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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产品与包装设计的内在联系，从国内包装设计现状为切入点，通过探索非实用性包装

存在的原因及其危害性，研究目前所存在的非实用性包装现象和非人性化现状。方法 采用理论与实例

相结合的方法，以典型实例阐述在经济全球化、包装设计多元化的信息时代必须首先满足消费者对产品

包装的核心需求。结论 提出了对产品包装本质认识的回归，还原了包装设计实用性表现的功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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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of Packing Design 

LIN Yuan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development of packing design, the research analyses the closed rela-

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and packing design. With the exposure of reasons and dangers of impractical packing, it re-

searches into the existed impractical and dehumanised packing phenomena. By mean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case study, it illustrates under the typical case that consumers’ primary needs for product packing should be firstly satis-

fie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ith the globalisation and packing design diversification. To emphasize on the 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of packing design and Functional Value of practicability in pack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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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的繁荣来自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有

需要才会有创造。如今，走进超市或商场，各类五花

八门、琳琅满目的产品包装展现在我们眼前，令人眼

花缭乱，这些产品包装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影响着经

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包装设计是一个随经

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进步而不断转变的过程，其功

能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转变虽然为我们的生活带

来了创意与惊喜，但是也使得包装在设计中，其物质

功能性和精神功能性的体现上存在着本末倒置、主次

不分，甚至带有欺骗性的情况。基于以人为本设计理

念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确不乏看到越来越多贴心的、

让人“顿悟”生情的设计出现在产品包装上，在设计中

赋予了更多的情感、精神、审美等内涵。然而包装是

实用艺术，实用性是基础功能，审美是建立在实用功

能基础之上的。包装设计作为社会文化的综合产物，

在为企业塑造商品品牌、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应使

包装能更好地为产品服务，更好地服务于人、方便于

人、满足于人，还原包装设计的实用性功能特征，让

企业和包装设计师及消费者对非实用性产品包装问

题日趋关注和重视。 

1  国内包装设计的现状 

最早的包装设计是在原始社会中，为了生存环境

和生活需求，人类学会了以芭蕉叶、竹叶、柳叶等材

料包裹食品，用各种器具来盛放物品，满足远古人类

诸如保护、运输、储存等想法。包装这项发明和创造

活动，即使在原始生活状态下，也是人类生活的一个

核心系统。在现代经济社会，人们几乎每天都能和各

种产品的包装接触，生活中离不开包装。据美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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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消费者购买的所有商品中，75 %都经过了包

装。包装为了与社会经济、科技力量相适应，存在着

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1]。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

的繁荣，从过去只停留在最基本的容纳物品和方便取

用的基本功能，逐步积淀形成了新的时代特征，包装

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如今，产品包装设计逐步从

以满足消费者功能需要为主转变为以美化包装、夸大

包装、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满足商品生产者功利心和

消费者虚荣心等心理需求上。国内的产品包装逐步跨

入了华而不实的包装现状，一味追求过大、奢华的包

装设计，而不考虑结构的合理性、实用性和环保性，

使产品包装单调、冷漠，缺乏人性化的表达和关注。

从现代意义上说，这种本末倒置的包装设计现状显然

不符合产品包装的本体属性和基本特征，不但严重损

害了消费者利益，也给企业的品牌信誉以及自然环境

和资源带来了污染和浪费，因此，我国的包装设计与

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距离，在诸多方面需要

得到改善和提高。 

2  非实用性包装存在的原因 

2.1  企业认识的偏颇 

在一个商品全球化且供大于求的市场中，同类产

品中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内在区别和差异，即使有也

是非常小的。包装作为消费者与一个品牌或产品的第

一个接触点，为产品提供了一个宣传自己和品牌信息

的平台，成为了一个提高企业效益，增加产品附加值

的一个必要手段。伴随品牌经营的大规模推广，包装

在企业形象的塑造方面也越来越重要。一件产品包装

可以代表公司或品牌，并使其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

出。作为消费者，也往往会根据对包装设计的喜好做

出购买决策，并很容易与这个产品在情感上结成长期

的联盟。也正因如此，有些企业为了提高销售量和销

售额，追求其所谓的最大利润空间，增加企业的经济

效益，对包装仅追求视觉上的阵势效果，过于强调表

面形式，忽视了包装与产品、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内在

联系。作为产品包装主体的生产企业，盲目的增加不

必要的包装成本，用浮夸的包装来吸引消费者的青

睐，迎合消费者的虚荣心，为争取利益最大化歪曲了

产品包装的意义。以赢利为目的企业长期以来缺乏对

包装本质特性的正确认识，严重阻碍了产品与包装设

计的和谐发展。 

2.2  设计师责任感的缺陷 

设计师作为产品包装设计的主体，其自身素质的

高低对包装设计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社会经

济发展到目前为止，设计师以创造性方式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方式，其价值和作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毫无疑问，丰富生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从而使

