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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寻求水果礼品包装设计的创新性策略。方法方法 调研当今市场上水果礼品包装的弊病，结

合实例明确水果礼品包装设计的新方向，探索创意型水果礼品包装的市场可行性。结论结论 水果礼品包

装设计应该以生态理念为依据，从品牌标识、功能结构、外观形制、文化内涵等方面体现创意构想，展

现新型水果礼品包装设计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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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eek the innovative tactics of fruit gift packaging.Disadvantages of fruit gift packaging are
research on the market today，combined with the new direction of explicit examples of fruit gift packaging design，the
market feasibility of creative fruit gift packaging is explored.Design of a fruit gift packag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idea as a basis，the embodiment of creative idea from the brand logo，packaging structure，appearance，cultural
connotation etc，to show the unique charm of new fruit gift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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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与资讯

近些年来，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美容护肤、

营养饮食等话题早已渗透人们的生活圈，绿色食品更

是深受消费者的追捧。细数自然界的诸多美味，种类

繁多的水果可谓是纯天然美食，特别是那些营养价值

高的“奇珍异果”，更是经常被人们作为送礼之首选。

然而，水果在备受青睐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

局面——缺少科学合理的礼品包装。在市场经济不

断向纵深推进、生态理念渐渐深入人心的今天，水果

礼品包装设计该如何创新已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

的新课题。

1 水果礼品包装的现状与设计趋势

水果是有生命的事物，品种多样，各具特色，需要

与气候和水土条件相适应。很多水果的生长培育甚

至只适应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常常被冠以区域性商

标，如新疆阿克苏苹果、河北泊头鸭梨、江西赣南脐

橙、四川成都龙泉驿水蜜桃、湖南石门柑橘等。这些

水果通常被作为“伴手礼”消费，无论是特产水果，还

是普通水果，一般都需要进行适当的包装。包装作为

水果生产与消费对接的一个重要环节，必然要求做到

美观且符合大众需求。然而，自水果市场发展以来，

无论是销售还是运输，其包装多以“裸装”的形式流通

于市场，即便市场上出现了水果胶筐或瓦楞纸箱包

装，但在装卸、运输过程中还是难免造成或多或少的

损伤。据市场调查，不少消费者抱怨在摊位甚至超市

购买的水果大多用塑料袋散装或者纸箱进行包装，不

仅不便于携带，而且纸箱拆封后还常见劣质或坏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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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送礼实在有些难为情。事实上，在许多消费者

