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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度”进行分析。方法 从低碳生态的角度分析食品包装在材料、工

艺、装潢、造型和结构方面存在的过度问题，并提出适度设计的解决方法；从人性化的角度分析食品

包装在形式、功能与内涵方面的失衡问题，并从形式表现与功能发挥、情感设定与受众可读性、商业

化与人文关怀 3 个方面提出建议。结论 食品包装要在材料选择、工艺运用以及装潢、结构、造型设计

等方面进行适度设计，在实现基本功能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层次的

精神体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食品包装；设计；适度；人性化；低碳 

中图分类号：TB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6)12-0076-04 
 

Analysis of "Degree" in Food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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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degree" of food packaging design. It analyzes the excessive problem of food packaging on 

materials, technique, decoration, modeling and structure from low-carbon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gives some solutions 

that pay attention on the unbalances of food packaging at aspects of form, function and connotation from humanized point. Food 

packaging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designed on the material, technique, decoration, structure, and modeling, on the time of basic 

functions coming true, to reduce the waste of resources and the pollution of environment, which can lead to higher levels of spi-

ritual experience for consumers, and achieve the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 and society,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food packaging; design; appropriate; humanization; low carbon 

随着我国食品行业的快速发展，食品包装产业

地位日益突出，食品生产商为了在市场上拥有一席

之地，普遍重视包装设计。在经济发达国家，食品

包装的产值占整个包装工业产值的 70﹪以上[1]。由于

思想意识和设计水平的差异，市场中的食品包装设

计也是良莠不齐。有些食品包装对食品特点、消费

者需求和环境特征研究不够，导致包装设计不够力

度，质量不高，作用价值小；有些包装一味追求豪

华与高档，过度设计，既影响了设计的品质，又造

成了人力、财力特别是资源的巨大浪费[2]。在食品包

装设计中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设计要素，平衡好

它们之间的关系，正确把握设计中的“度”，对设计

出适应商品特点、符合市场规律、满足消费者需求

及低碳环保的食品包装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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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包装设计中“度”的含义 

 “度”的内涵和外延较广，本义是指计量长短

的标准，又有限额、分寸、约束之意。在我国有“不

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之说，强调的是一定范围的

“度”，具有约束、规范、遵守的含义。包装设计中

的“度”即包装设计的分寸、数量、尺度、限度等，

对包装设计“度”的把握要恰到好处，既要克服不

到力度，又要避免过犹不及。食品包装设计是包装

技术与视觉传达艺术相结合的形式，受不同食品的

特征要求、经济成本、加工工艺、环境背景、审美

心理、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其在“度”上需要把

握和平衡的要素较多，主要包括材料、结构、造型、

装潢以及包装功能与价值等方面的平衡和把握，要

求在包装的形式、功能与内涵之间取得合适的平衡，

得到高度的统一。 

2  从低碳生态的角度分析食品包装设计中的 

  “度” 

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全球发展低碳

经济的大环境下，食品行业提出发展低碳食品包装[3]，

食品包装设计要实现低碳环保与视觉美的统一[4]。在

食品包装生产制作、商品使用到废弃处理的整个生

命周期过程中，都尽量符合低碳环保的要求。 

2.1  包装材料与工艺有度  

当前在食品市场中，奢华包装、过度包装仍然

屡见不鲜，特别是有些保健食品、饮料酒、糕点等

包装，为了突出豪华气派的感觉，利用多种高档材

料以及复杂、高消耗的工艺[5—7]，这些包装加重了消

费者的经济负担且浪费了资源。在全球提倡低碳环

保的趋势下，食品包装设计在材料与工艺选择及运

用方面，应做到符合客观实用与规范尺度。在保证

包装基本功能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成本、产品特点、

品牌、消费者以及环境等因素，尽量减少包装材料

用量和种类，选择可重复再用和再生的包装材料、

可食性包装材料以及可降解材料等绿色材料；尽量

减少繁琐、高耗、不利于包装后处理的工艺，避免

或减少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以及环境污染。中国设

计师彭冲设计的“黔之礼赞”有机米包装见图 1，纸

张来自当地人家的手工造纸，印刷使用的是植物染

料，凭借其环境友好和回归传统生产的设计特色获

得了 2014 年 pentawards 食品类最高奖项铂金奖。 

2.2  设计装潢有度 

食品包装装潢设计是利用图形、文字、色彩和

肌理等，通过艺术设计手段传达食品信息，它对于

消费者认识商品、产生购买欲、获得审美体验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一味追求华丽的外表，过

度装潢，也会过犹不及，带来负面效果。例如色彩，

过度追求绚丽的色彩效果，色彩种类增多，油墨印

刷面积加大，用色成本就会增加，还不环保，甚至

增大油墨渗入食物而损害消费者健康的风险[8]。装潢

设计在不影响包装效果的情况下应该注意：尽量采

用单色或者是双色进行设计，减少油墨种类[9]；尽量

采用环保油墨，减少印刷的负面影响；充分利用材

料本身的肌理和色彩，采用局部色彩设计方案，减

少用色，在设计时将标识等必要元素设计在主体位

置，其他部位可通过大面积留白，体现材料本身的

自然美[10]；利用透明材料或开窗式结构，显露食品形

象和特征，让食品本身成为图形的主体或一部分，

减少图形和色彩的使用。例如美国设计师 Beth Coller
设计的 CITRO 糖果包装见图 2。 

             
 

     

