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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性指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美国设计师维克多·巴巴纳克在他的

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中首次呼吁设计师要承担社会责任、以人为本，为保护地球的环境服务。

随着当今自然环境的恶化，资源的大量浪费，人们不断探索可持续的设计以改变原有的高碳消费社会现

状。本文主要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体验设计介入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设计创新策略，从而以设计促

进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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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ility refers to the rational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without disturbing the 
ecological balance. American designer Victor Papanek first called for designers to be socially re-
sponsible and human-centered in his book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to serv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arth’s environment.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oday’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massive 
waste of resources, people are constantly exploring sustainable design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of 
the original high-carbon consumption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sign innovation st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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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 of experience design intervention in sustainable lifestyles through 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so as to promote a sustainable future b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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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全球变暖、生物多

样性减少等各种问题都接踵而至。美国设计师维克多·巴巴纳克在他的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

中最早呼吁设计师要承担社会责任、以人为本，为保护地球的环境服务[1]。2020 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议上第一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将力争在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但是在当下的消费社会，设计师难免被现代消费逻辑所裹挟，成为高碳消费的助

推者[2]。因此，坚持可持续设计是设计师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设计师应当平衡物质欲望驱使下人们对于

消费品的需求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目标，在自己的设计活动中充分考虑设计伦理。目前，已经有非常多

设计师将新的环保材料应用在产品及包装上，但是对于可以融入生活的可持续体验设计还有待进一步探

索。因此，在消费社会中对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品牌体验设计就是一种创新的尝试，把企业的体验设计

介入到日常生活中，引导和重塑人们的生活本身，以构建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案例研究在现代设计研究

中已经是普遍运用的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将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收集相关可持续品牌的个案，根据其

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来理解和阐述其意义，并对每一个个案进行综合分析，凸显不同的侧重点，从而

总结归纳出普遍的设计策略。 

2. 可持续品牌的体验设计创新的发展原因 

(一) 可持续意识走向全民参与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已经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联合国在可持续发

展峰会上正式通过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3]。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目标在设计领域有不同的诠释，从

最早在 90 年代提出的“绿色设计”到“生态设计”，再到现在的“可持续设计”，人们不断调整设计对

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所努力的方向。最早的“绿色设计”侧重于对于产品本身的研究，注重对产品

的回收再利用和材料的开发，但是现在的“可持续设计”和低碳的生活方式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被多数人了解。据阿里巴巴营销洞察中心和 WIETOP 联合发布的《2023 中国年轻

人低碳生活白皮书》显示近 8 成的中国年轻人都认知低碳并正确理解其含义，其中华东、华南地区的年

轻人在低碳正确认知上表现最好。中国年轻人平均 3 人中有 2 位认为低碳与个人生活相关性强[4]。可见，

可持续的意识已经走向全民参与，而不再只是过去停留在设计师或企业方的努力上。 
(二) 生活方式与体验即设计对象 
作为一种创新的设计方法，体验设计从一种设计准则，变成了设计对象，生活方式和文化建构成为

了设计本身的对象。体验 EEI 模型是把期许(Expectation)、事件(Event)和影响(Impact)作为一段经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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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的部分。只有当事件沉淀为记忆，发展成为值得分享的故事，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体验的建构，为

一段特殊的经历画上句号。设计师不再只是局限于提升产品本身的使用体验，而是为使用者创造一段特

殊的难忘的经历。从宏观层面上讲，体验设计有用户体验、生活方式、流行趋势和文化 4 种不同的定位

[5]。产品通过切身的体验经历改变人们的日常使用习惯，逐渐演变为流行趋势，从流行趋势慢慢建构起

新的文化，这个时候一种新的价值观也被建立起来。从用户体验到体验设计是一种设计范式的转变。因

此设计师应当转变自己的身份角色，在思考可持续设计的时候不仅仅只局限于创造一个循环利用的产品

本身，不止是修建一座可以实现可持续资源利用的房屋，而是通过体验设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打造流行趋势进而建构一种可持续的文化，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因此体验设计对于介入推广可持续

的意识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社交媒体创造新营销模式 
当下，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每个人日常生活完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形式也从过去的图片和文字