消费者获得更方便、舒适的产品体验是包装设计师的

首要职责 [2]。设计师在信息传播中应该体现自身个

性，准确传达自己真诚的意图，还应该安于充当一个

中立的信息传播者。然而，直至发展到今天，在错综

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国内大多数设计师只是充当生产

商的配角，为了取悦消费者、迎合客户，或为了片面

追求市场销售的经济暴力，不顾丧失作为设计师的职

业道德，设计出一件件外表好看而缺少功能性的无用

的展览品，最终使消费者、生产者、社会、自然环境

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长期的恶性循环。 

2.3  消费者心理上的误区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进步，包装设计作

为市场营销的一种重要手段，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而

得以蓬勃发展。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

高，人们逐步意识到包装设计在企业和品牌占领市场

中的重要作用。审美修养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单

调、乏味的简单包装已经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消费者为追求浮华虚荣、讲究面子的心理，把购买包

装视为一种时尚和潮流，非实用性包装之所以流行，

就是生产者和设计师抓住了消费者追求奢华的心理，

以迎合包装市场的大环境。 

3  非实用性包装的危害性分析 

3.1  增加成本，浪费资源 

从资源的有限性角度来看，非实用性包装要消

耗大量的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仅以月饼包

装为例，每年中秋节前，全国生产的高档月饼在 5

亿盒左右，用于月饼包装的费用已达 25 亿元，生产

商为了表现商品的豪华档次，采用昂贵的木材或布

料作为包装材料，提高了商品的整体成本。据相关数

据显示：仅针对这些高端月饼包装盒，就需要 2000—

30000 棵直径为 12 厘米的树，成片的森林迅速消失，

更为严重的则是森林被伐后所带来的水土流失、荒

漠蔓延[3]。然而，除了月饼包装的巨大资源浪费，市

面上还相继出现了许多非实用性的产品包装，这无疑

使资源消耗和浪费在数据上成为了一个天文数字。 

3.2  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快发展，包装已成为人们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在生产大量的产品包装的同

时，又导致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对现代人来说，包装

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推动着市场经济的繁荣、

美化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

染，影响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环境卫生署的统

计数据：中国的包装废弃物约占国内垃圾的 7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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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实际用处的包装材料就占据了 50%以上[4]。严

酷的数据已向众人敲响了警钟，再好的包装设计如果

脱离了环境问题而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 

3.3  损害消费者、企业与社会利益 

非实用性包装在增加企业成本的同时，必然会增

大消费者的经济负担，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

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一盒榨菜可以因采用了高档次

的豪华包装，售价飙升到两千多元，在颜值颇高的精

美榨菜包装背后，其附加价值已明显超过了榨菜本身

的价值。包装设计材料的过度采用和结构的多层次、

重复包装，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加剧了流通和运输

负担，而且也造成了消费者的不便，特别是一些外表

看起来精美，份量感觉上十足的月饼、巧克力、咖啡

以及五花八门的健康滋补品等产品，包装后的体积与

实际产品的体积相差甚远，使得消费者不得不承担巨

额的包装费用。从企业和社会角度来看，如果只看到

眼前一时的商业利益而违背包装设计的初心，忽略其

最基本的实用性功能特征，对可持续发展的产品包装

设计策略不够重视，这终将造成企业和社会缺乏长远

发展的动力。 

4  还原包装设计的初心 

在包装过度的当代，提出还原包装设计的初心，

认清产品包装的本质，回归功能至上的原点很有必

要。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产品包装本身

已经成为商品的一部分，具有实用性、精神性、欣赏

性、文化性和创新性的属性特征。然而，在任何情况

下，实用性功能价值都是产品包装的本质属性，是设

计师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也是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

