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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解析蛋糕从实体店到线上运营中包装机能属性的转变，以及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方法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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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改进的机会点。 结论 以技术为指导，引导蛋糕向活性包装、智能包装、纳米技术的创新性运用转变。

并以用户情绪的感知体验为方向，解析设计语言，对包装现有问题进行结构功能与感知体验的改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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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packaging performance changes of cake from the store to online operations,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By comparing the two of the cake packaging, it puts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packaging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latest experience of cake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CMF design 

experience, it analyzes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cake virtual stores comprehensively, and puts forward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ment. With the guidance of technology, the cake will be guided to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ctive packaging, 

intelligent packaging and nanotechnology. Taking user experience as the direction, it analyzes the design language, im-

proves the design of structure function and perception experience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reates a design plan with 

the style, taste, personality and cultural conception.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needs of emotion and experience, it will further predict the desig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ake virtual store 

packaging,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of industrial experien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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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虚拟商店即中央工厂利用互联网技术、信息

平台、移动端等屏幕连接用户，构建完善品牌虚拟社

区，通过自建专业、及时、保鲜的冷链配送中心物流

团队，予以实施的企业全部或部分线上商业活动，即

线上电子商务。其以尺寸、材料、形状、工艺、色彩、

字体、像素、视觉展现等元素的设计成为品牌与消费

者沟通的首选形式之一，越来越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

策。区别于传统快递包装运单、编织袋、塑料袋、封

套胶带和内部缓冲物等物理保护机制，蛋糕中高端市

场的定位便于高新技术的推广运用，用户线上提前预

约的商品定制可保证生产、服务等系统精准的可控

性，减少货物堆积的库存量，达到更好的运输路线规

划与保鲜工作。但其目前仍处于传统技术决定效果体

验的初期阶段，难以契合用户需求，亟待全方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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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体验的高级阶段突破。 

1  线上蛋糕包装的现状节点与前景优势 

蛋糕包装在功能上有吸引、美化、传递信息的装

饰销售机能；防动、防水、防热等的保护盛载机能；

模块简约化、易堆积、安全陈放的输送运输机能；保

密、惊喜的遮掩保存机能；便利、区别、整合、分类

的模块划分机能；环保、卫生、可循环、可再生的生

态责任机能。 

1.1  实体店到虚拟商店的包装演变 

传统线下包装包括超市、蛋糕实体店等购物渠

道，在包装上多采用上下或上中下的卡盖式结构，

在 用户 自提的 传统 购物体 验上 加设了 提手 ，方 便

单 人短 距离的 携带 。以线 上经 营最完 善与 最具 特

色的品牌 21cake、诺心为例，21cake 和诺心的餐

具与包装见图 1，区别于线下的零散与花式，线上

包 装减 少了过 多的 装饰， 精简 与改进 结构 ，在 易

操 作性 、安全 保护 性、环 保性 等方面 进行 改进 ，

模 块感 更强， 强调 库存、 运输 、保鲜 、信 息智 能

化等实用主义色彩。  

 

图 1  21cake 和诺心的餐具与包装 
Fig.1 21cake & LE CAKE tableware & packaging 

1.2  线上蛋糕包装的优势与机遇 

1.2.1  广阔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虚拟商店的客户覆盖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在线用

