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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更准确地把握包装设计中的感性信息，提高包装设计的针对性与产品定位的精准性，降

低能耗，促进我国包装工业的发展。方法方法 通过分析感性工学的概念与内涵，采取感性工学中语意差

异分析与阶层类别分析等情感量化的方法进行实验，并以手机包装为例，应用精准化设计的方法，精

确得出图文的种类及其组合方式。结论结论 精准化设计方法是建立在消费者共同认知的基础上的一种

实用技术，据此设计出来的包装可得到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在包装工业的发展和产品市场的推广方面

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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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Precision Design Method with Graphics and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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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grasp the perceptual information in packaging design more accurately，the pertinence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the accuracy of product positioning is enhanced to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ckaging indust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kansei engineering
clearly，the emotion qualification methods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analysis and class category analysis in kansei engineering
are tested. Taking the mobile packaging as an example，the methods of precision design is applied to obtain the graphics
category and their combinations accurately. The methods of precision design are the practical technology，which is based on
the common cognition of consumers. This packaging design can obtain the accept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consumers，
and will play a grea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ckaging industry and market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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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包装设计中，图形和文字是必不可少的，

了解包装图文的类型有助于设计师在设计时作出科

学的选择。图案是一种直观的形象和视觉语言，它在

传播信息、表达思想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含义。图案在

包装上是信息的承载者，它主要有两个功能：（1）告知

包装内容物；（2）增强艺术感染力，强化产品印象[1]。

在包装设计中，图案的主要种类有中国画、水彩画、水

粉画、版画、素描、漫画和卡通画等绘画表现，还有装

饰、摄影、喷绘、转印、拼贴等表现方法。文字是包装

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一个包装可以没有图形，但

不可缺少文字，因为文字是直接传达产品信息的重要

成分[2]。人们日常使用的文字可分为汉字与拉丁文字

两类，它们都来源于各种图形符号，也都分别经过了

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化，最终成为了现代独具特色的文

字体系。如何利用文字进行包装设计是一项重要的

工作，设计师首先要对中西方文字有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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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准化设计的基本原理

1.1 精准化设计的理念解析

精准化设计中的“精”有多种含义：（1）质量精，即不

断追求高质量与高品位的设计；（2）控制精，即能把握设

计中的各个环节与关键控制点；（3）标准精，即细致、明

确地管理设计过程，杜绝漏洞[3]。“准”也有多重解释：

（1）数据准，即能对各控制点实现有效计量，为设计的

管理和分析提供准确的依据；（2）评价准，即严格按照

质量目标，根据设计表现与消费者体验对结果进行精

准评估，以确定项目成败。

精准化设计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用精确准则、精

量标准来描述和表达设计中的各项内容，对各个要素

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与控制，准确地提取各类影响因

子，分析因子间的相互作用与不同比例，巧妙地将其

进行有机整合，提出相关的指标体系。设计师通过准

确细化的数据分析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精准化设

计不仅要取得精益化的成果，还要改进传统的成果应

用方式，用信息化的手段追求效益的最大化[4]，也为后

续设计提供数据储备与参考案例。精准化的设计方

法能带来良好的绩效，是现代企业实现提质降耗、加

快发展的必经之路。

1.2 精准化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

短，其更新换代的速度日益加快，多品种小批量的生

产方式日趋重要。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精神活动

的丰富使人们对产品有了更高的要求，个性化、情感

化、精致化的产品将成为主流[5]。在这种形势下，产品

设计的定位准、质量高、效果好，可满足消费者的需

要，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就必须找到更先进的设计方

法。目前的艺术设计方法是笼统而模糊的，这导致了

市场中充斥着大量定位不准、创意不佳、情感不足、效

果不好的商品。这样不但浪费了资源，也降低了人们

的生活水准，甚至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能否实现设计

工作的精准化已经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精准化设计

必然会得到重视与发展。

2 精准化设计的基本方法

目前全球设计业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对比以

前仅考虑功能性的设计，人们日益重视情感的体现，

越来越青睐人性化的产品。在这种背景下，早在1988

年国际人机工学会议上确立的“感性工学”得到了长

远的发展[6]。感性工学是情感化设计的基本方法，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1 感性工学的发展与应用

感性工学是一种以人为导向的人因工程技术，它

以工程学的方法研究人的感性，将人们的情感进行量

化，再找出该感性量与工学物理量之间的关系，最后

将人的感性与工学技术结合起来进行新产品的开发

和研究，把感性信息转化为具体的形态要素[7]。

在日本及欧美各国的机械和日用品设计中，感

性工学一直担当着重要角色，其产品也在市场中有

着优异的表现。近几年来，我国研究人员也意识到

感性工学的优势与国内对其认识的不足，因此积极

开展了对产品感性因素的研究，促进了现代感性工

学在国内的发展与运用，为中国现代设计提供了更

好的方法与思路。

在感性工学的应用中，语意差异分析法与阶层类

别分析法是最基础、最常用的方法。

2.2 语意差异分析法的原理

早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就开始了心理测量，并

提出了众多心理测量法，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古德

及其同事于1957年提出的语意差异分析法最具影响

力[8]，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测量仪器，应用简单。

语意差异分析法首先在心理学中应用，后来被逐渐运

用到经济学、社会学、设计学等多个领域。

语意差异分析法包含被测评的事物概念、形容

词、受测者这3部分内容[9]。在应用时，把多对类似“漂

亮——丑陋”等含义相反的形容词分别排列在度量表

的两端，并设置奇数的评价等级，如5级或7级。然后

让受测者根据个人感觉在这些对应的量尺上给某个

事物的概念进行评估。最后对量表进行汇总，用数值

的方式来表示人们对某种意象或概念的感觉程度。

2.3 阶层类别分析法的原理

阶层类别分析法又称感性信息分类法、前向定性

推论式感性工学等，这种方法不需牵扯到具体的数学

运算，也不需电脑分析，是所有感性工学方法中最简

单、最普遍、最易操作的一项技术[10]。该方法通过逐层

建立产品的感性结构，然后转化为设计的细节，从而

指导设计工作的进行。

阶层类别分析法需要以团队的方式进行，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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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用户访谈、市场调研、报刊或网络资料收集等方

