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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research predicament of combining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explores th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idea of packaging design evalu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and latest researches of packaging design eval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Researches on packaging design evaluation 

mainly focus on emotional interaction, sustainable design, intelligent packaging. The latest researches are reflected in 

multi-sensory experien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of intelligent packaging, and new research 

methods. However, problems of packaging design are also listed, including difficulties over both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y. The primary idea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re proposed, such as enhancing theoretical in-

novations, increasing the authenticity of interactive experience of virtual digital packaging design and making use of new 

materials in intelligent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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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包装设计早已不再局限于保护商品的原始

功能，它更加注重将艺术与科技、感性与理性相结合，

给消费者带来视觉与心理上的双重享受及友好体验。 

1  国内外包装设计评估的研究内容 

针对包装设计的评估，国内外的研究人员进行了

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包装

设计的情感交互设计、绿色可持续设计、智能包装设

计研究。 

1.1  包装设计之情感交互设计 

关注消费者心理诉求的包装设计能够加强产品

与消费者的情感交流，使消费者具有认同感、信赖感，

从而刺激消费。1895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

家哈洛·盖尔率先将心理学理论引入以广告为媒介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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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购买过程中，运用问卷调查法探索消费者对广告及

商品的态度和看法[1]。1901 年，沃尔特·迪尔·斯科

特提出“消费心理学”术语。1908 年，社会学者爱

德华·埃尔斯沃斯·罗斯在《社会心理学》[2]中首次

探讨群体消费心理的研究与实验。1912 年，雨果·缪

斯特伯格、乔治·克伦都有针对销售心理学的问题进

行研究。此后几十年间，学者们热衷于从市场竞争、

营销的角度去分析消费者行为和心理活动规律，如消

费动机、消费期望、消费偏好、品牌认同等。有研究

表明，三分之二的购买行为是在消费者看到实物之后

发生的，而非单纯靠广告因素，因此，越来越多的公

司加大对包装的投资[3]。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外

的研究人员将消费者的情感认知与包装设计联系起

来。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在《情感化

设计》[4]和《设计心理学》[5]中强调以使用者为中心

的设计哲学。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既要兼顾美感又

要兼顾用户需求，产品不仅要安全好用，而且要容易

被理解。詹妮弗在《交互设计——超越人机交互》[6]

中 强 调 以 用 户 为 中 心 的 交 互 设 计 ， 应 让 用 户 参 与   

设计。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关注包装开发与

市场调查、超级市场与销售意识、消费心理与包装个

性等之间的辩证关系[7]。90 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关

注情感设计。陈香山综合阐述了商品包装情感设计的

特征、消费心理、包装设计要素中的情感因素及创意

思维与商品包装设计之间的关系[8]。郑开翠探讨了包

装设计与消费心理之间的关系[9]。进入 2000 年以来，

以研究消费心理乃至女性消费心理[10-12]、包装的情感

设计[13-14]为题材的文章显著增多，然而评估、量化类

型的研究仍然较少。可喜的是，已有研究人员将眼动

仪、心电及脑电测试技术运用到感性研究中，用客观

数据来辅助、改良设计。 

1.2  包装设计之绿色可持续研究 

针对包装废弃物这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科学家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先提出应从整个过程，包括产品

的设计环节、生产环节、流通环节、使用环节、废弃

环节，直至回收、处理环节，对环境（资源）产生的

影响来评价其环境（资源）性能[15]。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期，我国的黄

永才、许彧青介绍了绿色包装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全生命周期的评价等概念[16-17]；

孙智慧探讨了绿色包装设计的理论体系 [18]。近十年

来，虽然关于绿色包装设计评价的研究在理论、评价

方法上进展不大，但是已逐渐进入绿色包装设计的综

合性研究。例如，山东大学建立一套包括实用价值、

经济价值、审美价值、心理价值、品牌价值、环保价

值、独创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包装设计评价体系[19]。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综合生命周期法、4R1D 评价法、

