装无成本；不受邮寄物品特性

的限制；不受天气、环境等的限制；进行调整的部分没

有引入新的缺陷。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有些发明的规则及

原理会被反复利用。TRIZ研究院在对全世界专利进

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融合各工程领域的原理，提出

了40条发明创造原理，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发明创造。

目前包装设计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通

过设计创新来促进包装的“可持续性”，并与社会文

化、自然环境状态的健康存在达成协调和统一

[4]

。在

快递包装设计上，材料、结构、功能、形式之间的平衡

协调，可通过40条发明创造原理来实现。通过这40

条发明创造原理，快递包装设计有足够强度、刚度与

稳定性；具有防水、防潮、防腐的特性；包装材料经济、

安全

[5]

；能减轻相关人员的劳动强度，并且操作流程安

全便利。

40条发明创造原理是解决发明创造问题的通解，

而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特殊解。从其中发现寻找与

快递包装设计相吻合的10条原理，通过调整搭配获得

若干个快递包装设计创意。包装产品从原材料选择、

产品制造、使用、回收和废弃的整个过程均应符合生

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6]

。快递包装设计可运用的11条发

明创造原理见表1。

3.1 包装材料

目前快递包装主要采用的材料有塑料、纸、部分

纺织品等。基于低成本条件下的包装材料选择较单

一，主要受到成本、功能、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忽略了

材料对环境、对人造成的不良影响。传统的填充材料

有废纸（旧报纸）、聚苯乙烯泡沫、可发性聚苯乙烯

（EPS泡沫）等，这些都无法回收，易造成白色污染，是

已经被很多国家禁用的材料

[7]

。依据40条发明原理中

的“多孔材料原理”、“复合材料原理”来选择快递包装

材料。

1）多孔材料原理。一般来说多孔材料具有相对

密度低、强度高、重量轻等优点。在快递包装上使用

多孔材料，有利于缓解运输中对内部物品造成的压

力，增加包装强度，并且减轻包装总质量。

2）复合材料原理。复合材料融合了单一材料的

优点，具有更优越的使用性能。蜂窝新型复合材料是

21世纪新兴的绿色包装材料，正在逐步取代木箱、塑

料箱、瓦楞纸箱等，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材料。

3.2 包装形式

市场上广泛使用的包装形式有箱、桶、袋、包、筐、

坛、罐、缸、瓶等。而在快递包装领域，根据寄送物品

的不同主要应用袋、箱、包几种形式。根据实地调查

发现，目前的快递包装普遍存在难拆解、不美观、难识

别的问题。将可拆卸、可维护、可回收以及可重复利

表1 快递包装设计可运用的11条发明创造原理

Tab.1 11 inventive principles applied to express packaging
design

快递包装项目

包装材料

包装形式

包装功能

包装防护

40条发明创造原理应用

①多孔材料原理

②复合材料原理

③局部质量原理

④分割原理

⑤改变颜色原理

⑥分离原理

⑦多用性原理

⑧抛弃与修复原理

⑨预补偿原理

⑩ 中介物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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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属性当作生态系统设计的准则，使包装的新形式

具有安全、合理、节约、高效等优点，这有益于生态环

境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存

[8]

。

1）局部质量原理。局部质量原理中提到将物体结

构由均匀变成不均匀，使物体的每一部分都发挥最大

作用。现有快递包装经常与物件尺寸不合，这是由于

包装结构不合理，内部空间没有被合理分配及利用，造

成能源的浪费。UPS快递包装设计见图3（图片摘自包

联网），改变了传统的均匀包装形式，是在瓦楞纸上压

上格子压痕，包装时可以直接卷曲，省时又省料。

2）分割原理。分割原理是将物体分成相互独立

的部分或者分成容易组装及拆卸的部分。快递包装

外侧通常被多层胶带缠绕，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

很难将其打开，这是因为物品装进去与取出来是同

一种方式。快递采用可撕式包装，能让快递拆卸更

容易。

3）改变颜色原理。改变颜色原理是通过改变物

体的颜色来实现某些功能或创造条件。传统的快递

包装颜色单一，多以灰色、土褐色为主，外观相似难以

区分，给快递人员带来许多麻烦。对此提出设计建

议，统一快递包装设计规格，不同类型的物品选用不

同颜色的包装箱进行区分，提高工作效率。色彩可读

的话语内涵和意义既表达个体的心智诉求，又传达社

会群体的共识

[9]

。颜色的运用也是快递包装人性化设

计的体现，将技术语言转为感性语言，表现出对人的

无微不至的关怀。

3.3 包装功能

包装设计不仅仅是保护产品，将其美化，获取商

业利益，还应尊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重视人类生

存发展的需要，关注环保和能源危机，促进包装的可

持续性并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状态的健康存在达成

协调统一。

1）分离原理。分离出物体中的干扰因素或者挑

选出物体中的关键部分。快递运单是直接粘在物件

外包装上的，上面标明的内容极易泄露私人信息。对

此提出的设计方法是将快递单上的重要信息与废弃

包装进行分离。快递单设计见图4（图4-5均摘自花

瓣网），就是采用分离原理来完善包装功能。

2）多用型原理。传统的快递包装利用率极低，

基本上是一次性的。用户在拆完快递后包装破损，

很难再次利用。基于此在快递包装设计上增加可被

再次利用的功能，设计上一些简易的提示，让用户只

需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将包装改头换面，赋予新

的功能。

3）抛弃与修复原理。当物体完成其功能变得无

用时，抛弃或修复该物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损耗的部

分。对此快递公司应设立快递包装回收处，对破损或

无用的包装及时回收，进行分类处理，不仅能降低成

本节约资源缓解环境污染问题，而且有利于激发群众

的环保意识。

3.4 包装防护

包装防护是对产品的一项防护措施，在快递包装

中常用的防护措施有充气、防霉、防震、遮光等。特别

是对一些特殊物品要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由TRIZ

中的“预补偿原理”及“中介物原理”提出快递包装防

护设计方法。

1）预补偿原理。在中国有许多物品因特殊属性、

不稳定性等存在安全隐患或者不方便寄送。针对一

些特殊物品一定要预先做好包装防护，并且进行合理

评估。酒包装设计见图5。

2）中介物原理。在快递包装设计上这一原理有

广泛应用，物品与外包装之间经常放置中介物来保护

物品不受损害。生态包装是我国快递包装的发展方

向，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

[10-11]

。气柱

缓冲袋是一种新型材料，由95%空气和5%的环保塑

料复合膜组成，目前主要用于集装箱、海运、火车等大

型运输中，能有效保护货物，有缓冲防倒塌的作用。

图3 UPS快递包装设计

Fig.3 UPS express packaging design

图4 快递单设计

Fig.4 Express waybill design

图5 酒包装设计

Fig.5 Wine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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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经济催生下的快递服务已深入到日常生活

中，低碳环保渐渐成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备条

件之一。依据TRIZ理论分析得到的快递包装设计方

法，从包装材料、包装功能、包装形式和防护等方面进

行创新分析，更加关注大众消费群体的心理需求以及

对生存环境的关怀。在TRIZ技术创新理论指导下，仍

需要政府部门、公司、社会团体共同努力形成行业规

格，并通过社会公众来实践完善，这也是快递包装生

态化、人性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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