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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phenomenon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eco-design concep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people's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while many products have been trying to gain the recognition of con-

sumers by ecological designing and packaging, yet in reality have not met the real ecological design standard. By means 

of case analysis, the pseudo-ecological design phenomenon of products in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the packag-

ing process and the using process was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al ecological design cases in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im is to eliminate the impact of pseudo-ecological desig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design from the source, to improv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design, and to deepen their recognition of eco-

logic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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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设计无论是作为一种概念或是一种观念，都

有着丰富的内涵：或强调对人类生命的健康保护；或

强调回归原生态、减少环境污染；或降低能源消耗；

或指产品和零部件的回收再生循环、重新利用等[1]。

符合生态设计的产品，其设计初衷不应以一方面的妥

协而强调另一方面的绿色、环保，而应是从产品设计

环节一直到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的回收利用环节都

是环保的，才能被称为生态设计产品。 

1  关于生态设计与伪生态设计 

生态设计观也称“绿色设计观”或者“可持续发展 

观”，要求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优先考虑其生态
系统属性，即人—环境—产品和谐统一的整体系统，
而不是狭隘于人自身的利益和需求，使设计追随自
然、服务生态，强调人、自然、环境、产品等诸多因
素组成的整体系统之间的和谐统一。产品在设计之初
就应考虑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会对人与环境所造成
的影响，通过把不利因素降到最低，赋予产品较长的
生命周期以及尽可能地使用可回收的原材料所生产
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设计产品。 

然而，工业设计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产品被

开发制造，工业设计不断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自然环境不断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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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态平衡被打破。工业设计行业肩负起了可持续

设计这一社会责任，从而掀起了一股“生态设计”的浪

潮。产品生态设计是指产品在原材料获取、生产、运

销、使用和处置等整个生命周期中，密切考虑到生态、

人类健康和安全的产品设计原则和方法[2]。随着生态

设计的理念被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颁布，许多生产厂家开始给自己的产品挂上生

态、绿色的标签，而其实质上并没有对生态环境作出

贡献，这类产品属于伪生态设计产品。伪生态的产品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其打着生态的噱头

赚取销量，博人眼球，而实际上未能对生态环境进行

保护，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设计，有违生态设

计的初衷。 

2  生产中的伪生态现象 

伪生态现象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和生产初期就已

经出现。设计师应考虑设计出的产品是否符合生态设

计理念，并对材料运输、生产过程中和使用过程中以及

使用完成后的回收或再利用等过程给予充分的考虑。 

产品设计初期通常会考虑材料是否环保，不仅在

使用过程中对用户做到无污染、无毒害，而且还要考

虑材料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然而仅满足这两点还不

全面，同时应考虑到产品在生产运输中产生的成本，

如经济成本、污染成本等。例如，材料在公路交通运

输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污染类型是空气污染，空气污染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成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臭氧、

全氯氟烃、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微粒物质、烟雾、

铅以及气味[3]。公路交通运输会直接导致温室效应、

酸雨及臭氧层被破坏等污染现象的产生。 

比如川蜀地区是有名的竹文化发源地，对竹材的

使用有很长的历史，开发程度较高，其具有刚柔并济、

弹性极佳、再生周期短且开采便利等优良特点。作为

生产加工的材料十分合适，如闽南地区某些阁楼设计

中会使用竹子作为房梁和竹楼支架，市场用具譬如竹

篮、竹筐、竹席等也随处可见。竹子作为产品外包装

也很适宜，其香味清新怡人，许多茶叶厂商喜欢使用

竹材作为包装的原材料，见图 1。种种现象都说明，

竹子是极受欢迎的环保型原材料，但竹材料对所有地

区都适用吗？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竹子适合在气候

温暖、雨水充沛、干湿分明的地理条件下生长，而在

气候条件不适宜的北方大多数地区，即便是毛竹、楠

竹这类最适合作为原材料的品种也很难长出达到生

产标准的竹子来。在此情况下，如若还强求竹子作为

产品原材料，势必要采用长途运输的办法，这样不仅

对人力物力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运输过程中会造

成环境污染，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也大大提高。虽然

在消费者和当地的监管机构看来，其产品十分符合生

态产品的标准，但其实是一种伪生态的现象。 

 
 

