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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Design for the Products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in Interne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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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the way to build high value-added creative agriculture brand by improving the packaging 

of the products. It tries to find the problems by discuss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cre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nalyzing 

present status of the product package design. It puts forward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strategies for Internet+ creative 

agri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packaging design principles and the 4-word formula. It puts forward the systematic 

design methods of product packaging for improving the branding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low-grade image of dome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with confusion, lack of sense of design & brand quality in 

Interne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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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迅速，互联网思维逐渐

融入到 80 后和 90 后主流消费群的生活观念中。随着

网络文化的流行，网络用语和网红经济窜红，深刻影

响着传统产业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的召唤下，作

为引领传统农业转型的创意农业应更加注重品牌传

播。包装设计作为品牌传播的重要手段和媒介[1]，在

塑造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的个性化品牌方面扮演着

必不可少的角色。 

1  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产品的分类 

创意农业产品按功能大致可以分为食用型、观赏

型、趣味型、认养型和农旅纪念品等。不同的创意农

业产品需要不同的包装设计，它不仅可以适应产品的

不同形态，还可以进行品牌定位，满足不同消费者的

个性化需求。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产品分类见表 1。 

2  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产品包装设计的

现状 

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长期以来由于品牌意识不

足，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较差[2]，尚未成为像新西兰

奇异果那样被国际消费者认可的优质品牌。近年来，

虽然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的兴起，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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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以及原产地的农业合作社、农户们已经意识到

品牌建设的重要性，纷纷开始做自己的原创品牌，但

他们普遍缺乏有效的农产品品牌营运和管理经验，因

此，大部分经营者在自己摸索品牌化发展路径时，在

包装设计方面依赖相对低廉、良莠不齐的威客网络众

包设计服务，设计过于粗糙且同质化严重，大部分包

装设计没有很好地起到品牌传达的效果。模仿品牌的

包装设计和同质化的包装设计案例见图 1~图 6。 

表 1  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产品分类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of cre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Internet+ Era 

功能类型 产品范围 图示 

食用型 

互联网+品牌策略下包装设计感强、品牌体

验良好的电商品牌食用农产品，主要利用

互联网渠道进行销售。 

  

观赏型 花卉盆景、植物墙等。 

  

趣味型 盆裁果蔬、桌面菌菇、新奇特农产品等。

 

 

 

认养型 
主要指休闲农场或农园里小面积专供消费

者认养的果瓜蔬菜、五谷杂粮等。 

 

农业旅游纪念品 
乡村手工艺品、创意农具装饰品、在农业

观光旅游园区出售的园区特产等 

 

 

图 1  台湾“掌生谷粒”大米包装 
Fig.1 Rice packaging of Taiwan brand "Greeninhand" 

 

图 2  模仿该品牌包装的内地品牌 
Fig.2 Inland brand imitating other bran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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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只松鼠”坚果包装 
Fig.3 Cartoon character of "Three-Squirrel" brand 

 

图 4  同质化卡通形象的“坚兵部队”坚果包装 
Fig.4 Homogeneous cartoon character of "Army Corps" brand 

packaging  

 

图 5  “山之彩”坚果包装 
Fig.5 "Shanzhicai" brand pecans packaging 

 

图 6  同质化卡通形象的“自然极”干果包装 
Fig.6 Homogeneous cartoon character of "Ziranji" 

brand dried jujubes packaging 

3  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产品包装设计策略 

互联网+时代产品包装设计主要有 3 个特征，分

别是体验感、趣味性、视觉冲击力。换言之，这个时

代的包装设计更注重在具备独立品牌意识的基础上，

与消费者在情感和情趣上的互动，提高品牌参与，满

足消费者的好奇心。同时，由于创意农业产品具备其

特殊性，它不仅包括大部分可食用的初级农产品、农

副产品，还包括与改善人的生活相关的其他农产品，

因此，其包装设计还需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生态环保原则。生态是指在包装设计上需要

体现大部分创意农产品的生物属性以及与农业生态

圈相吻合的特征。环保是指包装材料应选择绿色可回

收、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材料，例如竹、

木、棉、麻、丝、秸秆、可降解塑料、蛋白质纳米材

料等[3]。 

2）就地取材原则。农产品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受地域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影响，带

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4]。为了更好地呈现这种地域特

征，促进创意农业的品牌化发展、强化品牌形象，对

创意农产品包装材料的选择需要就地取材。例如为了

突出竹林原产地的特点，农户们将这些散养鸡下的蛋

用竹编的篮筐来盛放，见图 7。 

3）健康保鲜原则。对于以食用功能为主的农产

品而言，在包装设计上要尽可能地保存产品的品质，

延长其寿命。例如新鲜果蔬在包装设计上要尽可能抑

制呼吸作用，减少水分损失，在流通过程中保持良好

的稳定性，减少被污染可能和微生物的影响，这对延

缓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流失以及保持产品营养非常

重要[5]。健康保鲜的包装设计，有赖于生物保鲜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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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鸡蛋竹编筐包装 
Fig.7 Egg basket packaging 

