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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群体逐步追求品质化的生活，消费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物质上

的填补，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然而，如今白酒外包装一成不变的视觉刺激已经使购买者麻木，无法

满足其消费需求，且同质化严重的外包装，也无法突显品牌特点。因此，面对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心理需

求和文化需求，有必要在实现包装的主要功能时，对其进行再设计。方法 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利用

格式塔理论对白酒外包装现有产品外形进行提取分析，采用眼动实验探究，分析消费者对白酒外包装品

牌品名的重视，以及不同白酒包装外形对消费者的视觉引导趋势。结果 得出白酒外包装对消费者视觉

引导的 3 个规律性特征。结论 针对目前同质化严重的外包装设计，基于品牌文化、消费者心理需求等

感性视角，与用户视觉流向特点等理性因素，总结白酒外包装形态对视觉引导的基本规律，并通过该规

律对白酒外包装进行差异化设计，达到白酒外在品牌品名优先识别与内在文化突显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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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of Liquor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Eye Movement Analysis 

XU Gang, ZHANG Ling-yu, LI Shi-yue, WEI Wei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the consumers are pursuing the quality of life. What consumption bring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material life, but it's more of a psychological satisfaction. However, the invariable visual stimula-

tion of liquor packaging makes the buyers numb, unable to meet their consumption demand. And the packaging with ho-

mogeneous design also cannot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nd.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the growing psycho-

logic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consumers, it is necessary to redesign the packaging when the main functions are real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s, using Gestalt theory to extract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duct shape of white wine 

packaging, and use eye movement experiment to analyze the consumers' attention to the brand name of white wine pack-

aging, and the visual guidance trend of different liquor packaging shapes to consumers. Three regular characteristics of 

liquor packaging on consumers' visual guidance were obtained. In view of the present homogeneity serious packaging de-

sign, based on the brand culture, consumers psychological needs, such as perceptual perspective, and the user's visual flo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rational factors, summed up the basic rule of liquor packaging form of visual guide, and dif-

ferentiated by the rule of liquor packaging design, external to liquor brand name priori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intrinsic cultural highlights. 

KEY WORDS: liquor packaging design; visual guidance; differentiation; eye movement experiment;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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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白酒文化，自其出产之日起

便广受消费群体的喜爱。纵观中国白酒市场，其生产

量和销售量稳居世界前列，故中国也有“白酒大国”之

称。自 1992 年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企

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大量以白酒运营为主的

企业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在其发展过程中，这些白

酒企业也为社会需求、国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白酒逐渐冠以“国窖”的名号。然而随

着社会发展、国民购买力的增强，消费理念逐步从物

资补偿转变为心理补偿，消费更偏向于注重购买者的

感受。因此，同质化严重的白酒外包装已经不能满足

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1  中国现代白酒外包装综述 

产品外包装作为包装系统中的一种，长期以来主

要发挥保护产品数量、品质，便于运输、储存、展示

等功能。在过去的购买理念中，人们的视线主要集中

于产品本身的性能与价值，对产品外包装的附加值需

求度较低。但随着大众消费理念的转变，外包装逐渐

演变为一项重要的购买指标，同时也成为激发消费者 
 

购买行为的一项重要因素[1]。 

1.1  包装装潢分析 

纵观当下的白酒市场，虽然产品数量繁多、设计

层出不穷，但其在外包装的设计上总体呈现固定的风

格与特色。色彩上，白酒外包装多以红、黄、金为主

调，辅以青、蓝两色以衬托中国特色，见图 1（图片

来自互联网及作者整理绘制）。且整体造型设计在视

觉感受上多以长方体为主要要素进行呈现，形成了非

金即银、形态雷同的华丽气象，不仅使特色消失，还

难以形成富有针对性的视觉印象[2]。这导致包装方式

在差异化的体现上有着明显的不足，在品牌文化传达

方面显得远不够突出。为应对这一现状，各酒企往往

在包装设计中采用多种“突显化”的设计手法来强调

品牌品名，但其“突显化”的手段也较为定式，如字

体、大小、色彩、材料质感等元素的反差对比，UV

印刷、凹凸工艺、烫金、烤漆、仿金属铭牌等工艺模式。 

1.2  造型布局分析 

目前市场上白酒产品的外包装设计多以立方体

形态为主要造型框架，并在其细节部分进行设计手法 

 
 

