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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品牌设计的手段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方法方法 通过对网络营销趋势和

营销大数据的分析，在叙事性理论的支撑下，阐述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创新案例，提出对农产品品牌名

称、包装设计的叙事性构建方法。结论结论 在探讨构成品牌要素的基础上，提出叙事性理论在农产品品

牌构建中的作用与价值。通过探讨大数据对农产品品牌的作用，提出基于叙事的农产品品牌体系与

模型，以期对农产品的形象树立及品牌营销有所裨益。

关键词：大数据；叙事性理论；农产品；品牌构建；文脉；包装设计；讲故事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6）02-0005-04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the Narrative Theor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LUO Tao1，ZHANG Peng2

（1. Guangdong Industry Technical College，Guangzhou 510300，China；2.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60，China）

ABSTRACT：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 value is enhanced by means of data analysis and brand desig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network marketing trend and marketing big data，itputs forward a new method of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 name and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theory.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elements of the brand，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the st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 is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large data 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the brand system and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narrative is put forward to be beneficial for the image building and brand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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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数据

分析发现，农产品的销售越来越追求个性化和独特的

品牌文化。通过讲故事的手段塑造品牌形象，会使农

产品品牌形象显得丰满，从而带动乡土经济的更大发

展。品牌包装是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

1 大数据时代农产品品牌包装的发展现状

1.1 农产品电商的崛起

在当今时代，网络营销手段成为农产品品牌化非

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根据阿里农产品电子商务白皮

书显示，截止至2014年，在阿里平台上，经营农产品的

卖家数量为 76.21 万个，较 2013 年增长了 60.57%。

2014年阿里平台上完成农产品销售额为483.02亿元，

其中淘宝占59.65%，天猫占33.23%，总销售额较2013

年增长了69.83%[1]。从一系列的数据可以看出农产品

从网络电商进化到移动电商，进而取代传统的销售模

式，已经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1.2 农产品品牌包装的低水平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的销售一直处于自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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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的小农经济状态。农产品的销售数量虽然逐年提

高，但由于农业的自然属性和自身特点，长期以来，农

产品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品牌化营销意识，特别是

一些交通不便、位置偏僻的乡村，虽有好的农产品，却

“养在深闺人未识”。

包装是品牌传达的重要途径，目前市面上具有不

少特色的农产品的包装设计有两个趋势——不是过

分讲究奢华，就是过于粗糙，毫无设计可言。 一些农

产品过于追求包装材质的豪华，强调外表的绚丽，消

费者在对包装视觉的惊喜之余，换来的是对产品的极

度失望和反感。另一些农产品则“低调”得过了头，虽

然品质不错，但包装毫无设计感，文字图案杂乱无章，

难以形成品牌视觉冲击力。

1.3 从大数据看消费者对农产品包装的个性化需求

当今时代，信息资源极其丰富，甚至过剩。空洞

的、煽情的农产品营销口号已经很难再引起年轻消费

者的兴趣和关注。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蕴含在农产品

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2014年阿里农产品电子商务

白皮书的数据分析了农产品销售未来发展的趋势，即

从个性化店铺到品牌化卖家的转变——小而美的网店

会继续存在，创新的互联网店铺品牌也将不断崛起。

这些卖家面对的消费者会透过农产品消费中的

文化符号（如包装、品名、品标、色彩、款式等），构建他

们内心对品牌的认同感与自我满足感；消费者更加感

性化，除追求物质属性这一理性需要外，还追求其个

性、情感和体验方面的需要[2]。在河南农业大学对北

京、郑州和上海城市居民购买新疆库尔勒香梨的一次

调查数据中得出结论：品牌是特色农产品形象的标签[3]。

2 叙事性理论与农产品品牌

2.1 叙事性理论与品牌

在海量信息的轰炸下，叙事性理论成为农产品品

牌包装文化构建的有效方法。叙事学理论源于语言

学，在其生成过程中，积淀、交融语言学特质的同时也

转换、耗散掉语言学的部分结构元素和文化内涵，同

时融合了文艺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合理

内核。品牌叙事就是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利用叙事打

造品牌的内涵，是叙事学在品牌传播过程中的运用。

品牌因故事而变得生动且富有意义，品牌叙事中

蕴含着品牌的核心价值，品牌故事是品牌价值观的载

体。如果没有故事内容的支撑，品牌价值观就只是一

句空洞的口号。

2.2 农产品叙事

讲故事与塑品牌有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与其他

类型产品相比较，农产品品牌价值具有以下特点使其

更符合讲故事的逻辑。

1）农产品大部分属于食品，具有天然的安全属

性。随着社会中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消费者更

关注农产品的安全和质量。而一些有机、无污染的农

产品背后，往往可以挖掘出一些美丽的故事。

2）优良的农产品往往产地条件优越，特色的地理

资源是形成农产品品牌差异性及核心竞争力的关

键。优质农业的故乡大都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因此

更应该结合地域特色，讲述文化故事。

3）农产品品牌价值得以实现的动力更多地来自物

质生产背后的人力因素和人文关怀，像“褚橙”、“柳桃”

