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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ways and means of simple design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

servation-oriente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ness and aesthe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imple design in 

the future. By relying on consumer's deeper aesthetic demands such as color, space, texture and so on, the study and 

comparison of design style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conducted based on case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minimalist de-

sign in the design of the plane, product and so on. Nowadays, simple design has long been not only to meet the original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ss production, but also to advocate for the concept of greenness and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nd apply China's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inking --- "the greatest truths are the simplest" in the design. 

Finally, through the study, some basic method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imple design are concluded 

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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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设计的思想源于 20 世纪初期的西方现代主

义。欧洲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大师米斯·凡德罗“少即

是多”的设计名言，更是成为了简约设计风格的核心

思想。简约设计的特点是将设计的色彩、照明、原

材料等元素简化到最少的程度，但对色彩、材料、

质感的要求则非常高，这也就是简约设计所倡导的

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理念，因此，简约设计往往非

常含蓄，但通常能达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效果。

由于简约风格的设计注重功能性、时效性、快速传

播性，所以简约设计的理念和设计手法被应用在各

种各样的设计上，小到微型电子产品，大到重工业，

无一不渗透着简约风格。纵观中外设计史，任何一

种设计思潮的出现都有其社会根源，简约设计在中

国的盛行同样也不例外，这与中国政府倡导建立资

源节约型社会以及大道至简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

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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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简约设计现状 

相比近代西方各种设计思潮的层出不穷，中国在

设计领域则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设计

理论体系。随着各种设计类专业在中国高校内陆续成

立，设计才逐渐被人们重视。设计类专业在高校的成

立，给简约设计在中国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苹果、无印良品等一系列产品在中国的出现更让

中国人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简约设计的魅力。这些产品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把功能作为产品的第一

