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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主要研究消费视域下信息时代纸质读物受到电子数字读物冲击的现象，进而为纸质读物设

计提供关键的消费心理分析及设计方法指导。方法 基于消费心理学和信息传播学，通过对信息社会消

费特征转型的解析，阐述新的消费心理与读物设计的关联，进而提出要把握读者的消费需求和阅读需

求才能迎合读者的消费动机，进而唤醒他们的隐性需求。结论 纸质读物设计要继续成为盛纳知识和传

递信息的容器，需要从阅读信息的接收、阅读体验的提升、流行趋势的引导等诸多方面，开启消费视

域下纸质读物设计的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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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Books Design in Information Society under the Consumpti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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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mainly research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paper books are shocked by electronic digital books in the in-
formation times under the consumption view,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and key consumption analysis and design method guid-
ance for the design of paper books.Based on  the analysis f rom c onsumer psychology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on the 
changes of social consuming characteristics, it exp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psychological and book design then 
raises that seize readers consumer demand and reading demand,can we cater to the readers consuming motivation and awaken 
their potential need. The design of paper books continues to become a container to hold knowledge and convey information,it is 
required to open a reform road of design of paper books under the consumption view from many aspects like receiving of read-
ing information,improving of reading experience and guide of popular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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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被誉为是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时代。

当今任何一种消费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物质消费，这对

传统纸质读物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工业社会向信

息社会的转型周期，远远短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

转型周期，各种读物的消费媒介以及新的市场运作规

律都为纸质读物设计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纸质读

物设计与消费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如何借助现在

的市场，提升其设计内涵，赢得更多的消费者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1   信息时代纸质读物设计的异化现象 

纸质读物的形态一直在演化，如今电子数字出

版比例的攀升，对纸质读物市场份额造成了影响，

让全民的阅读消费方式产生了变化，人与书之间建

立了一种新的沟通渠道，使书籍与人之间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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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话模式，信息不再是从书单向传递给读者，而

是通过读者的参与共同进行信息交流

[1]
。读者在读物

消费上更为理性化。

1.1 全民阅读趋向后现代消费趋势

近年来，多项数据报告指出，我国的出版结构

不断演化，尤其凭借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发展，

电子出版成为图书出版产业链上新的重要环节。

2014 年 7 月 15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 2014 年

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正式发布了《2013—2014 中国

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其中指出，2013 年我国数

字出版全年收入达 2540.35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了

31.25%，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信息时代的全民

阅读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数字出版已经对传统的

纸质出版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了电子阅读的行列中来。2013 年 1 月京东商城就公

