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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运用“视觉元素标签法”解决系列包装设计中“共性与个性难以调和”的设计难点，不仅

要为所有产品包装制定统一的设计规范，而且要突出每款产品的特色。方法 利用标签思维和信息匹配

的原理对海量设计资源进行分析、思考和整理，及时发现客户需求和设计目标，优化设计的内部结构，

进而使设计师能够通过对视觉元素重新洗牌、快速组合，输出设计结果，实现设计结果的良性引导，构

建设计师同客户之间沟通的桥梁。结论 以良品铺子为例，企业对包装设计的需求日益增强，相较于早

先较为单一的包装设计，该品牌的包装种类样式繁多且数量庞大，产品长期处于不断更新迭代之中，为

企业品牌旗下所有产品的包装制定统一的设计规范，使其形样、色彩、装饰纹样及文字形成系列感，对

于其品牌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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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of BESTORETM Based on  
Visual Element Labeling Method 

SHENG Tian-zi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not only formulate a unified design specification for all product packaging, but als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rodu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of “an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in the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by “visual element labeling method”. The labeling 
thinking and the principle of information matching were used to analyze and organize massive design resources to dis-
cover customer needs and design goals in time and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design, which enabled designers 
to output design results through the re-shuffle and quick combination of visual elements. Based on this, the benign guid-
ance of design results was achieved and the bridge between designers and customers was constructed. With BESTORE™ 
as an example, the demand for packaging design by the enterprise is also increasing. Comparing with the earlier single 
packaging design,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brand packaging nowadays. As the products have been updated for a long time, 
to formulate a unified design specification for all product packaging under the brand, so as to form a series of shapes, 
colors,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font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its brand. 
KEY WORDS: serialization packaging; packaging design; design method; visual elements; labeling 

在互联网时代浪潮的带动下，各种企业、项目、

自媒体等爆炸增长，产生了海量的设计需求，设计资

源缺乏已经成为了根本性问题。包装设计作为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关键设计环节，需要投入大量的设计资

源，同时面对市场的消费升级，消费需求在不断变化，

因此系列包装是个性化消费时代下的大势所趋，即在

能满足品牌视觉统一的前提下追求每款设计的个性

化展现。视觉元素标签法可以解决系列包装的设计难

点，通过对海量视觉元素进行分析、思考和整理，发

现需求，为设计方和客户之间搭建起一座通畅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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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而降低设计师的试错成本，在效率和个性间找

到平衡，实现系列包装的高效设计，对指导设计实践

活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1]。 

1  系列包装设计的优势与特征 

系列包装在现代化企业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

用，对其展开的设计与制作往往是以推广企业形象为

目的而进行的[2]。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针对不同产品

的应用标准，其核心必须围绕同一个商标，一方面包

装采用相近的设计风格，形成具有统一性、家族化的

设计，另一方面又需要拥有相近但是具有差异化的设

计，代表每款包装个性化的面孔。 

1.1  系列包装的市场优势 

1）品牌化。在商品的竞争中，系列化包装突出

成品包装的共性，比单体包装商品具有更强的整体感

和统一的视觉效果，可以更好地展现出大面积的整体

色彩，有利于消费者辨认商品，进而增加其知名度[3]。

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系列包装设计可以为其带来同

一的视觉化体验，消费者可以从货架之中优先接受与

认同商品；从企业的角度而言，这种包装可以有效提

升产品的组合性、多元性及统一性。以商品群的整体

面貌出现，声势宏大、个性鲜明，能提高商品的识别

性和记忆性，体现品牌的总体效应[4]。通过这种设计，

能够有效增加客户对于品牌的认知度，进而提升客户

对产品的记忆性与辨识性，增加品牌力量。 
2）家族化。系列包装在市场上通过团队协作的

形式，进行宣传与促销活动，通过团队的方式推广，

在商品进入市场后，通常以统一摆放的模式促进产品

销售，进而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使消费者牢牢记住该

品牌与企业，因此充分应用系列化产品的共性是进行

系列化设计的必由之路。 
3）多样化。在系列包装之中，统一性与多样性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优秀的设计具有统一的整体美，