要素，不追求过度的新样式。在此影响之下，小米、

半木家具等一系列简约设计在中国开始出现，中国的

设计师和消费者也真正意识到这种简单的美更能拉

近人与产品之间的距离。这两家公司在国外简约设计

横扫中国市场的环境下抓住了契机，转型成功，但是

更多公司却面临严峻的考验，设计师专业知识的欠

缺、不重视设计的制造商、尚需成长的大众审美等一

系列问题都是中国简约设计目前面临的问题，值得庆

幸的是，仍有一批设计师坚持原创的精神，力求寻找

到一种能够为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所接受的美，并尝试

通过设计来改变消费者对美的诉求。目前国内大部分

设计师的作品风格趋向于北欧简约和中式简约相结

合的独特风格，但如何使自己的设计具有特点，如何

在中国市场巩固自己的品牌地位，是目前国内设计师

与产品开发商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简约设计中的三法 

2.1  节俭的态度是简约设计的前提 

简约设计能在中国出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不

可忽视的。一方面，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

对地球资源的消耗日益严重。如何做到既能够满足消

费者的生活需求，又使地球资源不会被过度开发，便

成了当今设计师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简

约主义的设计理念自然就引起了设计行业的共鸣。中

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人均所占资源远远

落后于其他国家，因此，简约设计在中国的出现已成

为必然的结果。另一方面，简约主义风格早在进入设

计前，就已经影响着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如今，随着

科技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快节奏、高频率、

满负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已让人的生活压力达到了

无可复加的程度，人们在这样日趋繁忙的生活中，渴

望得到一种身心上短暂的放松，以简洁、纯净的周边

环境和所感知的事物来调节和转换精神空间。在这种

互补意识的支配下，人们急着摆脱繁杂、混乱的周围

环境，进而追求简单和自然的心理。现如今，奢华、

高调已经不再是人们所追求的时尚，而纯朴、节俭却

成为人们所追捧的焦点，简约主义正符合人们在这种

环境下所产生的思想，追求一种内心宁静、和谐的感

觉，以简洁明快的表现形式来满足人们对视知觉环境

理性、本能的需求。在这种深受节俭的设计理念的影

响下，中国的简约设计也是异军突起，产生了一系列

驰名海内外的著名商标，例如被称为中国版无印良品

的梵几和木智工坊，就是中国简约设计的杰出代表。

梵几的主创设计师古奇高致力于打造一款简约朴素

和中国古典禅意相结合的优秀家具设计品牌。这种使

用木头、竹子等自然材料的家具不仅满足了设计造型

上的简约，同时体现了节俭的道德理念，更是赋予了

产品浓厚的意境美。精美的造型、素雅的色彩以及精

巧的制作工艺都是极具代表的东方传统美学元素，看

似简单的造型背后蕴藏的是满满的禅意美。“梵”字在

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空净、安静之禅意，同时，“梵”

又作“凡”，具有平凡之意。梵几家具没有过多的装饰，

产品色彩和造型结构都是极为精简，色彩简洁，没有

油漆和涂料等对人体有害的装饰材料。结构的简洁主

要表现为产品把使用功能作为第一设计要素，省去了

一切多余的结构。单纯的几何元素不但赋予了产品简

约、精巧的造型，更在设计中很大程度地节约了材料

的运用。这就是节约型设计所追求的，在满足产品使

用功能的前提下，以最少的材料表现产品最佳的造

型。这种最佳造型不只是材美工巧，更是在这基础上

对于经济和审美的精确把握。梵几家具见图 1。 
 

 
 

图 1  梵几家具 
Fig.1 Fnji furniture 

 

木智工坊是中国简约设计又一具有代表性的优

秀品牌，是由建筑师赵雷创立的著名家具品牌，这种

追求极简、物尽其用的设计理念是对节约型设计最好

的诠释，这种可回收包装不仅是对 3R 环保议题的提

倡，更是对中国节俭思想的具体运用。这款木智工坊

的云椅运用纯木作为设计材料，在制作工艺方面采用

整体加工和榫卯结构，精巧的制作工艺赋予了产品精

美的造型。产品没有多余的装饰，保留了木材本身的

色彩与质感。木智工坊对于节约型设计有着独特的理

解，它呈现的是一种融合北欧简约和中式风格的新中

式风格。木智工坊的云椅见图 2。 



128 包 装 工 程 2018 年 10 月 

 
 

图 2  木智工坊的云椅 
Fig.2 The cloud chair of MZGF 

 