户，区别于传统实体店以店铺为圆心的就近式覆盖，

拥有更多的客户群体与更强大的宣传力度。随着线上

蛋糕的发展壮大，传统实体店不同程度的模仿线上官

网、公众号的经营，线上包装的造型、功能设计与技

术运用也引领着实体店的包装设计。 

1.2.2  无空间时间限制 

减少店铺租金、人力成本等，实现线上平台 24 h

营业，用户可随时随地在线查看。虚拟商店可随时推

送品牌推文，达到积极宣传线上包装进化过程、内涵

故事、功能作用、技术升级等的作用。 

1.2.3  直观的数据信息 

在行为即数据痕迹的“互联网+”时代，可更好地

推广信息与获取用户数据，利于研究用户的心智结

构。通过阅读量获取推广深度，点赞数获取用户偏好，

更快捷、直接的明确用户喜爱的包装设计。 

1.2.4  网络交互与感知体验 

线上品牌第一感知语言的界面交互区别于线下

的直观陈列式感官刺激，注重图文结合展阅式的吸引

用户、创建标识、凝练意义、分享趣味与情绪感知的

共鸣。界面设计中摄影、后期处理、文案撰写等技术

作用突显。第二感知语言的包装媒介是吸引用户延长

体验时间，达到由实用性、趣味性牵引下烙印品牌与

培养粉丝的创新粘合力。 

1.2.5  用户与品牌调性的精准定位 

打破了传统实体店以周边用户决定企业效益的

局限性，更多的线上用户基数给品牌更多选择。人群

定位在有消费能力，追求生活品质的工薪层，并深入

分析、存储用户的行为数据；在品牌格调上，选取各

自特色。21cake 专注于方形蛋糕的设计研发，包装造

型更精致规范，属高端格调定位，诺心品牌则更接地

气，体现了多样化、人性化、潮流化的改进革新精神。 

1.2.6  订单控制下的零库存与当日达的配送 

通过前端线上运营的直销数据信息，利用物流配

送软件供应商建设的路程规划、物流配送跟踪、运输

成本、资源统计系统等，进行库管的严格品控核算，

推算出送货时间点。以订单控制流程来提高品质，再

由专业团队的冷链物流配送做到“半小时精确配送”

或“5 小时内”的当天送达。例如 21cake 与科箭 TMS

的合作，即即时生产零库存的生产模式。 

2  线上蛋糕包装的时下问题 

2.1  长途运输的保存 

线上蛋糕需提前预约，利用专业的冷链物流团队

来确保蛋糕 5~24 h 内新鲜送达，现在由于传统包装

技术的限制，因此还未达到全城覆盖的效果。 

2.2  操作不便  

线上蛋糕包装目前多为零散个体拼接或操作不

便的抽拉式，例如 21cake 的包装结构见图 2，它占用

了大量库存空间，拼接配套也耗时耗力，不利于回收

整合利用。 

2.3  环保性不足 

材料选用瓦楞纸或白卡纸等传统材料，对于达到

食品级要求的可再生材料的尝试较少。即抛的包装设

计造成垃圾堆积、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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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1cake 的包装结构 
Fig.2 21cake packaging structure 

