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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理念的塑料包装可回收设计策略研究 

王雪莹 
（北方工业大学，北京 101121） 

摘要：目的 通过设计的力量降低浪费、增进资源应用效率并减少环境污染，探索用可持续理念推动未

来塑料包装设计的创新，实现循环经济和可回收的包装设计解决方案。方法 从可回收包装设计的基本

理念和内涵出发，概括可回收包装设计的基本原则，再结合塑料包装的材料特性、个人案例及优秀塑料

包装设计案例，探讨并构建塑料包装可回收设计策略。结论 从可回收包装设计的角度出发，探讨塑料

包装可持续设计策略，最大限度降低封口与标签等包装精简化设计、消费者可及性设计、激发设计创新、

考虑生物降物的材料、消费后回收利用。构建了塑料包装可回收设计策略；有助于包装的设计开发、产

品制造商和消费者创造价值，为产业价值链上的每个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新维度，最终有助于社会可持续

理念的普及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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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 Design Strategy of Plastic Packaging Based on Sustainability 

WANG Xue-ying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112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find a designing way to reduce the waste and pollu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pplication, to explore an innovative method on plastic packaging design, and to reach the recycling economy and recy-

clable design solu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s and connotations of recyclable packaging desig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re-

cyclable packaging design are concluded. Then the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plastic packaging and some excellent pack-

aging design cases are discussed. Finally, some recyclable design strategies of plastic packaging are constructed: mini-

mizing packaging design such as sealing and labeling, accessibility design for consumers, using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and recycling after consumption. With the plastic packaging recyclable design strategies, it can help packaging design 

development, add values to product manufacturers and consumers, provide a new dimension for each participant in the 

industry cha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sustainab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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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装行业发展趋势看，塑料包装将是未来 主