看来，购买水果时，不但要选择高质量的水果，而且还

要选择美观体面同时又经济实惠的包装。

礼品是承载个人信息的载体，礼品文化是本土生

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生态伦理是礼品设计的

终极追求[1]。水果礼品包装设计同样需要与生态环境

相协调，坚持环保理念，简化包装，使包装回归原生态

的自然属性，在保证包装具有易于携带、便于食用等

基本功能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水果的保鲜和品质。一

方面要减少水果受损度，另一方面应分析各类水果的

不同特性，对水果礼品包装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良设

计。考虑水果礼品包装的可回收利用，力求将运输包

装与销售包装相结合，以“无声广告”的形式进入大众

视野，使水果礼品包装真正做到以生态设计为准则，

以大众化需求为出发点，最终达到促进销售的目的。

2 水果礼品包装设计的方法与技巧

近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水果礼品包装

设计也进入不断创新的阶段。广泛调研水果市场以及

水果包装的种种弊端，深入分析购买者的消费心理，透

彻领悟可持续设计的核心要义，以生态理念为指导进

行创意构思，为水果包装设计不断注入新鲜的活力，是

当前及未来水果礼品包装设计的原则与方法。

2.1 明确包装的品牌标识

包装设计的基本功能就是识别，通过产品的商标

和名称判断产品品牌和产品功能属性特征，在琳琅满

目的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塑造独树一帜的品牌形象[2]。

每个商品都应该有其品牌，水果也不例外。一个成功的

水果礼品包装设计，需要在消费者心中建立深刻的品

牌认知。每到水果收获时节，不少果农就去批发一些

通用的瓦楞纸箱来打包水果，而包装上缺少或者借用

标志的情况非常普遍。这种模糊和淡化包装品牌意

识的做法，常常导致水果质量与水果包装不匹配，这

样不仅不利于水果的装卸、运输和销售展示，更降低

了消费者对水果的信任度。在水果的礼品包装设计

中，明确水果礼品包装的品牌标识很重要。水果礼品

包装设计，不仅要树立品牌意识，还要强化消费者对

水果品牌的认同感，而系列化设计就是一种很有效的

手段。对于消费者来说，系列化包装设计是具有整体

性视觉化的商品体系，使商品在琳琅满目的包装世界

中首先获得消费者视觉上的接受和认同；对于企业来

说，它优化了产品的多样性、组合性和统一性[3]。“果蔬

时代”系列化包装见图1，该设计对水果系列化包装作

了一个较好的诠释。其标志“果蔬时代”以果蔬产品

实物为原型，整体采用剪影的形式，并辅以活泼的文

字解释。用色上以绿色为主，代表着新鲜和活力，给

人以安全、稳重感。整套系列化包装设计采用一纸成

型的包装结构，集展销于一体，传达了“果蔬时代”有

机果蔬产品的品牌理念，贯穿整个品牌装潢设计，系

列堆叠形成统一、协调的视觉感，更加深了人们对此

果蔬品牌的记忆。

2.2 优化包装的功能结构

水果礼品包装在树立品牌形象的同时，改良包装

结构设计、促进包装结构升级也应该成为包装设计密

切关注的因素。水果包装件在储运过程中受到冲击、

振动、跌落、摇摆、静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

致水果受到摩擦、挤压而出现裂纹、挤扁、散失等破损

现象[4]。为了减少水果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的损耗，

创新水果包装内部结构应该成为当前水果礼品包装

设计的一个重点。目前的很多水果包装设计要么专

为运输，要么专为销售。如果将水果运输包装和销售

包装设计合二为一，在结构上加以缓冲处理，这样就

既可以减少水果从运输包装向销售包装转移的程序

和损伤，还可用于水果的陈列展示，消费者在挑选水

果时更加一目了然。

波兰西红柿包装见图 2（图片 2-6 均摘自 The

Dieline网），它是波兰一款西红柿系列化包装的一部

分，为了打造一组完整的西红柿视觉形象，设计者运

用不同的西红柿图案，通过不断重叠形成一个大型的

“西红柿农场”。采用天然可再生的加厚纸板材料，结

构上对纸箱凸起的四个边角进行三角柱设计，增强了

承载力，形成上下对应的堆码承重结构。并采用分隔

设计，缩小了每箱果品之间的接触面积。这样的缓冲

结构设计，不仅在运输过程中能有效防止因车体颠簸

而造成纸箱压扁或翻倒的状况，还有利于整箱展示销

售，方便购买者察形观色。此外，这组包装还设计了

环保购物袋，可用于自采自摘，采用棉布材料，不仅透

气保鲜，还能再利用，充分展现了一种友好朴实、享受

绿色生活的理念。

2.3 创新包装的外观形制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很多生产商和销售商

利用消费者盲目崇拜奢华的消费心理，尽可能把包装

做得高档漂亮，内装物却不尽如人意。绿色水果并没

有配上“绿色包装”，反倒增加了生产成本。悉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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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蓝设计学院学生设计的“小吃的怪物”水果包装，