布其 2012 年图书销售总额超过 15 亿元，其中电子

书用户已经达到 400 万人

[2]
。

由于数字出版模式的介入，全民阅读呈现出后

现代消费特征，电子书的迅猛发展无疑对传统书籍

的生存造成了强势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纸质出

版就会消亡

[3]
。不同的传播媒介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

需求，数字阅读只是给了信息社会的民众更加多样

化的选择，是对纸质出版的有效补充，两种出版模

式并行发展将长期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纸

质读物的优质化发展。

1.2 纸媒读者注重阅读消费体验

在电子媒介平台充斥的今日，虽然纸质读物受

到了一定冲击，但是数字阅读更注重的是休闲娱乐

和兴趣爱好的满足，流行阅读比经典阅读的比重更

大。在不同类型的杂志中，文化娱乐类杂志的阅读

率最高，达到了 45.9%；其次是家居生活类杂志，阅

读率达到了 39.7%；第三是文学艺术类杂志，阅读率

为 35.0%。财经管理类、学习辅导类、学术科技类和

卡通漫画类阅读率偏低一些

[4]
。读者呈现出了“浅阅

读”的趋势。由于数字阅读的信息容易被遗忘，也

容易对视力造成一定的损伤，纸质读物的消费体验

过程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是数字阅读消费无法

替代的。

阅读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唯一方式，更是一

种消费行为，读者是出版物的消费者，随着消费方

式的改变，读者的阅读不仅仅是满足于纸质读物自

身的内容，更在乎的是阅读过程和阅读感受。

2 信息时代纸质读物设计的消费心理

鉴于上述纸质读物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更需要

了解与读物设计环节有关的消费心理现象，从而更

好地提升纸质读物的设计品质，满足读者与市场的

新需求。

2.1 探究深层需要

消费需求是一种由生理或心理缺乏而引起的某

种需要，表现出类似紧张的心理状态。消费者对读

物的需求是解除心理的不平衡现象，是对信息的渴

求。这样的需要更多的是偏向内隐。消费者行为与

习惯迥异，有些读者对畅销读物总是主动体验；有

些读者对经典读物情有独钟。通常消费者可以明确

表达自己的显性需求，然而很难引起消费者情感上

的满足，因此高级的个性化读物设计才能够做到“这

就是消费者想要的”的深层需要。另外，消费方式

的更新带来消费需要的转化。消费者购买纸质读物

的渠道增多，不再局限于去实体书店体验。以往狭

窄被动的购买方式逐渐受到网络信息的冲击，变为

主动选择的消费方式。例如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

收集相关信息，而在大多数互联网信息上，都会展

现读物的封底、封面设计及主要的目录页。读物设

计就是要造就信息完美传达的气场

[5]
，因此将来的纸

质出版物也将走向按需生产之路，是对读者深层需

求的发掘。

2.2 关注购买动机

在普适的消费心理学中认为，消费动机存在感

性的冲动动机，但引导消费最稳定、最强烈的动机

是购买主导动机。于读物设计而言，纸质读物的消

费还存在一定量的空间，因为我国国民对单本电子

书的价格承受能力仍然较低，超过 32.9%的成年国民

只能接受 5 元及以下的电子书价格，能够接受 6 元

以上电子书价格的成年国民比例不足 7.4%，短期之

内将国民对电子阅读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还不太可

能，但读者购买正规出版的纸质读物的消费动机还

是值得去把握的。

消费过程中，设计师需要分析消费者关乎购买的

行为和活动。电子读物的阅读是非线性的阅读，往往

是为了满足眼前需求的一种快速消费。纸质读物则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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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长效性，重复购买的读者群始终是纸质读物的忠实

消费者，多数消费者在阅读过数字读物后，仍然会再

次购买纸质读物。目前消费者愈发注重读物的装帧设

计、附加物的新颖，同时追求其收藏性。设计师必须

关注他们购买动机中求新、求美的情感因素，这种购

买动机对读物给自己带来的阅读体验非常明确。

2.3 增强设计说服力

首先，消费者态度是对产品和服务的态度，是决

定读者是否购买纸质读物的关键因素，设计师需要通

过增强设计说服力让读者产生肯定的消费态度。信息

时代的读物设计不再是设计师自我意愿的表达，设计

师在进行具体设计时，能够实现对书籍整体内涵的深

层次理解，将有助于把握书籍的框架命脉，需要重视

读者对书籍装帧风格的认知和理解

[6]
。不少读者会选

择网络平台，先行了解读物的外观和内页。可见，利

用互联网设置对读物设计的考评，能够及时给设计师

和出版单位提供良好的反馈。

其次，影响读者态度的因素很多，分析测量

读者对读物设计的态度以及多元化、细分化的市

场，才能为读物设计提供相对科学的依据。例如

男性读者更加理性，重视读物的内容；女性读者

相对感性，重视读物的外观质感，因此增强纸质

读物设计的说服力必须针对所面对的消费群体，

才能发现设计重点。由此可见，书本信息传递是

理性的并不存在情感化因素，但在受众选择阅读

某一本书或决定是否继续阅读时，情感化的因素

直接影响其行为抉择

[7]
。

总之，纸质读物消费周期逐渐缩短，新型消费

需求日益激增，读者更加重视读物设计中的情感化

认同。在设计开发过程中，往往通过再版的方式保

持或扩大一些畅销读物的市场占有率，增加读物的

销售量。实际上需要通过市场调研分析，在保有原

内容的前提下，进行与时俱进的设计开发，以提升

设计附加值和说服力，增添更多的激励因素，以产

生多次购买的行为。

3 信息时代纸质读物设计的深化构想

伴随信息时代读者消费心理的变化，纸质读物的

设计理念不应局限在传统读物装帧的范畴之内，应该

从阅读信息的接收、阅读体验的提升、流行趋势的引

导等诸多方面开启纸质读物设计的变革之路。

3.1 构建信息对流模式

设计师是嫁接作者和读者之间信息传播的桥

梁，不能一味地追求设计的唯美性，因为优秀的信

息传播模式还需要具备 5 个标准，即呈现性、整体

性、超陈性、启发性和实用性。而目前读物设计形

成的传播模式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更多的还是

侧重内容的传播，读者作为其接收者，他们在接受

信息传播时必然作出选择。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读

者对信息的接收和反馈要求设计师改变读物设计的

思维，这要求读物设计包含诸多设计元素，各种元

素相互交融从而传达整体气息

[8]
，设计师需要宏观把

控作者撰写的内容，通过适度的文字、图形、色彩，

编排成符合读者需要的产物。《朱熹榜书千字文》见

图 1（图片摘自《敬人书籍设计》），从书籍材质的选

取到图文的编排都渗透出千字文的气息，木质的外

包装，宽版的构图，未见任何多余的图形，仅仅使

用汉字的编排，配以明度不同的深浅组合后，视觉

流程舒畅了然，千字文的内涵也呼之欲出。在外包

装上独具匠心，只有主体的文字是直接可以识别的，

其他辅助的文字则是以镜像木板模印的方式展现。

整体设计充分把握了千字文的书卷气息，有效地向

读者传递了该书的文化内涵。

图 1 《朱熹榜书千字文》

Fig.1 ＂Zhu Xi Bang shu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设计需要全面正确地理解读物内容，在设计的