同时又兼具多样性的变化美。系列产品通常存在一定

的组合特征，一个系列产品通常由一种或几种产品所

组成，同时每一种产品由可以进一步分为内包装和外

包装。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不断研究产品系列化

要素，对产品分类的原则展开深入的剖析。进而在求

变时，通过所得到的信息实行具有创造性的设计。举

例来说，设计师在设计不同的内外包装时，将其中的

一个用以代表一致性，另外一个用以彰显产品独特

性。部分设计师可以通过单一产品在系列中的作用，

灵活地安排系列包装的排列形式，最终使得系列产品

兼具个性与共性的特征。 
4）强化视觉效果。系列包装具有整体效应，通

常以商品群的形式整体出现，形成了浩瀚的气势，具

有鲜明的特点，对于其他产品而言具有视觉冲击力，

可以迅速、强烈地宣传产品，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在

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的过程中，其中的个体均作为家

族中的一员并存在于整体之中，相较于单体包装产品

更具统一视觉效应与总体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出大规模的总体色彩，增加产品的可辨别度，有利于

企业增加品牌力量，提升宣传效果。 
5）利于产品更新迭代。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

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认知逐步深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

使品牌占有了市场份额，进而增强了企业的品牌价

值，相较之下，包装单一的商品的宣传效果就显得苍

白无力，易于被市场淘汰。在系列化包装中，当其中

的一种商品得到消费者认可后，消费者就会对于其余

商品形成连带认可与信任，进而刺激消费，也有利于

开发新产品。 

1.2  系列包装的设计难点与特征 

系列包装的设计过程就是解决包装的共性要求

与个性需要之间的矛盾的过程，而这也是系列包装设

计最大的难点和特征。 
1）唯品牌不变的设计。如今，现代社会正逐步

步入简化认知的时期，因此，在包装设计中增强对品

牌符号的应用，即通过简洁的信息传达途径，引导消

费者快速认知与判断品牌，通过品牌符号传达商品信

息，使消费者在见到这种符号的同时就可以联想到品

牌及品牌的故事与涵义。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无疑

是一种最为经济、有效的做法。 
2）统一且多样的原则。在设计的过程中，应该

注意在共性中突出个性。设计师在进行系列包装设计

时，较为重视在共性中突出个性，但与此同时，还要

确保产品类别的辨识度。体现共性是系列包装的本质

原因，而表达个性则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与突显系列化

效果，同时区分不同个体。设计系列包装就好比是放

风筝，风筝牵线即为核心因素，可以说，只要不脱线，

风筝就会飞得越高越好。 

2  视觉元素标签法的方法构建 

2.1  视觉元素标签法的概念 

瑞士 V. Hubka 博士提出，设计方法学是研究解

决设计问题的进程的一般理论，包括一般设计战略及

用于设计工作各个具体部分的战术方法[5]。标签作为

信息时代的救命稻草，有极高的利用价值，例如：资

讯标签化推荐、微信标签化分组、电商标签化销售等

等，这么做的目的是精准投放，设计也一样，需要达

到需求细分，需求精准的目的。视觉元素是指构成视

觉对象的基本单元，包括抽象的点线面，也包括具象

的视觉语言，但只有与其他视觉元素结合才能构成完

整的作品。标签法是指对设计对象的基本单位进行分

析、思考、整理，将标签化后的视觉元素，通过设计

标签组合模型输出视觉设计。该设计方法分为三个部

分：设计框架、专题视觉元素库和标签行动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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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视觉元素标签法 
Fig.1  Visual element labeling method 

 

 
 

