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37 卷  第 24 期 

74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年 12 月 

                            

收稿日期：2016-09-17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4YBA134） 

作者简介：张弘韬（1984—），男，湖南人，博士，湖南工业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设计艺术历史与理论方面的教学及研究。 

节约型包装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张弘韬 

（湖南工业大学，株洲 412007） 

 

摘要：目的 从视觉传达设计这一维度出发，探索实现包装资源节约的有效途径。方法 对视觉文化

时代包装设计的生态伦理困境进行了剖析，对视觉传达设计之于节约型包装设计的意义进行了阐

释，并尝试提出了节约型包装视觉传达设计的主要策略。 结论 包装视觉传达兼具物质与非物质设

计的双重属性。从物质环保与物质节约的层面来看，设计师应考虑减少承印面积，控制油墨使用，

并注重印后工艺的简化与环保。从非物质环保与节约观念来看，节约型包装视觉传达设计应充分发

挥包装的信息媒介属性，使其在所能辐射的社会范围内成为一种对消费文化和公众心理具有积极意

义的构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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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f Conservation Oriented Package 

ZHANG Hong-tao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t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 to save the 

packaging resources. The ecological ethic dilemma of packaging design in visual culture era is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s explained, and the main strategie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f conservation 

oriented package are put forward. Packaging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material and non ma-

terial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designer should reduce the print-

ing area, control the use of ink, and pay attention to simplify the post-press processing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read of thrift conception, the packaging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formation media 

properties of package, so that it can be a positive sense of construction strength to consumption culture and public psy-

chology in the range of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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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节 约 和 生 态 保 护 已 成 为 全 球 范 围 内 备

受 关 注 的 时 代 命 题 。在 此 背 景 下 ，探 讨 如 何 发

挥 设 计 的 资 源 调 配 作 用 ，使 其 致 力 于 减 轻 或 解

决 包 装 带 来 的 负 面 环 境 影 响 ，无 疑 具 有 强 烈 的

现 实 意 义 。而 包 装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是 包 装 整 体 设

计 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针 对 该 环 节 展 开 分 析 研

究 ，能 为 节 约 型 包 装 的 实 施 推 广 提 供 重 要 理 论

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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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视觉文化时代包设设计的生态伦理困境 