经济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以及消费者心理分析法等 

方法的可取之处，提出从包装产业链和整个生命周  

期的全过程综合评价法，并阐述其实施原则、步骤和

方法[20]。 

1.3  包装设计之智能研究 

“智能包装”这一概念始于 1992 年伦敦“智能

包装”国际会议，其概念就是利用新型包装材料、结

构与形式对商品的质量和流通安全进行积极干预与

保障；利用信息收集、管理、控制与处理技术完成对

运输包装系统的优化管理等[21]。 

虽然我国现已进入包装大国的行列，但智能包装

的出现和应用相对国外要晚一些。20 世纪 90 年代末

陆续有相关研究论文出现。从 2013 年至今，智能化

包装设计的研究明显增多，主要应用于蔬菜、水果、

药品、盲人产品等领域。湖南工业大学朱和平团队开

展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包括智能化包装设计方法[22]、

智能化包装在整合设计中的应用[23-24]等。2016 第四

届上海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大会上，中国首款自主标准

自主协议的 RFID 芯片亮相[25]。我国 RFID 技术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且在包装上也未得到

广泛运用，尚处于探索阶段。 

尽管国内外已开展对智能包装的设计实践，但尚

未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智能包装理论体系。对智能包

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技术层面，对其相关设计理论

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2  包装设计评估的新进展 

2.1  多感官体验研究 

2006 年，德国第六届 ProCarton 代表大会提出“多

感官品牌，多感官包装”这一概念，且指出多感官包

装通过对人的五感传达信息，可以更容易刺激消费。

多感官包装的使用能提升产品及品牌的商业价值，拥

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大会并没有明确指出其可行

性设计方法[26]。 

2.1.1  多感官体验的综合性研究 

虽然大量研究已经详细说明包装视觉方面的意

义和影响，但是目前包装触觉、听觉、嗅觉的特性研

究仍旧不多。感觉和知觉的心理学是心理学中 先

进、 科学的部分[27]。 

法国一项关于饮料包装的研究中，通过对感官触

觉专家小组的招聘和培训，欲解决两个重要问题：（1）

可用于包装的感官触觉属性研究以及对不同类型、材

质（玻璃、塑料、铝瓶）的饮料包装的研究；（2）实

验证明手的运动（横向抚摸、按压、静态接触、无力

握、有力握、轮廓感受）对感应包装（质地、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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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重量、容量、外形）所产生的影响 [28]。2017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介绍

