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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饮料包装设计的量化方法体系从而为包装设计开拓精准量化的全新设计模式和参考依

据。方法 通过分析消费者对饮料包装设计的认知体验，加工反馈量化信息，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解构，

从而获得既定方向与创意设计。结论 在购买行为的驱使下，分析消费者受各要素影响形成对饮料包装

设计的感性认知信息，是精准化设计理论下的一次完善，也是创造高品质包装设计的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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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Qua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Beverage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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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stablish a quantitative method system for beverage packaging design to develop a new design 

pattern and reference for packaging desig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the cognitive experience, processing feedback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on the actual case analysis and deconstruction, the 

established direction and creative design are obtained. Consumer purchase behavior driven by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perceptual information on beverage packaging design is analyzed, which is not only a perfect under the pre-

cision design theory, but also creates a new method of high quality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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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不断拓展，饮料行业以

及饮料包装行业也随之被带动，饮料行业逐渐成为我国

发展迅速的新兴行业，是中国消费品中的发展热点和新

增长点[1]。虽然当前国内市场上饮料包装呈现多样化的

趋势，但是大多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效应。一方面，

饮料行业是品牌 多发展 快的行业之一，累计实现工

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 25%以上，成为休闲类食品的重要

组成部分，市场前景广阔；另一方面，饮料包装行业竞

争激烈，行业规范的欠缺与自身发展的不成熟，使得当

前饮料包装呈现规模小、结构单一的局面，由于饮料行

业入门门槛低，导致社会上涌现大量雷同且缺乏创意的

饮料包装设计。在消费者日益追求个性化和情趣化的今

天，当前饮料包装设计显然已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甚

至无法带动相关饮料行业的发展，因此，了解消费者喜

好，满足消费者欲望，促进饮料行业的发展，是饮料行

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1   饮料包装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饮料包装作为饮料商品宣传的一种方式，是饮料

进入消费者视野里的窗口。当前饮料包装设计较大程

度地关注于包装的造型、结构和装饰等部分[2]，然而，

在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消费者对饮料包装设计

有着较为深刻和具体的判断[3]，脱离开消费群体与市

场调研分析下的饮料包装设计，将缺乏精准量化的数

据支持，饮料包装设计应与饮料本身达到高度上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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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统一。基于此，本文将从色彩、图形与文字 3 个方

面进行剖解分析。 

1.1  色彩选择的概念化 

色彩是表现饮料产品特质的重要因素，具有强烈

的视觉感召力和表现力。当前饮料包装设计中的色彩

运用只是基于色彩本身所带给人的情感联想，饮料包

装色彩设计同色调现象严重，许多饮料色彩的运用还

停留在 初的阶段。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人们

的色彩观念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当消费者呈现出认知

饮料商品主动的心理活动时，原有的色彩设计将无法

引起消费者的共鸣[4]。消费者的观念在不断更新，当

一种色彩倾向大众化之后，消费者将会感觉缺乏刺激

与魅力，又将会使用新的色彩来代替对某种商品的认

知，因此，色彩设计应遵从消费者的色彩心理倾向，

及时更新色彩设计观念，依据饮料产品的针对性群体

进行设计，而这些都离不开消费者对饮料包装色彩设

计的反馈。由此可见，充分的色彩调查研究，是饮料

包装色彩设计的先决条件。 

1.2  图形运用的雷同化 

图形设计在饮料产品包装设计中占据非常重要

的位置，然而，当前市场上的饮料包装图形设计大多

雷同，以简单的符号化语言进行代替，丧失图形语言

作为宣传产品的主要功能，无法提供给消费者相关的

产品信息。饮料包装上的图形应针对自身的目标客户

群进行区分，如果目标群体是儿童，图形应以卡通图

形为主，吸引儿童群体的关注；目标群体是老年人，

应多使用养生类的主题，只有掌握消费者的情感动

向，图形才能运用得当。由此可见，图形设计的调研

信息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对饮料包装进行量化分析的

过程中，应尽可能地选择消费者青睐度高的图形设

计，这样不仅为饮料包装的图形设计提供新思路，而

且也为消费者提供一次愉悦性的体验。 

1.3  文字设计的边缘化 

在饮料包装设计中，文字构成占有十分重要的位

置，是具有视觉识别特征的符号系统[5]，然而，在当

今饮料产品包装过程中的文字部分并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设计中忽视文字运用的美感，字体空间排布

紊乱，阻碍消费者对于饮料产品信息的解读，对于消

费者的心理诉求进行忽视。文字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说

明，包装设计中的文字部分还包括字体、字距与字形

等相关元素构成，而这些相关元素的设定值应由消费

者自己决定，设计师在包装设计之前应做好相应的数

据统计，以此作为文字设计的依据与方向。通过形图

的量化分析结果可以了解到饮料包装的各个元素应

如何分配，应把分量 重的元素作为饮料包装文字部

分的优先选择。 

2  从饮料包装设计的精准量化分析获知设计

定位 

随着饮料包装设计的逐渐趋同化，饮料包装在材

质等传统意义上的差异变得十分细微，消费者选择饮

料的准则不再基于对基本功能的判断，而是更多地寻

找情感上的认同，更加重视依附在饮料实体的属于意

义性、象征性、符号性的成分[6]。市场随着消费大众

的供不应求而不断发展，从购买行为的分析到设计量

化的不断实践，都离不开市场调研数据的分析，只有

准确把握消费者的偏好，切中消费者的利益诉求，才

能在竞争激烈的饮料市场中占得先机。 

2.1  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调查样卷制作 

消费者购买行为是指消费者为满足个人或家庭

生活需要而发生的购买决策或行动[7]。这里主要采用

调查问卷的形式，之后对数据结果进行汇总，以此分

析得出消费者对于饮料包装的感性需求。 

在饮料包装众多设计元素里面，全部堆积到同个

包装中是不可行的，需要明确和饮料包装本身的相关

度，并确定 终使用的设计元素。设计好问卷后，小

组成员在南昌中山路步行街进行了调查问卷的发放

工作，共发放 100 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93 份，

选取 60 名青少年，年龄为 16～22 岁；30 名儿童，

年龄为 8～12 岁；中老年人 10 名。其中，男性 40 名，

女性 60 名。通过调查、回收问卷，并对数据进行统

计，得到饮料包装各元素的相关分数统计，见图 1（文

中图片均由笔者绘制）。 

 

