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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礼品过度包装问题仍未解决，需针对适度化标准进行“度”的

界定与分析，并提出设计策略。采用个案与综合分析法从不同视角对礼品包

装的“度”进行界定，并从国内外当前限制标准的视角分析了礼品包装设计

的适度化标准，最后基于环境可持续性的适度包装设计理念提出了相关对策

与方法。通过减量化设计、使用环保材料、增加重复利用率、提升包装附加

值、构建礼品适度包装评价指标体系等应对策略发展适度包装。设计者应充

分关注礼品包装所传递出的价值和情感，避免局限于贵重和华丽的包装外表，

适时、适度向消费受众传递更丰富的价值内涵和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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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因此

各国相继推出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加大力度宣传绿

色生态发展。在此背景下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 [1]。为解决过度包装问题，国外已构建了较

为完整的标准和策略，我国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

标准。如何根据国家适度化标准控制礼品包装设计

的“度”，已成为绿色包装设计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根据礼品包装设计“度”的界定以及国内外包

装适度化标准，提出适度包装设计策略。

1 礼品包装设计“度”的界定

礼尚往来是我国的传统习俗，尤其在传统佳节中

相赠礼品及互表祝福是增强情感、表达敬意、传递祝

福的最佳纽带 [2]。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日常用

品通常满足两种基本需求，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而礼品的选择需求常超出此二者，更突出情感需求 [3]。

因此，礼品包装常比普通商品精致华丽，成本更高，

价格更贵。当前人们在礼品的选择上常存在误区，习

惯性认为礼品的体量越大或价格越贵就越能体现礼

品价值和送礼者的诚意。“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在这样的消费观念下，商家逐渐习惯利用昂贵的包装

材料、繁复的包装方式、较高的空隙率来加大礼品的

成本及体量，突出礼品的贵重感，从而大幅提升礼品

的售价与销量，进而导致礼品包装设计的过度化。

控制礼品包装的“度”，开展适度化设计，首先

需对“度”加以分析和界定。礼品包装的“度”主要

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礼品包装材料使用的“度”；

二是礼品包装空隙率的“度”；三是在包装视觉设计

中使用视觉要素的“度”。

1.1 礼品包装材料使用的“度”

在礼品包装设计中，针对包装材料的使用量，设

计者应避免使用非必要材料来扩充包装的体积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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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层数，使其“看起来有档次”；避免将原本不必要

进行分装的商品分成若干小包装，以体现其所谓的精

致。如“小罐茶”致力于以“一罐一茶”的包装来体

现礼品的档次和品味，但消费者用后却因茶叶罐容量

过小、再用率过低，造成包装资源的严重浪费。针对

包装料质的选择，部分商家为降低成本，选用对环境

非友好材料，在绿色包装新材料的研发上更是吝啬投

入，这样量产出的“失度”包装必然会造成高废率、

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1.2 礼品包装空隙率的“度”

礼品的实际包装空间无需超过产品体量过多，

适度的包装空隙率足以满足保护和储运的功能需求。

而一些商家在追求大体量包装时，因产品的体积无法

充分填充外包装，运输过程中的碰撞更容易损害内装

物，且在包装中置入大量不环保的填充物，受赠者打

开礼品包装后也会因包装和实际内装物相差过大产

生落差。因此，采用适度的包装空隙率，既有利于资

源节约，又能更好地保护产品。

1.3 礼品包装视觉设计的“度”

礼品包装设计作为文化媒介， 承载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如社会意识形态、审美倾向、