的提供者[5]。产品包装的首要任务，就是去解决功能

的问题。设计一件包装不好用，就没有满足其最基本

的功能。好的包装设计一定要圆满地完成它的实用目

的，必须可用于生活才有价值，否则就是垃圾。当然，

好设计不止于满足需求，还须令人有美好的满足，给

人一种美的享受。可以很好地满足实用功能的设计，

就具有了一件好设计的基本要求，我们再进一步从以

人为本的角度去改进它、美化它，因此，功能至上与

以人为本二者又具有相辅相成的统一性。 

4.1  功能至上的包装设计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领域出现一个重要派别——

现代主义，它的宗旨是以讲求功用、技能、经济效益

为特点，其最为推崇的理念就是功能主义[6]。功能主

义专注于将功能和实用贯穿于产品设计的始终，必须

确保产品功能的充分表现，然后才是注重产品的美

感。作为联系人类生产生活的一种重要媒介，不是简

单的利用图形、文字、色彩和造型技法表现的创作过

程，而是从整体功能目的出发，以保护商品的内容、

质量、性能、形态不变，方便储存、运输、携带和实

用为重要目的的物质功能设计。结构是产品包装的骨

架，结构设计直接关系到包装的实用功能 [7]。台湾

PEGA 设计工作室设计的“Dao cha”包装见图 1，它荣

获了红点奖。中文音译是“道茶”，也有“倒茶”的意思。

将茶壶、茶叶袋和茶杯三者合而为一制作成一种新产

品，以纸为材料做成，使得包装结构紧凑、轻巧，更

有趣的是纸茶壶可以直接倒入热水，方便人们在不同

的场合饮用，便于携带。再如瑞典设计团队 Tomorrow 

Machine 设计的方便面包装见图 2，消费者在使用时，

通过顶部的开口注入沸腾的水后，整个包装将扩大成

一个圆形碗，随着温度的逐渐下降，包装盒将变得坚

硬起来。 

 

图 1  Dao cha 包装 
Fig.1 Dao cha packaging 

 

图 2  方便面包装  
Fig.2 Instant noodles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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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人为本的包装设计 

人是设计的主宰，是设计的动力，人类所有的设

计成果都来源于人的需要、又由人来享用[8]。将以人

为本纳入到产品包装设计领域，就是在包装设计的各

种环节中，以产品特点为首要前提，充分考虑方便合

理的造型结构，体现人的生理结构、消费心理、思维

方式等主观因素，以适应人们生理和心理，物质性功

能与精神性功能的需要。依据人体工程学知识，产品

包装设计应和人的生理和心理相和谐，是否关注结构

经久耐用和方便携带，使产品包装设计的结构比例适

中、尺寸符合产品实际、把手粗细适度等，以充分满

足人对产品包装的求实心理需求[9]。美国设计师杰夫

韦泽一直专注于 Skeem 蜡烛设计，他发现绝大多数

蜡烛的包装都很难看，因为当消费者撕开包装使用蜡

烛的时候，包装就成为了废弃的垃圾，很少有人会舍

得花时间和精力去设计一个小小的蜡烛包装，因此，

韦泽将蜡烛的包装设计成印上漂亮图案的玻璃杯，杯

身的尺寸正好符合单手拿握时的生理舒适度，并配有

漂亮的金属盖子，在蜡烛使用完后，它可以作为饮用

水玻璃使用，Skeem 蜡烛包装设计见图 3，它没有多

余的包装，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简约设计。 

 

图 3  Skeem 蜡烛包装设计  
Fig.3 Skeem candle packaging 

4.3  少即是多的精简化包装设计 

少即是多是一种沟通的智慧。包装设计如同语言

表达，应做到言简意赅，简洁明了[10]。信息不宜过多，

结构不宜繁复花哨，材料的选用合理化等标准，随着消

费者自身消费与健康意识的提高，已经成了消费者购买

商品时关注的重点。相反，过多的无用信息会干扰消费

者的判断，影响购买欲望。由韩国的 Minimalist 设计事

务所设计的"H Tea"茶叶品牌包装见图 4，清新明朗的色

调、极简、时尚、独特出新的现代包装风格带给人们耳

目一新的感觉。又如台湾设计师 Tsan-Yu Yin 设计的一

款具有中国东方神韵的"Citrus Moon"月饼包装见图 5，

这款月饼包装简约、时尚、大气，采用了最普通的纸质

材料，没有繁复多余的结构，在包装外盒上运用了象征

中秋满月的象征符号，借以尺寸的变化，使滑动中的外

盒显示不同阶段的月相造型，这种简洁、独特的月饼包

装精心整合了包装的实用性、精神性、欣赏性、文化性

和创新性，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着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

精神[11-12]。 

 

图 4  "H Tea"茶叶品牌包装 
Fig.4 "H Tea" brand of tea packaging 

 

图 5  "Citrus Moon"月饼包装 
Fig.5 "Citrus Moon" mooncake packaging 



第 38 卷  第 18 期 林媛：还原包装设计的初心 55 

5  结语 

时至今日，包装设计作为产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向消费者传递各式各样的产品信息，也使现

代企业和包装设计师必须适应包装设计的时代性特

点。近年来，虽然说包装设计整体水平还是有些进步，

但是相比国外似乎是与时代的审美与发展还有一定

的距离。还原包装设计的初心，推崇的是包装设计的

合理性、实用性。为减少资源浪费和材料回收、节约

货架空间并便于消费者使用，提出尽量以最简洁的结

构、天然生态的材料、不经刻意雕琢的视觉形象传达

产品信息。因此，如何使包装设计满足其物质功能和

精神功能，符合人们的生理感受和情感需要，达成外

在形式美和内在精神美的相互统一，以更好的为社会

和人们服务，是企业、设计师和消费者应该积极思考

的问题，更决定着产品包装设计的未来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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