图 1  饮料包装各元素的相关分数统计 
Fig.1 Statistic of the relative fraction of drink packaging 

2.2  平面元素各部分的量化分解重构 

消费者在购买决策的过程中，消费者受平面各要

素的影响都掺杂其中，需要对各要素进行分解重组，

选择多数消费者偏爱的元素成分，使之组合成新的创

新设计点。根据调查问卷的数据，将色彩、文字与图

形相关的数据进行提炼，分别利用不同的图标形式进

行归纳提取，直观地展示饮料包装设计中的量化结

果，作为设计者 重要的参考依据，通过对包装上的

色彩、图形和文字的设计，达到饮料包装设计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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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以此实现饮料包装的促销功用。 

2.2.1  色彩 

通过对色彩调研信息的提取，见图 2，笔者发现

能刺激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是绿色、红色和橘色，说

明在饮料包装色彩方面的选择上，大众更青睐于明亮

色。红色代表热情，橘色和黄色代表香甜，这都体现

了调查者的年龄特征和饮料商品带给消费者的主观

感受，刺激消费者的感官体验，引导消费者的心理情

绪；在色彩对比关系中，黑色作为暗色系的代表，也

深受消费者的偏爱，这也说明消费者在亮色系的选择

上还渴望对比色的凸显，使得饮料包装的色彩画面感

更加和谐，不仅彰显设计师的独思妙想，而且更加满

足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图 2  饮料包装色彩元素量化统计 
Fig.2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color elements in beverage 

package 

"Love fruits"采用 受欢迎的绿色的主调设计，

利用饮料产品的猕猴桃口味的固有色作为包装的设

计色彩，再配以黑色的对比色，造型简单青春，突出

画面层次，符合饮料产品的简约大方又不失设计感的

风格，绿、黑色彩的巧妙运用，产生出极具动感的视

觉效果[8]，上下部分主要用作文字的介绍，不仅没有

削弱色彩部分的体验，反而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给人

以和谐独特之感。"Love fruits"包装设计图见图 3。 

 

图 3  水果饮料色彩效果 
Fig.3 Fruit beverage color effect chart 

2.2.2  图形 

"Love fruits" logo 设计符合雷达统计图中的量化

结果，见图 4，选择了偏爱程度较高的插画图形和装

饰图形作为设计元素，辅助以意象形象图形进行搭

配，根据青少年活泼生动的个性特点，使整个包装

中的图形设计看起来轻松活泼，具有一定的清新感，

适合于青年大众群体。"Love fruits"图形 logo 设计见

图 5。 

2.2.3  文字 

文字是传递饮料信息的主要部分，也是包装中记

忆强度 大的元素[9]。文字构成在考虑总的基调的基 

 

图 4  饮料包装图形元素量化统计 
Fig.4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graphical elements in beverage 

packaging 

 

 

图 5  "Love fruits"图形 logo 设计 
Fig.5 " Love fruits " logo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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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还应该从视觉空间关系方面进行考量。产品名

称是主要区域部分，应选用柔和字体与图形文字在形

的排布上应占有主要地位，而净含量，产地名称则处

于次要位置，依据文字部分的主次来确定它们的位置

和比重。饮料包装文字元素量化统计见图 6。如"Love 

fruits"包装盒的设计在主体的界面设计中就选用了柔

和偏圆形字体，并带有一定的图形化文字，使整个饮

料包装轻松愉悦，在介绍食品信息部分则选用了另一

种不同的字体风格，文字细密，充分发挥空间， 大

限度地传达饮料信息，做到合理使整个画面整齐协

调。"Love fruits"包装盒的文字设计见图 7。 

 

图 6  饮料包装文字元素量化统计 
Fig.6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words elements in beverage 

packaging  

将消费者购买行为运用的分析结果运用到饮料

包装设计中，对饮料包装中的色彩、文字和图形进行

针对性的量化设计，为饮料包装设计提供高品质的设

计方案，为了更加震撼地展示"Love fruits"的视觉效

果，笔者通过不同角度的展示，更加完善饮料包装设

计的规范化，在视觉层面给人以品质感和个性化，在

市场中更加先声夺人，占据有利契机。"Love fruits"

包装设计见图 8。 

 

图 7  "Love fruits"包装盒的文字设计 
Fig.7 Text design of packaging box "Love fruits"

          

     

图 8  "Love fruits"包装设计 
Fig.8 Packaging design of "Love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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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饮料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饮料包装设计需

要加以引导。通过消费者在购买行为过程中的情感量

化分析，这对于饮料包装设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以消费者为主导进行设计创作，提出了饮料包装设

计方法新的解决方案，并用"Love fruits"验证了其操

作的可行性，也为现代消费市场中的饮料包装设计提

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10]。在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大多

为南昌本地居民，调研结果微有偏颇，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这也是以后调研结果应注意的问题。随着多元

化时代的到来，以消费者诉求为主要设计的前端设计

必将得到重视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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