2.4  创新性不足 

多为二维码等智能标签端口的信息型智能包装[1]，

未使用创新性包装和智能包装。 

2.5  交互体验不足 

官网、公众号交流平台多为呈现阅览式功能，且

多为蛋糕造型、口味的展示，缺乏包装的宣传与投入，

感知力渲染不足，使蛋糕包装的功能无法更好地发

挥。用户评价为品牌的主要反馈来源点，粉丝群体较

模糊，沟通平台薄弱，缺少对虚拟社区建设的投入来

更好地感知用户对包装的设计需求。 

3  线上蛋糕包装设计的技术理论 

以 30~50 岁工薪层为目标人群，除了冰袋、

unikey-box 保温箱以及全程车速控制在 40 km/h 的恒

温运输车以外，包装材料的创新性技术运用可以更大

限度地获取保鲜时长，同时在设计思维上，以 CMF

设计方法分析用户的感知系统、情绪体系来获得偏好

数据，可以减少理解成本与认知负荷，设计出更具创

新性与创造性的包装，更好地决定其市场性。 

3.1  创新性包装技术运用 

3.1.1  活性包装 

基于活性包装 OS/EE 高阻隔包装系统主动积极

地保护蛋糕品质，其吸收、释放的功能具有氧气清除、

保持低氧浓度和乙醇的作用，在零化学添加剂的基础

上，有效延缓了微生物生长、脂肪氧化、色变、硬化

等问题，实现了对海绵蛋糕层至少 42 d 的长时间保

质期[2]。 

3.1.2  智能包装 

智能包装即通过检测、传感、记录、追踪、通信

等技术监控产品周围环境，传递食品运输中质量信息

的包装系统。通过改变包装和产品内外部的条件来促

进数据访问和信息交换[3]，检测蛋糕的时间、温度、

氧气、二氧化碳、色温、病原体和破损指标，便于决

策，延长保质期，增强安全性，提高质量，提供信息，

并提示风险问题的智能化效果。 

3.1.3  纳米技术包装 

运用纳米技术的新型包装材料取代传统不可生

物降解的石油基塑料包装材料。生物基纳米复合材料

作为绿色材料具有阻隔和抗微生物的特性，解决了活

性包装、智能包装高成本、低覆盖率、安全卫生上缺

乏全球立法公认等问题[4]，更好地完成了线上蛋糕包

装生态功能的战略指标。 

创新性包装技术提供更完善、智能的存储环境，

可以延长保鲜时间、提高线上配送的覆盖区域，为企

业创造更高效益，使品牌发展紧密对接科技创新，引

领行业包装设计方向。 

3.2  感知体验的方法体系与价值 

在移动互联时代，消费者开始追求产品功能之上的

口碑文化、情感体验与精神满足，衍生出创造目标人群

在使用过程中的感官感受、参与度、主观意识、情绪感

知即用户体验与品牌形象关键点的 CMF 设计[5—6]。经

Kano 模型研究表明：40 岁以下的年轻用户更倾向于

智能包装，中年一代对智能包装和活性包装都有一定

兴趣，老年人则更喜欢活性包装，41~50 岁的用户对

包装的创新性要求更高[7]，30~50 岁的目标用户喜欢

促进认知决策过程的智能包装，也青睐易于操作的活

性包装，运用了创新性包装技术的对其更有吸引力，

用户包装感知偏好数据见表 1。 

表 1  用户包装感知偏好数据 
Tab.1 User packaging perception preferences data 

年龄 21~30       31~40 41~50 51岁以上 总计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 

总人数 5 5 5 5 5 5 5 5 40 

智能包装 3 4 3 4 1 2 2 2 21 

活性包装 2 1 2 1 4 3 3 3 19 

21cake 2 5 1 4 1 1 0 0 14 

诺心 3 0 4 1 4 4 5 5 26 



第 39 卷  第 6 期 许世虎等：蛋糕虚拟商店的包装设计策略 255 

 

