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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通过观察与对不同人群的行为分析，实现绿色行为分类，以不同年龄阶段对于绿色行为的接受程度，

实现绿色导向性设计方式的动态划分。基于不同人群，给出针对性解决方式，从而得到更好的改观和推

行效果。结论 经过前期对人群的调查分类，了解了不同人群处在不同时期对绿色行为及文化的看法及

典型行为特征，以不同的导向性设计方法进行引导，从而使不同人群的绿色行为有所改观，以便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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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Oriented Design Innovation Based on Crow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ZHONG Lei, LIANG Chen, DUAN So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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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vide the population into three categories by age, and analyze the typical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groups of people to obtain the reasons for their possible awareness of green behavior, and the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guiding different people to establish green culture concepts and develop green living habits by 
means of design. The green behavior classification was realized by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behavior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the green oriented design was dynamically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acceptance degree of green be-
havior at different ages. Targeted solutions were given based o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so as to get better changes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groups in the early stage, the opinion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on green behavior and culture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typical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were under-
stood, and different guiding design methods were used to guide them, so as to improve the green behavior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to better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green design, enable people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green culture on themselves, and clarify the importance of new demands of gree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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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进科技与多元文化不断涌现和融合的现代

社会生活中，诸多新鲜事物带着“绿色”标签映入大众

眼帘。绿色、健康的新需求成为评价民众生活满意度

的重要标准，亦逐渐成为一个城市建立文化形象的新

要素[1]。不同群体间对“绿色”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往

往存在差异性，其中以年龄段划分的群体间的差异性

尤为明显，如青少年群体往往对新生事物十分喜爱，

对“绿色”行为方式也更加了解和支持。而相对保守的

老年人群体则对新鲜事物接触少，接受慢，他们更加

习惯于固有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并非其首要的选

择，而是比较之下择优的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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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儿童互动教育书籍 
Fig.1  Children’s interactive education books 

 
1  绿色行为意识建立期的青少年群体 

1.1  青少年群体的绿色行为特征 

青少年群体往往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他们的意

识形态几乎不会被固有观念束缚，这使得他们在接受

新鲜事物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青少年群体一旦了解

到新鲜事物，便会利用广泛、有效的社交方式在群体

内部进行传播。此外，青少年群体也具备了基本的支

付能力，这意味着他们在“绿色”消费行为上具有更大

的可能性。但青少年的购买力毕竟有限，这也使其行

为效果并不具备足够大的作用力。 

1.2  该群体存在的问题和优势 

青少年群体的独立意识处于初期构建阶段，因此

具有不稳定性。该群体还不具备稳定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其绿色行为意识也尚不健全。在日常生

活中，青少年在节约水电方面往往缺乏主动意识，如

果在有明确标语提示的情况下，少数青少年可能会自

觉遵守，但大部分青少年缺乏主动意识[3]。因此，青

少年群体的“绿色”行为意识常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需要通过教育和培养来引导，帮助他们建立更加完善

的绿色行为意识，其不稳定的意识形态也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教育和引导的有效性。 