2.2  简洁的形式是简约设计的关键 

在现代社会，色彩和装饰的纷繁、杂乱，容易给

人带来焦虑不安的情绪。人们往往希望看到单纯、简

单的事物，给人内心以清新、宁静的感觉，简约的设

计会给人身心带来短暂的安慰与放松。简约是高度复

杂的思考和对丰富内涵的概括，是有力度、有生命力

的简约，即所谓“设计是复杂的思考，简约的表达”。

简约设计中的“简约”一词主要包含了 3 个原则：用料

同一性原则、用色单一性原则、风格统一性原则[1]。

这 3 个原则很好地诠释了简约设计“少即是多”的核心

理念，也是对设计美学的一种重新定义。 

2.2.1  用料同一性原则 

所谓用料同一性原则是指在设计时尽量追求材

料的单一化，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进行创作时首先要满

足产品的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进而考虑产品的保护

性、便携性、美观性等因素。单一化的材料可以使产

品看起来更加简洁大方[2]。相反，如果出现多种材料

的混合使用，这样不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材料的利

用率，还会给消费者造成视觉上的混乱感，不利于消

费者对产品的定位。例如高光泽的金属给人一种很强

的科技感，低光泽纯色塑料材质则会给人一种简朴、

素雅的感觉。同时，单一的材料也便于回收和二次加

工利用。大多数产品开发商都青睐于单一的材料，尽

量保留材料本身的肌理与质感，没有过多的装饰，使

产品的外观看起来更加纯粹、简约，便于消费者的识

别。例如吕永中设计的半木家具，见图 3。半木设计

的哲学理念是“去半舍满”，它既不是空，也不是满，

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准确把握，这与老子的《道德经》

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理念是一致的。从

图中可以看到几乎全部的家具都选择单一、低光泽的

实木材质，与瑞典的宜家风格一样，营造出简约、清

新的室内环境。纯天然的实木材质纹理清晰，沉稳大

方又不失东方神韵。整体家具与通体的雪白墙壁相结

合，仿佛就是一幅以墙壁为背景的画。简单的造型配

合天然的木质肌理，给人一种贴近自然的宁静享受。

这种半木设计是对“木”材质各种媒介的探索，表现了

东方式审美与设计语汇的融合，这也是吕永中先生对

生活的感悟，以及他所倡导的一种“半”的生活哲学。 
 

  
 

图 3  吕永中的半木家具     
Fig.3 LV Yong in the half wood furniture     

 

2.2.2  用色单一性原则 

简约主义风格的设计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纯净、

明朗。简约主义的设计与其他的设计不同，简单中体

现着大气。色彩在设计中属于最活跃、最敏感的要素，

一件产品的视觉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受产品的色彩和

亮度的影响[3]。简约设计中的配色主要是从商品本身

的特征和功能出发，在把握色彩和明暗关系的基础

上，运用色彩的审美规律传达出商品的性格特征和美

感特征。小米公司的产品用得最多的颜色就是白色和

低亮度的纯色，通过彼此间的相互搭配，凸显主题。

例如小米插线板的设计，见图 4。插线板的主体外观

采用的是低光泽的纯白色，外接导线则使用低亮度的

灰色橡胶，使外接导线与插线板之间有一个轻微的对

比，但是这两部分颜色的对比恰到好处。如果导线部

分的颜色过于深，则对比显得突兀，与整体简洁、素

雅的风格格格不入；如果这两部分之间没有颜色对比

亦或是对比过于轻微，则产品的两部分混为一体、没

有主次。也正是因为小米公司能把这种颜色的处理掌

握得恰到好处，所以小米产品才能在国内众多设计领

域中走在前列。 
 

 
 

图 4  小米插线板 
Fig.4 Millet plug-in board 



第 39 卷  第 20 期 杨先艺等：中国节约型社会背景下的简约设计之风 129 

2.2.3  风格统一性原则 

简约设计是在宏观的角度对产品的风格进行把

控，在简约设计中整体意识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求设

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处理好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主要概括为 3 点：整齐划一、

符合规律、和谐之美[4]。这 3 个原则之间存在一种逐

渐递进的关系。整齐划一是视觉审美的最低要求，整

齐划一的设计会使受众感到轻松、愉悦，不会因为设

计元素的杂乱无章而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感。在视

觉传达设计中，如何保证画面的简洁、工整是设计的

基本要求，这样的设计能够让视觉传达的受众准确无

误地接收到画面所呈现的信息，不会给人一种画面繁

琐、信息庞杂的感觉，这样才能促进创意的契合，促

进信息的传播。平面设计中的整齐划一见图 5。 
 

 
 

图 5  平面设计中的整齐划一 
Fig.5 Uniformity in gra phic design 

 
符合规律对设计师的要求相比整齐划一要高一

个层次。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时，既要突破创新，

又要掌握变化的度，局部的变化要在整体的统一范围

内[5]。例如在平面设计中，线与线所成的角度以及留

白的面积虽然不同，但可以通过调整其整体的色彩基

调以及整体与局部的对比关系，使两件不同的设计归

于同一种风格。同时，设计也不能过于显得整齐划一，

这样在视觉传达上往往不够有张力，很难引起人们的

注意，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因此，设计应该在符合规

律的范围内力求创新。 
 

 
 

图 6  平面设计作品 
Fig.6 Graphic design 

和谐之美是对设计师审美的最高要求，这其实跟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天人合一、鱼水交融的意义差不