见图3，选择橘子、梨子和苹果3种水果来设计，根据每

种水果的形状来设计单个的包装，虽然趣味十足，但

从材料、印刷、结构上来说，多少有“画蛇添足”之嫌，

成本太大，不符合绿色设计的要求。

水果作为礼品馈赠，包装显然不再是单一的果

篮。在低碳理念下，对包装的形制和尺度的设计，应

根据实际需要，遏制“假、大、空”纯形式化的虚伪，剔

除一切不实用的过度雕饰[5]。在水果礼品包装的设计

中要考虑不同材料带给人们视觉、触觉上的不同感

受，突破普通纸箱包装格局，选择更加绿色环保的包

装材料。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在产品设计中减小体

积、精简结构，生产过程中降低消耗，流通环节中降低

成本，在消耗中减少污染和垃圾[6]。泰国优质柚子环

保包装设计，见图4，根据柚子的造型特点设计成葫芦

形，便于携带，它主要以绿色可持续为设计理念，用泰

国当地植物作为封装结构材料，结实耐用且易于分

解，包装简洁大方，富有新意。这样的水果礼品包装

既节省了包装成本，又不失为一种新颖而实在的造型

艺术，颇能吸引消费者。

2.4 深化包装的文化内涵

目前市场上的多数水果包装，要么盲目追求豪

华，要么在纸箱内塞入大量泡沫，或者干脆不分好坏

地进行散装，全无优质水果特色，但若以特产水果之

名送礼就“难登大雅之堂”了。中国是礼仪之邦，但送

礼不见得就要送豪华、送面子，人情味才是送礼的首

选。突出礼品特色，提升文化品味，呈现出“低调的奢

华”，是未来礼品包装的发展趋势。去异存同，寻求礼

品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是激起人们共同的情感，

产生共鸣的一种方式[7]。水果礼品包装的设计除了要

直观地展现出水果特征外，还应适当地融入文化元

素。在文化积淀的过程中，很多水果被赋予了特定的

内涵，比如苹果意味平安、石榴象征多子、桃代表长寿

等都可以作为特殊的文化元素为水果包装设计提供

创意灵感。

马来西亚一款橘子礼品包装，以“创造更大的收

获”为主题设计，见图5。为什么要以胡萝卜造型作为

橘子的包装？这是因为2011年为兔年，设计者根据兔

子吃胡萝卜的习性，将橘子叠合分装在一个胡萝卜形

状的网纱袋里，而橘子作为中国春节的象征性语言之

一，有送“黄金”的寓意，包装中还附有祝福卡片，祝愿

受礼者新的一年丰收盈利。这款橘子礼品包装设计

理念颇具特色，饱含文化意蕴，材料虽然为普通网纱

袋，但与造型、色彩的搭配恰到好处，使橘子特征毫无

保留地展现在消费者眼前，该创意包装简单但意蕴不

简单，礼物轻盈但足够真诚。

2.5 加强包装的气氛渲染

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不断地转变着人们的消费

观念，越来越多的消费讲究“氛围”，“吃”不再是食物

消费的唯一方式，享受过程可能更为重要。在这样一

种消费新观念的引导下，类似采草莓的“观光果园”逐

渐兴起，吸引着大量的城市居民到城郊乡下果园自采

自摘。于是，将采摘容器直接作为果品包装或与其他

果品组合销售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渲染一种田园野趣

的惬意氛围，用于自带或送礼都是不错的选择。相应

地，在自采销售的水果礼品包装设计上，应加强果品

外包装地域风味、田园风情的气氛渲染，使受礼者充

分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自采购物袋见图6，该设计

是佛罗里达大学毕业生的作品，为帮助果农创造收

入，结合自采自摘的销售形式，采用棉麻布袋的设计，

以尼龙织物为内衬，既防水又环保，布袋上还印有果

品图案及其品牌信息，可作为购物袋使用，在采摘途

中可挎在肩上或交通工具上，方便实用，还能对水果

起到不错的宣传作用。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消费者的共鸣效应，包装设

计要善于通过元素去传递情感诉求，以氛围塑造为核

心，以打动观众为目的，以不同人群的情感诉求为组

织设计元素的方式[8]。氛围在很多时候需要靠人工营

造，放入几片新鲜的果叶，设计一份别致的水果食用

图1 “果蔬时代”系列化包装

Fig.1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of "Fruits & Vegetables Time"