道德伦理、民俗风尚等，充分体现了包装的综合文化

性 [4]。我国早期的礼品包装为体现尊贵华丽的效果，

使用的图案多以牡丹等富有吉祥寓意的植物、吉祥纹

样、龙凤图形装饰为主，并采用烫金、烫银等特殊印

刷工艺，使其在视觉上形成贵重、富丽堂皇的意象。

然而，礼品包装的设计并非一味用元素堆砌体现它的

华丽，而需在文化和消费定位的基础上，采用恰当的

图形元素以呈现礼品的文化和礼仪价值，使受赠者能

准确了解送礼者的心意 [5]。因此，在礼品的包装设计

过程中，设计师仍须从适度设计的角度出发，根据商

品特征、文化背景及受众群体的特点和性格等进行设

计，推出简洁清爽的礼品包装，避免因盲目渲染礼品

的高价值感而以过多装饰削弱了包装的实用性，也避

免因过于繁复的装饰而阻碍包装信息的有效传达。

2 礼品包装设计的适度化标准

2.1 国内标准

我国目前对礼品过度包装的限制还未有明确的

法律法规，更多是鼓励性的建议，强制性规定极少，

除了 GB/T 31268—2014《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6]

与 GB 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

化妆品》[7]。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仅管理 5 类产品的包

装：保健品；化妆品；饮料、酒、糕点；茶叶；粮食（见

表 1）。因分类不够细化，相关企业在设计礼品包装

时缺乏具体参考的限定依据，所以他们易钻空子，以

方便过度化包装礼品。

除《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外，2021 年针对

2009 年提出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进行重新修订，将在 2023 年实施。此政策解释

了过度包装的术语及定义（见表 2），相较于 2009 版，

对不同净含量的包装提出不同的空隙率要求，规范

了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包装成本的计算方法，同

时约定其中的系数 k，使每一类产品都有其对应的空

间系数，如淀粉制品类的空间系数最小为 3.0，而薯

类和膨化食品的空间系数则有 20.0 之多。然而，《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中仅对食品和

化妆品的过度包装进行规定，并未对其他品类的包装

有所限制。

我国对包装废弃物处理还未有较明确的法律法

规，更多的是一些国家推荐标准政策，目前极少数原

则性的条文分散在一些法律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订）主要

是针对固体废物的处理，在“源头减废”方面从宏观

理论上进行倡导和鼓励，未有切实、具体的落地措施。

《循环经济促进法》明确提出要防治过度包装，减少

废弃物产生量，并规定了企业、消费者对强制纳入回

收名录的产品和包装物的回收义务。但该法并未对限

制过度包装进行详细规定，政策执行时缺乏可供参考

的具体依据，执法难度高，给生产者留下了投机取巧

的空间。

2020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新限塑令）中明确提出“在塑料制品方面需强化

源头治理，对塑料制品生产使用的重点领域和重要

表 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的具体规定

Table 1 Specific provisions of General Rules for 
Restricting Excessive Packaging of Commodities

商品种类

保健品

化妆品

饮料、酒、糕点

茶叶

粮食

包装空隙率

不超过 30%

不超过 55%

不超过 55%

不超过 25%

不超过 10%

包装层数

不多于 3 层

不多于 3 层

不多于 3 层

不多于 3 层

不多于 2 层

包装成本

除初始包装之外

的所有包装成本

总和不宜超过商

品出厂价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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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的具体规定（2021 年修订）

Table 2 Specific provisions of Requirements of Restricting Excessive Package: Foods and Cosmetics (2021)

