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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资讯化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使用活性系统分析法及工具分析复杂的商业包装设计流程，尝试构建

了通用包装设计流程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了如何改良的建议和想法。根据改良后的概念模型，开发出了一套集知识

管理信息为一体，具有简易操作界面设计的软件工具。利兹大学设计学院的硕士生们，通过对奶酪乳制品进行包装

设计的实践创作对软件进行了测试，测试反馈的结果为完善软件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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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ft systems methods and tool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packaging design process and to produce conceptual

models of the current process and how it might be improved. Using the improved model, a software tool was developed

which held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required in an easily accessible framework. This software was then

tested in a food packaging exercise by MA students at the School of Design in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and their feedback

was used to refine the software tool. Detail of the test results was qualitative in nature and difficult to detail within the

space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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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装产业各领域中由于竞争压力与利润缩水，

企业在回应市场的需求时特别关注消费趋势中华丽

风格的走向，华丽风格不是简单诸元素的相加，华丽

包装设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设计过程中对设

计师设计知识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比如，包装材料、特性和工艺，生产过程与包装技术。

因此，设计师创新或改良设计时，他们应知道什么是

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包装设计的诸多方面要求设

计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和掌握设计需求的知识，

其中包括实践、技术及商业方面的保护性、承载性、

（封装的）兼容性、易用性、生产效率、成本、物流及仓

储等方面

[1]

。一个成熟的包装设计同样要求成功的知

识管理，而成功的知识管理源自对社会、环境、经济及

道德价值观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的综合思考，比如，

社会文化背景、消费者需要或要求、零售环境、生态环

境和全社会认同的生活方式等。

系统的设计信息、知识和方法可以帮助设计师应

对工作中遇到的窘境，尤其在处理绩效与创新关系的

同时弥补经验与技能的不足。本研究目的在于：确定

在包装设计流程中新手与资深设计师所遇到的设计

困难和问题，以及在流程中各阶段采用的解决方法。

在包装设计的方案形成中为了减少潜在的知识缺口，

预先为设计师提供需要的动力支持（设计知识、方法

和工具），帮助设计师顺利展开设计是讨论的要点。

因此，本文试图为包装设计信息化系统构建基于以上

需求的理论模式。

1 文献回顾

1.1知识管理

知识被视为企业所持有的重要无形资产之一，相

应的知识管理经日雕月琢形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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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当前，对于知识信息管理的定义仍存在多种说

法，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还没有明确描述其具体界

限。管理知识信息是在企业内部创造一个激发兴趣

的环境，用以提升知识的创新和转换，“知识管理被视

作最佳的思考路径

[4]

”。目前围绕知识管理领域对其

过程的研究较深入的学者中，莫汀斯与其同事推荐他

们所倾向的模块化管理流程。重点强调几种不同的

知识管理任务的有达芬与普萨克

[5]

，使用了知识产生、

知识登录、知识协作与知识转换四部分，对此领域重

新定义了方法与途径。无独有偶，皮尔森和桑德斯也

推出了相似的知识管理架构。

1.2 设计重用

是一种系统性的设计方法或一套进行实践研究

的探索法，阿曼德与沃雷斯曾使用设计重用法求证新

手设计师与资深设计师在问题求解中对知识管理的

差异。结果表明：在明确必须的设计知识时新手设计

师是最需要帮助的

[6]

。

在实际创作中，借鉴或采纳现有的设计元素去解

决手上的设计难题的方法，受到设计师或设计企业的

广泛欢迎。设计重用或修改先前的设计是要比开始

新的设计来的更加容易、更有把握些

[7]

。“目前，设计重

用的理念得到了细化和延伸，设计流程中的所有产品

都可以看作设计重用的对象，比如，包装造型与版式、

设计要求、设计理论、设计情景与应用、设计解析与范

例、设计评估、设计草图甚至是软件程序等

[7]

”。

1.3 包装设计

通常伴随着复杂的流程开始，多方面的考虑要求

设计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去掌握所需的设计知识

[1]

，

为获得满意的设计必将涉猎设计所需的知识，同时还

要排除种种障碍，其中包括：欠缺激励因素的考虑（经

济利益，遵守法律）；贫乏的战略规划或远景规划；缺

乏内部交流或功能整合；缺少资源—时间或相应的知

识和技能

[8]

。

包装的创新必须尽可能在第一时间探究设计本

源——消费者本人，不仅要让设计兑现物吸引消费者

的眼球使其产生兴趣，更要切身考虑消费者种种需求

[9]

，因此，包装设计作为一种复杂、创新性的过程要求

设计师必须亲自收集包装材料与设计过程中涉及到

的各方面知识，比如在包装生命周期或产品供应链所

涵盖到的各种设计要求。相比较而言，对于包装设计

师来讲，他们更青睐于质的研究，因为他们亲自动手

的同时还可以灵活的展开对不同的设计元素与设计

执行反馈的收集工作

[10]

。

1.4 活性系统分析法

为了分析和更好地理解各种人性因素，活性系统

分析法以一个循环线穿越现实世界与系统世界之间，

建议使用者往返于对现实问题的表述、相关系统的核

心定义、塑造并测试概念模型、比照概念模型与现实情

况进行切实可取的修改之间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切克兰德建议一个简明扼要的人因活动系统的