过程中有效编码，才能使形式与内容相符合。信息

对流中，传受双方必须具备共同的意义空间

[9]
，设计

师将欲传达的编码信息和读者解码信息融汇，达到

对流共通的目的。阅读是一个持久连贯的行为，因

此设计师在编码的过程中应对读物整体进行有效设

定，由此帮助读者接收到信息，快速进行信息的解

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对读物内容和形式的完

整了解，可以让读物的设计功能发挥到极致。

3.2 延伸多维物化形态

恰当的版面是对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进行有意



·46·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5 月

义的编排，使读物的设计能够满足最基本的读者体

验。然而，消费视域下信息社会的阅读方式不局限

于视觉感官的体验，各种多维物化形态设计是读物

设计的实验性变革。概念书也像概念车一样不再是

设计展的宠物，可以充分调动视觉、听觉、嗅觉、

味觉、触觉等多重感官。这种体验共同作用于读者

的阅读过程，自然也在改变阅读方式，改变读物信

息传播的途径和效率。

数字阅读最大的优势在于与读者之间的交互

性，这也是纸质读物形态变更的催化剂。近年来，

在儿童读物领域，尤其是学龄前儿童读物中，各

种翻翻书、洞洞书大受家长读者的欢迎。这些特

殊形态的读物可以让儿童不再被动地认知，在边

玩边学中更容易解码信息，锻炼五感，以及强化

手指动作的协同灵活性。儿童读物的多维物化形

态的火热，只是纸媒读物新设计思维体现的一角，

当设计师将读物作为一种途径，为了让读者拥有

更多的感官体验，并且能够以自然和谐的方式去

体验阅读，还需要更多地改变形态、材质、装订

方式、翻阅方式等，不断刺激读者的各种体验，

进而影响人们的消费心理。

读物设计语言是多元的，不少设计师致力于纸

质物化的多维研究，增强读者的参与性，这一观点

在业界已达成共识。通过对纸张的折叠、切割、组

合等处理手法，来达到平面之中有变化，呈现出丰

富、多维的立体效果

[10]
。朱赢椿设计的《不裁》见

图 2，该书作者定名《不裁》，取意“不才”。设计师

在与作者沟通后，感觉到这本书更适合慢节奏的阅

读方式，需要给阅读在时间和空间上宽裕的等待，

于是设计了书签，让读者每读完一部分就要自己将

书页手工裁开，书的翻口变成了毛边，书的质感也

发生了变化，页边还留下一定的空白处，可供读者

做些笔记。设计师旨在给读者参与阅读的过程，增

加一份参与感，并具有独特的个人使用痕迹。

图 2 《不裁》

Fig.2 ＂Stiching up＂

3.3 营造人文关照情境

在读物人文关照这一环节中，儿童读物设计始

终走在最前端，读物立体完备的设计包含移动互联

网终端的建立、延续性读物设计等。《巧虎》书籍及

APP 应用见图 3（图片摘自巧虎商城官网），该读物

按月销售，但是采用直接邮递的方式，保证时间上

的衔接。除了传统的纸质读物之外，还附带玩具和

光盘，并提供线上 APP 应用，给儿童提供了除纸质

阅读外更多的互动体验。核心设计是以巧虎和其家

人完整统一的卡通形象整体营销，网络上开设网站，

商店里开设体验专区，还通过儿童剧等方式，让儿

童慢慢地爱上巧虎这个卡通形象，从而形成良好的

连锁读物消费反应。

图 3 《巧虎》书籍及 APP 应用

Fig.3 The serial books of ＂Qiaohu＂and the related APP

设计师都将以读者为本，以读者需求为己任，

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作出有利于读物内容传播的设

计，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对目标读物产生更

强烈的关注度。人性化的关照还体现在适度干预消

费决策的过程中，利用消费兴奋点的变化影响其购

买行为。第一，读物设计不仅体现在读物本身和衍

生品设计上，还应体现在整个营销的过程中。在推

广读物的各种纸质媒介、电子媒介上，都应该与读

物设计本身的风格一致，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推广，

这样有助于读者将各种媒介上碎片式的记忆连贯起

来，形成对该读物的整体印象。也可以在网络销售

平台和实体销售平台中营造相同的氛围，让读者在

消费过程中与读物情境自然对应。第二，将纸质出

版物视作品牌来设计营销，而不仅仅是出版读物等

消费者来购买，要变被动为主动。有效利用网络资

源，对读物设计进行多方位的消费者满意度调查，

及时分析筛选数据，预先设计出流行趋势，让最初

的读者成为忠实的读物品牌消费者，产生消费兴奋

点，反复购买该品牌的读物。第三，数字阅读和交

互体验已经成为主流阅读方式，纸质读物可以去完

善此平台，给读者更多的选择。将数字阅读终端和

纸质读物结合起来捆绑销售，相互补充，可以为读

者设计出更多附带的相关产品。读者在消费读物的

同时，也有可能选择消费相关的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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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信息社会，消费视域下纸质读物正面临信息

传播方式变更带来的巨大冲击。基于此背景，纸质

读物设计必须创新，考虑更多元的发展可能性，才

能继续有效地成为盛纳知识和传递信息的容器

[11]
。

这种创新不应该局限于异形的创造，而是充分考虑

到信息社会、信息传播模式以及读者消费需求的变

化。做好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将作者所写

读物的内容进行有效编码，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整

体高效地解码。在设计中也不能忽视和违背消费规

律，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消费

体验，真正为读者做到为了阅读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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