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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获取产品包装附加价值的角度出发，讨论网购包装获取附加价值的非物质化设计的策

略。方法方法 分析网购形式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将一般产品包装与网购包装的附加价值设计点进行了对

比研究，得到了符合网购包装特殊价值属性的设计策略。结论结论 结合互联网购物的现实环境和物联网

的应用基础，为网购包装寻找现实可行的拓展附加价值的设计方法，低碳环保的非物质化功能性设计

策略为网购包装提供最具价值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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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ditional value of goods packaging，discuss the non-materials design

strategy of online shopping packaging to acquire added value. It analyzed the impact of online shopping on packaging

design，studied the design point of added value of general merchandise packaging compared with online shopping，in order

to draw the design strategy in line with online shopping packaging special value attributes.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environment of online shopping and application base of Internet of things，look for realistic and feasible design methods of

added value for online shopping packaging. Low-carbon environmental dematerialized functional design strategies provide

the most valuable ideas for the online shopping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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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的购物方式开始发

生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为网络购物的出现与风

靡。这给传统包装提出了新的要求，大量的网购包

装带来的是各种全新的功能需求，尤其是它潜在的

价值属性——附加价值的需求。包装必须与信息技

术结合，方能使附加价值得以实现。这里拟对物联

网背景下网购包装附加价值的非物质化设计加以探

索，以期推进新型包装的设计与发展，使网购包装适

应时代的变革。

1 包装附加值的转变

1.1 传统包装设计的附加价值

在包装业的发展历程中，包装与产品间形成了一

种微妙的功能递进关系，包装成为产品使用价值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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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与延续，它先后经历了从基础保护、承装到展示、营