不断研发、包装结构的合理设计以及包装材料保鲜性

能的不断进步。 

4）乡土文化原则。创意农业以农村生产和乡村

生活为主要创意对象，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以

及乡村生活的全过程，因此，其产品的包装需要围绕

乡土文化进行创意设计，体现品牌经营者的“乡愁”情

怀、“乡思”情结和“乡创”情趣，并引起都市主流消费

群对农业的好奇心，进而引导受众通过购买产品来获

得更多品牌体验。 

5）品牌主线原则。包装设计离不开品牌这条主

线，不同的品牌发展期，应该有不同的品牌发展战略。

有传播效果的创意农业产品的包装设计离不开对品

牌的市场定位、形象定位、品牌文化等方面，以便塑

造吸引消费者的品牌个性。 

6）便于物流原则。在互联网+时代下，为了网购

和 O2O 社区配送迅速发展的需要，创意农业产品的

包装也必须符合快速仓储的特点。包装材料的选择需

要根据不同产品本身的特点，在考虑生态环保和就地

取材原则的基础上，综合材料的耐摩擦性、耐热性、

抗震性、防潮性、气体阻隔等性能[6]。包装结构的设

计尽量合理化，考虑易拆装、耐挤压等因素。此外，

为了节省装运空间，单元产品的包装可设计成相互交

错的积木式结构。 

7）创意点睛原则。如今，85 后、90 后作为互联

网时代的主流消费人群，品牌创意对他们的吸引无疑

是促成购买行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动漫形象、卡通代

言人在创意农业产品包装中的利用，品牌故事、产品

生产和制作工艺流程以及插画等创意形式在包装上

的呈现，或是数字媒体化的品牌信息通过扫码方式的

获得，以及包装材质、包装结构上的创新，都将有效

地吸引主流人群的注意力。创意农业是传统文化、现

代科技、创意与农业的结合，其产品包装的视觉和文

案创意通常包含食品安全和质量、自然风光、气候特

点、地域特色、历史文化故事、励志人物等主题，体

现天时、地利、人和等要素[7]。 

以上七个原则归结起来，就是多、快、好、省四

字秘诀。多是指尽量能满足消费群体多样化复合型需

求，例如包装、个装、散装、简装、精品装等；快是

指方便产品的装入、方便拆开；好是指设计美观合理、

方便快速物流和社区用户“最后一公里”提取[8]；省是

指尽量节省成本。 

4  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产品包装设计的

方法 

4.1  传统文化的嫁接 

创意农业是传统农业与文化创意、现代科技的对

接。在视觉上可以利用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剪纸图案、

传统色彩、农民画、传统纹样、传统器型、传统布艺、

绳结艺术、传统包装材料等传统元素进行设计，也可

以在农产品的传统包装上进行再设计，以达到视觉和

质感的升级。例如设计师彭冲为“黔之礼赞”品牌设计

的有机大米和酱香型白酒包装，均运用了传统的中国

元素，获得了 Pentawards 奖项，见图 8 和图 9。大米 

 

图 8  “黔之礼赞”有机大米包装设计 
Fig.8 "Qianzhilizan" rice packaging 

 
图 9  “黔之礼赞”酱香型白酒包装设计 

Fig.9 "Qianzhilizan" liquor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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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装采用了贵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手工纸，图案的

创意灵感来源于苗族银饰，而蓝色染料采用了苗族地

区用来染布的板蓝根，从材质到色彩都体现了贵州特

色。白酒包装摒弃了以往为了体现高大上的过度包

装，用最简单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贴标形式，把酱酒复

杂的酿造过程设计成辨识度非常高的符号。 

4.2  异国情调的泊来 

在互联网+时代下，网购消费群很容易获得果酱、

红茶、葡萄酒、咖啡、香料这类全球农产品的国际品

牌信息，不自觉地会与国内同类品牌进行对比。面对

越发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农业产品的包装设计除了

要做足中国传统特色外，还可以考虑融入异国情调的

泊来元素。例如新疆的果酱品牌“古丽迪雅”，在罐体

的包装标签上运用了阿拉伯字母和英文字母拼写，既

具有地域特点，又不失国际化，见图 10；又如云南

互联网品牌“肆意酒”的包装设计，从酒瓶到瓶标设

计，都给人以国际化的时尚感，见图 11；再如笔者

团队为浙江临海某农业合作社设计的精品临海蜜桔

系列产品包装，以海归新农人为原型，创作了头戴泊

来牛仔帽的“小桔郎”卡通代言人形象，与以往常见的

戴斗笠或草帽的农人卡通形象形成了反差，见图 12。 

 