多。这种和谐一般没有章法可寻，除了受设计师审美

修养的制约，受众的审美也会对设计的最终结果产生

很大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受遗传基因、生活经验以及

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5]。本文只研究设计中狭

义的和谐，也就是一个设计与另一个设计的和谐或者

设计的整体与局部的和谐。设计与周围设计之间的和

谐，这主要包括设计中各部位的形状、大小及彼此间

的组合关系；设计的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和谐又包含各

零件间的线型风格、比例关系以及色彩搭配等。例如

某平面设计作品，见图 6。灰色的背景与主体的颜色

呈同一色系，在突出主体的同时不会使主体与背景显

得过于突兀。此外，从图中可以看出，主体中纵横交

错的线条使上下之间和左右之间分别呈现完美的黄

金分割比例，这样的比例不会使主体显得头重脚轻或

左重右轻，主体在画面中呈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也

正好符合平面设计中局部的跳跃与整体的平衡。如果

整个画面中没有红色的部分，就会显得过于死板，不

够有张力。一件家具与室内周围空间关系的和谐，主

要包括其与周围产品的色彩搭配关系。设计中的和谐

美见图 7。 
 

 
 

图 7  设计中的和谐美 
Fig.7 Harmonious design 

 

2.3  删减的手段是简约设计的方法 

形式上的“减法”是简约设计得以实现的最根本

的手段，这里的“减法”主要有材料上的减法、色彩上

的减法、功能上的减法[6]。简约设计的设计师都青睐

于最质朴的设计语言和最原始的材料，注重消费者的

功能诉求和原料本身的质地的肌理，为设计本身的功

能服务。简约设计的作品大多摒弃了华而不实、昂贵

的材料，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质感且环保的材料，

把对产品设计的着重点放在研发过程中。材料上的回

归能使大众真切地体会到设计给自身生活带来的改

变。简单的拿来主义不是简约设计，简约设计不是对

设计元素进行简单的删减，而是对形体、色彩、材质

等高度提炼的“简”。简约设计往往通过一些极其简单

的形、色、文完成形式上的演绎，来达到情景上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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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扩张。简约设计通过对造型和色彩的过滤和提炼，

使得功能更加明显、有针对性，视觉传达的信息更加

清晰、明朗。部分“拿来主义”设计往往走入误区，对

设计元素进行盲目的删减，其结果可想而知，最终只

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例如在平面设计中对图文的

盲目删减、在产品设计中对造型处理的简单化等都不

是真正的简约设计。简约设计往往是通过对“简”与

“精”的外在形式进行探索，以精致的细节彰显品质。

例如小米遥控器，见图 8。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款产品

的主色调为中光度白色，产品标志采用高光白，整体

色彩搭配非常和谐，呈现出很强的科技感。开关按键

的图标采用红色，使得用户很容易就把视觉中心点放

在开关按键上，色彩层次清晰、主次明显。在造型方

面，主要采用的是点、线、面的构成元素，没有多余

的造型元素，更没有大量的流线型造型。即便如此，

细小的倒角又使得产品整体不会过于坚硬，整体的科

技感十足。 
 

 
 

图 8  小米遥控器 
Fig.8 Xiaomi remote control 

 

