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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性别差异对香水包装设计的影响。方法方法 根据男性与女性消费者的生理和心理差

异，从无机形和有机形两方面展开了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以及形态模仿的分析。结论结论 性别差异在香

水包装设计中普遍存在，在无机形方面可以通过显著的色彩差异及立体差异进行表现，而在有机形方

面则可以模仿自然或人工事物进行区分表现。运用不同方法分析香水包装设计中的性别差异，有利

于设计师把握设计趋势，从而设计出满足性别差异化设计需要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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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fume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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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gender differences on perfume packaging desig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consumers in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analyzing of color

composition，cube composition and form imitation is performed in terms of both organic form and inorganic form.

Conclusi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fume packaging design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significant color difference and

cube difference in term of inorganic form，while it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imitating natural or artificial objects in term of

organic form.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to analyze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fume packaging design is helpful for designers to

grasp the design trend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gender-different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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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的商品已经逐渐由“生产导向”转变为

“消费导向”，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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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转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如何把握不同消费群体的购买动机和购买需求，是商家

也是设计师所关注的问题[2]。对于本身涉及明显性别

差异的产品，其包装设计也需要考虑如何满足消费者

由生理及心理差异所产生的不同消费需求，通过针对

性的包装设计来实现吸引消费者眼球和提升消费者

满意度的目的。以香水包装设计为例，通过形态种类

的不同从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以及形态模仿方面探讨

性别差异在包装设计中的体现。香水具有的审美特

性和文化象征性决定了香水容器造型的奇妙个性[3]。香

水已经不仅是女性爱美的象征，如今也成为男士魅力的

展现。性别差异分析能够让设计师更科学地对待包

装中所要解决的男女性别差异的问题，让产品更具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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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契合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1 形态的分类

形态分为无机形和有机形两类。无机形即平时

所说的几何形、不规则形、抽象形，是有机形具体形象

的概括；有机形即具象形，贵在生命性，是具体形象的

生动表现。如果按照无机形和有机形的设计形式来

看，在女性香水包装设计中有机形的较多，在男性香

水包装设计中无机形的较多。从消费心理的性别差

异导致的认知差异来看，首先，在感知觉方面，男性的

空间知觉能力、知觉速度和正确性优于女性，而女性

对细节的知觉能力则优于男性；其次，在记忆方面，女

性多采用形象识记，男性则较多地采用意识识记；再

次，在思维差异方面，女性倾向于形象思维，男性则更

善于抽象思维与概括逻辑意义[4]。这表明女性较喜爱

有生命形态的或者是具象形的香水包装，而男性会较

理性地注意到几何形、抽象形的香水包装。

2 无机形中的性别差异

无机形可以看作是运用简单的点、线、面、体的形

态，是一种抽象的几何形态，是对有机形具体形象的

抽象概括。女性香水包装中的无机形形态通常抽象

为圆、椭圆等较为圆润的形状。而男性香水包装中的

无机形形态通常抽象为方形、方体等较为严肃、稳重

的形态。在无机形形态的案例中，主要从色彩构成和

立体构成两方面分析男女香水包装的差异。

2.1 色彩构成方面的分析

色彩构成即将两种以上的色彩，根据不同的目

的，按照一定原则，重新组合搭配，在相互作用下构成

新的色彩关系。不同性别的人对色彩的感受是不同

的。歌德曾说过“色彩对于人的心灵有一种作用，它

能够刺激感觉，唤起那些使人激动、使人痛苦或使人

快乐的情绪。”

香水包装的色彩差异见图1。在香水包装中，女

性香水包装90%以上使用透明或者半透明的材质。

由于从幼儿时期的趋向性性别教育，以及成长中更多

的性别差异诱导，因此女性化设计更多偏向于明度

高、纯度高、暖色调的色彩，在无彩色的黑、白、灰使用

中，较多运用白色，如巴宝莉香水，见图1a，其包装设

计体现了女性温柔、恬静、娇媚等特点，也与女性的感

性心理相呼应。在色彩运用上较多使用渐变的方式，

如安娜苏香水的包装，见图1b；在色彩搭配上，较多运

用相似色，有的为了抓住视线、增强对比则使用互补

色。大约50%的男性香水包装与女性香水包装一样

使用透明或半透明包装，较多利用物体本身的固有

色，从而体现出厚重感。由于大部分男性有着阳刚、

粗犷、严谨等特点以及较理性的思维方式，因此男性

化设计过程中更多偏向于使用明度低、纯度低、冷色调

的色彩[5]，在无彩色的黑、白、灰中，较多运用黑色与灰

色[6]。在色彩运用方式上，较多采用零度对比的方法，

以无彩色的黑色与有彩色的搭配较多，例如浪凡香水

的包装，见图1c；另外还有无彩色的直接搭配，例如巴

宝莉香水的黑白灰搭配，见图1d，虽然没有色相变化，

但搭配效果大方、稳重、高雅且富有现代感。

2.2 立体构成方面的分析

立体构成是二维平面形象进入三维立体空间的构

成表现，它与平面构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立体构成

是三维实体形态与空间形态的构成，结构上须符合力

学的要求。立体构成形态的基本要素有点、线、面、体。

在立体构成中，“点”是相对较小且集中的立体形

态，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认为点是圆形的，但点其实是

以多种形式出现的，可以是一个字或一个具象形态，

也可以是任意的一个抽象形态[7]；“线”是相对较细长

的立体形态，是构成体的一部分，也是体的边缘表现，

线从形态上分为直线和曲线两大类；“面”是由无数的

点的集合和线的移动构成的，面有几何形、自由形和

偶然形之分；“体”是点、线、面的综合体现，有明显的

外形、位置和量感。

点在香水包装设计中，一般是作为点缀性出现的，

例如一款产品的主题性文字，另外还有在瓶顶部利用

圆形的点状设计，最具代表性的是迪奥香水，见图2。

图1 香水包装的色彩差异

Fig.1 Color differences in perfume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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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在女性香水的包装设计中，不论是立体线条做