销等功能的演变[1]。商品社会中的包装开始具备更富

有市场意义的商业推广与文化传承的功能，特色鲜明

的产品包装被赋予了大量的符号象征意义，它们从视

觉艺术审美与企业文化推广等多个角度增加了产品

的附加价值。

目前，产品包装的硬性销售推广功能与软性产品

文化价值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潜在设计要素，但其承

载物的实现方式仍停留在传统的物质层面。随着物

联网的发展，传统包装因购物方式的变化开始逐渐转

型。新的购物模式所依托的信息技术，无论是在包装

的基础功能方面，还是在包装价值的实现方式与手段

上，均出现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呼唤着新型包装

附加价值的产生[2]。

1.2 网购包装设计的附加价值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从诞生之初发

展到今天，虽然只有短短十余年，但其对人类生活方

式的改变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

象。在现代社会，新产品通过网络推出，新技术通过

网络问世，新商业模式由网络电商完成，这些都预示

着商品高度信息化的物联网购物时代已经到来[3]。

1990年施乐公司网络可乐贩售机的推出开创了信息

时代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先河，使消费者首次体验到网

络购物带来的便利，普通商品由此获得了一个与线下

市场同样便捷的网络消费平台。

在网络购物产品大量产出的同时，如何对线上产

品包装设计进行创新，拓展包装附加价值，成为大量

包装设计师反思与探索的核心内容。在反复探讨与

试验后，网购包装的附加价值已初现雏形。

1）网购包装具有鲜明的实用价值，相比线下包装

拥有更稳定的承装与保护性能。在拆开即废的“快餐

包装时代”，网购包装基础功能所要求的稳固耐用意

味着该包装可以进行再利用设计，这必将成为网购包

装最具潜力的附加价值点之一。NIKE Air跑鞋的网

购包装见图1（图片摘自The Dieline网站），设计成了

真空气囊的形式，堪称功能极致与装潢极简的网购包

装设计经典。这种气囊式包装设计突出了稳固耐用

的物流特征，只保留了货号文字信息，所有视觉装潢

设计均被置于网站。

2）产品包装作为一种融合了生活艺术、企业价值、

商品文化和民族风俗的流行语言综合体，在网购大潮

到来之时，已将其全部物质表现形式进行了数字化并

搬上互联网，形成了数字化的虚拟包装设计。数字虚

拟包装在代替了传统包装中货架展示、产品信息传递

等内容的同时，更强调包装的保护性、安全性、防伪性

等功能[4]。在货柜展示和包装广告竞争日益激烈的体

育用品市场，NIKE公司很早便开始了产品包装网络化

的方案，它将线下包装无法传达给用户的自由体育、时

尚体育、科技体育等优秀产品精神，通过网络数字化的

产品包装一一展现，率先实现了网络销售包装的附加

价值拓展，见图2（图片摘自NIKE中国官方网站）。

3）网购包装在视觉展示和商品信息推广上的网

络数字化，契合了网购时代数字媒体精准营销的先进

商业模式。用数字化的在线包装设计抢占互联网信

息流量焦点，为网购产品带来的潜在商业广告价值是

传统“货柜包装”无法比拟的。传统包装通常借助货

柜展示和实体包装装饰来推介产品，然而随着现代社

会商品的技术、功能、媒介、视觉表现的日益复杂，货

柜和展台已无法满足全部产品的有效说明展示。在

互联网端，通过数字化多媒体形式进行展开，以图片

海报、演示视频、交互动画等全方位手段设计的数字

化包装，正以突飞猛进的态势抢占着现代产品包装的

全新附加价值制高点。

4）互联网购物得以迅速发展，信息时代下技术的

飞跃是其坚实后盾，新技术带来的不仅是惠及全民的

新型购物模式，更有融合了物流商品信息的全新智能

化包装概念[5]。通过对智能化包装的初期探索，已经

证明了其在物流管理和商品监控等方面的价值，智能

化包装的研发，也将是信息时代包装的最大附加价值

的获取空间之一。随着FRID芯片在大众商品运输中

的应用日渐成熟，物流数字化管理逐渐成为网购包装

中最具价值的功能拓展领域。

面对网络消费的异军突起，种类众多的线上产品

图1 NIKE Air跑鞋的网购

包装

Fig.1 Online shopping

packaging for NIKE

Air running shoes

图2 NIKE公司的数字化网

购包装

Fig.2 NIKE Company′s

digital online shopping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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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输出，网购包装面临巨大变革。如何让线上包装

设计跳出传统包装的功能限制，如何利用信息时代的

技术资源改变包装附加值的“纸面”获取方式，如何将

包装与互联网技术有效结合并以非物质形式充分发

掘包装的附加价值，这些都成为新时代包装设计师与

生产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 包装的非物质化设计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包装成为一种具

