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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

现代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

胡志刚，马宇飞

（陕西科技大学，西安 710021）

摘要：以性别差异影响消费行为为启示，分析了两性在各层面的差异以及消费者需求对设计走向的影响，论述了性

别差异化设计对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帮助。在此基础上，对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在今后的发展方向加以展

望，并提出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要素，以期为今后的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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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pired by the gender differentiation affecting consumer behavior, it analyz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aspect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consumer demand on the design direction, and discussed the important help to enhance

enterprises′competitiveness by gender differences packaging design. On this basis, it not only have an outlook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ckaging design, but also put forward the elements of gender

differences packaging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future reference and help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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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包装设计是产品设计中一个特殊而且涉及面广的分

类，既是消费者对产品最外部特征的第一印象，也是

设计情感语言表达的重要部分，是产品能否抓住消费

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今社会，商品已经逐渐由“生

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的走向和发展趋势，产品包装作

为影响消费者观感的第一要素，更在这种转变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对包装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也显得尤为重要。

1 产品包装设计性别差异化的出现

工业设计战略及策略的拟订是随着消费群体目

标的变化而变化的[1]。由于男女生理和心理在各方面

的差别，会使他们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判断，对同

一现象有着不同的理解。性别差异化设计便是应不

同性别消费者需求而出现的，通过研究不同性别人群

的需求特点，从而专门针对他们设计相应的产品。

1.1 更深层次的追求

人类发展与产品之间的和谐，从设计产生之初

就一直被思考并被设计师不断实践。现代生活中，

产品已经不只是工业化大生产所造就的用于解决人

们生活需求的事物，也体现了设计者的情感与追求，

被赋予了美好的内涵。同时，产品也是消费者审美

情趣的体现，表达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另

一方面，包装设计不仅只是包装本身，而是其使用周

期的全部内容的整合，已经具有了超越其自身的涵

义。现代包装设计已经不单以包装产品为目的，还

是企业对自身文化的展现，其能够提供给消费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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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丰富的使用体验。

1.2 消费者的主导地位和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现代市场经济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

变，让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直接影响了设计的走向和

发展。包装作为产品外部形象最直接的表达，是消费

者对品牌最直观的了解，在产品的销售和品牌认知度

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很大

的帮助。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针对两性差异对包装

给予不同的诠释，除了考虑市场经济和企业效益之

外，更加从细节上考虑不同性别消费者的使用和心理

需求，这是设计人性化的体现。

1.3 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的必要性

现代包装设计产生性别差异化包括多方面的因

素，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性别差异化包装

设计的发展。

1）生理差异。男性和女性不管是生理构造、身体

各部分机能，还是形体的尺寸、比例都有明显的差异，

根据科学家对美国成年男女的调查[2]，男女身体各部

分的平均尺寸都有明显不同，见图 1。以手部尺寸为

例，在设计一些可以抓握的产品包装时，就要注意到

两性的这些差别。

2）心理差异。男性和女性的心理活动有很大不

同，对情感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以消费心理为例，见

表 1。一般来说，女性的消费心理比男性显得更加丰

富、复杂、细腻，影响因素也更多[3]。

3）历史和社会原因。作为弱势群体，女性一直渴

望主权与平等。随着妇女的解放，她们的思想获得了

巨大进步，地位上升，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迎合女性

渴望平等自由的心理的设计不断出现；同时，男性消

费意识的觉醒也影响着包装设计的性别化区分。另

一方面，男性与女性在对社会的认知方面也有明显的

不同，社会主流的审美意识对他们的评价也不相同。

因此，男女间的性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两性之间生

理和心理的差别，会导致他们在喜好、习惯、审美和诉

求方面的不同，而这种男女差异的普遍存在，使包装

设计的性别化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2 性别差异化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性别差异化设计是应不同性别消费者需求而出

现的，是专门针对男性和女性的设计，现代包装设计

不乏对性别差异化的关注和研究，从中也可以发现一

些规律。

2.1 性别差异化包装的分类

包装在生活中发挥着很大作用，但多数人对包装

的理解都较为片面，认为它只是产品的附属品。其

实，包装也是构成产品的重要部分，很多时候包装的

好坏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包装涵盖的范

围也很广，关于包装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目前按照

性别差异进行区分的包装可以分为3类。

1）只能为某一性别所使用的特定产品的包装设

计。这一类型的产品往往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在这种

产品的包装设计就不用过多地去考虑另一性别的审

美喜好，只要重点关注“本性别”消费者的喜好和需

要。比如，内衣的包装设计会突出女性的柔美和性

感；剃须刀的包装设计则简单明了，色彩硬朗。

图1 美国男女手部平均尺寸比较

Fig.1 Average hand size comparison of men & women in USA

表1 男女消费者不同心理

Tab.1 Different consumer mentality of different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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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并不只能为某一性别所使用，但是针对某一性

别为卖点的产品包装设计。此类设计虽然在销售之

前就定义了产品可能会吸引的人群，但是仍然不能太

偏重于某一性别而忽视了潜在的消费者，这类产品包

装应该以协调两者的中性为主流，增加比如图案或色

彩的附加属性去吸引特定性别的消费者，这样既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方向，又不会直接左