3.2.1  CMF 设计视角 

CMF 为色彩、材料、工艺技术的英文缩写，是

基 于 多 维 感知 学 科 与 各类 材 质 交 互应 用 技 术 的研

究。是人在生理、心理上感知其特征的一种方法与

手段，可间接传递信息概念，构建更好、更直接的

设计媒介以解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最终实现多类

全新的非凡效果体验，服务于建立包装与体验者间

的深度感性连接。 

不同的设计符号传递给用户不同的体验感知方

向，品牌的设计定位传递不同的设计语言，设计感知

见表 2。21cake 包装采用抽拉式结构，精简的 K9K

原色瓦楞纸与麻绳，更有效地阻止了果蔬细菌的生

长，具有标识符号感的餐具体现了少即是多的极简主

义与原汁原味的自然主义韵律。诺心展开式包装设计

更具人性化，彩色丝带和餐具配件有一种童趣天真、

动感欢快的气氛。 

表 2  设计感知 
Tab.2 Design perception 

实物 

21cake 诺心 线下 

     
形态 

尺寸 

波浪 

曲线 

方形带 

手持柄 
6寸 直线 圆盘 6寸 三角形 

不规则 

带手提 
6寸 

材料 
塑料；拉丝 

不锈钢 

可降解 

蔗浆 

K9K 
瓦楞纸 

塑料 
可降解 

蔗浆 

白卡、 

塑料 
PET, PE,  

PP 
白卡 白卡 

色彩 
黑色刀叉； 

白色勺子 
白色 

原色 

瓦楞纸 

五彩色-金

色-黑色
白色 

黄色、淡蓝

色、粉色条

状印刷 

透明 

上盖 

彩色 

印刷 

彩色 

印刷 

工艺 
注塑成型、 

冲压成型 

压印 

标志 

压制、粘 

合、麻绳 

固定 

注塑 

成型 

压印 

标志 

印刷、粘

接、橙色

彩带结 

注塑 

成型 

印刷、 

过塑 

印刷、 

过塑 

价格 
0.25元/副； 

2元/个 
0.25元/个 5元/个 0.25元/副 0.25元/个 5元/个 0.6元/个 1.5元/个 4元/个 

设计 

语言 

自然、有机、环保、快捷、淳朴、 

厚实坚固、成熟厚重 

轻巧、洁净、光滑、艳丽、 

优雅、华丽精美、活力动感 

便捷、廉价、花哨、繁杂、 

便捷、促销、玲琅满目 

 
在 40 位 25~65 岁的用户调研中，单从包装设计

上，90 %的 21~40 岁女性喜欢 21cake 的包装设计，

90 %的 41 岁及以上女性与 80 %的 21 岁及以上的男

性多青睐于诺心的设计，因此可见，不同目标用户的

偏好也有着很大区别，选择适合的包装语言对于品牌

有着重要的市场影响力。同时，在高端品牌的定位中，

在包装的资金投入上都较低廉，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利于新技术的投入。 

3.2.2  感知体验的设计目标 

线上用户体验综合了接触、消费、享用服务的整

体全过程[8]，包括用户群体的在线认知、情绪反应、

沉浸专注度以及体验操作的流程路径[9]，动机、顾虑、

障碍点，扩展进程与动态趋势[10]。而优秀的 CMF 设

计能触动心灵，勾起回忆，给人惊喜[11]，满足用户情

感需求与感官体验，感知体验的框架体系见图 3。 

品牌从推送到虚拟社区，注重发挥粉丝效应、情

感经济的市场优势[12]，联合网络达人进行设计。针对

用户户外野餐，利用牛津布、珍珠棉、铝箔、预冷冰

袋等材料，设计出可提拎包装例如 21cake 小份包装 

 

图 3  感知体验的框架体系 
Fig.3 Framework of perception experience  

设计见图 4。通过扫描印制的二维码让爱发声，聆听

定制情话，传递甜蜜惊喜。以情绪感知为基础，创造

更好的特色体验方式来开展蛋糕电商的线上经营。为

了进一步推进信息智能化，满足用户好奇心与控制欲

下的跟进体验，合作公司利用移动应用技术来进行精

准有效地数据采集，做到信息可视化、可追溯、可查

询。虽然目前线上品牌已经从用户情感体验方面出

发，尝试研究改进，但是仍缺乏趣味、创新性交互方

式与深入融合的体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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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1cake 小份包装设计 
Fig.4 21cake small packaging design 

4  线上蛋糕包装的设计与检验 

4.1  结构与功能的改良设计 

4.1.1  单片式极尽改造 

工薪层对于产品的格调、实用性、便捷性有更高的

期待。色彩选取原色生态材料，既减少成本预算又环保

健康、安全快捷。通过区域划分布置桌布、花、刀叉、

餐盘、蜡烛等，传递惊喜与情趣。用户可根据内部印制

的线条进行手工改制，如制作卡通玩偶、拼图、日历、

简易相框等，包装设计中的包装改造见图 5a。 

4.1.2  工板盘子稳固设计 

蛋糕的完整性对用户食用体验有至关重要的情

绪影响。通过印压锲入式纹理，卡入蛋糕以优化与盘

子的粘合度、增大接触面与摩擦力，提高运输过程中

的稳固保护度，包装设计中的稳固纹理见图 5b。 

4.1.3  AR 和 VR 技术体验 

对于组建了家庭的工薪层，特别是女性和儿童来

说，则更强调亲子互动与沉浸式体验。根据订购者的

信息给予定制专项惊喜，手机扫描二维码来获取端

口，进入虚拟社区，与动画角色、明星、企业吉祥物

在同款蛋糕环境内演绎互动视频，组建娱乐游戏等，

加大用户与线上品牌的黏合度，拉近两者的距离，包

装设计中的技术互动见图 5c。 

 