1.3  绿色行为引导的方案 

对青少年群体绿色行为意识的培养，在教育引导

上具有足够的有效性，在引导方式上也具有较强的可

操作性，例如在设计领域就有专门引导青少年行为的

书籍、视频、玩具等内容。在一些中小学校里，电灯

的开关旁边和水池旁边都贴有随手关灯、节约用水等

提示性标语，不仅在标语中传达了绿色行为的理念，

而且在校园中营造了绿色生活的氛围，以此帮助青少

年建立、完善和巩固绿色生活的理念，引导他们在细

微之处践行绿色生活，使其在成长中逐步建立相对稳

定、完整的绿色行为模式。此外，在一些实体书店中，

也有十分生动的、针对儿童的教育书籍，这些书籍有

些通过动画的形式将绿色的日常行为画在书籍中，有

些通过半手动的动画书形式，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养

成绿色的行为习惯，从而引导其良好的绿色行为，儿

童互动教育书籍见图 1。 

2  绿色行为意识成长的成年群体 

成年群体的绿色行为意识相对复杂，这主要是受

到职业领域差异的影响。不同职业领域的人，其工作

环境、行业氛围、行业文化和理念均存在差异，某些

行业或岗位可能大力提倡绿色行为和理念，而另一些

行业或岗位可能缺乏这方面的引导，这就造成成年群

体中绿色行为的不均衡。 

2.1  成年消费群体的绿色行为特征 

成年群体的经济条件不同于青少年群体，成年群

体作为社会经济生产力的主力军，大都有自己稳定的

经济收入。然而，在此群体内部，对绿色行为的选择

产生了分化，一方面，更有优势的购买力使刚步入社

会的成年群体总是对新潮事物充满热情，“绿色”对于

他们与其说是一种生活理念，不如说是一种时髦。事

实上，在追求时尚潮流的社会文化中，一些新鲜事物、

新型产品并没有在绿色行为上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力。

另一方面，那些有稳定的家庭和社交生活的成年群

体，在努力为家庭和事业奋斗的同时，也开始更加关

注养生，而“绿色”与养生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属关系，

在这部分群体的观念中，“绿色”和“养生”一样，意味

着营养、健康。因此，在“养生”观念的驱动下，他们

会更加青睐带有绿色标识的产品，也更加注重生活品

质的提高。然而，无论是为了追赶时髦，还是注重“养

生”，综合来看，成年群体在对绿色行为的选择上是

相对主动的，其选择的动机都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 

2.2  成人绿色行为养成的设计引导 

成年群体的绿色行为受到行业差异的影响，但在

其共同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一些公共设计来引导成年

群体的绿色行为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北京市海淀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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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台湾地区文创博览会展品 
Fig.2  Cultural and creative expo exhibits of Taiwan, China 

 
功地研制出了饮料瓶回收机，并将其投放在一些大型

超市的进出口附近，通过智能识别，可以对不同材质

的饮料瓶进行分类。社会公众每投入一个饮料瓶，将

会得到相应的报酬，以此来引导公众的绿色行为[4]。

相似的产品，在北京地铁十号线的其中两站中也有投

放，乘客通过投入饮料瓶，可以将钱直接存入地铁卡

中，从而形成了良好的资源转化。虽然此举并不能获

得高额的利益回报，但是其新鲜的形式吸引大众纷纷

尝试。这样的宣传方式以奖励的形式促使人们在无形

中对垃圾进行了分类处理，使成年群体在一种娱乐的

心态中养成了绿色行为的生活小习惯。设计师们也用

其充满创意的设计为构建绿色城市贡献出了自己的

力量。 

2.3  成人绿色行为养成的政策引导 

在成年群体的绿色行为引导方面，除了设计师的

重要作用之外，职能部门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引导角

色。这方面的突出例子表现在中国台湾地区。笔者在

中国台湾地区的实地调研中了解到，该地区对绿色和

环保十分重视，在垃圾分类上不仅要求非常详细的分

类方式，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大街上几乎没有可见的垃

圾桶，通过这种方式倡导公众在公共空间中尽量不生

产出垃圾，如果不得不生产出垃圾，也先自行保管，

然后在合适的地方进行处理。家庭生产的垃圾也须分

类，垃圾车会定时、定点对分类好的垃圾进行统一回收。 
中国台湾地区对塑料餐具也进行了有效的限制，

倡导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在中国台湾地区地区，基本

上每一份快餐、每一份泡面里都不带有餐具，只有在

购买快餐时，店家才会给一份餐具，如果需要更多的

餐具，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中国台湾地区的饭盒

也很少采用塑料制品，基本都是用纸盒来盛放，最为

出名的台铁便当，就是用纸制的便当盒盛放的。这样

的消费方式从根源上减少了塑料污染带来的危害，也

使人们养成了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 
在近年大热的文创领域，该地区也在大力引导。