包 装 空 隙 率 包 装 成 本 包 装 层 数

    ≤ 85（Q ≤ 1）；
    ≤ 70（1 ＜ Q ≤ 5）；
    ≤ 60（5 ＜ Q ≤ 15）；
    ≤ 50（15 ＜ Q ≤ 30）；
    ≤ 40（30 ＜ Q ≤ 50）；
    ≤ 30（Q ＞ 50）。

其中 Q 为单件净含量， mL 或 g。

计算

方法

。

X 为包装空隙率；

Vn 为商品销售包装体积，mm3；

V0 为内装物体积，mm3；

k 为商品必要空间系数（依据产品

而定）。

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控制除直接与

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

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 20％。

。

Y 为包装成本与产品销售价格比率；

C 为第二层到第 N 层包装物成本的综

合，元；

P 为商品制造商与销售商签订的合同

销售价格或该商品的市场正常销售价

格，元。

粮食及其加工品的包装不应超

过 4 层，其他商品的不应超过

5 层。

1、直接接触内装物的包装为第一层，以此类

推，最外层包装为第 N 层，N 即为包装的层数。

2、直接接触内装物的属于产品固有属性的材

料层，以及紧贴销售包装外且厚度低于 0.03 
mm 的薄膜不计算在内。

3、同一包装中若含有包装层数不同的商品，

仅计算对包装层数有限量要求的商品包装层

数。对包装层数有限量要求的商品分别计算

其包装层数，并根据包装层数限量要求判定

该商品是否符合要求。

环节，以及分类等提出管理要求。要求以可循环、

易回收、可降解为导向，减少塑料制品的消费量”。

在此大趋势下，设计者进行礼品包装设计时要尽可

能减少不可降解塑料的用量，以符合社会发展要求，

使设计可持续，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法律法规仅是道

德的底线，在礼品包装与其他商品包装中，更需要设

计者和企业共同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主动开展适

度设计。 

2.2 国外标准

当前，国外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细化限制标准、

加强企业责任，限制过度包装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标

准控制制度、生产责任延伸制度、抵押金制度、侵权

救济制度等。如德国实行抵押金制度、向居民收取垃

圾清理费，北欧推行包装税等措施，均有利于实施“源

头减量”，并增强企业、大众的社会责任感。欧盟及

发达国家对礼品过度包装实施有效的限制细则，见表3。

表 3 国外过度包装的限制标准

Table 3 Foreign restrictions on excessive packaging

地区

欧盟

德国

韩国

日本

年份

1994
2018

1990

1994

1993
2003

1995
2005

法 律 法 规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修订）》

《包装法令》

《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

《关于产品的包装材料、包装方法标准等的规则》

《生产者再利用责任延伸制度》

《容器包装分类收集及再商品化促进法》

《京都消费生活条例》

要           求

规定废弃物回收利用与再生的具体目标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抵押金制度

规定包装体积和质量要减少到最低程度以及重复使用和循环再生包装

材料的内容

对生产者责任制延伸做出相关规定

控制 23 个品种的产品包装空间和包装层数

规定企业承担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

鼓励企业和群众分类与回收废弃物

对包装容积、费用做出明确限制

项目

要求

相对于国外限制标准，我国的标准还需深入细

化，提高可操作性。首先，目前我国标准的相关规定

并未涉及违反标准的责任承担主体，也没有明确监

管主体，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设施来保障标准

的有效实施。其次，我国限制标准未开展分类管理，

如对礼品包装等过度包装的控制细则。

单一、宽泛的标准难以有效解决礼品包装过度

化设计的问题。发达国家除了通过制定详细的法律



- 56 -

2022 年 第 14 卷 第 3 期 Vol.14 No.3 May 2022

包 装 学 报 PACKAGING JOURNAL03
法规和技术标准等限制过度包装外，还实施相关经

济手段限制过度包装设计，如抵押金制度、侵权救

济制度、包装税等。我国可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

况，适当运用经济手段，限制礼品包装过度化设计，

以实现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借鉴国外成功

经验，对我国包装“源头减废”的控制制度和标准

展开持续优化。

3 基于环境可持续性的适度包装

设计策略

解决礼品包装的过度化问题，开展适度设计有多

种途径，包括减量化设计、使用环保材料、增加重复

利用率、提升包装附加值等，具体对策及采取的方法

如表 4 所示。

3.1 减量化设计

减量化设计又称省资源化技术，是指在保证盛

装、保护、运输、贮藏和销售功能的前提下，减少

包装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7]。欧、美、日等发达地区

将包装减量化列为发展无公害包装的首选措施，强

调可持续包装设计应遵循的原则由“3R+1D”发展到

“6R1D”甚至“9R1D”原则。

从源头改变结构或材料，实现减量化设计。如图

1 中“地方活志水仙盆栽”包装为两边镂空的白卡纸

包装。该包装使用环保材料，并在两边以镂空结构呈

现，材质减量的同时，既让植物享有透气、可呼吸的

窗口，还能让消费者直接观察到商品内装物的状态。

减量化包装在保留原有功能的情况下避免使用不必

要的包装材料，通过结构变化或利用材料特性进行设

计，从“源头减量”做到“源头减废”，从而达到环

保的作用。

 