图 2  标签行动器 
Fig.2  The label action device 

 
方法就是标签行动器根据设计需求，选取设计框架，

并从视觉元素库中选取元素，视觉元素标签法见图 1。

该方法可以应付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类设计需求，避免

设计师在面临新课题时不知从何入手的情况，同时也

开辟了依靠经验之外的设计思路[6]。 

2.2  视觉元素标签法对系列包装设计的作用 

系列包装设计需要充分考虑产品的整体品牌风

格与单品特色卖点，设计师需要时刻与客户交流，挖

掘商品的优点，置身于消费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商

品与消费者间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因此，设计师的作

品，并不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艺术行为，而是像医生一

样为客户诊断、解决问题。视觉元素标签法将会成为

“医生们”的工具，帮助他们在设计中进行判断，引

导设计方向。设计师只需要输入设计需求，再通过平

台输出具有引导意义和灵感启示的“设计作品”。对

于陷入困境、无所适从的企业，设计师需要进行“问

诊”，进而凭借自身的经验缕出头绪，找出问题的症

结之所在，并进行指导与治疗。总而言之，设计师所

做的工作并不只是创作，更是依据客户问题，为其寻

求解决方法。 

2.3  视觉元素标签法的设计框架 

社会是动态变化的，不存在不变的系统内因素，

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并且由于因素的不可穷

尽，也就导致了关系的不可穷尽，各种关系也是交织

在一起的[7]。设计框架由六个部分组成，从上层至

下层依次是：主体、辅助图形、装饰纹样、文字、

蒙版和配色背景，类似于平面构成。所谓的平面构

成具体指的是在二次元平面上，依据美学视觉效果

与力学理论组合与排列视觉元素，进行创造与研究

得出的排列方法，体现感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而

设计框架还有一个三维的空间，简单的理解就是遵循

一定的规律，在不同平面排列组合点、线、面要素，

构成视觉效果，这种视觉语言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

是具体的、抽象的、理性的、感性的，具有鲜明的个

性，由互相联系构成统一的整体[8]。设计框架中的所

有元素（主体/辅助图形/装饰纹样/文字/蒙版/配色背

景）均可被作为构成平面的元素。 

2.4  视觉元素库 

因为该研究是元素组合生成法，所以必须准备

一个视觉元素库。以自己创造设计元素的方式创造

“专题视觉元素库”，它可以发展成元素开源和分享

的平台，每一个品牌或设计师的元素库都可以被开放

出来，实现在平台上选取标签元素，在不同的设计项

目中运用同一个专题元素库的设计形式。 

2.5  标签行动器 

在设计框架和元素库之间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部

分叫标签行动器，它是标签工作的方法，它会根据设

计需求，选取设计框架，并从视觉元素库中选取元素，

然后规划出多个路径，选最优路径生成设计。这与设

计师实际工作过程非常相似，如要为衣服设计带有花

朵元素的广告，在设计过程中标签行动器则会将与之

相关的视觉元素分层准备好置于框架内。可以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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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元素重组生成包装 
Fig.3  Packaging generated by reconstructing elements 

