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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实现文化价值认同、设计价值认同和品牌价值认同，最终引发情感共鸣，促进消费，达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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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Cultural Creation 

LIU Zhuo 
(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chang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and the change of design id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e + cultural creation”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proposi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under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of packaging design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 cultural cre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ckaging design was analyz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creative imag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brand stories,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and the change of packaging design function were analyzed.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
ture + cultural creation” is a systematic design project, which can accurately position the products through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export brand concepts, broaden display platforms and upgrade service objects and realize cultural value 
identity, design value identity and brand value identity, thus triggering emotional resonance, promoting consumption, and 
achieving product premium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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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文创”的融合下，带来了文化和艺术

的结合，将艺术元素融入农产品的包装，增加文化故

事，使产品更具有艺术欣赏性，为农业发展带来文化

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1]，利用文化创意为农产

品创造更多溢价空间[2]。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
文创”的跨界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农业经济形式，也 



266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10 月 

表 1 “农业+文创”跨界融合的分析 
Tab.1  Analysis of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 cultural creation” 
融合条件 表现形式 设计要点 
政策支持 政策颁发 设计对象转变

新销售模式 互联网电商、社群电商 展示设计 
消费需求 优质农产品+好设计 设计目标转变

行业需求 农业+文化+创意+设计 设计方式转变
 
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展示形式[3]。在这一融合背景下，

认清文创包装设计的内涵，对于完善企业品牌理念，

建立农产品品牌形象，提升溢价空间意义重大。    

1 “农业+文创”的跨界融合 

截至 2020 年 4 月，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文

章在知网的搜索量达到 2221 篇。“文化创意”成为近

几年的热词，大量文章中习惯性地将“文化创意”称

为“文创”。2009 年，李书群对“文化创意”的内涵

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文化创意是指依靠个人的知识、

技能和天赋，通过科技与艺术的手段，以创意为核心，

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重构和提升，并与其他产业融

合生产出具有文化艺术元素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

务，是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精神、心理、娱乐产

品，以满足人类感性需要和理性精神需求的产业”[4]。

在 2014 年，国务院颁发了推进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

展的相关文件。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相关

产业的跨界融合已经成为趋势，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

发展。文化创意与农业的融合，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升

级，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农业+
文创”跨界融合的分析见表 1。 

1.1  政策支持：农业转型的导向 

2014 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文

件指出“注重农村文化资源挖掘，不断丰富农业产品、

农事景观、环保包装、乡土文化等创意和设计，着力

培育一批休闲农业知名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

进创意和设计产品产业化”[5]。从政策中可以看出，

如何将文化创意和设计注入农产品、美化产品形象、

提升品牌影响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已经成为农业升

级的解决途径，具有文化创意的农产品包装设计已经

成为发展趋势。 

1.2  文化需求：文化为经济助力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

面。陈国胜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也需要艺术的推

动，即文化创意的推动。文创与农业的融合，就是要

对传统农业进行创意与创新，通过创新，引领新的消

费潮流”[6]。在知识经济下，文化创意成为改变农业

生产方式和推动农业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动力。赋予农

产品文化底蕴和思维理念，可以使本土文化得到传

播，使农业品牌得到升级和推广。由此可见，提升农

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品牌形象，是带动农业发展的

动力。 

1.3  消费需求：农产品消费提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

越来越强烈，这种需求表现在文化产业提供的精神层

面上的需求[7]。传统农产品满足的是人民大众的基本

生活需求，形式简单。在知识经济与体验经济时代下，

已经满足不了多样性的消费需求。具有文化创意的农

产品，包装的创意造型满足了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同

时农产品的文化价值还满足了消费需求。设计师潘虎

认为“消费升级的本质，其实就是审美升级”[8]。因

此，具有创意的农产品包装设计，是满足消费需求和

推广农业品牌的重要手段。 

2 “农业+文创”跨界融合下的农产品包装

设计 

根据文化创意的概念，对农产品进行具有文创性

的包装设计，就是要在包装中整合文化资源、进行艺

术加工、传播文化理念和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满足

消费者审美需求和文化需求，提高消费品质。 

2.1 “农产品+文化资源”的融合   

“文化创意与农业的融合，其核心就是要对‘农
业、农民、农村’文化资源和本土文化特色进行创造，
提升产品形象、置入品牌文化和价值理念，生产出具
有文化艺术元素的农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6]。深
入挖掘本土文化特色，运用商业化的创意理念来经
营，形成长效机制，实现用文化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以有影响的文创农业——中国台湾“掌生谷粒”品牌
为例，企业从台湾日常饮食文化中，洞察出消费者对
精致饮食文化的需求，以优先保证农民的利益和解决
农民后顾之忧为经营理念，将有机大米的种植与道法
自然的农耕文化相结合，用具有乡土文化气息的元素
作包装，配以有温度的创意文案，激发消费者对台湾
米的兴趣。每包米的产地搭配独特的命名与说明，增
加了消费者对米的了解与认识，在选择自己喜爱的米
的同时体验买米煮米的台湾农业文化。“掌生谷粒”
品牌自创立以来，销售节节攀升，于 2009 年入围数
位时代人气卖家 100 强。因此，产品包装能够满足消
费需求，是成功文创包装的关键。盲目地附加文化只
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引不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宛
若昙花一现，形不成消费粘性。 