图 5  包装设计 
Fig.5 Packaging design 

4.2  包装感知体验的对比检验 

4.2.1  创新性包装 

符合 41~50 岁用户对新技术的偏好与需求，大幅

度地提高了蛋糕的保鲜、保质效果，赢取了更多的配

送时间，达到了更大的企业覆盖面积效果。 

4.2.2  结构改良 

改良了传统包装低摩擦的松散式、多块拼合的零

散式结构，改进为便于运输、一体整片化、多空间隔

断的包装设计，明确的分区设计与完整性，给用户传

递更舒适、整洁、便捷的使用体验。 

4.2.3  智能端口的感知体验经营 

减少印刷的污染与成本问题，连接虚拟社区，更

好地经营品牌的“内在情绪资本”即美好、幸福、特殊

体验的情绪感知。注重其潜在的情感需求，提供情绪

体验，积极塑造消费者诗化梦境的理想国[13] 。 

5  线上蛋糕包装的设计策略 

线上运营将覆盖更全面广阔的市场人群，同时也面

临更直观的同类产品对比与评价排行影响问题。需要加

大吸引力、赋予品牌特色、延长用户持续使用意图、高

频登录行为、完全投入的沉浸式体验来增加用户黏性，

实现小蛋糕大智慧的理想境界[14—15]。线上蛋糕包装在设

计策略上主要通过以下 4 个路线来完成高级阶段转型。 

5.1  创新包装与体验优化为前提原则 

在开箱方式上进行改良便于改善使用体验，以展

开式的包装设计结构为方向，提高用户在操作中的体

验舒适度，以纳米技术、脱氧包装、活性包装、智能

包装等技术指导下的创新包装形式来确保足够的气

体屏障，更好地保存长距离物流团队配送中蛋糕的口

感，控制好菌落数、酸价、过氧化值、水分含量等，

延长存储周期、保持新鲜度，使用更坚固的材料来保

障运输路途中蛋糕的完整性。 

5.2  以感知交互与情绪经营为品牌特色     

通过人眼追踪、用户座谈叙事、测试体验、感性工

学、磁共振体验感知图、3D 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16]，

对蛋糕包装的实物体验感知与屏幕阅显感官刺激进

行用户反馈研究、验证考核，加深对用户的熟悉程度，

储备 CMF 数据，以此切合用户欲望空间，感知本质

情感夙愿，把握情绪动向，设计出用户偏好的、互动

功能的，具有契合感、幸福感的蛋糕包装设计。以品

牌独有的性格特征与强烈的辨识符号来让更好用户

标识记忆，带动产业经济的发展。 

5.3  以国家战略与行业发展为重点方向 

斯 达 拉 恩 索 的 调 查 报 告 中 指 出 战 略 性 包 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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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 指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即响应国家号召，注

重技术突破与企业发展需求，全方位覆盖于结构设

计、系统服务、感知体验、反馈评价的各个方面，紧

跟新材料、新工艺与新技术等知识密集型、少资源消

耗的包装设计。以责任感引领线上包装业的发展，促

进经济增长。提高品牌战略在蛋糕包装上的宣传、实

施力度。宣传绿色能量、环保行动、人道主义关怀与

慈善活动等，履行线上品牌应有的精神指向与思想引

领的使命。 

5.4  以第七感的时空思维为趋势预判 

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跨越时空限制来看清未

来思维和判断的能力即第七感，面对“互联网+”时代、

物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超级感官时代等，蛋糕

品牌需要及时调整好发展方向，准确定位时代发展对

包装的诉求。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应充分利用线上平台的

动画、视频、图片、文案等宣传资源，对包装进行情

境讲述，扩大其应有的用户吸引力。印制链接、条形

码、二维码等智能窗口，组建公众号等虚拟社区，以

此来深入营造用户情绪，及时处理用户评价，为蛋糕

包装置入情感，传递 CMF 设计方法下灵魂激荡与惊

喜的意义，实现用户的艺术熏陶，思想灵魂的交流，

促进用户审美，获取用户心理所有权作用下的情感依

恋，强化品牌依附度[17—18]。 

同时在虚拟与现实、信息与物理空间中高度融

合，以人为原点，以时间、地点、物体为 3 坐标轴建

立万物连接的物联网时代，促使蛋糕包装向社会、数

字、网络、可读、智能、数据、图阵化的新服务模式

与沟通维度的高效信息交互方向发展，成为现实过度

虚拟二维、三维的平台端口，完成连接间的呈现、定

位、评价、处理等操作。 

6  结语 

蛋糕虚拟商店的包装设计需紧跟技术发展，运用

活性包装、智能包装、纳米包装等创新性包装来完善

品牌发展的硬件设施建设，同时展示无尽形式的可能

性，利用内在生命的张力和精神提炼的意义感知来满

足用户心灵自由与诗象意境的体验，使线上蛋糕包装

设计朝着更量体裁衣、妙趣横生、立意深远的方向发

展，令用户感知到的体验路径更加丰富、全面、新颖。

由“互联网”系统化更进、对接“物联网”的体验模式，

发挥线上电商经营以“无形”胜“有形”的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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