视觉文化的基本涵义在于视觉因素，或者说

形象或影像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 [1]。而当代视

觉文化的产生背景则是消费社会的出现、媒体文

化产业的崛起、新兴视觉技术的发达以及日常生

活的审美化 [2]。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人们已经

生活在一个图像堆积和景象泛滥的时代，借助于

电影、电视、广告、设计等行业，大众消费与娱

乐的形态已经越来越趋向视觉化，人们不仅对视

觉快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衷，消费行为也越来

越依赖于视觉形象。而伴随着物质性消费被视觉

消费、感官消费所取代，商品生产也相应呈现为

对视觉符号和形象表征的生产。 

“视觉化图像是包装创造、表征和传达意义的

重要手段” [3]。换句话说，视觉文化时代的包装视

觉符号不仅被用于增强产品关注度和唤起审美愉

悦感，而且也是帮助人们达成精神消费满足及情感

消费合意的主要途径。由此看到，设计的出发点

常常不是寻求良好的功能与合理的形式，而是企图

利用精心构筑的景观图式来激发物欲。夸张离奇的

造型、繁缛堆砌的图案、花哨夺目的色彩和刻意雕

琢的字体，常被用以营造“意境”或注入“格调”，目

的则是为了推高利润与产品附加值。从设计伦理的

角度来看，包装设计的景象化与符号化势必对生态

环境带来严重危害：一是由于过度注重感官刺激和

视觉装饰，而直接造成包装资源浪费及原本可能避

免的环境公害；二是包装视觉形象模糊了现实与虚

拟的界限，使人们对使用价值的需求演变为对商品

形象的无止境占有，由此间接助长了消费主义，加

速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消耗。 

2  作为节约型包装重要组成构面的视觉传

达设计 

节约型包装设计是指在满足包装对产品保护、

方便储运等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从包装生命周期

的全过程入手合理调配所涉及的各方面资源，以

实 现 资 源 利 用 优 化 和 资 源 投 入 节 约 化 为 目 的

的包装设计理念。从整个包装系统来看，节约型

包装设计应是一个涵盖多种实现途径、多个组成

构面的复合整体。并且，解决包装环境污染和资

源消耗问题不仅应落实在材料技术创新、造型结

构优化等物质性内容层面，而且它还应体现在为

提倡节俭意识、普及环保观念、追求文化健康及

促进心灵美好而展开的非物质性设计当中。从这

个角度来看，包装视觉传达对于节约型包装设计

无疑具有特殊意义。 

一方面，虽然图形、色彩、文字等视觉信息

的传达具有非物质性，但是却离不开有形的实体作

为依托，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承印材料选择、印刷

技术运用、印后工艺实施等物质形态要素，并直接

影响生产与制造过程中的物质环保问题。另一方面，

包装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和观念表达的媒介[4]。凭

借视觉符号的传播，包装设计能在其所辐射的社会

范围内成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建构力量，并通过

感化、教育和引导，使物质环保与物质节约的设计

扩展到文化环保与观念节约的层面，因此，对视觉

传 达 要 素 进 行 合 理 规 划 应 视 为 节 约 型 包 装 设 计

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节约型包装视觉传达设计策略分析 

综合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因素来看，节约型

包 装 的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应 重 点 考 虑 以 下 几 方 面 问

题。 

3.1  减少承印面积与控制油墨使用 

包装印刷产业是一个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比

较严重的行业，其中一项 主要的污染源便来自

于印刷油墨的使用 [5]。实际上，油墨在制造及印

刷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这

种刺激性的有毒气体不仅能直接损伤人的内脏和

神经系统，散发到空气中经阳光照射还会产生污

染大气环境的光化学烟雾。此外，上色面积较大

的包装印刷品残留溶剂通常也较多，油墨中的一

些无机颜料还含有汞、铅等有毒重金属，当这些

物质向包装内容物迁移，便有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和安全。特别是在我国，由于技术和成本因素的

限制，包装印刷大多使用环境性能较差的胶印、

凹印和凸印，无毒、低毒的醇溶和水溶性油墨也

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6]，设计师在进行包

装视觉设计时，尤其有必要注重减少印刷面积，

控制油墨使用。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角度考

虑，设计师应学会巧妙运用裸色和留白，裸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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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见图 1（图片摘自三视觉网）。裸色包装不仅能

实现对材料的 低限度加工，而且也能借助材料

本身的色彩、肌理来营造出特殊的装饰美感 [7]。

而在进行色彩搭配时，还应尽可能减少色种或使

用单色设计，并避免使用专色。这样不但有利于

降低包装成本，而且也能减轻由于额外印刷工序

所带来的环境负荷。 

 

 