2.2 “农产品+创意形象”的融合 

形象是包装给消费者的第一视觉印象，形象的差

异性与情切感，可以在短时间内拉近产品与消费者的

距离。文化创意包装中的创意形象，是建立在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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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十二生肖古树茶叶包装设计 
Fig.1  packaging design of ancient tree tea of Chinese Zodiac 

 

图片来源潘虎试验室  
 

图 2 “褚櫈”橙子包装 
Fig.2  Packaging of “Chucheng” 

 

 
 

图 3 “封老爷”古树茶叶包装 
Fig.3  Packaging of “Fenglaoye” ancient tree tea 
 

念下对文化的理解与应用，是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提取

和转化。“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数量庞大、形态万千

的文化符号，成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9]。

以文化为载体的创意形象，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审美

需求，而且有效地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掌生谷粒所

有产品的包装图形，都是从乡土文化元素中提取的符

号。印有大红牡丹的花布包装和航空牛皮信封的包装

都是时代的记忆符号。 
图形的创意不在于图形本身的形式创新，而是产

品包装的创意应用。甲古文创意公司设计的十二生肖

古树茶叶包装，见图 1，凭着对生肖文化的喜爱，将

十二生肖头像与茶树结合，图形的创意应用产生了丰

富的视觉内容。生动的图形以镂空烫金工艺呈现，获

得了德国红点至尊奖。 
由此可见，图形的创意应用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

对文化资源的创造和重构。以新颖的形式和创造性的

应用产生视觉上的新奇，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外观形

象而且加强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视觉记忆符号。 

2.3 “农产品+品牌故事”的融合 

农产品用故事包装，不是牵强附加，而是产品背

后有温度的故事。掌声谷粒产品的故事都是取材田间

地头，记录着农业生产的过程。例如：一齐米，包装

文案是：“民国八十三年花莲五里，有九条好汉相约，

一齐来作有机田，用秀姑峦溪的水灌溉，用初鹿牧场

的牛粪养田，种古一早味的台梗一二号。我拜托他们

轻轻碾，保留谷粒上，同担的风雨齐享的日月，这样

吃饭才有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味道。同心齐力，掌生谷

粒”。语言的凝练，真情的表白，得到的是消费者的

认同。以故事的形式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便加强了对

品牌理念的认同。褚橙成为橙子中的爆品，能够被消

费者认可，其包装文案创意也是再现了产品背后的真

实故事。“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是种橙人的

真实写照，所以把褚橙定义为励志橙，也使产品在传播

中引起消费者的情感认同，“褚櫈”橙子包装见图 2。 
潘虎设计的“封老爷”古树茶叶包装，见图 3。

以民国时期的报纸版式，讲述封老爷自始至终执着追

寻茶道根源的故事。将传统文化符号转换成现代包装

的品牌形象，追寻古树红茶的历史渊源。 
农产品+有温度的品牌故事，将产品故事化，用

创意的语言为产品命名，其不是玩弄文字，而是用有

情感的语言与消费者沟通和交流，表达对消费者的真

诚。只有故事的真实和文字的真诚，产品文案才会在

情感上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在信任缺失的当下，成功

的农产品包装的创意设计只有以背后真实的故事为

支撑才能够被消费者信任，从而提升价值。  

3  基于“农业+文创”的包装设计功能流变 

传统的包装设计主要功能为：便利功能、保护功

能、传达信息功能、美化商品功能和促销功能等。文

化创意与农产品结合，延伸了设计的功能，不单是满

足包装设计的基本功能，而且在文化创意下，包装促

销对象发生了变化，更注重品牌文化理念的传递、线

上平台的展示和产品的用户体验。“农业+文创”跨

界整合下包装的特点变化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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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业+文创”跨界整合下包装的特点变化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packaging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外包装比较 图形选用 文案 结构 材质/工艺 定位 用户体验 促销