 
框架比喻成围棋的棋盘，把专题视觉元素库比喻成棋

子，行动器就是设计师的角色，见图 2。 

2.6  视觉元素标签法开展设计的流程 

视觉元素标签法开展设计有五大步骤，分别是分

析、思考、整理、输出和引导，每一个步骤环环相扣。

（1）分析，设计对象的分析调研与定位；（2）思考，

设计对象的信息层级规划；（3）整理，搭建专题视觉

元素库；（4）输出，平台检索标签；（5）引导，元素

重组生成拼贴视觉系统。 

3  良品铺子系列包装设计研究与实践 

3.1  品牌定位与包装问题分析 

以雷特尔为代表的第二代设计研究学者曾提出，

设计的过程是设计者与设计问题的“拥有者”（客户、

消费者等）之间的多利益方协调的过程[9]。良品铺子

是一家休闲食品连锁品牌，截至 2017 年底已经在全

国开设了 2 100 家实体店，笼络了大量用户。2016 年

全渠道销售额突破 60 亿，没有一家店面亏损。新零

售时代已经到来，良品铺子需要继续突破创新。目前

主要的问题是上千款产品不能形成一整套系统，品牌

感弱，从而导致每个品类杂乱不统一，信息传达不够

明确。这不仅让品牌内部对产品的管理产生不便，还

让顾客在店内寻找产品的时候出现混乱。而门店承担

着提供良好购物体验感和购物场景的功能，因此需要

通过对店铺中包装系统的设计升级来提升竞争力。 
首先对良品铺子进行全方位调研，定位品牌形

象，制定相应的品牌策略，使其产品具有区别于其他

品牌的特点；再根据品牌故事，让视觉形象升华为一

种品牌符号；最终将“品质、快乐、有趣”定义为良

品铺子的品牌 DNA。品质是一种产品和服务属性，

是品牌的核心，在整个设计进程中，都必须围绕品质

展开。快乐是一种用户体验属性，传递心情，让吃过

零食的人感受到快乐。有趣是一种社交与文化属性，

零食可以营造家的氛围，变成一种社交媒介，在朋友

之间产生舒适的交流，提升附加值。 

3.2  视觉元素标签法的系列包装设计实践 

1）搭建视觉元素库。根据良品铺子的品牌视觉

风格定位，搭建专题视觉元素库，分为六个部分：主

体视觉元素、辅助图形视觉元素、装饰纹样视觉元素、

文字视觉元素、蒙版视觉元素和背景配色视觉元素。 
2）平台检索输出视觉元素。在平台检索产品名

称，每输入一个产品名称会自动检索出七个标签，一

个是设计框架，六个是设计框架中元素，以检索“法

兰帝草莓”为例，出现的七个标签分别是：年轻活力、

草莓、甜滑、密集、品质感、果干类和甜美；分别对

应：设计框架、主体、辅助图形、装饰纹样、文字、

蒙版和配色背景。在规划视觉元素的过程中，标签行

动器会根据信息层级规划元素，首先选取出“年轻活

力”的设计框架，然后选取出每个标签对应的视觉元素，

最后通过最优生成路径的规划输出最终的包装设计。 
3）元素重组生成包装视觉。良品铺子系列包装

的设计用实践证明了“视觉元素标签法”对指导设计

创新的实践运用能力，并在运用的过程中提高了设计

的效率和准确率，获得了企业与消费者的认可，元素

重组生成包装见图 3。 

3.3  良品铺子系列包装设计实践 

良品铺子作为新零售时代下的热门零食品牌，旗

下的产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这款设计运用“视觉

元素标签法”解决了系列包装设计中“共性与个性难

以调和”的设计难点，不仅为所有产品包装制定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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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良品铺子系列包装设计 
Fig.4  The series food package design of BESTORETM 

 
一的设计规范，而且突出了每款产品的特色。该方法

建立了包含“主体、辅助图形、装饰纹样、文字、蒙

版和配色背景”的设计框架和良品铺子专题的视觉元

素库。利用标签匹配的原理，设计者根据设计需求，

分别选取设计框架和视觉元素，输出设计，良品铺子

系列包装设计见图 4。 

4  结语 

当今社会，大部分人对设计师身份的认同都偏向

于艺术家，但在笔者看来，合格的设计师更像是一名

医生[10]。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视觉元素标签法”是

一种理想的设计方法，它通过充分考虑多种可能性的

方式，得出符合人们预期的结果。虽然在通过该方法

展开的实际操作中会不断地出现偏差，但是在实践过

程中，视觉元素标签法的平台也在不断地丰富数据，

利用标签的优势快速提取目标对象核心的标签，为海

量的设计需求提供一定的设计资源，帮助设计师快速

找到设计需要的视觉元素，引导灵感的开启，应付从

简单到复杂的各类设计需求，避免在面临新课题时不

知从何入手的困境，开辟了依靠经验之外的设计思

路。同时，该实践为从事具体设计和设计教育者提供

了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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