3  简约设计中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通过消

耗最少的资源来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节

约型社会主要有两层涵义：第一，在生产、消费、流

通的各个渠道尽量避免资源的浪费；第二，在第一的

基础上创造更多的财富与经济效益，也就是合理开发

资源，运用最少的资源给人类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

从这两层涵义中可以看出，节约不是毫无作为，也不

是停止开发资源，而是在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前提

下，把对资源的消耗和浪费降到最低，这与现代简约

设计的理念不谋而合。简约设计不等于简单设计，它

是在充分保证产品应有的功能、外观、使用寿命、质

量等的基础上，对产品的装饰和材料进行一定程度的

精减。设计师在设计之初就必须考虑到产品整个生命

周期内的环境属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

可重复利用性等），并将其作为设计追求的目标[7]。

同时，在满足环境目标要求的同时，尽可能追求一种

设计上的美感。例如某款木质简约自行车的设计，见

图 9。这款木质自行车的设计已经将结构精简到无以

复加的程度，车的整体结构采用整块的木质框架，在

造型方面采用自然灵动的有机造型，相比传统棱角分

明的钢架结构，显得更加亲切、有活力。其没有使

用任何多余的装饰色彩，木质材料本来的色彩与黑

色的搭配让整个造型在极具科技感的同时又不会显

得过于机械、死板。在功能方面，这款自行车减去

了其他的一些附加功能，把骑行这一主要功能表现得

更加极致。 
 

 
 

图 9  木质简约自行车 
Fig.9 Wooden simple bike 

 

4  影响中国简约设计的主要因素 

4.1  消费者心理 

消费者心理是决定一个设计能否被受众所接受

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过程是：从一件设计引起消费

者的注意，进而到消费者接触该设计；消费者在决定

购买之前的心理活动；做出购买决定，最后买下产品；

消费者用后的反馈。首先，简约设计所采用的统一的

材质、单一的色彩、整体的风格，最终给消费者呈现

出一种简洁、大气的视觉效果，使简约设计能够在众

多设计中更加醒目，引起消费者的关注；其次，简约

设计更能满足消费者对审美的追求，消费者在近距离

接触简约设计的时候就会被它所表现出来的含蓄的

色彩搭配、细腻的表面质感所吸引[8]。  

4.2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简约设计得以发展的前提，先进的科

学技术能赋予设计一种技术美。这种技术美也是一种

社会美，一般专指工业产品之美，也泛指工业技术之

美，故亦称为工业美或机械美。技术美是内容与形式

的统一，是功能与形式的审美关系的最高表现。随着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电脑等一系列电子产品

不断更新换代，功能越来越先进，造型越来越新颖，

表面质感处理越来越细腻。1946 年 2 月 14 日，世界

上第一台电脑 ENIAC（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诞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脑的内部

构件不断地被微型化，智能芯片等越做越小，外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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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也越来越简单，各种表面处理技术（拉丝、磨砂等）

和表面成型技术（冲压、轧制、拉拔成型等）的不断

使用，使今天的笔记本电脑已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功

能需求，还有审美层面的需求。从以前的大哥大、

ENIAC（埃尼阿克），到今天的苹果手机、苹果笔记

本，不难发现，科学技术在简约设计发展的过程中所

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4.3  生活理念 

设计所针对的对象被称为受众、消费者或是用

户，因此，消费者或受众是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最先

考虑的要素，当然，设计师不可能做到让所有的消费

者或受众满意，只能满足大多数消费者的生活需求，

这里的生活需求主要包括消费者的功能需求与审美

需求。消费者的这些需求因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主要是受消费者所处时代的生活理念的影响。当下中

国政府正在努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中

国特色的节约型社会等一系列举措，因此，节约、绿

色、环保等词就是这个时代中国设计的核心，从近几

年各大设计竞赛的参赛要求就可以看出，节约、绿色、

环保等一系列要求已经成为了设计师在进行设计创

作时不得不考虑的要素。这也为中国简约设计的发展

创造了社会环境。 

4.4  经济因素 

虽然中国的 GDP 总值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

国，但人均 GDP 仍居世界排名的第 70 位，这个数据

可以简单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从世界人均 GDP 的

排名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并不高，大多数

消费者属于中下消费水平，设计师是否能设计出令消

费者满意的产品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客观因素的

制约下，中国设计师应在消费者的购买力的范围之内

选择简约设计来满足消费者对功能与审美的双重需

求。第二，各种自然资源和能源被大量消耗，生态环

境被严重破坏。例如一次性筷子、塑料购物袋、一次

性纸杯等的设计，在方便消费者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显然不算是好的设计。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只有简约设计所倡导的可拆卸性、可回