有象征意义的综合信息载体，从物质实体和非物质精

神文化两个方面创造出越来越高的商业价值。

2.1 传统包装的非物质化设计

传统包装的价值通常包含物质与非物质两个层

面。在物质层面，传统包装通常以运输、承装、保护等

功能形式实现基础价值；而在非物质层面，则是用包

装广告将产品的综合影响力激发出来，通过包装的设

计审美、潮流解读、企业魅力等方面，满足消费者的精

神需求，塑造品牌形象[6]。优秀包装的背后，通常都有

独特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它以非物质形式向消费

者展示其价值，例如雀巢咖啡包装的快捷便利，可口

可乐红飘带的热烈激情，苹果产品包装的极致纯粹，

这些都成为了产品精神文化的强力延展，见图3（图片

摘自全景网）。拥有独一无二产品文化理念的包装，

最终与平庸产品拉开差距，这是传统包装非物质价值

的主要表现形式。

传统包装的非物质竞争力通常以企业的文化氛

围为依托，通过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影响力，来获取包

装的商业附加价值。这种非物质附加价值的实现，需

借助“物质手法”来完成。不论是视觉效果惊艳的包

装海报，还是材质表现非凡的实体包装，都要借助纸

盒、手提袋等载体来完成艺术表现。“纸面艺术”一旦

离开了物质媒介，就几近废弃。近年来充斥市场的天

价月饼包装，就是价值表现手法物质化的典型案例。

2.2 网购包装的非物质化设计

在网购包装领域，人们甚少关注物流包装里的产

品包装。因为大众在选择网络购物时，就选择了一种

高度关注产品本身的物联网产品，产品相关的信息均

被付诸网络，消费者对网购产品的信息获取方式的特

殊性，决定了网购包装的非物质化设计能够得到实行。

首先，网购包装同样具备传统包装的非物质化设

计点，文化内涵等非物质设计元素在网购中的价值有

增无减。“绝对伏特加”作为一款别具文化意味的著名

酒品牌，从产品设计之初就开启了在线数字化包装设

计的概念，将自由、年轻、纯粹等酒文化融入到在线媒

体包装里，消费者甚至可以通过在线绘画的方式定制

个性化的装饰设计，还能以数字存储的方式永久保留

私人包装。这些包装设计的表现方式是传统货柜包

装远不能及的，价值差异可见一斑。

其次，网购包装附加价值的表现手法与实现方式

也是非物质的。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的增长，网络媒

体广告的影响逐渐扩大，制造商开始将实体包装数字

化并置于网络，抢占优势视觉点的重任已从实体包装

广告转向在线数字端广告。

最后，在物联网时代背景下，网购包装的智能化

功能拓展也是非物质的。附加功能拓展一直是绿色、

低碳包装的设计目标，这种目标在物联网技术环境下

几近实现，数字化物流管理、智能化包装等都将成为

网购包装的全新功能领域。

3 网购包装附加值的非物质化设计趋势

3.1 网购包装的设计新趋势

据《人民日报》报道，“双十一”走了，快递来了。

有人说“天猫双十一购物节”这几天，大家“不是在拆

包裹，就是在等待拆包裹”。一次网络购物的盛宴，同

时也是一次对自然环境的摧残。如何用互联网技术

实现包装附加值的拓展，为网购包装的设计混乱与结

构繁冗提出可行的设计方案，这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大众网络消费行为日益频繁，以网络平台为

主要销售途径的“专属”包装设计亟待产生，这种网购

“专属包装”的新设计趋势表现为以下几点。

1）网络购物是现代商业社会中相对廉价的购物

方式，消费者更关注产品质量而非包装的实体装饰，

网购包装与线下包装的设计区分势在必行。网购作

图3 具备优秀文化内涵的经典商品

Fig.3 Classic products with excellent cultural connotation

孙光晨等：网购包装获取附加价值的非物质化设计 129



包 装 工 程 2015年1月

为主流消费行为的重要构成，制造商在生产商品之初

就应当考虑到部分产品的“网购属性”。有了网购商

品的特别定位，包装设计的目的就会更加准确，从而

合理规避了不必要的包装设计成本。

2）网购产品外包装存在信息识别设计混乱的问

题，商品信息数字化是解决物流包装设计障碍的方

法。目前网购包装多以塑料袋、瓦楞纸和塑胶带为主

要材料，将产品层层包裹，难以辨识物流信息[7]，顾客

只有在打开包装后才知道所递为何物。如果将包装

产品的物流状况和产品属性等信息数字化管理，再对

包装盒（袋）上的颜色、文字、标记进行标准化再设计，

就能更好地管理商品信息，构建数字化的高效包装管

理体系。

3）网购包装设计需要明确“功能至上”的原则。

“功能”是与线下包装侧重“促销推广”、“信息展示”等

特征相对而言，网购包装更注重商品的安全性和实用

价值。Omni Clip鞋包装设计，见图4（图片摘自2013

年A′ Design Award获奖作品），是购物包装功能化的

典型设计案例。设计师将包装的支撑、缓冲模块设计

成架式结构，购买者拆开外包装后能将内包装作为鞋

架继续使用，延续了包装的使用生命周期。

3.2 物联网技术带来的包装设计信息化趋势

从目前网购包装设计的现实情况看，面对新型购

物方式的到来，生产厂家和设计师普遍缺乏心理准备

和应对措施，以传统包装充当网购包装，因此出现了

包装不规范和过度包装等问题。新型的高效网购包

装设计模式亟待产生，须针对现有网购包装的运输安

全保障、成本节约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行再设计[8]。

基于网购包装的多样性，这里拟对最具代表性的网购

饮料包装和网购食品包装就其设计思路提供3点建

议：（1）以智能化包装理论[9]为基础，强调包装设计中

对网络资源的应用与交流，形成拥有物流管理与展示

交互功能的包装物联网平台，实现技术支持下的包装

附加值最大化；（2）在网购产品的包装设计方案里，将

包装的文化软实力通过互联网信息的方式向用户推

送，不仅能跳出局限于“纸面”的物化包装形式，更契

合了信息时代数字媒体精准营销的商业概念，是实现

包装附加价值非物质化的最佳途径；（3）网购包装领

域中，普遍存在产地信息混乱、广告宣传虚假、储存运

输隐患、售后纠纷等突出问题，只有通过对物流包装

的系统化再设计和可靠的在线包装信息管理，才能为

消费者最大限度地提升包装的安全性。

4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成熟应用，智能化包装设

计的应用与推广日益趋于现实，这种非物质形式的功

能拓展与包装优化，在物联网信息技术时代下其价值

魅力已初现端倪。智能化网购包装设计通过精准的

商品信息输出，增强了企业的营销效率，拓展了市场，

实现了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对于消费者来说，额外的

在线服务项目既使商品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又能

获取更好的消费体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以非

物质的物联网技术增强产品质量，同时提升了企业核

心竞争力。智能化包装设计优化了社会大众的生活

质量，杜绝了过度包装，降低了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

实现了全社会各方共赢的和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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