转向音频、视频和用户参与等。并且现在的社交媒体早已经不再只是起到一个联络、沟通、交流、学习

的作用，而是已经成为了新消费、新营销模式的重要媒介和平台。普华永道咨询公司此前的一项全球调

查显示，37%的消费者通过社交网络找到了购买灵感与新品牌，可以说，社交媒体成为品牌有效的传播

手段[6]。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众多，并且都有着庞大的用户群体，例如微信、小红书、微博、快手、抖

音、bilibili 和西瓜视频等，这些社交媒体也为体验设计介入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平台。

通过这些平台产生了许多新的营销模式，企业也可以通过这些社交平台去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品牌的体

验设计就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可视化或交互性的工具实现对使用者现实生活的介入，塑造使用者可持

续的生活习惯，带动流行趋势，从而建构可持续的消费文化。反之，企业的可持续营销也可以服务自身，

在提升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影响力和企业形象的同时减少浪费，节约成本。 
(四) 消费者转向注重体验品质 
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人们对于商品审美和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现在 Z 世代的年轻

人。在当下的体验经济时代，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感官上的享受而买单，并且也越来越重视消费过程

的体验感。尤其是现在的 Z 世代更加愿意追求潮流、追求体验品质、寻求身份认同感、获得兴趣上的共

鸣[7]。当生活方式或体验本身成为了设计对象，那么设计师就有了创新的空间，企业就可以通过社交媒

体或线下体验活动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对消费者的生活本身进行设计，打造人格化的可持续消费品

牌，形成社群文化，增加用户粘性，制造潮流从而建构可持续消费文化，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改变消

费者生活方式。体验设计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设计理念，一方面注重生活过程的效率和经历中的情感诉

求，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用户体验的问题，同时又把具体的任务或事件置于人生经历的大背景中，合理引

导动机，让事件参与者在过程中通过自我创造和反思，发现新的生命意义。 

3. 作为设计对象的可持续生活方式 

(一) 知名品牌的可持续用户体验设计 
ESG 是指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涵盖了企业的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问题。现在，ESG 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已经

有很多知名企业开展了可持续体验活动。星巴克自 2014 年开始就在每年的 4 月 22 日即世界地球日开展

“自带杯免费喝咖啡”的活动，只要在这一天带上自己的杯子去买咖啡就可以免费。截止目前，仅 2023
年 4 月 22 日的活动微博下就有 414 条评论，并有人发出自带杯子参加活动的照片。此外，在 2022 年 8
月 8 日，阿里巴巴正式发布“88 碳账户”，这是国内第一个多场景、覆盖超过 10 亿人的消费者碳账户

体系，它以“1 + n”的母子账户形式呈现，这个账户覆盖饿了么、菜鸟裹裹、闲鱼、天猫等多款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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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碳账户”为用户端减碳提供了清晰的碳足迹计量工具，可以用于兑换无门槛的现金红包，并结合虚

拟形象“碳宝”打造了荣誉评级体系，通过碳积分就可以解锁数字勋章获得成就。23 年地球日，苹果公

司发布环保课程，顾客可以当天至全球各地门店参与学习该特别课程。这些体验设计可以促进人们日常

低碳生活习惯的养成，让使用者真正成为低碳生活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引发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 从材料、生产到用户体验设计的环保品牌 
除了很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将体验设计纳入自己的品牌战略中，也有很多专门以环保为口号的品牌在

除了产品等环节部分践行可持续理念之外，也在近几年引入了体验设计。这些品牌从最初的材料、生产、

运输到用户体验设计都践行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例如美国品牌 Patagonia = 在 2022 年 9 月宣布把公司

捐给地球，将公司创造的财富用于环保事业，宣言“现在，地球是我们唯一的股东”。但是在过去的很

多年里这企业就已经在使用环保材料生产服装了，1994 年该品牌就使用回收塑料瓶来制作抓绒夹克，是

世界上第一家用垃圾制作服装的服装品牌商。并且自 1985 年起，该公司就发起了“1%地球税”活动，

将销售额的 1%用于保护地球自然环境。Patagonia 成都店就于 2023 年 8 月开展了越野跑、“净山”、反

电鱼等非法捕捞知识分享和海洋保护分享会等线下体验活动。国内近几年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从原料

到用户体验都一以贯之践行可持续的产品品牌。例如，每日黑巧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专注于研发健康