图 1  竹质茶叶包装 
Fig.1 Bamboo packaging of tea 

 
同样的情况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也有出现。如生产

出来的产品本身符合环保要求，但因为原材料的选择

不当，或生产加工的方式不当，也会产生大量的排放

物，例如有毒害的气体、水体及颗粒物等，得不到有

效的环保治理则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所以，在可

以选择的情况下，尽量采用无污染、低污染的产品原

材料，采用无毒或低毒的工艺方法来生产，从技术方

面进行高效能、低费用、无害化处理，最大限度地减

轻对环境的破坏。这样才是生态设计在产品生产阶段

的真正体现。 

3  包装中的伪生态现象 

生态文明是将自然与文明结合起来，使人与自然

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这是工业文明发展至一定阶段

所形成的一种高层次的社会形态。随着现代设计艺术

的发展，生态文明与设计艺术中存在着对生产活动具

有指导性的观念意识，因此，在商品包装设计中引入

绿色生态设计就显得尤为迫切[4]。 

伪生态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同

时也出现在包装过程中。这里所说的生态包装不仅是

指无毒无害的安全包装，而且是简单、实用的生态型

包装，因此过度包装就是一种伪生态的现象。随着“天

价月饼”、“天价粽子”、“天价螃蟹”被媒体所曝光，

过度包装就出现在了消费者的视野内，礼盒装的消费

品价格昂贵，而礼盒本身看似精美却并不实用，不仅

大大提高了产品售价，而且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见

图 2。过度包装属于一种欺骗性的商品包装，使商品

走向了面子工程，使消费被误导。 

何种包装才属于真正的生态包装、绿色包装？通

过使用可循环、再利用的包装材料，来达到节约包装

材料资源，减少废弃物所使用的包装被称作生态型包

装，也称为可持续包装。生态包装是一个复合型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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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它包括三层意思：第一，不能因为使用环保型包

装而削弱了其自身的性能，最好还能超过原有性能标

准，达到良好效果；第二，包装材料资源要节约；第

三，废弃物要少，而且最好可循环再利用[5]。 

例如，芬兰特有的“可焚烧鲑鱼罐头设计”就属于

真正的生态包装设计，见图 3。罐头皮是由桦树皮制

成的，对人身体没有伤害，点火燃烧后，外壁会迅速

燃烧给鲑鱼加热，最后只剩下烘烤熟的一条烤鱼保持

竖立的姿态站在底部的支架上。可焚烧鲑鱼罐头除了

实现产品包装本身的功能之外，还实现了其作为木材

可焚烧烤熟食物的功能[6]。这就是生态包装的典型代

表之一。 

诸如此类的生态包装还有很多，国内最早可追

溯到明朝。明朝《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五云：“五日

为端阳节，祀先收药草，食角黍。”粽子的出现实际

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生态包装，粽叶起到了包装作

用的同时，也为糯米注入了粽叶的香气。其包装取

材方便，用料环保，在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流传下来

的同时，也将生态化包装的意识传给后人。类似的

包装方式还有纸包糕点、纸包肉，以麻绳捆绑后挂

起晾干的腊肉等技艺，随后衍变成以牛皮纸包裹腊

肉腊肠的包装方式，不仅携带方便，而且还可以避

免油渍沾染衣物，这些包装形式都是前人流传下来

的包装工艺，见图 4。 
 

 
 

图 2  过度包装的商品 
Fig.2 Over-packaged commodities 

 

 
 

图 3  芬兰可焚烧鲑鱼罐头设计 
Fig.3 Design of Finnish salmon can that can be burned 

 

 
 

图 4  中国传统包装工艺 
Fig.4 Chinese traditional packag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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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复古包装发展到如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其不仅凝聚了前人的智慧，且用料环保，符合中国古

色古香的人文情怀。而一些企业抓住消费者的这一心

理，开始以现代的材料去仿制传统包装，企图以低廉

的价格打造出高贵的产品包装视觉效果以谋取利润，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欺骗消费者，而这种现代的包装材

料也并不环保。这种仿古的包装现象也是一种伪生

态。常见的仿古包装多出现在食品包装上，某些食品

厂商为了突出自家食品年代悠久，能称为“老字号”，

在包装上也尽可能的向古时候的包装靠拢。然而，古

时候的包装工艺渐渐消失，某些原材料在如今也不易

获取；另外完全按照古时候的包装方式又会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成本，于是一些厂商试图以现代的加工材料