例如，定期组织和举办的“文博会”，为设计师们提倡

绿色环保而采用新材料设计出的新产品进行了市场

推广，好的设计师在展现超前产品的同时，也为社会

和时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通过在产品中运用

环保材料，使人们的选择更加安心，也更加符合当代

的题材，中国台湾地区文创博览会展品见图 2。 

2.4  成人行为养成的策划引导 

除了设计师和政府以外，商家品牌也在成年群体

的绿色行为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以可口可乐为

例，该品牌诞生于美国，其销量在全球范围内都相当

可观，在饮料市场中占很大的份额。然而，能力越大

意味着责任也越大，在大量饮料瓶变成废弃垃圾的时

候，可口可乐公司推出了面向大众的新奇玩法。针对

可乐瓶的口径，研发了一套可以用于娱乐和日常生活

的产品，使废弃饮料瓶可以再利用。他们研究和设计

的十六套延伸瓶盖，在各个年龄段都有适用的方式，

从婴儿的拨浪鼓，到孩子们的滋水枪、吹泡泡的玩具，

到孩子们上学用的画笔和削铅笔刀，到大人用的喷水

壶、杠铃等器材，这些都是通过瓶盖的衍生品来实现

的，可口可乐公司衍生品设计创新见图 3。推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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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可口可乐公司衍生品设计创新 
Fig.3  Derivative design innovation of Coca-Cola Company 

 
的瓶盖，可以加大成人对空饮料瓶的回收和利用率，

促使他们养成绿色行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垃圾

处理问题。 
可口可乐公司在 2018 年天津梅江会展中心推出

了自己的一个概念新品，一个自带表情的红箱子，名

叫“左右未来”，该装置一边为贩卖机，一边为回收口，

这对成人绿色行为的养成发挥了很好的导向性作用，

同时对环保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5]。可口可乐公司

的大力推广，为成人主动实现绿色行为创造了很好的

条件，同时可口可乐公司也承担起了一个大公司对环

境保护的一份责任，付出了一份力量。 

3  绿色行为意识完善的老年群体 

3.1  老年群体的绿色行为特征 

老年群体的绿色行为容易受到广告宣传的影响。

一方面，老年群体仍然具备很强的购买力，在消费群

体中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这为其绿色消费提供了基

本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老年群体往往对新事物的

接受能力较弱，对信息社会缺乏足够的适应能力和媒

介素养，以至于他们在对“绿色”的选择上缺乏辨别真

伪的能力，他们的绿色消费往往受到一些徒有虚名的

广告宣传的影响，其绿色消费行为只是为了满足自我

对健康和稳妥的心理需求[6]。此外，老年群体的绿色

行为存在偶然性，在老年群体中不乏节约水电的范

例，但这一群体对资源的节约意识往往出于自我利

益，而非环境保护的公共自觉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何

他们可能高额消费所谓的“绿色产品”，但同时也可能

出现垃圾随手扔的行为。 

3.2  老年群体存在的问题与优势 

老年群体在自我利益关切的意识下的绿色行为，

也往往在无意中为公共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作出了

贡献。例如为了赚取微薄的利润，一些大爷大妈们会

主动收集人们废弃的纸箱、塑料瓶等可回收废品，并

将之整理和存放，积累到一定数量再找专人变卖。这

种行为背后几乎没有“绿色”理念，有的只是个人利

益，但其结果却一方面改善了空纸盒被扔进垃圾桶，

从而加重清理垃圾的人力和物力的情况，另一方面也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垃圾分类，尤其是在网购和外卖