要的发展趋势。它轻便、可塑性高，而且防潮耐用，

结实又相对便宜，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1]，但从环境

的可持续性、能源消耗角度来看，全球塑料以百万吨

计，预计到 2050 年会积累到 330 亿吨，给环境和自

然资源带来的威胁也日益加大。海洋恢复联盟创始人

Douglas Woodring 曾经说过：“目前世界上只有 10%

的塑料能够被回收。在美国，即使 容易回收的塑料

瓶，其回收率也只有 25%左右，而更多的塑料，混在

其他垃圾中，被填埋或被焚烧了，而这些并不是 好

的解决方案”。令这种本该可以一直回收重复使用的

物料失去了原有的资源价值，变成废物。在中国，塑

料回收问题显然更为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从

可回收设计的角度思考产品包装，作为一种战略性地

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塑料包装的设计、生产和回收利

用形成有效的设计策略[2]，实现更少的资源消耗和更



第 38 卷  第 24 期 王雪莹：基于可持续理念的塑料包装可回收设计策略研究 53 

小的环境影响，进而对环境进行修复和改善。 

1  包装可回收设计理念及内涵 

基于可持续理念的包装可回收设计，其初衷是在

不损害包装功能与安全性能的前提下， 大化地实现

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巧妙的设计，消除包装制造和

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包装对环境的危害

降到 低程度。并通过产品废弃包装回收，建立起消

费者与自然环境之间更为和谐的联系。 

在可持续设计理念的前提下，包装可回收设计需

要重新考虑设计过程，让包装从设计、生产和回收利

用形成闭环。 大限度提高包装材料使用寿命以及包

装使用过程结束后的恢复和回收能力，尽量避免所使

用的材料无法生物降解、堆肥以及回收过程中包装材

料造成环境污染。并需向消费者告知妥善的处置方

法，使包装更加容易回收或处置[3]。 

2  包装可回收设计的基本原则 

当设计一些新的、 终要被丢弃的产品包装时，

如何降低乃至消除其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为

保护环境和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服务。 

包装可回收设计的基本原则（见图 1）是：减量、

重复利用、可降解、回收利用。首先，减量原则。产

品包装的材料是否体现了其轻量化的特征。独立包装

的减少、材料的减少、耗费资源的减少、小型化包装

设计改进和降低包装运输综合成本。是否持续追求合

理、适度包装设计。其次，重复利用原则。即包装设

计是否应易于回收重复利用，通过建立和完善有效的

回收系统，延长包装全流程应用的生命周期。如果在

设计初期就选择环保的方式处理材料，在生命周期中

减少耗能，也能在后期的回收和再循环利用环节大大

节省成本。 后，可降解原则及可回收利用原则。也

就是说，不仅要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害物

质的排放，而且设计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些包装

在被丢弃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变故？如材料废弃物降

解腐化、资源回收利用、再生循环、分类回收等问题。 

 

图 1  包装可回收设计的基本原则 
Fig.1 Basic principles of recyclable packaging design 

包装可回收设计的基本原则不同阶段划分，并不

意味着后者代替前者，而是在创造可持续包装时，在

材料、容器尺寸、创新性、回收系统等方面不断补充

和完善，并用来指导设计决策的制定。其基础理念，

就是要求设计师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就开始积极考虑

包装的可持续性，担负生态和社会责任。 

3  塑料包装的可回收设计策略 

上文探讨的是可回收包装设计的普遍性问题和

基本设计原则，具体到塑料可回收包装设计，体现为

以下设计策略。 

3.1  最大限度缩小封口、标签，实行包装精简化设计 

从包装设计的角度出发，是实现减量化包装设计

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发挥包装保护产品和传播信息功

能的同时，实现包装设计减量化，意味着包装表现

为无繁琐细节，和巧妙的包装设计，将 大限度改

善过度包装、大量的独立包装和非环保的包装的局

面[4]，从而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包装废弃物对环境的

污染，实现包装的可回收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

续包装设计标准。 

塑料瓶包装标签设计形式见图 2， 大限度缩小

标签面积。以标签面积的大小为出发点， 终形成了

一个解决环境可持续性的方案，因此，设计师需要明

确终端用户的动机与需求，在前期设计概念生成阶段

就要考虑，该策略是否能够成功地解决可回收问题，

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设计思路。武夷山山泉水

品牌见图 3，为中石油设计的武夷山瓶装水包装设计

方案之一，该方案设计理念是希望包装对环境的影响

能达到 小。瓶子包装设计的特点在于瓶身上贴的那

一条小标签，它使用的是一种可以“快速揭除”的标

签，因此消费者可以很轻易地把它撕下来，与水瓶一

起丢进可回收垃圾桶中，使回收的过程更加便利有

效。同时，该设计将浪费降至了 低限度，这些标签

采用碳平衡印刷机和风力发电设备生产，使用的能源

也对环境的影响达到了 小[5]。 

 

图 2  塑料瓶包装标签设计形式           
Fig.2 Label design forms of plastic bot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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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夷山山泉水品牌 
Fig.3 Wuyishan spring water brand 

3.2  消费者可及性设计 

在垃圾回收领域，塑料包装一直被认为是死胡

同，尽管小部分塑料得到了回收，但大多数塑料 终

还是送进了垃圾填埋场、焚烧炉或者是大海[6]。而影

响塑料回收率的并不仅是技术，而是由于操作过于复

杂，造成了回收难度过大。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首

先，产品标签和包装上做得明显不够完善。其次，塑

料产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密度相对来说又都比较相

近，因此，向消费者告如何妥善处置方法，是未来塑

料包装设计的可持续性重要策略之一。 

包装要具备消费者可及性，就必须提供一个便于

消费者看清的包装可回收设计标签，标明包装的使用

材料、回收方式、金额及其他属性。消费者可及性包

装回收过程说明见图 4[7]，在包装标签设计时，明确

告诉消费者塑料瓶回收过程大致包括以下几步。首先

是消费者拧开瓶盖，之后沿虚线撕下标签， 后将容

器、瓶盖及标签纸投入回收箱。通过设计鼓励消费者

予以进行分类回收，要让消费者对产品完全满意。包

装就要兼顾功能性、回收科普性和可用性，包括打开、

关闭等功能。包装若没有可及性可操作性说明，就无

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对环境的期望。 

      

