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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包装设计中系列化设计方向的视觉艺术表现路径。方法 从包装的基本功能及重要作用

着手，结合其发展至今的诸多表现，引出系列化包装的创意，接着对系列化包装设计的含义进行分析，

总结其在显性组成与隐性组成上的区别以及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得出系列化包装设计在助力企业品牌的

树立与推广、提升陈列与展示效果、增强广告宣传价值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并以色彩的系

列化和图形的系列化为焦点，深入分析包装设计中的系列化表现与代表性案例，在此基础上探索系列化

包装设计应注意产品类别不能混淆、同类商品系列化应同中求异。结论 系列化包装在整体的实用和审

美等方面，并不存在不同于其他种类包装的特殊性，只是在包装上进一步强化商品特性，更加适应现代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的审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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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rt in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YU Shi-ping 
(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visual art expression path of series design direction in packaging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functions and important role of packaging, the creativity and attempts of series packaging were 
introduced in combination with its development and many expressions up to now. Then, the meaning of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was analyzed to summarize its difference between dominant composition and recessive composition and diversi-
fied forms. Based on that, the outstanding advantages of a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in boos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motion of enterprise brand, intensifying exhibition and display effect, enhancing the advertising value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were obtained. Moreover, with the series of color and graphics at the focu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seri-
alized expression and representative cases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was conducted. On this basis, the problems of not 
confusing the categories of products and seeking differences in the serialization of similar products were explored. Series 
packaging has no particularity different from other types of packaging in terms of overall practicality and aesthetics, but is 
the expression of commodity characteristics promoted by the further enhancement of packaging vision. Therefore, it is 
more adaptiv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of modern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aesthetic tendency of con-
sumers, providing services for the commodity economy and beautifying people's life. 
KEY WORDS: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visual art 

“人靠衣装，物要包装”，简单的话语道破了包

装与人们生活的紧密联系，证明了包装所传达出的

无形的吸引力。在当前这个商业经济发达的社会

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业性包装的价值如何体

现对众多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受到新的生

活方式与现代消费观念的冲击，人们对商品的要求

越来越高，而包装作为集商标、广告、展示和推广

等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凭借自身价值逐渐受到人们

的重视，其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既要保护商品

免遭损坏，又要借助文字、图像、图形等元素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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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品牌信息，促进人们的购买欲望[1]。系列化包装

是当前包装设计中的一种新兴形式，其相对普通包

装更加符合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并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视觉艺术系统，成为包装设计领域的一个流行形