和“潘苹果”讲述的励志故事，都成了提升农产品品牌

价值的主导因素。特色农产品可以借助励志名人的创

业故事与传奇经历，实现品牌构建与增值目标[4]。

3 农产品品牌名称与包装的叙事性构建

品牌包装是传统的品牌要素，也是影响农产品品

牌形象构建的重要手段[5]。这里主要以包装设计为分

析手段来剖析笔者团队参与的几个案例。

3.1 品牌叙事

品牌的名称是品牌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品牌的核心价值，是一个企业最恒久不变的要素。品

牌的长久发展需要有一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叫得响

的品牌名称。在农产品品牌化构建中，叙事性理论成

为品牌命名的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方法。

按照目前的农产品品牌命名的现象来看，主要有

两种方法。一种是地理名称+商品名称的命名方法。

对于地理上集中的产业而言，品牌代表的是该产业的

区位竞争力，如国内的杭州龙井茶、绍兴黄酒、金华火

腿、北京烤鸭、南京咸水鸭、新疆哈密瓜等[6]。这是一

种通常的命名方法，但缺点是不便于突出商品本身的

个性化特点，在信息过剩的时代，难以形成有效的差

异化的品牌传播。

另一种命名方式以个性化名称+商品名称的方

法，这是一种个性化、差异化的品牌命名方法。80后、

90后作为主流消费群体，他们的主要诉求更加有性

格、标榜独一无二，因此就更加需要品牌的命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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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接受故事的方式。比如台湾的一些农产品品牌，

像掌声谷励、乡土乡亲、游山访茶等，并不直接地诉求

商品的名称，而是将个性文化与商品的叙事特征、生

活方式、美学诉求融于一个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品

牌名称之中，生成有故事的品牌文化。

《担担米》这一大米品牌是由笔者主创的，其命

名就源于农民将一担担稻谷从山沟沟里挑出来，将

来自大地的恩情传达给幸福的享用者 。农民对土地

和食物的态度，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责任，“担当”就

是负责任的意思，讲述品牌在良莠不齐的业界所担

当的责任——使用天然无污染的溪水浇灌，用牛粪

养田，完全依靠自然的养分滋养成长。《担担米》品牌

故事见图1。

笔者团队设计的另外两个品牌是从地域性的文

化角度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大米《回粮家》的命名源

于歌曲“回娘家”，陕北一带有六月六回娘家的习俗，

河南也有此习俗，与收麦打场的季节相联系。将“娘”

和“粮”进行了一种谐音置换，消费者读起来朗朗上

口，同时将回娘家时路过的收麦打场的场景联系在一

起。另外一个粗粮衍生品品牌《出粮》产于广东，“出

粮”是粤语口语常用的词语，意思是“发工资”。粮票

是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那时

候，必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将两者结合进行画面

的创意，“出粮”饼干让人联想到以前使用的粮票，具

有文化个性特征。

3.2 包装叙事

农产品包装是品牌文化输出的终端。而现有的

包装设计大多数在图形、色彩、文字、材质等方面进行

考虑。叙事性要求包装向环保化、特色化方向发展。

这既顺应了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绿色农产品需

求变化的趋势，又提高了农产品的价值，提升了品牌

形象[7]。在大数据时代，更应该充分考虑将叙事性原

则融入农产品的生态包装设计，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

方面。

3.2.1 材料与工艺

我国幅员辽阔，农产品的地域性也比较强。不同

的地域有大量当地的材料。这些乡土材料运用在农

产品的包装上，不仅材料易得、成本低廉，也更加突出

当地特色，成为很好的地域性叙事的素材。

《一谷一世》是一款专为贫困地区设计的大米环

保包装，使用再生防水纸包装，制作为水壶状，一方面

可以延长保质期，另一方面大米用完以后还可以当成

水壶使用。《一谷一世》包装设计见图2。《担担米》包装

材料使用最原始的米袋，选用纯白的棉布，用触感的

温暖特性传递大米的温度，见图3。

3.2.2 造型与结构

包装的造型是牢牢抓住消费者眼球的一个重要

元素。农产品的包装可从当地的历史故事、风土名

胜、文物古迹，甚至生活用品中寻找造型灵感，形成独

特的包装造型元素。

潮汕工夫茶即潮汕茶道，是中国古老的汉族茶

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茶道，笔者团队设计的《瓷心》

潮汕茶包装结构源于潮汕地区古建筑形式——客家

围龙屋，将以围龙屋为造型的潮汕功夫茶具和茶饼

制作为礼品装，“壶小乾坤大，茶薄人情厚”，浓浓的

茶香滋润和安抚着人们的心灵。《瓷心》茶叶包装设

计见图4。

包装的结构和造型往往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的，好的包装结构本身就会形成具有强烈视觉观感的