机能的黑巧克力新锐品牌，秉承“Chocolate Makes Every Day Better (巧克力让每一天都变得更好)”的品

牌理念。这款巧克力从可可的种植、生产、包装到销售等多个环节上践行可持续行动。在生产方面，工

厂采用 95%的清洁能源；包装方面，每日黑巧使用植物纤维膜 CELLULOSE，实现 0 塑料污染；还与中

国绿化基金会“百万森林计划”公益项目合作，2022 至 2023 已连续两年完成植树 20,000 棵。并且在倡

导消费者低碳生活上也进行了诸多体验互动，如在公众号评论区对分享低碳生活的用户进行抽奖。 
(三) 专注可持续生活体验的环保品牌 
传统的绿色设计就是把可持续材料用于商品或包装的实体经济品牌，但是在当下的体验消费时代，

出现了更多具有社会创新性和实验性的倡导可持续生活的体验品牌。这种品牌通常售卖可持续服务或体

验本身或者搭建可持续产品售卖平台。例如，英国有一家旅游公司叫 Slow Cyclist。这家公司专门提供自

行车旅游服务，也包括为客户设计私人订制的自行车旅行方案，达到让客户体验自然，“慢下来”欣赏

美景，提倡可持续的旅行的目的。依托发达的社交媒体，目前国内也涌现了非常多的可持续服务和体验

的创业品牌。禾希有物成立于 2018 年，是一家可持续产品集合商店，并且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商业模式

即社会模式，旨在用商业力量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第 46 家共益企业。除了在小红书上号

召无塑挑战、地球一小时荧光跑捡、骑行回收咖啡渣等可持续体验活动之外，禾希有物自 2022 年在广州

建立线下门店之后，最为出名的体验设计活动就是“共织计划”。“共织计划”依托线下门店的禾希有

物可持续空间，开设“织织袋”工作坊，招募残障人士参与共创团队，不仅制作了可以售卖的可持续编

织袋，也为残障人士提供了社交平台和就业机会，赋能社会。也经常开展客户体验的共创活动，并邀请

更多的企业参与，让大家和残障人士共同协作完成可持续“织织袋”的编织。还有很多支持回收和二手

商品售卖的平台如闲鱼和多抓鱼等 APP。像这样的把可持续体验活动融入企业商业模式或是专门提供可

持续生活方式服务的品牌还有很多，如角马拾野、GoZeroWaste、Circular Joy 循环快乐、再生星球等。

有的品牌也会和政府的志愿者服务平台进行合作，角马拾野就会在“志愿四川”平台上招募夜徒捡垃圾

的志愿者。 
(四) 社会创新与可持续体验设计的融合 
除了企业进行的可持续营销或公益项目，现在也有很多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组织、

企业、社区、公共空间开始探索与可持续体验设计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并且结合乡村振兴、文旅等吸引

更多人参加。2017 年辛向阳教授正式加入源辉林牧有限公司治沙团队，提出了“植树造林到塑造沙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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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治沙理念。2019 年，阿拉善盟源辉林牧有限公司在马兰湖治沙基地举办“沙漠梦想生活季”，

并逐步发展为涵盖体育运动、地球公民教育、研学、绿色设计等丰富活动的系列沙漠生态文旅和思想传

播活动[8]。通过影响价值观，让参与者树立新的价值观，主动构想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一方

面影响着生活目标和生活选择的原则，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在随着个人经历的成长而发生改变。通过价值

观引导生活方式的设计，是一种全新的尝试[9]。还有很多致力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创新基地也在不

断吸引着人们，如位于成都市浦江县西来镇铁牛村的麦昆塔社区和位于成都市寿安镇的天星村等。麦昆

塔社区是由一群城市返乡新村民组建的乡村创新创业平台和可持续生活社群。2022 年 10 月 19 日，麦昆

塔社区开放对外参访，邀请更多人加入到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建设中。天星村和麦昆塔社区也有异曲同工

之妙，是“面向未来，回归乡野的可持续生态村示范区”，并且于 2023 年 8 月发布了天星村未来生态共

建计划。该村过去一直以来都在开展各项可持续体验活动，也在不断邀请新的数字游民加入。未来像这

样立足于本土，发源于乡野的在地的可持续社会创新和体验设计的融合可能会越来越多。 

4. 可持续品牌的体验设计创新策略 

因为生活方式本身成为了设计对象，所以对于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推广策略，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平面、

产品、空间等的设计。虽然视觉元素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引导，但这只是一个小的侧面[10]。从以上的案