式，且呈现出多而不乱、同中有异的特点，丰富了

包装设计的阵营。 

1  系列化包装设计概述 

系列化设计在多元化的包装设计趋势下，其地

位日渐凸显，打破了传统的包装形式，以新颖的视

觉呈现出简约的包装形式，这种形式以商标为主

体，对企业的同类产品进行色彩、图案、文字、形

象等方面的共同性设计，并在整个过程中坚持整体

协调、细节规律变化的原则，以有机变化的形式与

其他商品包装形成对比，强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2]。

系列化包装设计分为显性组成部分和隐性组成部

分。显性组成部分包含色彩、文字、图形、结构等

构成要素，而隐性组成部分则是使同一企业产品的

单一包装进行有机联系并组合成系列化包装，以提

高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和信赖度。无论哪种形式

都会围绕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有统一的原则进行

设计[3]。一般而言，系列化包装主要分为不同规格、

内容的系列化包装，同类商品、不同规格的系列化

包装，同类商品中不同品种的系列化包装，相同造

型、规格的同种商品系列化包装，以及多品种、不

同造型的系列化包装等。这些包装普遍追求整体化

的视觉艺术形式，同时赋予商品更多的内容，在一

定程度上引导着人们的消费倾向。 

2  系列化包装设计的优势 

在商品销售市场中，系列化包装以整齐划一的

视觉效果出现在人们面前，并逐渐成为一个主流方

向，对树立产品的整体形象，增强竞争力有着重要

作用[4]。第一，有助于企业品牌的树立与推广。对

于企业而言，其生产的多种产品想要拓展更大的市

场必须以商标为中心，坚持统一的原则，增强视觉

传达的效果。系列化包装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原本

单一的商品包装进行有机联系与组合，呈现出一种

独特的视觉吸引力，以此加深消费者对商标和企业

的印象，这对树立名牌商标意义重大[5]。第二，有

助于提升陈列效果。除了设计独特外，系列化包装

的另一优势是整体占用的展销空间增大，以群体式

的美强化视觉效果，从而以更加突出的陈列效果进

入消费者的视野，提升商品整体的竞争力。第三，

有助于提升广告的宣传价值。系列化包装设计能够

产生以一当十的效果，既可以减少广告开支，又可

以加强商品宣传效果。第四，有助于新产品开发。

当系列化包装产品在销售中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后，

将会引发新一轮购买，给商品带来更大的市场，促

进新产品的开发。 

3  系列化包装的主要应用方式 

系列化包装设计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如色彩系

列化、图形系列化、文字系列化、材质系列化、编

排系列化等，这些为包装设计提供了资源与灵感，

赋予了包装设计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外延[6]。本文主

要以包装设计中的色彩系列化和图形系列化为例，

就系列化包装设计的具体策略展开探索。 

3.1  色彩系列化 

色彩具有先声夺人的魅力。对于现代包装设计

而言，色彩是商品的特性、属性和功能的形象表现，

其不仅可以让商品增值、扩大销路，还可以引起消

费者的注意，刺激消费者购买[7]。在系列化包装设

计中，色彩就更显重要。除了要考虑包装色彩的商

品性、广告性、民俗性，还要与商品的属性、特点、

功能、销售对象和销售区域相结合，真正实现系列

化包装设计的艺术效果和商业价值。 
化妆品包装系列化设计常以色彩来进行不同

呈现，从而实现信息的传达。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设计师不能仅对色彩、文字等视觉语言进行统一，

还要针对容器的种类、包装材料、消费人群心理、

印刷技术等因素进行思考，以产品的特性、品牌的

个性为出发点，展现系列化包装的魅力[8]。例如，

众多化妆品品牌大多包含护肤系列、彩妆系列、香

水系列以及男士护肤系列，这些都有系列化包装设

计的用武之地。优秀的化妆品系列设计师可以针对

消费者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去设计色彩，进一步刺激

消费者，使消费者和产品产生共鸣，促进销售。白

色的干净、素雅，绿色的清新、健康，黄色与橙色

的香甜等，都可以塑造个性鲜明的化妆品包装，并

组合成独特的视觉形式，在迎合消费者心理和生理

特征的同时，刺激其购买欲。 
可乐包装的系列化设计同样会运用不同的色

彩进行区别，借助红色的健康与活力，黄色的温和

与光明，白色的纯洁与神圣等，进行差异化设计[9]。

例如，可口可乐曾根据不同的含糖量推出了四款颜

色不同的罐装饮料，白色是含糖量极低的健怡可

乐，黑色是完全不含糖的零度可乐，绿色是含糖量

降低了 1/3 的生活可乐，红色则是原味可乐。个性

化的色彩设计增强了整个可口可乐系列的视觉冲

击力，也给消费者挑选适合自己的可乐类型提供了

便利，因此深受消费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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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形系列化 

图形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突破语言的障碍，

营造出良好的视觉效果，有着“一图顶万言”的传

播效能[10]。在图形系列化设计中，图形可以是具象

图形、抽象图形，也可以是立体图形、非立体图形

等，且整体还可进行适当变化。 
以具象图形为例，在包装设计中，其多是用来

描绘具体的商品或外在环境，以此引发人们的联

想，从而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帮助消费者感知商

品内容，实现所见即所得的设计效果[11]。在一些食

品的系列包装中，具象图形多会以真实的照片或者

合成处理的图像为主要应用形式，来实现理想的设

计效果。康师傅方便面的系列包装设计就将海鲜

面、牛肉面、香菇面等产品的具体图像印在包装上，

使消费者在视觉上对其口味和内容有一个大概了

解。当然，为了设计出方便面色味俱佳的最初印象，

设计者在保持本真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美化。 
抽象图形与具象图形的不同在于，其是利用

点、线、面形成的存在某种独特联系的图形，这种

图形在表现方式上更加随意、自由，给了设计师更

多的灵感，也给了系列化包装设计以更大的创造空

间[12]。它拥有比具象图形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突

破了各种认知上的障碍。以苹果系列产品的包装设

计为例，其徽标就经历了各种修改，最终从写实演

变为抽象图形。无论苹果系列中的哪一款产品的包

装，其设计上都印刷着这一徽标，既新颖时尚，又

十分具有辨识度。 

4  系列化包装设计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点 

系列化包装设计仅限于同类商品的组合变化，

如果不是同类商品的组合必然会破坏其作用和价

值，如清凉饮料系列化包装设计就选择了桔汁、桃

子汁、葡萄汁、山楂汁等作为系列化口味，并设计

了各种果品形象。但如果在其中加入鸡尾酒进行组

合就会适得其反，彼此不属于同一种类，成分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13]。另外，系列化包装设计要强调个

性。虽然共性是系列化设计存在的基础，但若在形

象表现和信息处理上采用模糊处理，既不能将商品

的内容展示给消费者，又会因为处理不当等问题引

起消费者的误解。还有一点必须注意，高档商品与

低档商品不构成系列，否则只会起到反作用，失去

信誉。 

5  结语 

不可否认，我国的系列化包装设计已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但系列化包装设计依然存在许多不

尽如人意之处，想要满足企业的盈利需求和消费者

的审美需求，必须进一步完善与拓展。这就要求设

计者以设计美学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对包装的

功能和艺术表现进行深入探析，研究系列化包装设

计，从图形、色彩、文字等细节进行设计实践，同

时对设计对象的性质、范围和价值进行直观展示，

让系列化包装设计能够形成视觉张力，提升商品包

装的附加价值，以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和消费者

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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