图2 波兰西红柿包装

Fig.2 Packaging of the Poland

tomato

图3 "小吃的怪物"水果包装

Fig.3 Fruit packaging of "Snack

Monsters"

图4 泰国柚子包装

Fig.4 Packaging of Thailand′s

pom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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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或许就能够让人们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情。也

许有人会认为，水果就是吃的，洗一下就行了，还要附

说明？其实不然，比如特产稀有水果，常作为旅游伴

手礼而被购买，除了说明原产地的自然环境、行车路

线以及联系电话之外，特别要说明其地域特色、营养

成分，还应说明如何保鲜，如何食用，什么人群宜少

吃，什么人群应多吃等。水果说明书相当于产品宣传

单，不仅能加深送礼者与受礼者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还能有效宣传水果，对于水果的礼品包装设计可谓是

点睛之笔。

3 水果礼品包装设计的生态性及安全性考量

在人们追求生活情趣和人际交往深入的今天，水

果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水果的品种、口味、营养价

值以及礼品包装的美观度、方便性等都是影响消费者

购买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水果礼品包装的生态性

和安全性也是不容忽略的，只有全方位考虑，才能充

分获得消费者信任。基于生态性考虑，在进行包装设

计时，要将环境与资源运用情况进行分析，实现产品

的功能性、环境性和成本性相协调，以达到最佳的环

境效益与经济效益[9]。水果的礼品包装设计应从生态

理念出发，使其取于自然并用于生活，除了采用天然

环保的包装材料之外，还应尽可能地使水果包装在水

果取出后仍能发挥效用，如盛装生活用具等。一些特

产水果被作为旅游伴手礼送出后，受礼者看到特别的

礼品包装如果还能联想到水果产地的自然环境和风

土人情并加以收藏，那将是水果包装的更高境界。另

外，前面提到的“观光果园”适用于自采销售的形式，

水果礼品包装选择环保材料，使包装以一种无声的方

式宣传果园，让消费者亲自体验水果的生长、收获的

过程，再将浓浓的自然意趣以及采摘者的拳拳情意传

递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生态风味油然而生。

除了生态性，安全性也是水果礼品包装设计考量

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近些年来，人们的自我保护意

识不断增强，如果水果存在安全隐患，作为礼品赠送

而给受礼者造成不良后果，那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情。消费者在购买箱装水果时习惯性地要开箱检查，

那么水果礼品包装就要求透明化，需要适当地采用透

明材料。但市场上出现的透明包装设计多少存在不

合理之处，难免会出现商家在水果中掺杂次品，利用

透明包装或开窗包装做表面文章，欺瞒消费者，毕竟

这一整箱水果即使包装材料再透明也不可能全部看

得见。为了减少这类以劣充优的不正当水果经营，使

水果作为礼品完好地送出，安全性尤为重要，从消费

者普遍关注的食用安全角度介入水果的销售包装的

思路，将会成为水果销售包装设计的新方向[10]。包装

安全性主要应从水果新鲜度方面进行考量，据相关资

料显示，美国的水果经包装保鲜后可增值2.3倍以上，

日本则可增值1.8倍以上，而我国平均只有0.4倍，由

此可见，我国水果包装在保鲜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水果礼品包装设计应当更多地考虑采用透

气无污染材料，进行分装销售，减少因体积过大或过

于笨重所带来的挤压和不便，使水果包装以新鲜、美

观、便利、安全的“容貌”获得消费者的信赖。

4 结语

我国是水果生产与消费大国，水果种类繁多，但

水果销售力与国外相比还远远不够，水果与包装不匹

配的尴尬局面十分普遍。水果包装设计是水果销售

至关重要的环节，在生态理念的指导下，水果礼品包

装设计宜于更多地从田园化、透明化、组合化、精品化

等方面去探索，旨在解决品牌意识模糊、包装过简或

过度、安全性不足等市场问题。当然，水果礼品包装

设计无论怎样升级，最终目的都是要做到保鲜、实用、

美观、经济、环保，实现运输和销售效益的合理化，达

到保护和增值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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