右他们的选择。

3）本身就具有性别特征的产品包装设计。以香水

来说，针对不同性别消费者设计的产品包装有很大的

不同。女性香水的包装设计大都可爱小巧，色彩活泼，

曲线优美，晶莹剔透，强调潮流与时尚，表现出女性的

高雅、浪漫、柔情；而男性香水的包装设计颜色沉稳，富

有科技感，追求自然和质感，体现出男性的阳刚。

2.2 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的发展

纵观包装历史，其形态一直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

发展[4]，虽然包装会受到不同时期材料、技术和社会文

化的影响，但是包装设计始终体现着人类对美的追

求，这种追求一直受到男女有别的审美观的影响而呈

现出性别的差异化。

从消费者的需求和设计本身的发展来看，性别差

异化的包装设计也是有必要的，性别差异化和对美的

不同认知会导致不同性别消费者对包装的不同理解，

也造就了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的不断发展。

现有的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给人很多的启发，但

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产品包装设计在性别差异化的

表现上并不完善，很多设计者也并未意识到这种具有

性别方向性的包装设计能为产品带来的巨大潜力。

好的包装设计不但可以更好地体现企业文化，增加消

费者对品牌形象的认可，更能够为企业和品牌增加附

加值。值得一提的是，设计者一定要明确不是所有的

包装设计都需要加以性别的区分，在追求人性化、情

感化设计的同时，切不可一味地追求性别差异化而弄

巧成拙。

今后，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的发展应该是多元化

的，需要结合产品品牌定位、企业文化表达、社会文化

发展及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等多种因素，会更加注重细

节，对消费人群的年龄、职业、社会阶层等进行进一步

细分。同时，也会更加注重设计的文化象征性和视觉

表现性，并且在不同的产品包装设计领域必然有不同

的发展，整体更加趋向简洁、符号化和非一次性。

3 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可行性原则

男女两性对于产品的理解和偏好的巨大差别，使

得包装的性别差异化设计成为设计者不得不考虑的

问题。在实际的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并且

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保证设计的正确方向。为更好

适应不同性别人群的消费需求以及设计出适宜产品，

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急需引入一些固定的参考原则，

笔者在结合现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些需要

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原则，以供参考。

3.1 色彩喜好

男性与女性对于色彩的喜好不同，对于同一颜色

的感受也不同，男性对于色彩联想较为具体，女性则

更丰富和抽象，见表 2。有艺术家说过，“色彩是视觉

表2 色彩的联想与性别差异图[6]

Tab.2 Different gender associations of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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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响亮的语言[5]”，可见，色彩作为最直观的设计元素

之一，在包装设计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合理的用

色能够直观地将包装加以性征。当然也会有很多性

征并不明显的“中性色”，如黑、白、灰，这就需要设计

者根据相应的情况合理地进行设计。

3.2 风格造型

风格造型是包装设计整体风格的表现，不同性别

消费者对风格造型的喜好有着明显差异，见表 3。对

这些喜好进行分析，才能够帮助设计师更好地把握设

计方向。

3.3 材质感受

包装设计中，材料的运用也会对品牌形象产生重

要影响。木质材料会让人产生朴实、自然、亲切之感；

金属材质会赋予产品时代感和科技感；针织材料会让

人觉得柔和亲近。男性更喜欢金属、木制品或者皮革

制品，女性则喜欢纸制品和针织物。设计者可以根据

不同产品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3.4 用户体验

用户的感受永远是设计者要明确的首要问题，因

此，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在为产品提升价值的同时，

也不能失去其自身的功能性，需要满足包装的基本属

性。如结实好拿、方便开启、使用起来方便、舒适。作

为新型的包装设计，再使用性和装饰价值也应被列入

考虑范畴。

3.5 社会准则

目前的设计大多出于商业的考虑而忽视对社会道

德和公益性的考虑，从而导致设计对人文关怀和公益

环保方面的欠缺。无论是何种设计，社会道德准则都

是设计者要考虑的因素，包装设计更是如此。在以性

别差异化设计为消费者服务、为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

应当注重绿色环保、循环利用、简化结构、降低成本，以

艺术的张力让设计在生活中提醒人们规范自己的行

为，培养其环保意识。同时关注两性差异化，发挥设计

作为文化艺术在生活中的导向作用。

3.6 审美原则

无论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以什么方式和元素组

合，都应该以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为前提，不可为了

标新立异而使设计不能为主流人群所接受，感性和理

性都是需要在设计中考虑的问题[7]。性别差异化包装

设计除了遵循理性的标准之外，还要考虑到大众的心

理，不能偏重理性而忽略了人们内心的期望和情感上

的需求，也不能一味地追求主观的情感和性别的差异

化而导致包装失去其本身最基本的属性和功能。

4 结语

包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产品精神在外部

最直观的表达，它鲜明的识别度是留给消费者深刻印

象的首要保证，包装设计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也

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

的市场和众多企业的竞争，对消费群体进行合理科学

划分的性别差异化设计是很有研究价值的[8]。性别差

异化包装不但体现了设计对人性的关怀，还能使消费

者产生共鸣，使产品更具人性化和亲切感，更能够强

化品牌形象，提升品牌文化的影响力。就像GE公司

总裁韦尔奇说的：“文化是永远无法替代的竞争因

素”。性别差异化包装设计将在竞争激烈的现代消费

市场中，给企业和品牌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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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成了一种符号，代表乡下的、纯朴的、新鲜的事

物，它不仅把竹子的香气传进了米饭中，而且是天然

的，具有可信任的魅力。

3 结语

任何行为都离不开某种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同

样也离不开其中蕴涵着的民族精神[8]。包装要发挥积

极的功能作用，提升商品的竞争力，并向世界传递民

族文化，就需要认真思考民族文化和包装的关系。从

分析中日包装设计的差异，可以给人们启示：一要熟

悉并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不盲目摹仿别人的文化；

二要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挖掘和深化，实现民族文化与

包装设计的融合和创新；三要适当吸收外来文化，不

断创新。只有这样才会像日本包装设计一样，既继承

并发扬了民族优秀文化，又与世界和时代相融合，走

出一条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包装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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