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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减量设计研究
徐　妍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上海市 金山区 201514）

摘要：本文从小型化、简洁化、通用设计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可持续的减量设计方法。并结合案例分析当前对减量设计理解的窄化现象，

探讨减量设计更丰富的外延与内涵，为减量设计提供可行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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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哥本哈根中心广场的人们会发现一个特殊的景观，它是

一个实物大小的北极熊冰雕，温暖的阳光和人们的触摸正让他渐

渐消融，最后只剩下铜铸骨架。这是阿德里安·帕尔和迈克尔·扎

瑞茨基在《可持续设计新方向》中描述的一个案例。艺术家和设

计师们正致力于展示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影响。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今天，可持续设计经历不同阶段

的发展已经逐渐成为设计主流方向之一，它既符合人类发展的生

态原则，也是设计师社会责任的体现，成为设计思考的基本要素。

一、减量设计 

除了遵循传统美学法则外，可持续设计更加注重问题的解决，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减量设计、可拆卸设计、模块化设计，材料

可持续设计和服务系统设计等方法。其中，减量设计又有两方面

的含义，一是指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从设计角度对产品做减法，

去除不必要的堆砌和附加，回归内容本身；另一方面是指通用设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更迭周期缩短，减量设计有利于减低成本，

减少消耗，实现可持续。

二、可持续的减量设计方法

在产品可持续设计方法的研究中，通常提到的微缩设计、缩

减设计其内涵与

减量设计异曲同工，这里对减量设计的讨论不局限于产品体

积与用料，而是探讨减量设计更丰富的意涵。

（一）给产品“瘦身”

设计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少即是多”，提出这句话的

是 20 世纪最伟大

的建筑师之一——密斯·凡得罗，他的作品简洁典雅，既纯

粹又理性。他的简单主张已变成一种不断演化的想象和一种持续

的精神活动，延续至今。可持续的减量设计与“少即是多”有相

似之处，是给产品“瘦身”的一剂良方。

1. 小型化。小型化产品寻求的是设计与功能的平衡，是在精

心设计之下

满足人们对产品功能的需求。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人们的

生活活节奏加快，出行频率更高，小型化产品的方便便携越来越

受人们的青睐。

从可持续的角度看，小型化设计缩减产品体积，减少材料消

耗，降低运输成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瘦身”后的产品是我们

看到的表象，小型化是外观设计和内部工业设计的完美结合。小

型化对生产工艺、设计方法、观念、工具都产生巨大挑战，因此

生产技术的成熟是小型化的必要前提。 如果为了“小”而“小”，

脱离实际需求，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那么可持续设计也就无从

谈起。

下图是一款小型便携空调 Carry me，它不受电源设备或连接

设备的限制，用户可以随身携带或摆放在需要的位置。Daikin 发

明了超小型压缩机，实现了空调小型化设计和便携的愿望。

图一  Carry me 便携空调

2. 简洁化。设计的本质是为人服务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

案，简洁化的设计让“信息”本身作为核心被突显出来，去除冗余、

厚重和繁杂的装饰效果。

简洁化在材料上表现为选择较少的材料品种和对环境有好的

材料。从材料的整个生命周期看，一方面要选用可回收利用、可

降解的材料，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产品表面的涂镀处理。产品的

表面处理是为了满足产品美观、耐用、防腐等技术要求。但大部

分涂料是有毒的，涂镀工艺也会给环境带来污染，涂镀后的材料

不便于回收利用。所以，简洁化的产品设计应尽量呈现材料本身

的色彩和性质。通过简洁化设计达到节省成本、节约材料，实现

相对的经济价值。

这是一款便携吸尘器，干净利落的外形令人耳目一新，产品

用紧凑的形式表现功能，体现了简洁化的设计特点。

图二  便携吸尘器

（二）通用设计

生活离不开产品，但物质文明的发展已将人们淹没在产品的

喧嚣中，过度设

计、重复设计加剧环境负担，掉入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消

费者应该为什么样的产品和设计买单？可持续设计可以给出答案。

可持续设计引导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通过产品设计传播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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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理念。其中，“减量设计”方法对消费者而言具有另一层