造型。农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生鲜类产品，在包装结

构上需要考虑到运输、交通、保鲜等问题，包装结构如

果能结合功能，巧妙地处理造型，适当地运用材料，就

可以很好地阐释品牌的故事。

3.2.3 视觉与图形

更多的农产品由于考虑到生产、包装、储运、销售

等一系列环节，仍然采用较为常见的纸质、塑料、利乐

和金属等作为包装材料。这就需要在传统的文字、色

图1 《担担米》品牌故事

Fig.1 "Dandan Rice" brand

story

图2 《一谷一世》包装设计

Fig.2 "Yi Gu Yi Shi"

packaging design

图3 《担担米》包装设计

Fig.3 "Dandan Rice"

packaging design

图4 《瓷心》茶叶包装设计

Fig.4 "Ci Xin" tea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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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形等视觉元素的设计方面讲述品牌故事。因为

地域农产品是特定地域自然和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

产物，所以包装的视觉元素应服务于品牌故事的内

涵，深化品牌的个性，用适当的艺术表现手段来表现

叙事的主题。

包装中文字的书写，可结合叙事的特点使用不同

的字体配合。例如，一些讲述传统文化故事的农产品

包装可选择书法或艺术字体，显示其独特个性。视觉

图形可采用多种方式，譬如线描式、插图式、色块式、

图片式等一些视觉冲击力强的表现方式来叙述品牌

的故事，表现方式的选择因故事的讲述方式不同而各异[8]。

而包装的色彩也可以在整体品牌形象的规范指引下，采用

浓郁的装饰色彩、淡雅清新的色调、高贵华丽的专色

等讲述不同的品牌故事。譬如绿色常常是农产品的

首选颜色，当人们触及果品或商标时，绿色使人联想

到新鲜的果蔬和鲜嫩的叶子[9]。

插图式的品牌表现形式，如《回粮家》米包装，由

老农、陕北婆姨、稻穗、阳光组成。金灿灿的稻田背景

下，笑容满面的老农背着沉甸甸的稻穗奔走在布满阳

光的田野上；陕北婆姨的笑容更因为丰收而绽放，仿

佛刚从“回娘家”的歌声场景中走来。包装视觉以陕

北农民画的形式表现，象征着浓厚的地域特色。《回

粮家》包装设计见图5。《出粮》是一系列粗粮开发的衍

生食品包装，整体包装秉着环保、复古的概念，以米黄

色牛皮纸为主，以粮票为表现形式。粮票状的单色油

印花纹运用传统元素，切合了粗粮的主题。《出粮》包

装设计见图6。

4 结语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品牌的要素涵盖了线上与线

下的诸多元素，承载品牌文化的包装也由平面转向了

立体，在这种全方位、多元化的品牌推广渠道的影响

下，叙事化的品牌包装营销也随之在传统和现代媒体

之前互相穿插呼应。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只有通过个

性化、差异化的全方位品牌构建，农产品文化故事的

主题才会深深地植入人心，农业品牌的形象才会更加

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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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回粮家》包装设计

Fig.5 "Hui Liang Jia"

packaging design

图6 《出粮》包装设计

Fig.6 "Chu Liang"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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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多样”的设计方法。Aol 公司是互联网服务供应

商，其可以为客户提供多种多样的设计方案和服务，

为体现出“多样性”这一特征，Aol公司的标志由一系

列多种多样但是局部又统一的多种图案构成（如金

鱼、竖起的手指、云、漩涡、线条、彩色几何图形等），

虽然这些图案元素看起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

是图案中间都标有白色无饰线体"Aol. "字样，从而将

这一系列的图形统一到了一起，充分印证了“局部统

一，形态多样”的设计理念[14]。

3 结语

统一与多样并存的多形态标志是现代平面设计

发展的新趋势，它打破了传统标志设计理念和设计思

维的束缚，呈现出传统标志设计所无法比拟的延展

性、适应性、互动性以及灵活性等特性，为当代设计师

的平面创作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创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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