成的造型设计，还是构成整体的线，大部分都是用柔美

的曲线表现的。曲线是优美、温和的代言人，它代表了

人类自由的意志和精神。与直线不同，曲线往往更注

重表现生命力的自由奔放，流畅、圆润、柔和、妩媚的特

征使它所体现出的情绪更加生动和富有变化[8]。在男

性香水的包装设计中，通常使用刚劲有力的直线，不论

是平行线还是垂直线的运用，都体现出一种阳刚、韧

性。直线与直线交错构成的棱角，给人一种坚实、强而

有力的感觉。直线可精准地表现男性刚劲的特征。

面和体在女性香水的包装设计中，表现为以曲线

的一个顶点为基点来旋转而得到的曲面，以及由这些

不同曲度的曲面构成的体，诠释出女性特有的性格特

征，例如女性化的巴宝莉香水，见图3a。在男性香水

的包装设计中，由直线平移而得到的切面，以及由切

面构成的几何形体，给人稳重、厚重、端庄的感觉，例

如男性化的巴宝莉香水，见图3b。

对案例样本的归纳整理中，通过情侣款香水包装在

色彩设计上的差异表现，以及通过构成形式的不同表现

分为两类，见图4。纵观全图，女性的包装色彩偏向明度

高、纯度高，运用白色及透明包装较多；男性的包装色彩

明度低、纯度低，运用黑色及不透明包装较多。

3 有机形中的性别差异

有机形即具象形，香水包装为了吸引不同的消费

者，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让产品更具魅力，在设计上较

多采用具象形的设计。将有机形的香水包装设计根

据形态模仿方式的不同分为仿自然形态设计和仿人

工形态设计。

3.1 仿自然形态设计

仿生设计运用到香水包装中，就使产品具有了生

命，它们一旦有了生命，也就有了生气，有了生机，有

了思想，有了意蕴[9]。

女性香水包装设计中的仿自然形态设计较多。女

性喜欢有灵性的、感性的、唯美的事物，喜欢纯洁、细

腻、宁静的事物。自然界孕育着万事万物，并赋予了它

们美的形态，因此设计时可用自然界中美丽的事物作

为设计形态来吸引女性的目光。在仿自然香水包装设

计中，女性的设计有女性形体、花朵、水滴、蝴蝶、孔雀、

叶子、月亮等[10]，这些都能够让人联想到美丽的事物。

女性形体是女性天然美的表达方式，最能诠释女性的

柔美，例如让·保罗和原宿娃娃香水的包装设计，分别

见图5a和图5b。花朵在女性香水包装设计中是运用得

最多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中也总是以鲜花来比喻美丽

的女性，例如CK香水的包装，见图5c。水滴的寓意是

女性的纯净、白皙以及晶莹剔透的内心。蝴蝶和孔雀

都是自然动物中具备外形美、色彩美的物种，常用来比

喻女性，如安娜苏香水的包装，见图5d。

在男性香水包装设计中，仿自然设计较少，在案

例中只有男性形体和水滴形态，男性形体特征明显，

能够体现男性的魅力，如让·保罗香水的包装，见图

5e。水滴是从运动中的男性出发的，运动的男性以汗

滴为魅力，如宝格丽香水的包装，见图5f。

男性香水包装设计中没有过多地使用仿自然形

图2 迪奥香水

Fig.2 Dior perfume

图3 巴宝莉香水

Fig.3 Burberry perfume

图4 色彩构成与立体构成的性别差异表现

Fig.4 Gender difference performance of color composition and

cube composition

图5 仿自然形态的香水包装设计

Fig.5 Natural form imitation in perfume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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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设计这为香水包装设计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问题，也

指出一个新的解决思路。自然界万千事物，有的性情

温柔，有的性格刚烈，设计师可以寻找符合男性特征

的事物形态来进行设计，从而为香水包装设计注入新

鲜血液，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3.2 仿人工形态设计

女性香水包装中运用仿人工形态设计的较少，一

般为手提包、口红、蝴蝶结、心形等形态，都是女性生

活中经常使用的物品形态。手提包是大部分女性出

门必备的物品之一，有的女性对手提包的喜爱达到了

疯狂的地步。口红是女性的代表，是美妆的物品之

一。蝴蝶结可算得上是淑女的标签。心形可以是爱

心，也可以是浓浓的爱意，是情侣间示爱的形状，女性

也喜欢用心形来展示自身的魅力。

仿人工形态在男性香水包装设计中运用较多，有

啤酒瓶、可乐瓶、领带、哑铃、打火机等形态，这些形态

正是男性生活细节的体现。男性的生活形式比较单

一，仿人工形态能够更准确地体现男性特征，也能较

准确地定位男性。

4 结语

从无机形和有机形角度分析香水包装设计中的

性别差异，通过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的差异分析了无

机形表现形式的包装，再通过形态模仿的差异分析了

有机形表现形式的包装。色彩的合理利用与人感性

心理的契合是包装设计中甚为重要的。点、线、面、体

的不同运用，对包装设计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同时也

带给消费者不同的视觉感受。有机形态的多样运用

可生动灵活地表现出包装设计的趣味性，引起消费者

的注意，从而激发购买欲望。在对产品包装进行附加

的创新性设计时，设计师不能忽略产品本身的使用功

能，将使用功能和美化功能同时达到最大化的设计才

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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