描述，对于划定一个核心定义是非常必要的，即明确

的叙述研究者由特定的视角审视人在系统中必须做

什么、由谁参与以及谁对其承担责任。

2 研究方法与分析步骤

本研究严格按照活性系统分析法中的 7个阶段，

深入分析包装设计流程中知识管理的困难形势，针对

构建概念模型，明确叙述包装设计知识相应的核心定

义，继而为获取优化的包装设计流程将概念模型在现

实世界与系统世界间进行反复评估和修改。

开始阶段通过问卷方式就具体的包装设计知识

的划定，对商业环境中工作的设计师进行量的调查，

同时也是对先前调查结果的测试。380份问卷通过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英国、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的被

调查者手中，其中有设计师、设计管理人员、设计相关

的专业人员及设计相关的专业销售人员等。反馈的

问卷有102份（27%），其中有效反馈98份，4份无效。

开展案例分析是为了剖析复杂问题的解析流程，

梳理设计过程内外决策者（包括设计、生产与销售）之

间的作用关系，进一步弄清团队协作中的各种设计行

为。案例分析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围绕商业环境下如

何展开团队协作以及在包装设计过程中知识管理的

困难和方法进行广泛地了解。

针对包装设计知识的拓展评估是以可控设计实

践研究来检验前期调研结果的有效性。可控设计实

践研究以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的 28

名四年级学生分组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分析明确的设

计需要（比如设计原理、设计工具、方法、信息需求

等），并通过设计实践验证几种具体的假设，为支持下

一步在商业环境中展开调查。研究中的设计发展与

文字记录经整理分析后，作为基础素材用来组织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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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深度访谈调查的问题。

为获悉商业包装设计知识管理的问题现状，提前

从利益相关人员那里获取准确地数据，研究采用了扎

根理论中的深度访谈方法。访谈中的问题围绕永续

设计、通用设计和感性设计讨论知识管理的困难、问

题和方法。访谈的音频资料经过滤后，有价值的信息

被转化成文字资料并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整理并记

录在案。

研究的第三阶段是在系统世界内制定相关系统

的核心定义来切实描述包装的价值宗旨。

通过分析前阶段得出的包装设计问题解决的背

景资料，为确保核心定义中涵盖所有必要的因素，帮

助确定严谨的定义去解释该系统是什么？该系统旨

在实现什么？由谁参与？采用活性系统分析法中的

CATWOE作为具体标准对前期研究总结出的包装设

计流程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过滤，并重新界定了更为准

确地包装设计流程定义，为下阶段开发概念上的流程

模式提出了基本标准。

包装设计流程：由客户提供给设计师的设计纲要

组成，确实为开发社会、经济、环境与道德议题最佳设

计方案所遵循。

结合CATWOE测评中涉及的包装设计方法，包装

设计研发的基本行为以动词的形式在第五阶段被甄

选出来。

设计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心理过程要求设计

师具有处理多种信息的能力；设计师通常以发散思维

的方式广泛进行设计思考，通过不断地梳理构思，在

逐渐明晰设计要求上产生构想，再将种种构想凝聚在

一起并最终如实地将其表现出来。结合包装设计必

要条件的转化、分析和管理阶段，2个更新版本的设计

流程模式在第六阶段被整理出来。第1个模式再现目

前包装设计的流程，见图1，而第2个模式则是对改进

后的包装设计流程模式做出了解释，见图2。

3 模型的开发与测试

系统详细的信息软件包可以及时为新手设计师

提供方便处理设计知识信息的功能。在CATWOE测

试过程完成后，对包装设计信息化系统进行了准确

地描述，为下阶段开发知识信息系统模型提出基本要

求。

包装设计信息化系统：捕捉、确定和重用详尽、必

要的包装设计知识与使成条件去开发信息软件，在设

计师明确自己需要的设计知识时，此软件能够有效地

帮助设计师拓展自己的设计经验和技能，运用指定的

知识领域及启发式设计准则，在以客户要求为导向的

消费品包装设计中快速提升设计效率。

根据提炼后的系统核心定义，深层次的包装知识

管理信息软件的结构模型被开发出来，见图 3。此概

念模型也可被看作为一系列目的性行为的组合，其目

的就是为了实现核心定义中具体设计要求与完美设

计方案间的转化。在图 3中，一组以结构化形式的动

词最低限度表明了系统中应出现的基本行为。

先前阶段中构建的信息软件在英国利兹大学设

计学院的硕士课程中通过体验式设计创作进行了测

试。硕士生们以团队的形式对奶酪产品展开了包装

设计。对于体验者来说，软件中的所有组成部分成为

重要的包装设计知识，尤其是设计原则部分在设计开

图 1 包装设计流程模式

Fig.1 Current model of packaging design process

图 2 理想的包装设计流程模式

Fig.2 Ideal model of packaging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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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过程中帮助最大。体验者们从多方面对软件进行

了质的测评。来自现实世界的反馈信息经过分析显

示，使用者的提议、研究者对知识数据的收集及设计

理念的部分内容分别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4 结语

本文旨在描述包装设计中采用系统思考法与活

性系统分析法的步骤和两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包

装设计流程中知识管理的问题现状，根据系列调查得

出的核心定义构建包装设计流程的概念模型。

借助前期研究的调查反馈，经过滤、优化并确定

为 2种不同属性的概念模型，第 1个概念模型呈现了

作为现今包装设计流程中最低限度展开的必要行为，

第2个则指出理想模型对设计师减少知识缺口的具体

要求。活性系统分析法被用来研究包装设计流程中

复杂的人性因素，并为进一步开发高效的知识管理软

件提供了2种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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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感情的颜色，“中国红”将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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