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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以感性工学的方法，分析包装设计中的感性因素，了解用户通过产品包装对商品的心理

感知和需求。方法方法 以实际应用的角度，分析感性工学的原理和技术在包装设计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结论结论 在包装设计的流程中，运用感性工学的手段和模型，可以为企业和设计师设计出符合用户感性

需要的产品包装提供参考，提升设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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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Kansei Engineering，it analyzes the kansei factors in packaging design，understands th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and needs of users for commodities.It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inciple and
technique of Kansei Engine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ual application.In the process of packaging design，using the
methods and model of Kansei Engineering，it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 and designer that can design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for customers to improve the desig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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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分化，在产品开发模

式上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日益盛行。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技术、认知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

的交叉和融合，催生了一些新的学科门类，感性工学

就是其中的一种。感性工学为企业和设计师了解消

费者的需要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产品开发提供了新的

设计利器。对于作为产品设计延伸的包装设计而言，

感性工学的研究方法也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1 感性工学的概念和应用

感性工学是一种将顾客的需求和感觉转化为产

品设计的技术，及将消费者心中的形象表现成具体产

品的技术[1]。马自达汽车株式会社的三本健一社长在

1986年的一次会议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术语——

感性工学。他提出了“汽车促进创造文化”，并开始利

用“感性工学”的方法进行乘用车的内部设计，符合乘

坐者情感诉求的需要。长町三生在20世纪70年代建

立了“情感工学”学科，开展了相关研究，并于1988年

开始将“情感工学”更名为“感性工学”，后又经过十多

年的持续研究，在人体工程学的第十届国际大会上发

布了相关成果，赢得了业界的更多关注[2]。据其研究，

感性工学可以定义为：量化呈现人们对事物或产品所

具有的感性的一种技术，并探索不同的设计元素分别

符合人们什么样的感性[3]。

时至今日，感性工学已广泛应用于日本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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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从汽车的外观和内饰设计，再到室内装潢和家具

设计、产品外观与色彩设计，以及服装设计等相关的

各设计领域[4]。在产品包装设计方面，对感性工学的

运用虽有涉及，但相对于产品设计多方面、多角度和

多层次的感性工学的运用和研究来说，只能算是一些

初步尝试。产品包装作为市场化特征明显的立体化

以及和大众密切相关的一种设计形式，顾客的需求和

感受无疑是设计师进行具体设计的一个依据，而感性

工学则为设计师了解顾客感性需求和视觉转换提供

了一个可量化、科学和系统性的设计工具。

2 包装设计中的感性因素

包装既能传递产品信息和保护产品，也便于产品

的运输和使用，更有提升商品附加值和促销的功能。

包装设计不仅体现了产品自身特征，也反映了一个企

业的品牌理念和消费者心理，包装是消费者感知和认

识产品的桥梁，是产品与消费者沟通的手段，它会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顾客的消费行为。在商品极其丰富

的今天，大多时候包装与商品已成为一体。现代卖场

里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和包装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人的感官信息会在观察不同商品包装的过程中

发生不同的情感变化，这样实际上就赋予了原本客观

的商品一定的感性意义。

在消费者通过包装感知产品的过程中，人的知觉

和情绪会影响受众的消费行为[5]。知觉是指通过人的

五感对物产生的认知与感受。在包装被消费者感知

的感性因素中，视觉和触觉起着首要作用，嗅觉、味觉

和听觉也会影响受众对包装的感知。包装作为消费

者认识产品的桥梁，需要传递给受众感性和理性两类

信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重需求。包装的风格、色彩、

质感决定了受众对产品的档次和个性产生感性认知，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而包装上的