 
3.2 使用环保材料

礼品包装常选用一些特殊材料去体现礼品的独

特性，一定的包装成本不可避免。建议商家投入资金

和精力研发绿色材料与结构，尽量做到用量少、选择

适宜的材料以精确传达礼品馈赠的意图。如传统节日

的礼品包装常使用天然材料以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给人以亲近感和舒适感。

天然材料具有返璞归真的亲和力、高效的环保性

能、浓郁的民俗气息，它将被更多地运用到现代包装

设计中 [8]。米糠、木、竹 [9-10] 等天然材料具备较强的

韧性和可塑性，可将其制作成礼品包装。如图 2 所示 
“封老爷茶”礼品包装（德国红点设计奖），使用米糠、

天然木屑类等天然材料 [11]，给人带来原生态的亲和力，

实现废弃物利用、源头减废的同时，巧妙构思的包装

结构也可引发消费者的好奇心，因而，此环境友好型

包装设计脱颖而出，引领绿色时尚。

3.3 增加重复利用率

“零废弃”包装设计理念要求包装材料、包装的

设计加工过程及后期的回收处理过程都应符合无污

染、零浪费的基本原则 [12]。由于礼品包装的特殊性，

在包装设计时不可避免地使用部分成本相对较高的

表 4 礼品包装适度化的对策与方法

Table 4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methods of 
moderate gift packaging

对 策

减量化设计

使用环保材料

增加重复利用率

提升包装附加值

方 法

结构减量化

材料特性的替代

使用可降解材料

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二次利用

企业回收

开发包装第二功能

巧妙设计

传递环保理念

图 1 “地方活志水仙盆栽”礼品包装

Fig. 1 Gift packing of "Local Living Narcissus Potted"  

图 2 天然木屑制“封老爷茶”礼品包装

Fig. 2 Gift Packaging of “Master Tea” made from 
natural wood c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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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制作工艺，此时可通过巧妙的结构变化使废弃

包装实现二次利用，增加包装的延展功能，提高其重

复利用率。图 3 为蓬莱仙芝茶礼盒，精致的外包装通

过简单的结构变化，变身为茶盘，实现包装的二次

利用。采用“零废弃”包装设计方法是礼品包装“源

头减废”的有效手段。

 
 