图 4  消费者可及性包装回收过程说明  
Fig.4 Recycling process of consumer accessibility 

3.3  激发设计创新 

在包装设计创新过程中，包装设计在考虑上述每

一个因素的同时，完成设计创新。一方面，一个产品

包装的环境影响，在源头就已经由设计决定；另一方

面，可以利用设计创新改善原有设计，以实现更小资

源消耗。牛奶外包装箱创新设计见图 5，尝试性设计

了一组创新牛奶外包装箱设计。将原有提手的塑料

（PP 聚丙烯）改为棉绳的改进设计策略。棉绳材料

成本不高，可施行性强，可再利用率高。在使用过程

中，棉绳对环境极大地降低了污染，且延长了包装箱

的使用寿命，节省了材料成本，因此，在材料和使用

方面具有相对突出的表现。而其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过程中的可持续特性，如生产、流通、使用、回收等

方面发挥其作用。 

 

 

图 5  牛奶外包装箱创新设计 
Fig.5 Innovative design of milk packaging   

3.4  生物降解材料的应用 

生物降解材料的使用，是实现塑料包装可持续的

重要环节，这要求设计师在前期包装设计概念生成阶

段，就要尽量考虑材料是否可以生物降解[8]，让“塑

料变得可以被泥土吸收，被水和空气带走。”将生活

中所产生的废物与浪费以 自然的再循环方式，形成

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于世界上很多应用来说，这是能

快实现包装可持续循环的方式。例如，香港的屈臣

氏蒸馏水一直坚持“为大家带来纯净优质的生活”的

可持续理念，并在第五届塑料城市论坛报告中推出一

款名为"go green"（真·环保）的樽（瓶）身，其材料

不用石油，不用植物，甚至不耗用新物料塑胶，饮用

水瓶的 PET 材料生产从零到 100%的突破，迄今为止

已有 7500 万瓶屈臣氏饮用水瓶告别废弃物行列[9]。

现阶段，制约生物降解材料应用的主要瓶颈，来自于

包装制造，其对应的生产工艺决定了包装的成本，也

是决定包装设计是否落地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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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立消费后的回收体系 

消费后的包装能否顺利实现回收？产品包装设

计是否提高回收的次数？包装的回收通过何种渠道

实现？消费后分类回收系统的建设，是实现包装可持

续的重要环节，也是包装生命的终结，在中国，消费

后包装基本通过废物回收站进行回收，发达国家则通

过行业协会及相关企业来实现。很多企业已将产品设

计和消费后包装回收系统衔接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

组成"from cradle to cradle"（从摇蓝到摇蓝）的包装

设计系统模块，并确保这种体系长期有效。这样做的

意义：从商业角度，它是产品与包装循环经济的机会；

从生态环境角度，它是系统解决环境可持续问题的重

要基础设施。例如，可口可乐与香港开展塑料 PET

回收项目，设置独特的反向自动售货机，消费者只要

将用过的包装返还自动售货机即会得到奖励，从而鼓

励公众参与回收利用[8] 。 

4  结语 

可持续理念对人类社会的延续发展至关重要，但

如何让人们自发地去贯彻这一理念显然是个难题。本

文试图从包装设计的角度提供一个积极的思路，通过

塑料包装可回收设计策略，设计师可以在实现包装

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进行了有效的可回收设计创新，

让可持续理念真正为产品制造和 终消费者创造价

值。正如陶氏化学功能包装业务部全球可持续发展

负责人 Jeff Wooster 所说的那样，“只有当可持续性

成为公司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的时候，公司才会将各

种资源投入进来，尝试各种创新、合作与顾客建立

新的关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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