图 1 裸色包装 

Fig.1 Colorless packaging 

3.2  注重印后工艺的简化与环保 

包装经过印刷便会进入印后加工阶段。出于

装饰美化的目的，设计师通常会对包装进行覆膜、

烫印、上光、压纹等工艺处理，却往往忽视印后

加工工艺也是导致包装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一

方面，印后工艺越多、越复杂，也就意味着加工

环节需要更多的资源消耗并带来更严重的污染排

放。另一方面，印后工艺的运用也会使原本容易

回收的材料变得难以处理，从而降低资源再利用

效率。譬如 为常见的覆膜工艺，虽然能增加包

装的光泽度和防水性，但是由于胶粘剂中含有大

量的芳香烃苯类有毒挥发性溶剂，势必会对生态

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尽管欧美发达国

家已全面推行更具环保优势的预涂膜工艺，但是

仍然无法解决覆膜后纸张难以与塑料薄膜分离的

问题。这不仅极大限制了包装材料的循环使用，

而且也会因塑料薄膜无法降解而造成大范围白色

污染。又如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溶剂型上光，虽

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包装覆膜导致的纸材无法

回收问题，但是稀释剂中仍含有大量甲苯。即便

是被称为绿色印后工艺的水性上光、UV 上光，也

无法实现绝对零污染，因此，设计师在考虑包装

印后工艺时，应尽可能用上光替代覆膜，对上光、

烫金、烫银、压纹的使用也应 大限度的予以节

制，并在成本和技术可行的情况下采用环境性能

佳的处理工艺。 

3.3  利用包装自媒介属性引导合理消费行为 

包装的自媒介属性是指设计师能通过包装视

觉符号传达出与产品及包装自身直接相关的信息，

这类信息不仅有利于识别和促销，而且还能对市场

消费行为起到引导教育作用。比如香烟盒上印有

“吸烟有害健康”，目的就在于劝导消费者理性看待

烟草的危害。又如在处方药、麻醉药包装上标注特

殊的警示标识，就能有效提示消费者关注药品成分

及使用注意事项。实际上，包装作为一种信息媒介

具有传播范围广、有效传达率高、消费者接触频率

高、传播成本低等优势。充分发挥其自媒介属性，

不但能帮助消费者掌握产品使用及销售等相关信

息，而且也能促使其正确认识包装与环境的关系，

并更合理地处理包装及包装废弃物。例如，针对我

国消费者垃圾分类意识薄弱、垃圾分类知识欠缺的

现状，设计师如能有意识地在包装上标示出包装废

弃物的分类信息，就能极大便利垃圾的分类处理，

提高包装材料的回收效率。同样，如果能以操作说

明的形式鼓励消费者展开包装废弃物的改造利用，

也能很好起到促进资源再生和减少垃圾排放的效

果，引导消费者展开包装改造的 LEE 服饰包装见

图 2（图片摘自视觉中国网）。生态时代下的设计

应当引导人们向着健康合理且适宜的生活方式发

展[8]。可以认为，从材料、结构、工艺等角度进行

包装节约改良主要是从生产、供给的角度来减轻环

境压力。而发挥包装的媒介属性，从信息传达层面

来引导消费行为，则是从需求、消费的角度来实现

资源节约。这其实是解决同一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

途径。 

3.4  借助包装他媒介属性提升公众生态意识 

作为传播媒介的包装不仅能传达与自身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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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引导消费者展开包装改造的 LEE 服饰包装 

Fig.2 LEE clothing packaging that guide consumers to use waste 

相关的信息，而且也能扮演环境信息传播的“他媒

介”。通过传达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知识，

包装能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改变公众的价值信念，

为社会活动提供行为规范，并教会人们如何与生态

环境和谐共处。例如 2015 年斩获第 17 届国际食品

与饮料杰出创意奖无酒精饮料包装设计金奖的农

夫山泉包装设计，见图 3（图片摘自视觉中国网），

设计师选取了马鹿、红松果实等 8 种长白山特有的

珍稀生灵图案来妆点玻璃瓶体，每种图案旁还附有

文字注释，使人们在饮用矿泉水时能认识这些美丽

的动植物，同时也提醒人们关注它们的生存境遇，

关注水源地的生态平衡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无独有

偶，台湾美可特设计公司创作的宝岛生态茗茶系列

礼盒，见图 4（图片摘自中国设计网），每款包装

也都以一种濒临灭绝的当地物种为主题元素，不仅

传达出设计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珍视，而且也让系

列包装充溢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气息。有学者提出：

“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是要解决自然生态

问题，更为根本的也许还在于要解决社会生态问题

和精神生态方面的问题[9]。”实际上，以包装为媒

介，以设计为语言，设计师能更深层次地介入人类

精神世界的构建，并通过净化人的心灵，唤起道德

与良知，使人们端正对自然的态度，更加自觉地协

调好自身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如此一来，资源

节约便能由他律转向自律，生态危机也能以一种更

长远的方式得到缓解和改善。 

  

图 3  农夫山泉包装瓶 

Fig.3 Nongfushanquan packaging 

 

图 4  宝岛生态茗茶系列礼盒 

Fig.4 Taiwan ecological tea packaging 

4  结语 

“设计是解决危机的钥匙之一”[10]。从国内外的发

展趋势来看，节约型包装设计将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节约资源使用、关注长远发展也已

成为当今和未来包装设计师的重要奋斗目标和社会责

任要求。就包装视觉传达这一维度而言，设计师有必

要扭转以装饰和促销为目的的设计模式，使包装视觉

语言服务于厉行节俭与反对浪费的目标。据此，一方

面是应对物质性的包装视觉材料及相关工艺处理进行

节约管理，另一方面，则是应在非物质的包装视觉文

化表达中注重体现健康文化心理和生态伦理主题。诚

然，本研究只探讨了节约型包装的一个构面，如何从

其他构面重拾设计的伦理价值，赋予包装更积极的生

态含义和更深远的社会效应，仍有待从理论上不断探

索并从实践上积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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