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才真正符合中国构

建节约型社会的时代特点。 

4.5  其他因素 

每一种设计思潮的诞生都与其时代背景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简约设计的发展与中国当下的政

策和环境息息相关。纵观历史，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习

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中国在走进世界舞台、

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愈发受到国外新的思

想、新的理念的影响。苹果手机、北欧自然文化下的

宜家风格，日本禅宗文化下的简约设计等都受到了中

国消费者的普遍青睐。中国消费者所接触的已经不仅

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外国设计，更多的是一种新的审

美、新的文化。 

5  中国当代简约设计的发展方向 

5.1  从产品到生活方式过渡 

好的设计并不是仅仅满足消费者的功能需求或

审美需求，而是通过设计改变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例

如垃圾桶的出现不只是让人们意识到垃圾可以有专

门的去处，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人们的道德

行为，让人们知道在没有垃圾桶的地方不可以乱扔垃

圾。简约设计通过简约、节约的设计理念引导消费者

建立一种绿色、环保、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当下共享

经济的发展如火如荼，共享单车的出现更让人眼前一

亮。共享本来就是一种简约的思想，共享设计是对人

们的生活方式进行设计，共享单车的出现改变了一大

批人的出行方式，相继产生的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

共享停车位等都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方式所做出的

探索。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这种共享模式在很大

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因素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压力。 

5.2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简约设计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互联网的发展赋予了简约设

计更多的媒体属性，同时互联网也赋予了设计一种全

新的营销方式，进而改变了产品一贯的营销标准。互

联网的发展使得这个时代变得更加碎片化和扁平化。

设计师为了确保自己的设计能够被消费者认可，单单

依靠对产品自身功能和结构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在

设计之初就必须考虑到设计的营销思路，有计划地增

加设计的媒体属性。无论是设计的功能、外观、质感

还是交互方式，都应该最大程度地满足互联网时代媒

体营销的方式与手段。简约设计应该通过色彩、造型、

质感提高自身的品牌辨识度，而不应该仅仅依靠过度

的装饰和媒体的语言。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用户对于设计的需求不再是

简单的功能需求，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诉求。设计应

该是对用户的生活方式有导向性的，不应该仅仅是解

决某个生活问题，而是要挖掘新的体验方式，尽可能

延伸到更多的配套服务领域，通过整合碎片化资源，

系统地解决消费者所遇到的问题[9]。 

从设计本身的角度来说，设计应更加网络化、数

据化，消费者对于功能的需求不再是一个大概的范

围，而应精确到一个确切的数据。简约设计在未来的

发展应当充分考虑是否需要智能化、数据化，能否并

入或者整合新的资源等一系列的问题。从情感传达上

来说，随着智能化设计的发展，设计的造型将会越来

越简约，进而缺乏人情味，因此，设计师首先要做的

是考虑在简约智能化设计中，如何照顾到消费者的情

感需求，进而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帮助用户更好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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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设计进行交流。 

5.3  根植在中国文化下的简约设计 

每一种简约风格的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载体，文

化因素的植入往往会使得设计具有生命力，企业经常

会选择把文化作为宣传自己品牌的重要手段[10]。中国

的简约设计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与理念，才能被

更多的消费者认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任何一种文

化都可以成为设计的灵感，设计师应如何学习与借鉴

国外的优秀设计，通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寻找能被

中国乃至世界消费者所普遍认可的简约设计。 

6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消费者

对产品的功能需求与审美情趣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设

计师应根据消费者的审美，实时端正自己的美学观。

“简约”也只是目前被大众所承认的审美之一，并不是

所有的美都意味着“简约”，但简约设计所倡导的功能

至上和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决

定一款设计能否被大众接受的重要因素。在新时代的

背景下，中国简约设计的发展必将接受更多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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