了一种新的层次包装分类法，它含有两个维度：物理

维度（外部、中部、内部包装层）及功能维度（购买

消费包装层），并在此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包装设计

感官方面的综合概念[29]。 

我国设计学的研究人员也利用视觉元素、结构、

材料等来营造消费过程中的多感官体验、行为体验及

情感体验，通过引导消费者与产品的交互行为起到沟

通情感、促进销售的作用，同时提升人们的思想文化

意识和生活价值理念[30-32]。 

2.1.2  服务于弱势人群 

多感官体验也为残障人士、老年人等弱势人群

提供便利及全方位的人文关怀。例如，“果汁皮”系

列的设计，即使是无法辨识文字的人也可以通过“果

汁皮”类似水果的包装外形和材质触感来判断，引

发对包装内容物的联想。此外，考虑到视障者和老

年人可能难以分辨盒装牛奶与盒装酸奶，日本酪农

乳业协会在牛奶纸盒顶端切出一个缺口，便于视障

人士在超市或者家中能够以触觉分辨牛奶和酸奶。

从 2001 年底开始，这一作法被日本全体牛奶制品业

者采纳并实施[32]。 

2.2  绿色可持续研究 

2.2.1  生态环境保护 

近几年，国内外的绿色可持续包装研究一直致力

于包装新材料、包装回收再循环、包装生命周期的研

究。例如，纤维素纳米纤维在包装上的应用前景广  

阔[33]。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

析工业有机食品的包装，提取 15 个因子，根据当前

分类单元的标准，提出一种新式简便方法用于评估有

机聚合物包装的可回收性。这一方法不仅有利于发现

特定的包装特征，显著减少或完全防止干垃圾的销售

和后续循环，还可以使设计人员和制造商方便地估计

聚合物包装的可回收率[34]。可持续包装设计的理论框

架研究在不断完善，基于包装和产品本身的特性，包

装设计人员在设计的不同阶段会使用不同的评估方

法，并且在设计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反循环来纠正，这

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将可持续性的各个阶段紧密地

整合到设计过程中[35]。 

此外，包装作为一种“抛弃物”在消费者思想中

根深蒂固。然而，国内外的设计师及研究人员推出“零

污染”的食品包装，如可食性菜单、肯德基的可食性

咖啡杯、QKies 的可食性包装纸蛋糕，并结合可食性

二维码等技术传递信息，提供交互体验，将环保理念

传达给消费者[36]。 

2.2.2  健康理念的推广 

设计师不仅通过可食性包装传达生态环保理念，

而且通过改变设计来维持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通

过减小包装尺寸从而减少能量的摄入[37]。在大型大学

食堂的预包装食品上添加营养标签，使得高热量、高

脂肪食物的售卖数量显著减少，而低热量、低脂肪食

物的售卖数量显著增加[38]。2012 年 12 月 1 日，澳大

利亚成为世界上首个制定法律要求采用朴素包装的

国家。澳大利亚通过引入朴素包装，弱化香烟品牌标

识从而减少吸烟行为[39]。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使用

苗条的、较窄的包装可以增加货架上的产品识别，并

增加对健康产品的产品态度[40]。 

2.3  智能包装 

为了实现更长的货架寿命，活性包装和智能包装

应运而生。它们通常包含感知或量化产品属性、包装

内部环境或运输环境的能力，并提供防伪功能。智能

包装的一些指标，如时间-温度标签（TTI）、被包装

食品内微生物滋生指示标识（MGI）、光致变色指示

标识、受到物理冲击标识、渗漏、微生物污染标识、

完整性指标（InI）、新鲜指标（FI）和无线电射频识

别（RFID）、DNA(脱氧核糖核酸)标签等，对食品的

安全性和质量有显著的贡献。 新一代的智能包装上

采用 RFID 和 NFC 技术，可以让包装“开口”告知

人们其运输路径及位置，里面装着什么，是否为正品，

是否被开封过等信息。2018 年 1 月，Talkin' Things

和 PragmatIC 宣 布 将 开 展 战 略 合 作 关 系 ， Talkin' 

Things 会将 PragmatIC 的活性集成电路（FlexICs）嵌

入智能包装，从而为千万亿款产品提高消费者参与

度，提供品牌保护和个性化营销活动，通过一整套便

捷的工具衡量投资回报率，并且相较于同类型的硅基

方案，FlexICs 能够显著降低成本[41]。此外，PragmatIC

全新的 RFID/NFC FlexICs 比人类头发还纤薄且更灵

活，甚至通过活性包装也无法感知[41]。 

那 么 ， 消 费 者 对 于 智 能 包 装 的 认 知 和 态 度 如

何？爱尔兰的研究人员研究消费者对使用先进包装

技术（智能、活性智能包装、纳米技术）来延长奶

酪货架预期寿命的看法。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技术

的接受程度取决于技术的类型和应用，纳米技术获

得 高的认同度，而其他技术则较低。起初，消费

者并不愿意为包含这些技术的产品支付更多费用，

不 过 当 参 与 者 了 解 这 些 技 术 的 价 值 并 使 用 产 品之

后，意愿有所提升[42]。 

2.4  新方法与技术的应用 

2.4.1  眼动追踪技术 

随着眼动仪的广泛应用，基于眼动追踪分析的视

觉影响评价也逐渐被纳入了产品的包装设计评价体

系之中。通过获取目标消费群的心理诉求、行为习惯、

偏好等信息，为改良包装设计方案、制定准确的营销

策略、增强产品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客观依据。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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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动仪有全自然状态下眼动屏幕跟踪技术的固定式

眼动仪，也有移动式眼动仪可进行不同设计方案的比

较、虚拟货架陈列的布局及虚拟商店等的测评。 

国外一项关于果酱瓶的研究，运用眼球追踪和单

词联想的技术，通过联合分析和多重因素分析，研究

包装属性元素的变化与参与者的注意力和尝试意愿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品包装某些元素的变化可以

将视觉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或另一个元素[43]。近几年，

国内将眼动仪运用到包装设计中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利用其洞察包装的色彩、造型、字体等要素以及售卖

货架的可见性对消费者购买率的影响，并以此为参

考，优化设计方案[44-47]。 

2.4.2  3D 打印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视觉外观如何引导感官

感受，而包装外观能对产品和受众获得的味觉体验亦

产生很大的影响。考虑到新技术的发展应用，荷兰的

研究人员研究 3D 打印表面模式对味觉评估的影响。

他们用 3D 打印制作了两款杯子：一款杯子具有棱角

分明的表面图案；一款具有圆形的表面图案。随后，

邀请消费者参加一个虚拟咖啡或巧克力品牌的品尝

环节，并将咖啡或巧克力用不同的杯子盛放请消费者

测试。结果表明，角状的表面图案增加了感知苦味和

味觉强度的评分；而圆形的表面图案则收获了“更甜”