式来得到项目的各种信息，使团队成员对项目有一定

的了解，然后进行充分的讨论，提出设计要达到的总

体目标，该目标就是0阶产品概念。

考虑到0阶概念的抽象性，团队成员需要通过头

脑风暴等创造方法，发挥想象力，将其转译成较为具

体的多个概念，这就是1阶感性概念。接着再对1阶

的各个概念用同样的方法分别细分为多个感性子概

念。依次向下拆解展开成清晰而有意义的2阶概念、3

阶概念……直至能得到产品设计的详细物理参数[11]。

阶层类比分析法的应用框架见图1，这个从产品策略

到整体设计细节的树状结构就是贯穿阶层类别分析

法的主要脉络。

3 包装图文精准化设计方法的应用

按照感性工学的原理，结合包装装潢设计的程

序，这里以三星S6500手机的销售包装为例进行精准

化设计应用。笔者通过对手机包装概念的逐阶分解，

选出合适的图形和文字，精准地表达出产品的品质属

性与人们的审美特征，满足消费者对包装性能的需

求，使消费者得到感官上的享受。

3.1 包装对象的感性定位

在此阶段，首先要建立一个设计团队，用语意差

异分析法对该手机作感性特征的市场调查，找出潜在

消费者对该手机的主观感觉与期待的形象。通过资

料查阅与消费者访谈等方式，笔者最终得出了10对与

该手机相关的感性词汇，并据此建立了三星S6500手

机消费者认知量化图，见图2。

为了让消费者能够更自由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感

觉，该调查表特意不标明级数，而在统计时才由统计

者标示出来。通过对80名消费者的问卷调查，结合聚

类分析法与因子分析法，可以知道消费者对该手机的

大致认知情况，见图3。

3.2 包装概念的阶层类别分析

根据如图3所示的接近程度提取关于三星S6500

手机“圆润的”、“发展的”、“舒服的”等0阶概念，这些

概念也是在包装设计中要体现的概念，因此设计师需

要找到能体现这些概念的具体图像或文字种类。笔

者运用阶层类别分析法逐阶向下分析，以“圆润的”为

例，其阶层类别分析过程见图4。

图1 阶层类比分析法的应用框架

Fig.1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class category analysis

图2 三星S6500手机消费者认知量化图

Fig.2 Consumers cognitive quantization graph of Samsung S6500

mobile

图3 三星S6500手机的消费者认知

Fig.3 Consumer cognitive graph of Samsung S6500 mobile

图4 “圆润的”阶层类别分析过程

Fig.4 The class category analysis process of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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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所示，“圆润的”概念经过3阶的分解后得

出了“柔和字体”、“圆弧辅助线”、“人”、“手机”、“植

物”这5个具体的设计元素。再以同样的方法对“发展

的”概念经过4阶的分析后，得出了“倾斜线条”、“透视

文字”、“手”、“大小圆点”、“信号线”这5个具体的设计

元素。接着对“舒服的”概念经过3阶分解后，得到

“综艺字体”、“粗细线条”、“视觉空间”、“手机外形”这

4个具体的设计元素。

3.3 包装图文与产品相关度测定

众多设计元素全部设置到一个包装中是不可取

的，设计师需要用语意差异分析法进行测量，以明确

这些设计元素和手机给人的感觉的相关度，并确定最

终使用的设计元素。笔者所在团队首先设计了三星

S6500手机包装元素的相关度测量问卷，见表1。

设计好问卷后，选定50名消费者作为调查对象，

其中男性32名，女性18名，年龄都在20~35岁。其中

7名调查对象具有与设计相关的专业背景，均为男性，

年龄为25~30岁；12名调查对象是具有管理和市场营

销背景的客户代表，年龄在25~35岁；其他实际操作人

员31名。通过调查、回收问卷，并对数据进行统计，本

设计团队得到三星S6500手机包装元素的相关度统

计，见表2。

由表2中的数据可知每种设计元素与手机相关度

的大小，这些精确的数据告诉设计师在设计中该优先

考虑哪些元素。

3.4 包装图文的最终选择结果

在设计包装时，设计团队把相关度在5.0以下的

元素舍去，同时合并表意接近的元素，最终确定该包

装用“粗细搭配的弧形手机轮廓线”、“柔和透视的

综艺字体”、“姿态感强的手”这3个元素作为手机包装

的图文元素。

设计团队成功地通过运用感性工学中阶层类别

分析法和语意差异分析法实现了包装图文的精准化

选择与设计。这种方法的应用建立在消费者调查的

基础上，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在设计实践中

值得大力推广与应用。

4 结语

感性工学与感性精准化设计相结合是现代设计

发展中的尝试与创新，包装图文的精准化是其中一种

具体的应用，通过语意差异分析与阶层类别分析等情

感量化的技术，设计师可以比较准确地得出包装图文

的种类及其组合方式。包装图文的精准化设计方法

是符合现代设计发展的一种先进方法，在今后的研究

与应用中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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