2.3  包装结构与造型设计有度 

包装结构与造型也是包装设计的重要元素，主

要涉及到内外包装的组织结构、结合方式与形象形

态，对于保护商品和方便消费者食用发挥着重要作

用，要加强对其重视，但也需要避免过度设计。市

场上常见的多层包装和膨胀式包装，也不符合低碳

生态的理念。包装形制和尺度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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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科学、更合理、更简

洁的造型结构，使商品包装真正做到物尽其材和材

尽其用[11]。在满足包装功能的前提下，通过缩小包装

图 2  糖果包装 
Fig.2 Candy packaging rice 

packaging 

图 1 “黔之礼赞”有机米

包装 
Fig.1 "Qian′s gift" 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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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体积，减少壁板或延壁，减少复杂和异形结构，

来减轻用料、印刷以及印后加工方面的负荷[12]。通过

富有创意的结构造型，使食品用完后包装还有其他

用途，如可以作为容器或玩具，延长包装的生命周

期。由葡萄牙设计学院的学生所设计的鸡蛋包装见

图 3，由纸板折叠而成，结构简单实用并且在家庭中

可以重复使用。 

图 3  鸡蛋包装 
Fig.3 Egg packaging 

3  从人性化的角度分析食品包装设计中“度”    

3.1  形式表现与功能发挥中的度 

为了能够使商品在货架中脱颖而出，商家一般

都非常重视包装的形式效果，有些甚至加大投入，

刻意夸大包装形式，试图标新立异，凸显个性，吸

引消费者的注意。但是过度强调表现形式却有可能

忽略了商品的特性和消费者真实的需要，造成包装

设计与商品、消费者脱离，影响包装在保护性、方

便性、安全性等功能方面的发挥。例如花俏的装饰

不利于识别，繁复的结构不利于使用，奇异的造型

不利于陈列等，因此，食品包装形式设计要把握好

形式与功能的统一，紧紧围绕商品特点和消费者的

需求，更好地阐释被包装物的内涵，使消费者获适

度的审美愉悦[13]。装潢、结构和造型要有利于食品

信息的识别，引起消费者的食欲，方便消费者使用，

保障消费者使用安全。 由日本设计师荣久庵宪司

于 1961 年设计的万字酱油瓶见图 4，包装装潢简

洁，通透的玻璃瓶透出酱油的色泽，造型曲线优美，

上大下小，安定性能好并方便拿取，150 mL 的容

量适合日常使用的频次，并便于二次灌装，平角斜

切的壶嘴结构在倒酱油时可避免斟出时的多余滴

漏，形式和功能的完美结合使其成为包装设计史上

的经典。 

3.2 情感设定与受众可读性中的度 

食品包装设计是一种有效的视觉传达媒介，它

承载着企业所期望在消费者心中所设定品牌的形

象、文化、内涵，以此从各方面来引起消费者的情

感共鸣，促进销售，但面对广泛的受众，情感设定

将变得更具复杂性。受众因年龄、性别、经历、信

仰、民族、国家、地区和所处环境等差异，会产生

不一样的情感体验，因此在食品包装设计中应充分

考虑情感设定与受众可读性之间的“度[14]。在对食品

进行包装设计时，要对消费者有一个准确定位，对

产品的受众特性有一定研究，对于不同层次的受众

要区别对待。如儿童食品包装的受众在文字识别上

有局限，对图片与纯度较高的色彩有强烈的兴趣，

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满足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特

点。挪威设计师 Mats Ottdal 的果汁概念包装见图 5，

在传统利乐包装的基础上，将包装盒的折叠部分上

翻，塑造成可爱动物造型，凸显了包装的趣味性，

增加了商品特性的可读性，非常容易引起儿童的情

感共鸣，获得儿童的青睐。 

      

   

3.3  商业化与人文关怀中的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受以消费主义为标

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逐渐

演变成引发欲望和刺激消费的商业手段。企业以市场

为目标的“过度包装”、“豪华包装”一定程度上能够

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设计并非只是商业行为，不考

虑消费者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是不负责的设计行为。食品包装也应该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让消费者感受到人文关怀。设

计中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情感化设计、通

用设计等，更多地关注人的感情、尊重与自我实现等

高层次的需要；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需考虑人与

社会、环境的各种关系，通过包装设计反映正确的经

济、文化与自然观，传播文化与思想，提高人的道德

和素养[15-16]。日本 Dentsu Kyushu Inc 设计机构设计的

图 5 果汁概念包装 
Fig.5 Juice concept packaging 

图 4 万字酱油瓶 
Fig.4 Soy sauce bottle 
of kikkoman organic 

rice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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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ki 日本清酒包装，见图 6，形如一个不倒翁，设计

理念源于一句古谚语，给人以永不放弃的鼓励。 

 
图 6  “八起”酒包装 
Fig.6 "Yaoki" packaging 

4  结语 

当前食品包转不仅要实现保护商品、方便使用

及促进销售的功能，而且还要关注绿色生态、消费

体验及人文关怀等因素，因此，影响食品包装设计

的要素众多，在包装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对设计中的

“度”进行高度权衡，综合考虑产品、消费者、社

会与环境的实际需要，对产品、品牌和消费作出科

学定位，综合协调各设计要素的关系，从材料选择、

工艺运用以及装潢、结构、造型设计等方面，进行

适度化的设计，使形式、功能、内涵方面得到平衡，

使人、包装、社会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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