例我们可以得知，现在已经出现了通过体验和经历来改变人的价值观的创新设计策略。当一种个体的习

惯被大众所接受，新的流行趋势就会形成，随着流行趋势的演变，社会秩序被重新定义，人们对成功的

理解，获得社会认同的方式的改变，都是新的价值体系形成的表现，也是设计影响文化建构的例证。但

是首先仍然需要从个体的经历和习惯入手，去进行体验设计的创新。 
(一) 回忆的创造 
记忆是对一个个体经历的一种存储，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所体验过的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段回忆，

深深印刻在脑海中。记忆分为形象记忆、逻辑记忆、情绪记忆和动作记忆，其中情绪记忆是深刻的、自

发的、情不自禁的，所记忆的内容也可以牢固地保持在大脑中。而个体只有亲身体验过，参与过，对这

段经历和经历当中相处的人产生联结，才会产生这种记忆。因此可以创造美好回忆的体验设计策略就很

重要，如旧物回收改造的艺术共创活动、亲近大自然的户外特色研学夏令营、和朋友共同参与的户外音

乐会、激情澎湃的体育竞赛等。这些都是目前已经很常见的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体验设计。 
(二) 习惯的重塑 
习惯是逐渐养成但不易改变的行为。所以各种品牌都可以从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入手，去引导大家

养成可持续生活的行为习惯。阿里巴巴推出的碳账户就覆盖衣食住行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美团点外卖

每次会出现是否需要餐具这一选项，笔者若是自己有餐具就会点击不需要餐具这个选项。诸如 Slow 
Cyclist 和角马拾野这一类户外旅行的品牌则会培养人们采用低碳交通工具出游和旅行的习惯。各大志愿

服务平台也会推出捡垃圾的志愿者服务项目。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可持续生活方式打卡活动、“减

塑”、“净山”、“光盘”、自带杯子等各种培养人可持续生活习惯的体验设计。 
(三) 消费的引导 
由于物质世界的丰富，现代人的消费习惯往往会制造巨大的浪费，增加碳排放。在过去就有“有计

划的废止制度”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现在的设计师需要更有社会责任感，去引导可持续的消费。例如

多抓鱼的二手回收售卖平台，通过回收旧物做好处理和翻新，鼓励人们再次购买，他们的口号就是“真

正的好东西值得买两次”。此外线下也常会举办二手交易市集和旧物交换活动，笔者也在一些“零废弃”

市集上购买过二手商品。可持续的时尚消费能引发人们去追随潮流购买更多环保的商品。可持续产品集

合店和网络平台的存在为支持低碳生活的人们提供了机会。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416


段潋 
 

 

DOI: 10.12677/design.2023.84416 3390 设计 
 

(四) 知识的普及 
尽管知识科普是非常传统且常规的内容，但它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在体验消费时代，即使是知识科

普也可以采取一种体验式、沉浸式、参与式的模式。例如通过社交媒体引流到线下参与可持续课程学习、

科普讲座、名人分享等活动。笔者在“零废弃”市集活动中就看到主持人向小朋友提问可持续生活的相

关知识，最早抢答正确的孩子就可以获得相应奖励。并且许多可持续科普教育研学活动已经在使用互动

形式的研学手册，而不只是单纯的说教，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可以 DIY (do it yourself)自己独有的知

识科普手册。 

5. 结语 

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了全世界都认同的主流思潮，可持续发展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必然不是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要同时兼顾可持续发展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需要设计师创造性地解决这个矛

盾。事实证明，设计仅仅局限于过去对于功能和形式的关系的争论已经不足以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在

社会创新研究上，对基层社会创新的研究更能体现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幸福观。创新的方式主要体现在行

为方式的变化，胜于技术性的变化[11]。曼奇尼教授在《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一书中认为一切为了

引导和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专业设计所做出的活动称之为社会创新设计，“创新”不仅是设计的过程，

更是通过这些设计方案对各种资源的重新组合，重新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2]。在这样的背景下，设计

有着更加广阔的可发挥空间。通过体验设计，把公众参与和经历的过程本身当作一种设计对象就是一种

通过个体行为波及建构社会文化的社会创新设计。当然，体验设计只是众多创新设计中的很小的一个侧

面，以上所总结的策略也只是到目前为止且在现有技术下可以实现的一些方法。设计师也需要与时俱进

不断迭代自己的知识体系，以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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