礼品包装还可通过品牌宣传进行回收再利用，如

“三顿半的返航计划”。“三顿半”作为小包装饮料

品牌，它虽与小罐茶“一罐一杯”的包装有相似之处，

但“返航计划”让消费者使用产品后将产生的垃圾

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回收，并按照回收数量给予

相应的奖励。“三顿半”同时在多个新媒体渠道中

宣传奖励机制，并在包装内附上“返航计划”海报。

让废弃物有处可归，避免造成过多的资源浪费，以厂

家回收处理的方式尽力实现包装的“零废弃”。

3.4 提升包装附加值

人们常选择在传统节日、纪念日等重要时刻购物

送礼，礼品已成为人与人情感沟通的重要媒介。调查

显示礼品的附加值在逐步提升。礼品与其他商品的区

别在于礼品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上，需在包装方面

通过适度设计，如改变空间结构、使用特殊视觉元素、

添加祝福语等方式，有效提升礼品包装的附加值，通

过礼品表情达意。例如“花加”线上花店，在送花时

将祝福卡放入包装内，受赠者扫描二维码即可看到馈

赠者提前编辑好的祝福。

在设计礼品包装时还需注意适时传达绿色包装

的理念与可持续性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设计的教

育功能。如图 4 所示的大米包装由米糠制成，不仅

能对内装物起到稳固保护的作用，还能让消费者在观

察、触摸商品时，感知到该商品传达出的环保理念。

这类礼品在流通过程中将直接影响接触者的环保思

维，并作用于其生活方式，以潜移默化的消费体验深

化了其环保意识。

 
3.5 构建适度评价指标

针对目前我国礼品包装尚未有具体的评价指标，

本研究根据当前礼品包装现状以及现有国家相关政

策，从保护、适度、经济、情感 [13] 等因素构建礼品

适度包装 [14] 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5）。

3.5.1 保护指标
包装最基本的功能即保护产品，礼品包装在完成

保护功能的同时，还需保障包装的完整性。设计师

在进行包装设计时应考虑到包装的整体性以及运输

的便利性，避免有些别出心裁的礼品包装超出包装框

架，在运输途中造成破损。另外，礼品的特殊性对内

装物的支撑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礼品包装的

保护指标，提出耐压度、耐磨度、内装物支撑度的二

图 3 蓬莱仙芝茶礼盒

Fig. 3 Penglai Xianzhi tea gift box

图 4 米糠制“Srisangdao Rice”品牌大米包装

Fig. 4 Rice packaging of “Srisangdao Rice” 
made of rice bran

表 5 礼品适度包装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5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ift moderate packaging

目标指标

礼品包装适

度化设计

一级指标

保护指标

适度指标

经济指标

情感指标

二级指标

耐压度

耐磨度

内装物支撑度

包装层数

包装空隙率

包装回收率

包装材质属性

包装成本

包装回收率

包装二次利用率

包装附加值

包装视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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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 [15]，尽量将礼品包装的损耗降至最低。

3.5.2 适度指标

适度指标是指在礼品包装进行设计时，不能因礼

品的产品属性进行过度包装。在包装材质的选用上应

考虑环境友好、可回收的材料，甚至使用天然材料打

造独特包装。除了包装材质属性指标，针对我国现有

政策将包装层数、包装空隙率、包装回收率也纳入二

级指标 [16]。

3.5.3 经济指标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规定除初始包装

之外的所有包装成本总和不宜超过商品出厂价格的

15%[6]。设计师在包装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包装成本，

开发包装的其他价值，使包装可再次回收或被二次利

用。针对经济指标提出包装成本、包装回收率、包装

二次利用率的二级指标 [17]。

3.5.4 情感指标

情感功能在礼品包装上尤其显现。消费者在选择

礼品时，对礼品所传达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更加关

注，也会对礼品包装的美观程度要求更高。在对礼品

包装进行评价体系构建 [18] 时，应考虑到包装附加值、

包装视觉设计给礼品包装带来的情感价值。

4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重视友情、注重礼尚往

来，因而需利用包装增加礼品的贵重感和价值感，传

递温情 [4]。这正是礼品包装适度设计的附加值所在。

本研究对礼品包装设计的“度”进行了界定，并从国

内外限制标准的视角分析了礼品包装设计的适度化

标准，最后基于环境可持续的适度包装设计理念与方

法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民族文化和地域环境的差

异形成不同的文化观念，包装可塑造不同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观 [19]，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特定的礼仪活

动和风俗中，适度礼品包装设计逐渐形成风采各异的

视觉风格和结构样式。设计者应将注意力集中在礼品

包装所传递的特殊价值和情感交流上，避免一味追逐

贵重和华丽的包装外表，适时、适度地传达更丰富的

价值内涵和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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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ation Standard and Design Strategies of Gift Packaging

SHI Aiqin，LI Qingbo

（College of Fine Art and Design，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 issue of excessive gift packaging is still unsolved.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and analyze 
the moderation criterion with countermeasures in design. Case study and analysis by synthesis method were used to 
define the “level” in the excessive gift packaging desig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ent 
restriction standard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moderation standards of gift packaging design were analyzed,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method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moderation packaging design were put 
forward. The moderate packaging should be developed through the reduction design,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terials, increasing the reuse rate, enhancing the added value of packaging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ppropriate gift packaging and other coping strategies. Designers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value and emotion 
conveyed by gift packaging, avoid being limited to expensive and fancy packaging appearances, and communicate more 
abundant value conno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to consumers timely and appropriately. 

Keywords：gift packing；excessive tendency；moderation standard；source reduction；package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