去仿制古代包装工艺，造成对食用人群身体的毒害，对

环境也十分不友好，完全违背了古时包装的环保初衷。 

伪生态的包装效果会使得包装成为产品的附加

累赘，形成买椟还珠的包装效果。而生态的包装除了

解决包装应有功能，比如携带、保护、美观和指示性

功能等特有因素外，往往还会为产品本身提供附加的

延续功能，提高产品的使用效果，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解决伪生态包装的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彻底的绿

色包装设计，仅仅依靠设计环节是做不到的。要解决

这个问题，还要依靠国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培养

全民的环保意识，并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垃圾回

收处理技术的进步[7]。 

4  产品使用过程中的伪生态现象 

当产品经过设计、生产和包装阶段后，顺利流入

市场，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时候，才是真正体现产

品使用价值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中产品直接与用户

接触，对人产生的直接影响是评判生态与否的第一标

准，对人有害的产品绝非生态产品；而后还应考虑对

环境是否有影响。结合这两点，可见在使用过程中也

存在大量伪生态设计现象。 

1）产品附加剂有害。产品在安装或组装过程中，

使用了不合规定的附着剂，粘结剂，从而造成二次污

染，对人和环境皆形成有害的影响。此现象多出现于

家用电器、家具家居和办公用品等人居环境内的产品

上。消费者起初在购买此类商品时，往往只关心其原

材料本身的环保与否，而没有考虑到添加剂或附加材

料的环保情况，在室内的封闭环境下长时间与之接

触，则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2）破坏环境。典型的自私自利的商业行为。为

了迎合消费者的购买欲，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多

出现在服装行业、家具行业上。随着环境不断被破坏，

生态设计被人们越来越重视，政府及媒体不断传播抵

制皮草等消费的思想，广告词“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也被广为传播，一种正确的消费观念在消费者人群中

渐渐被传播开。家具领域也应当重视生态、可持续的

消费观念，对于实木类家具尽量避免选用生长周期

长、运输代价大、生产加工成本高的木料作为原材料。

消费者也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一改以往的追求实

木家具，转变为追求达标的、环保的复合材料家具。 

3）产品使用周期偏短。产品的价值从许多方面

体现，其中使用周期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好的

产品应该与消费者产生情感依附，使其在没有完全丧

失功能之前，不被消费者所遗弃。虽然消费者的审美

功能在不断进步，但是通过情感依附使得消费者不会

马上使用新款的产品。而在产品完全被消耗之后、亦

或者达到使用年限后，还会考虑回收再利用，进而形

成一个可持续的生态设计系统。 

手机正成为科技发展的代表产物之一，各大手机

厂商为了抢夺市场每年推出的新款手机层出不穷。作

为企业追求创新、提升品牌知名度，但是作为消费者，

在当前使用的手机依然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条件下，

则不应该一味追求新款手机。由此可见，电子产品更

新换代的真正意义在于，其是否满足于当前的使用需

求。而目前手机市场对于二手手机却没有一个完备的

回收利用途径，只有少数用户会对闲置的手机进行转

卖处理，这样就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巨大的利益和过

度的消费，驱使产品的更换周期越来越短，产生了越

来越多的电子垃圾。通过频繁地发布新品刺激市场，

虽然达到获得利润的目的，但是却明显偏离了绿色设

计中产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8]。这种过度消费的市场

环境和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汽车市场的“有计划

的废止”这一商业模式十分相似。如今“有计划的废

止”再一次出现在手机、电脑等消费市场上，然而这

一现象的主导者却由当年垄断市场的通用汽车公司

变成了消费者自己。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设计应包含产品的整个生命

周期，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应包括原材料选择和使用阶

段，产品制造阶段，产品包装、运输和销售阶段，产

品安装和维护阶段，产品使用阶段，产品废弃及回收

阶段等 6 个阶段[9]，见图 5。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

设计环节十分复杂，推动起来困难重重，同时还要正

视伪生态现象的出现，伪生态现象是推动生态设计中

必然会经历的一个环节。 
 

 
 

图 5  生态设计系统 
Fig.5 Ecological desig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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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产品生态设计的出现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

得到共识与普及的结果。产品生态设计不但改变了传

统生产模式，而且也将改变现行消费方式[10]。正因如

此，才需要社会各界不断努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政

府法律法规的颁布以及相关行业制度标准的施行，提

高消费者对于生态设计的认识，正确分辨伪生态设

计，从根本上降低伪生态产品的销量，最终达到共同

促进生态设计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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