图 10  乌鲁木齐“古丽迪雅”果酱的包装 
Fig.10 "Guldiyar" jam packaging 

 

图 11  云南互联网品牌“肆意酒”的泊来化包装 
Fig.11 Four One Nine fruit wine packaging 

 

图 12  “小桔郎”系列精品蜜桔包装设计 
Fig.12 "Xiaojulang" sweet orange packaging 

4.3  生态品质的渲染 

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产品包装的设计还要注意

对生态品质的渲染，除了在包装材料上尽量选择绿色

环保、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外，在文案、色彩和装饰细

节等方面也需进行巧妙设计，给人以“以人为本、人

天合一”的印象[9]。例如 SHIZEN 室内园艺工具和种

子的产品组合包装,很好地将产品的功能诉求、品牌

情感诉求合二为一，自然地引导受众站在生态保护的

角度进而产生获取产品的渴望，见图 13。 

 

图 13  SHIZEN 园艺工具与种子包装 
Fig.13 SHIZEN gardening tools and seeds packaging 

4.4  原生品味的烘托 

设计师常常会用“原生淳朴”、“原汁原味”、“自

然古法”、“匠心耕造”、“熟于自然”、“良心耕种”、“有

机造就”等词汇来描述和烘托品牌的原生品味。在包

装设计上，设计师还需要考虑如何结合品牌诉求，恰

如其分地体现原生品味。 

笔者团队为云南大理伊美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策划的“那乡拾季”创意农业品牌，在产品包装设计

的视觉表达上采用了传统剪纸与现代插画、书法字体

相结合的形式，为不同农产品策划的广告口号和文

案，突出了原生、淳朴的品味，见图 14。 

4.5  反传统逆向设计思维的利用 

利用反传统逆向设计思维的创意农产品包装设

计往往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这种反传统的逆向设计思

维可以运用在包装设计的材质、文案、视觉、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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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那乡拾季”大米包装标签 
Fig.14 Rice packaging of "Na Xiang Shi Ji" brand 

方面。例如日本应急大米“旬米新缶”，就是将大米装

进了密封的易拉罐内，这样的大米防虫、免洗，可以

保存 5 年，见图 15。又如波兰设计师为英国的印度

食品品牌设计的贴画式调味品包装，将墙面装饰贴画

的装饰功能应用于调味品的包装中，使在厨房里做菜

的人产生好的心情，见图 16。 

 

图 15  CTC 公司“旬米新缶”的易拉罐设计 
Fig.15 Can design of CTC "Shunmai Shinkan" 

 

图 16  厨房墙面贴画式调味品包装 
Fig.16 Kitchen wall sticker type condiment packaging 

4.6  与产地和生产时间追溯系统的结合 

随着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农

业生产环节中的监控数据均可以通过农业物联网被

提取，人们通过扫一扫农产品外包装上的二维码，就

能轻松获得原产地和生产时间等相关信息，如今扫一

扫已经成为食品安全追溯利用率最高的方式。例如

AIDA PIONEER Branding & Creative 公司设计的 Bee 

There 蜂蜜包装，只要扫一扫瓶标背面的二维码，就

能知晓该批次蜂蜜的产地信息，见图 17。 

 
图 17  Bee There 蜂蜜包装 

Fig.17 Bee There honey packaging 

5  对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产品包装设计

知识产权的重视和保护 

在互联网+时代下，信息流通迅速，广受消费者

关注的包装常常被山寨和模仿，因此，产品的包装设

计作为品牌传播的重要载体及品牌识别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尤其需要重视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优秀

的包装设计需要及时申请各类专利，这对维护互联网

创意农业品牌至关重要。 

6  结语 

好的包装可以让创意农业品牌大放光彩，提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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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农业产品和服务的整体品质，形成创意农产品的完

美溢价。如今，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产品的包装设计

呈现出数字包装印刷、绿色环保生态化包装、包装精

简化和透明化、包装设计与移动互联及交互技术相结

合、包装尺寸多样化与情景化五大趋势[10]。创意农产

品的包装不仅应获得消费者视觉上的认可，也应获得

消费者心理上的认可。通过走特色化、时尚化、国际

化的道路，解决农产品包装低值、易损、难包装等问

题[11]，打造差异化，使创意农产品包装的功效媒体化，

为互联网+时代创意农业品牌化发展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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