含义即通用设计。

通用设计是指对产品设计和环境的考虑尽最大可能面向所有

使用者的一种设计活动，它是相对于特殊设计而言的。特殊设计

针对特定群体，但受使用功能的限制，特殊设计需要投入更多的

生产资料。通用设计则是不需要额外的调整和设计来满足不同人

和不同空间的需求，因此，通用设计是找到普通大众和特殊人群

使用功能的“公约数”，既能被失能者使用，更能被所有人使用。

通用设计在解决实际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

消耗。通用设计以公用为前提，例如公共设施设计，从尺寸、形

态满足不同需求，而无需投放针对特定人群的设施，从而达到 “减

量”。

例如下图水槽设计，通过底部一个简单的斜切面，使水槽在

轻微受力下向外侧倾斜一定角度，方便了儿童和残障人士使用。

图三  倾斜水槽

（三）功能模糊设计

产品功能包括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以往的多功能产品增加

了许多附加功能，实现多功能设计的代价高于单一功能产品，从

消费主义讲，一味迎合需求而不对产品设计做理性考量，是与可

持续设计理念背道而驰的。多功能不等于产品功能的累计与叠加，

因此，笼统地讲通过产品的多功能来达成可持续设计是不准确的。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附加功能使用频率很低，造成不必要的

浪费，还会影响主要功能的发挥。多功能产品在实际的使用过程

中往往会背离产品设计的初衷，达不到预期的使用目的。基于以上，

可以在设计中应用“模糊”这一概念，探讨其实现可持续减量设

计的可行性。

模糊的含义非常广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设计中要将“确

定性”的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因素结合起来，“问题 -- 解决”

系统和设计步骤就不能采用原有的固定的方式，而是必须通过一

种探索和寻求的过程，最后达到问题的解决。

在生活中，其实模糊性的设计比比皆是。例如，我们每天使

用的餐具筷子。它的发明有 3000 多年历史，是东方最经典的设计

之一。李政道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种族时说：“中国人早在

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高妙绝伦

地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

做的事，它都能做，且不怕高热，不怕寒冻，真是高明极了”。

它是模糊性的设计的典型代表，它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形态的模糊性。在形态上，筷子只是两根非常简单的小

细棒，可长可短，在中国有的筷子长达两尺左右（常用于食品的

煎炸），而日韩的筷子短而尖，这是由于吃鱼片等片状食物的缘故。

可以根据使用需求而调整筷子的长短粗细，其使用情境和功能得

以扩展，灵活方便。

（2）使用方式和使用情景的模糊性。筷子可以夹、挑、舀、撅等，

出现在旅途、居家生活等各种重要生活内容中。例如将筷子和勺

子组合起来，巧妙的设计使原本单一的餐具功能得到了延伸。

（3）角色的模糊性。在筷子的设计里寄托了家庭、文化等因

素，筷子可以说是东方食文化的象征性物品，同时也象征了东方

的哲学思想。

（4）材料的模糊性

做筷子的材料也不同，考究的有金筷、银筷、象牙筷，一般

的有骨筷、竹筷和塑料筷等。

对于设计者来说，它可以作为一种设计观念来理解，是指在

功能和形态上具有宽容度，以及角色多样化的产品设计形式。从

可持续设计的角度，可以探索一种模糊化多功能设计方法。在新

产品开发设计时，规划产品多种可能的模糊化使用功能，使用者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性地使用产品，使产品功能得到扩展

和延伸，从而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四）包装的减量

（1）模块化可拆卸设计。模块化可拆卸设计在产品包装中的

应用可以提高包装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能，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

物的产生，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 更方便和灵活的包装使用体验。

设计师可以将包装结构分解为多个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负责包

装的一个特定功能或部分。

（2）减少过度包装设计。过度包装不仅会消耗过多的资源多，

包装的外部装饰华而不实，也会给人们带来视觉污染，并且耗费

油墨，给回收利用带来不便。所以，商品包装应尽可能地进行简

化设计，扁平包装，可以缩小产品的包装体积，减少产品储藏和

运输过程中所占的体积，降低“灰色能量”的消耗，减少运输工

具产生的碳排放，同时节约储藏和运输成本，提高产品在“全生

命周期”中的绿色性能。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持续设计方法是实现可持续的重要抓手，减量

设计是当下具有可行性的可持续设计方法。本文是对减量设计的

探讨和总结，无论对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从这

两个角度引申出的具体方法则拓宽和丰富了减量设计内涵，为设

计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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