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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now a trend to do one’s part to retard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by changing some daily habits. The issue of overusing plastic

bags has been gett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ecently, so almost all the countries are promoting the use of environment protective

bags. Therefore we must ensure that all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ve bags are produced through the low carbon emission process. So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if the production precess is reach the low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

effective carbon reducing program. Material, production, usage and recycling because the four factors are the crucial elements of

correct production of environmetnt protective bags. I start ed my research from improving the influence of Life cycle to accomplish

the goal of designing long lasting production. And the low carbom emission practice is the origin of long lasting product. My

research is focus on the experiment and discussion of low carbon emission. Take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ve bags for example, adopt polyeste to be the main part of the material to make environment protective bags, and use

Material cycle、Energy use、Toxic emissions Assessment Matrix to reach the requirement of low carbon emission and beginning of

long lasting product. I adopt delphi methodand interview experts to analysi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design and produce energy

conserve and low carbon emission produce.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ve bags should be carefully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to

enhance its value and reduce the damage to ou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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