产品产地、使用方法、功效和生产材料等则影响着消

费者对产品的理性认知，有助于消费者对产品进行更

深入的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是一系列的心理

变化过程，从感觉到知觉，从记忆到联想，再从印象到

情感，是一个动态和递进的过程[6]。

在消费者接触商品的过程中，包装设计中的感性

因素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企业和设计师团队在包

装开发过程中，不应该以主观性的设计概念为主导，

而应多了解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特别是使用者的心

理感受情况，从而来影响受众的消费决策[7]。当今社

会已是一个消费感性化的时代，在满足功能性的条件

下，应更注重研究消费者对包装的感性体验，以此为

基础的设计便会有活力，同时也会赢得市场。

3 感性工学应用于包装设计的方法和手段

既然消费者对产品包装的感性认知如此重要，那

应该如何去认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应该如何获得消

费者对商品包装的这种感性认知信息，另外又怎么能

把感性这种如此抽象的东西进行精确量化，从而为包

装设计提供相对准确的参考信息？感性工学为人们

构建了一座桥梁，便于设计师和企业了解消费者的感

性需求。

包装也是产品的延伸，甚至有些包装本身就是产

品，和产品是一体的。感性工学以现代工学发展的成

就为基础，以科学的手段收集受众的各种感性，并将

其量化，然后通过电脑技术的统计与分析构建模型，

指明哪种设计要素对应于消费者的哪种感性心理。

以此为参照，设计师和企业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以

消费者和使用者的定量化的感性需求为出发点，并与

包装设计的材料、形式、色彩等要素相对应，就能将消

费者的感性需求转换成包装设计的关键要素，从而设

计出符合消费者感觉期望值的包装形式。

长町三生把感性工学的研究方法划分为3个，分

别是顺向式感性工学、逆向式感性工学和双向转译的

混成系统。顺向式感性工学的研究方法是从感性信

息到信息处理系统，再到设计要素的流程；逆向式感

性工学的研究方法是从感性诊断到信息处理系统，再

到设计提案的流程；整合前面的两种感性工学信息处

理转译系统，就形成一个可双向转译的混成系统[8]。3

种系统可独立运用，也可相辅相成，为企业和设计师

提供精确的用户感性需求的设计参考。

以在顺向式感性工学系统中建立包装设计程序

为例，来说明顺向式感性工学系统的操作流程：首先，

要定义包装设计域，收集感性词汇；其次，收集产品包

装样本，采用语义差分量表评价产品包装样本；再次，

对包装的感性语汇要素进行分析，建立感性语汇数据

库；然后，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数据，建立知识库，以

及建立设计方案与色彩库；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该

类型包装设计的支持软件，后续再对该感性工学系统

进行测试和修正[9]。具体而言，将任意一种感性工学

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包装设计时，其应用于包装设计中

的方法和手段基本可以概况为以下4个方面。

1）相对精确地选择消费者的感性诉求。对于感性

词汇的精确选择是感性工学运用于包装设计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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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消费市场千差万别，不同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

需求，因此通过前期的调研来进行定位是很重要的。

在调研过程中，一般可以让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根据产

品包装的实物或照片来选择相应的感性词汇进行评

价，在评价完成后再采取主流的统计分析方法和软件

进行分析，筛选出代表消费者感性诉求的感性词汇。

2）将消费者的感性诉求转化为设计要素。在上

一步的包装感性词汇的确定及评价的基础上，再来发

掘和确定包装设计要素。针对目标设计对象，进行同

类型产品包装共性和个性的对比，并通过专家访谈和

文献查阅等方式，利用图示化的方法分类，列出各设

计要素，再用主次因素分析法继续分类，提取重点设

计要素，以此为基础进行产品的包装设计。

3）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智能模型。将消费者的感

性印象数字化，从而转化为可以衡量的工学尺度，是

感性工学的核心技术之一。包装设计环节中的设计

要素和消费者对包装的意象感知之间的关系构建是

一种智能模型。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比如神经网

络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构建数字模型，分析消费者对

包装要素的感知关系，提炼出可供实际应用的设计参

数，为产品和包装设计师提供设计参考。

4）周期性调整智能模型，更新感性数据。感性工

学的感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类型的产品包装的感

性工学系统构建起来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随着

时代、社会环境、时尚、潮流和消费者的口味变化而进

行相应的调整。根据不同的行业性质，每隔1到3年

要对其感性数据库进行扩充和更新，这样才能在包装

的设计开发上符合消费者的最新感性需求[10]。

另外，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除了以上提到

的感性工学的研究手段，很多高科技手段也被引入了

感性工学中，大数据时代的很多技术手段也被广泛运

用到感性工学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中，感性工学是一个

动态发展的过程。

4 感性工学应用于包装设计的现状和趋势

感性工学不仅已广泛运用于日本的不同行业，也

在韩国、德国、瑞典、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的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领域都有着一些

相关的研究和应用，中国近十几年来在感性工学的研

究应用上也有所涉及。感性工学是以人的感觉和感

知为研究出发点，它非常适合运用在与人们日常生活

相关的设计中。在给人使用的产品设计方面有着最

广泛的研究和应用，特别是在以汽车产业和电子电器

为代表的工业设计方面有着大量成功的商业案例，比

如日本的马自达、丰田、本田汽车和松下、富士、三洋

等电子，美国的福特汽车，韩国的现代汽车、三星电子

和LG电子，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等。

在包装设计方面，感性工学在化妆品包装设计中

有着一些成功应用的案例。例如日本资生堂的产品

包装设计、日本玫丽盼美发护发用品的包装设计，以

及德国妮维雅的美妆产品的包装等。另外，感性工学

在矿泉水瓶身、咖啡罐、啤酒罐和牛奶罐等不同包装

设计中也有一些成功的应用。以日本玫丽盼公司为

例，感性工学研究专家长町三生亲自指导和参与玫丽

盼旗下的Deesse′s的洗发香波和护发产品的包装设

计[11]，运用感性工学的手段对产品包装的概念、材料、

色彩和形状进行了很多新的改进，研发设计出的系列

新产品一上市就受到追捧，产品不仅被年轻人接受，

而且在老年人中也很流行，为玫丽盼公司赢得了巨大

的商业利润，建立在了解消费者的感知心理和消费行

为上的感性工学系统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

5 结语

人们处在一个科技变革的年代，设计和设计研究

当随时代而变。未来对人的感觉的科学研究会越来

越深入。感性工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交叉性学科，已有

近40年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包装设计的过程中，应

用这种系统性的研究和设计方法是具有可行性的。

将感性工学的技术和手段应用于包装设计的开发中，

以消费者的感性体验为依据，以受众的感性数据模型

为参照，结合工学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成就来进行

包装的设计开发，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且能提升设

计的效能。近年来，在产品设计等方面也有高校和机

构对感性工学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及应用，但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不够，设计师完全可以充分借鉴和

利用感性工学系统为我国设计行业的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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