的评价和较低的味觉强度评分。由此可见，对饮料和

触觉模式的一致搭配可以带来更有利的结果[48]。 

3  包装设计评估的难题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的包装设计评估领域在理

论、方法及技术上都有长足的发展，然而由于其研究

的复杂性、综合性，迄今仍存在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 

3.1  理论与方法研究中的难题 

包装设计需要研究消费心理、多感官体验、交互

体验等。国外研究人员倾向通过实验验证、属性因子

提取等，研究方法种类繁多；而国内包装设计则偏于

感性，纯理论研究居多，理性量化研究仍较少。 

虽然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是包装设计

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情感、体验这些抽象因子的提

取、量化存在较大难度，导致至今没有一个较为完整

统一的评估框架体系。即使目前已有理论及方法的研

究基础，标准指标细化、量化的研究也鲜少有人继续

深入研究。 

3.2  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交互体验的难题 

随着互联网和 VR 技术的发展，被动的信息浏览

不再满足用户的需求。交互设计从桌面系统的交互发

展到移动设备的交互，再到智能环境的交互，进而发

展到情感与心灵的交互[49]。由于用户的个体差异，很

难建立可替代真实体验过程的模型，并且无论交互模

型提供多么条理清晰的逻辑关系，展示多么逼真的虚

拟现实，离开传感设备都是无法实现的[50]。 

3.3  智能包装发展的制约因素 

智能包装具有许多传统包装技术无法达到的功

能。目前在药品、饮料、新鲜果蔬、日用品等领域，

智能包装在环境保护、质量监控、服务视障人士、生

活健康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智能包装在

应用推广过程中仍有诸多的制约因素：（1） 严重的

问题主要来自技术方面。例如，智能包装中食品接触

新物质的安全性及其授权是一项漫长、复杂且昂贵  

的过程，还有电子传感器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等。  

（2）需要通过构建智慧物联大数据平台，来推动智

能包装的发展。（3）智能包装的成本仍然是许多企业

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4  包装设计评估的展望 

4.1  设计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消费心理学、情感设计、交互设计等众多理论体

系及方法各有不同，应当互为补充，相互借鉴。在国

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全面、均衡地开展理论

研究，鼓励、支持基础理论的探索，不断创新，不断

细化其理论体系及标准指标。 

4.2  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的交互体验 

未来会有更多的在线购物或智能手机购物，消费

者对在线分类的反应极为重要，小屏幕上的视觉刺激

经常被快速处理，导致其在没有认知干预的情况下自

动形成，因此，应该从战略上使用分类和包装的设计

元素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复杂性降到 低，以

便能立即解析分类、组织结构，并过滤其他设计元素，

帮助消费者进行选择。 

“微交互”可以打破虚拟场景和现实场景之间的

逻辑隔阂[50]。在微交互模块的设计中，除了共性特征

外，还需制定几种或更多个性化的模式供用户自主选

择。虽然目前还无法完全预知用户的所有需求，但根

据用户对产品的认知程度和用户体验的反馈，可以不

断升级设计模型，使体验过程能逐步完善[50]。 后，

研究人员也可将视觉以外的感官信息植入虚拟包装

设计中，提供冗余信息的描述，以此来减少视觉干扰，

多方位地促进交流和说明。 

4.3  智能包装的新技术应用 

对于智能包装技术的发展层面，可应用在柔性基

板上印制电子墨水这一新兴技术。这种印刷电子传感

器的独特特性包括质量轻、可弯曲、可滚动、可携带、

可折叠，并且可以印刷在各种各样的基板上，即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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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基板都可以为独特的操作量身定做[51]。随着科技

的发展，智能包装所需的各项材质和技术将更加完

善，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对全社会推广、普及就成为

可能。 

5  结语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包装作为企业、产品、消费

者的传播媒介和连接纽带，已经包含系统综合的设

计、生产、体验等过程。面对一系列的商业目标驱动，

例如提高品牌的可视性，提升品牌形象、感知价值，

扩大使用范围，增强产品保护，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回

购率等，就需要多领域专家协作，将多感官体验、生

态环保、智能包装、交互设计等新技术综合地运用于

包装设计。在研究过程中，应将感性与理性的思维结

合，并以评估诊断的方式对包装设计进行研究，以期

为专业设计师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进一步创新的

洞察力。为理论研究增砖加瓦的同时，也希望能引领

消费者的消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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