普通包装 与产品有关 企业广告 产品的保护 环保、普通材料 无 无 线下

文化创意 
包装 

与企业文化有关， 
注重文化寓意 

产品背后的故事
产品的保护 

消费者的使用

环保材料 
工艺品质 

主流消费 
人群定位 

交流 
体验 

线上

线下

 

 

 
 

图 4  中国台湾“掌生谷粒”大米系列包装 
Fig.4  Taiwan’s “hand-held grain” rice series packaging 

 

3.1  促销对象的变化：包装从大众促销到目标群体

销售 

促进消费是包装设计的主要功能。促销的手法多

种多样，包装设计可以通过华美的外表和精致的做工

等吸引消费者。文创与农业融合下的包装设计，注重

产品的精准定位，精确把握产品的属性，确定主流消

费人群。如于进江先生设计的“小罐茶”包装，定位

于高端商务用茶。在设计上，根据高端商务用茶的特

点，以食品级铝材作为材料，轻便、坚硬、易存储和

不怕摔；以只装 4 g 茶叶的小罐为形态，一茶一罐，

八种名茶，八位制茶大师。每种茶罐上都有相应的制

茶大师名字，一罐一泡，让客人品的是大师的技艺。

以充氮保鲜技术密封，带给客人喝新鲜茶叶的体验。

一经推出，销售额在行业中遥遥领先，据于进江先生

讲，2018 年销售额突破 20 亿。 
在众多产品功能类同的当下，能通过精准定位帮

助企业进一步确定产品属性，形成产品的格调，使产

品能在行业中脱颖而出，便于品牌后期的宣传和推广。 

3.2  信息传递的变化：包装从传递产品信息到传达

品牌文化理念 

在“农业+文创”融合下，对于包装设计有了更

高的认识。设计中采用的每个元素不仅传递着产品的

基本信息，还反应着品牌的核心理念。中国台湾“掌

生谷粒”大米系列包装见图 4，其品牌理念是关怀乡

土情物，珍视农耕文化。为体现这一理念，整个包装

设计中采用了具有浓浓的乡土情的元素。古朴的牛皮

纸是大众最熟悉的，具有特殊的记忆与情感。牛皮纸

上手写的文案，不仅是产品背后的故事，而且将产品

信息细致地呈现，方便消费者选择适合自己的稻米，

表达了对耕种着的尊敬和对消费者的诚意。花布提篮

系列包装，选用客家印花布，是台湾的历史印记，花

布中“双星牡丹系列”的印花版拥有五十年的历史。

大红牡丹是富贵吉祥的象征，能激起台湾人的集体记

忆，也是对自我的祝福。一餐米航空帆布包装，其创

意概念来源于“身土不二”，当去他乡时带上自己家

乡土地生长的米，以防水土不服。程昀仪说：“一餐

米航空帆布包，是游子的思念，旅人的回忆”[10]。掌

生谷粒的产品包装，都融合了注重文化情感的创意理

念。“用文化包装台湾本土产品，将商品注入一种由

时代所累积的厚重情感，便是掌生谷粒对于包装的理

念”[11]。 
在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的时代下，电商销售已经成

为农产品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包装的文化创意，在

手机等网络平台展示和品牌理念宣传上，可以增进消

费者的信任度。如“掌生谷粒”利用网络的成功传播，

深化了品牌的核心理念。在“掌生谷粒”官网首页上，

通过对台湾在地农田的影像记录，搭配诚恳且富有情

感的文案，如：“来自土地的呼唤，掌生谷粒”，“地

粮，乡下米的味道”。大量的图片再现的是对乡村土

地的热爱和对耕种者的尊敬。以真实的情感感化消费

者，使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实现对品牌理念的认同。 
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农产品文创包装的设计是

通过对品牌理念的理解，将抽象理念提炼出具象图形

元素进行视觉传达的过程。线下输出理念注重的是包

装设计中的材料元素、图形元素、文字元素与消费者

的互动体验；线上输出理念注重的是大量图片记录和

真诚的文案，唤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 

3.3  展示形式的变化：包装从线下门店展示到线上

平台展示 

具有创意的农产品包装设计，只有通过线上和线

下的宣传展示才能有效地传递品牌理念。其展示形

式，不仅注重门店中的店面设计和包装品牌形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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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掌生谷粒”网页截图 
Fig.5  Screen shot of the web page of “Zhangsheng grain” 