大行其道的当今社会，废弃的快递包装纸盒和外卖餐

盒为垃圾清理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但大爷大妈们这一

利己行为却也在无意识中产生了利他的效果，从而为

垃圾分类和环境保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4  行为与导向性设计创新内在关联 

绿色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依然随处可见，也对人们

的生活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在生活环境中，人

们往往更加推崇节约、环保等理念，在消费产品的选

择上，也更青睐绿色、健康及制作材料和用途具备可

持续性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特点也反过来成了产品的

卖点，在对产品的刻意宣传中，也无形地引导了公众

的绿色行为选择[7]。与此同时，公益性的绿色导向性

设计也在公众的绿色行为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

作用。比如创意性标语、宣传动画、公益活动等，都

通过导向性的绿色设计使人们形成绿色思维模式，使

绿色行为不再是一种外在化的时尚潮流，而真正内化

为公众的思想理念，成为人们价值观的一部分。通过

这些导向性的绿色设计，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环

境，从而改善地球的生态平衡[7]。因此，绿色设计不

容忽视，同时绿色导向性设计也成为设计师们肩上的

重担，通过更多且更好的引导，帮助大众成为绿色行

为的真正参与者，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品质大大提高。 

5  绿色导向性设计创新方法应用 

绿色导向性设计创新理论是指对社会群体进行

划分，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出不同的绿色行为引导方

式，从而达到更好的引导效果。 

5.1  绿色导向性设计创新思路推演 

通过对指定人群的定位划分，在收集资料和研究

分析后发现，他们共同存在于行为特征的问题与缺

陷，通过已有的案例来研究，绿色导向性设计的出发

点以及人们行为特征容易受到哪些因素而改变，从而

得出结论，使绿色导向性设计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方案。 

5.2  定位青少年人群的绿色导向性设计创新方法 

对于青少年群体，主要的引导方式是教育引导，

通过后天行为习惯，逐渐实现其绿色行为模式的建

立。例如，在幼儿开始学习和认知事物的时期，有一

类简洁、易懂且便于操作的布书，引导孩子建立“节

水意识”，通过卡通图案的关闭水龙头，可以将水分

给池塘里的小鱼等，让孩子懂得节约用水的目的和意

义。此类书籍在设计中注重孩子的互动性和参与性，

让绿色行为通过简单的交互设计融入孩子的日常生

活，达到教育和培养儿童建立绿色文化理念，并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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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绿色行为习惯的目的[8]。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

要不断引导，让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绿色行为的重

要性，并且应该积极参与其中，更好地理解美好的生

活是由人们共同努力创造的。这种方式既注重了设计

的交互性，同时又带给孩子们积极的社会理念。 

5.3  定位成年人群的绿色导向性设计创新方法 

对于成年群体，主要的出发点应当在于他们的被

认同感，因此针对成人的设计方法上，首先要挖掘用

户的需求点，其次将成人的社会价值认同和自我认同

与需求点相结合，并注重他们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

同。因为成年群体的消费观、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已

经相对稳定，该群体的思维观念也已相对固定，因此

在设计时，主要采用趣味引导式的方法。如可口可乐

之所以能更好地完成绿色行为推广，是因为在设计中

准确地抓住了成年人的一些固有特点。成年人时常感

到孤独，出于自我人格认同的需要，他们在消费中会

产生炫耀型消费，而出于社会集体认同的需要，则会

产生盲从行为。因此，这样的心理导致成年群体的绿

色行为极易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再如摩拜单

车，它本身宣传的就是一种健康时尚、绿色超前的理

念，这样就迎合了成年人追求新鲜事物、展现自我的

心理需求。更多的人们认为健康和高品质的生活是一

种态度，从而使摩拜单车在初期利于推广[9]。然而，

摩拜单车本身的初衷就是一种绿色行为的推广。 

5.4  定位老年人群的绿色导向性设计创新方法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是比较

节俭的。而针对老年人特殊的心理特点，推出专门针

对老年群体的绿色设计产品创新，注重收集的便捷性

及身份需求的品质。这样的设计，可以使老年人以正

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绿色行为。他们的生活中对于

绿色行为的理解是存在偏差和局限性的，一是嫌比较

麻烦，二是注重面子。例如有些老年人群体，对于易

拉罐饮料瓶的回收就是愿意主动积攒，而另一些老年

人觉得嫌麻烦或者面子上过不去，就会选择扔掉，但

是心里仍然觉得丢弃这些是很可惜的，因此抓住老年

人心理可以促使他们在绿色节能环保方面参与更加

积极。针对不同人群定位不同的设计见图 4。 

6  结语 

绿色行为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性

行为，然而这一普遍性现象的实现，离不开绿色行为

的引导。在绿色行为导向的研究中，通过人群划分，

对不同年龄段群体，同一年龄段群体的不同工作经

历，以及不同群体的心态观念等一系列进行分析，结

合国内外一些经典案例进行阐述，找到更加契合发展

和人们需求的绿色导向性设计[10]。在观察和分析中得

出结论，使得针对不同人群的解决方案能更好地服务 

 
 

图 4  针对不同人群定位不同的设计 
Fig.4  Different designs targeted for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于设计创新。因民众社会角色的觉醒以及全球文化态

势发展的明确信号，绿色文化、健康新理念新需求正

逐渐成为社会建设发展的核心。利用民众行为中可被

引导的部分，并通过正确的方法途径，绿色文化的形

成和建立将事半功倍。民众行为中须被制约和修正的

部分，同样应遵循“循序渐进、适时适度”原则进行调

整，并逐层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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