 
且注重线上的展示效果，如图片的选用、系列包装的

组合设计和文案的设计等，目的是能够吸引眼球、引

起关注和增进消费者的信任度。 
1）线下展示。结合品牌的文化理念和场景的文

化氛围，在产品布置上制定统一的标准，让顾客更好

地感受到包装的质感、工艺、品质和互动体验等。如

“掌生谷粒”，用牛皮纸进行手工包装，手工书写产

品信息，提示消费者不能久放，应及时享受新鲜的米

香。让消费者感受到企业的诚心。 
2）线上展示。结合产品包装的信息内容，选择

合适的和有温度的文案进行主题展示和节日促销，可

利用短视频和动画效果呈现，第一时间感动消费者。

“掌生谷粒”在其官网中，每组包装图片都搭配专属

的主题文案，激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利用传统节日

展开促销和品牌传播，包装的展示版面中添加节日的

元素，使画面具有情境感，再配上暖心的文案烘托主

题，是品牌线上展示的有效手段。“掌生谷粒”网页

截图见图 5，将包装放置于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场景中，

结合传统农耕、春节喜庆和送礼等传统文化，“消费

场景的设计与文案表达既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

现代审美需求；上接品牌核心理念，下达品牌促销功

用”[12]。 
文创农产品包装的展示，不仅要考虑实物的呈现

效果，还要注重线上阅读特点。在设计上不仅图文并

貌而且注重故事的传播性、情感的感染性和主题的氛

围性，形成有吸引力、阅读力和感染力的画面，使受

众愿意接受和推送。 

3.4  服务对象的变化：包装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人

为本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首先考虑的是人的需求

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13]。包装设计过程中，除了考

虑保护产品本身外还要考虑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小

罐茶”以消费者的体验为中心，一罐一泡让冲泡更简

单，食品级铝材方便回收再利用。褚橙的纸箱包装不

仅解决了保护与运输的基本功能，在盒型的结构上充

分考虑到用户使用的便捷性，设计的抽拉功能方便拿

取，轻轻一拉橙子自动升起。 
以上案例说明，文创类的包装设计是站在用户的

角度思考问题，注重用户的体验感和对环境的保护。

在设计的过程中使用户体验达到心理预期，认同产品

附加值的价值，也是附加值最终实现的过程。 

4 “农业+文创”跨界融合下，农产品包装

设计的附价值认同 

4.1  农产品包装文化的价值认同 

创意农产品的消费其实就是一种对文化的认同。

消费者在对创意农产品的消费过程中，会形成价值认

同：其一，对农田、耕种和农夫的劳动成果的认同；

其二，在通过营销活动和文案向消费者讲述品牌理念

以及品牌背后的故事时，使品牌获得消费者的心理支

持与情感共鸣，品牌的文化价值进一步被认同。当产

品成为体现消费者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与价值

观念的载体时，创意农产品才具备了文化价值的存

在，此时的文创包装设计创造了超越农产品本来价值

的溢价空间。  
在“农业+文创”融合下，设计能使文创包装实

现价值认同，其核心是对农业资源和传统文化的创造

应用，这也是文创的真正意义所在。 

4.2  农产品包装设计的价值认同 

设计可以为产品带来更高的利润，这是企业愿意

为之投入的原因。设计不仅能够带来商业价值，还可

以提高消费者的审美感受，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褚橙

不仅有质量上的优势，其外包装的设计，还获得了

2016 德国红点等四项国际大奖。这个优秀的包装引

燃了“褚橙”的传奇销量。褚橙的包装文案“人生总

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给予

褚橙“励志橙”的称号。传统的农产品使用价值上升

为社会文化价值，以不同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与

对消费有追求和有生活理念的消费人群形成情感的

共鸣。 

4.3  农产品包装品牌的价值认同 

“品牌认同是消费者对某一品牌在消费过程中产

生的情感或心理认可”[14]。通过了解品牌理念、体验

产品价值和感受品牌文化，使消费者感受到的信息与

自己的认知和需求一致，形成对品牌的情感依恋，获

得对品牌的认同感。“农业+文创”融合下的包装设计，

通过精准定位、创意设计、线上展示和理念传播，实

现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品牌价值的认同，最终增加农产

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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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策支持、经济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背景

下，“农业+文创”的融合已经悄然而至。在其融合

下，包装设计思路的转变以及对功能的认识可以促进

农产品的升级，增加产品附加值。在企业的品牌理念

下，加强对农业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创造，以合适的形

式获得消费者认可，已成为一项文化认同、设计认同

和品牌认同的设计工程。农产品文创包装的设计在引

领消费的同时，也在掀起一场农业革命，重新引起消

费者对田地、劳作者以及农业文化的尊重，让田间的

劳作者成为有品牌信仰的农夫，让消费者得到田地的

滋养和祝福，得到品牌文化的情感共鸣。因此，农产

品的文创包装设计，是建立在品牌理念下的终端展

示，是对品牌文化表达与交流的介质。如何设计出成

功的文化创意包装作品，还需要广大设计师和学者们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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