图 1  白酒外包装设计色彩分析 
Fig.1  Color analysis of liquor outer package 

 

 

 

图 2  白酒外包装形态轮廓提取 
Fig.2  Extraction of the liquor outer package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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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造处理[3]，以突显产品本身及其附加价值。在视

觉布局上，白酒外包装一般通过横向或纵向的分割来

提高视觉美感，并利用层次感体现一定的差异性。由

于包装主体框架为立方体，这种分割方式的类别也较

为局限，下图通过格式塔理论对当下白酒常见外包装

形态轮廓进行提取，得到当下白酒产品中，8 种外包

装形态主要布局方式[4]，见图 2（图片来自互联网及

作者整理绘制）。 

1.3  白酒外包装设计发展趋势 

自白酒产业规模性创办以来，大量白酒产品推陈

出新，白酒企业逐步活跃于市面，其市场竞争也日趋

激烈。如今，对大众消费者而言，面对大量的白酒商

品，除却白酒本身的味道、口感，更多人开始将购买

商品的目光转向产品整体带来的视觉体验。然而，纵

观中国当下的白酒外包装市场，不难发现包装形式较

为单一、雷同，这样的现状使消费者在浏览商品时无

法有效地获取第一视觉信息，且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用

于对比产品，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因此，消

费者购买理念的转变迫使企业对白酒外包装提出了

更高的设计标准，即通过差异化的表层体现、科学性

的视觉引导逻辑、深度融合的文化内涵等方面对白酒

外包装提出了更为严苛的综合设计考量，使其更具人

文主义色彩，满足消费者的情感诉求，同时达到产品

差异化突显的目的。 

2  白酒外包装设计理念 

在消费者购买理念逐步转变的当下，白酒外包装

的意义不仅局限为运输、储存的功能物件，更承担起

产品外在信息传达与内在文化推广的重要责任，发展

成为一种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增加竞争力、塑造企业

对外形象的重要手段[5]。同时，白酒也是中国酒文化

的载体，其品牌的建立往往依靠着中国长期以来形成

的白酒文化。因此，如何在品类繁多的白酒产品中，

有效地突显白酒产品的品牌品名与其内在附加的文

化价值成了重要问题[6]。由于白酒外包装形态、色彩

等呈现元素，往往能激发消费者的想象力，触动消费

群体的情感和潜意识，让消费者获得对品牌的感性认

知[7]。目前消费者对品牌、品名信息优先识别的需求 
 

逐步上升，较以往而言，消费者对白酒外包装差异化

的展示方式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诉求。从消费者心理来

看，对白酒产品的消费很大程度是基于文化类型的消

费，品牌的号召力是促进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

消费者对了解白酒产品品牌、品名的迫切程度有着较

高的优先级[8]，这也是消费者视觉集中在品牌、品名

位置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市面上几款主流品牌包装的进行视觉追踪实

验，通过利用眼动记录软件 ClearView2.7.0 对消费者

观察酒盒外包装时的视觉热区进行记录，并对合成热

点图进行分析，发现其视觉热区主要集中在酒盒外包

装品牌品名信息处。因此，对白酒外包装的重要设计

理念应兼顾差异化及品牌、品名的强调。热点分布见

图 3（图片来自互联网及作者实验绘制）。 

3  基于眼动规律实验的视觉引导分析 

3.1  眼动规律实验概述 

通过验证不同白酒外包装形态对消费者视觉的

引导，设计相关眼动规律探究实验。该实验随机选取

共 12 位志愿者，其中男性 6 名，女性 6 名，年龄层

次为 20~40 岁。利用实验设备为 Tobii T120 型号眼动

仪，分辨率为 1280 像素×1024 像素的显示器，对市

面主流品牌包装的进行视觉追踪实验，以此验证在不

同白酒外包装几何形态下，用户群体的眼动规律，从

而得出几种恰当的视觉引导方式，并通过该结论对酒

盒外包装进行差异化设计[9]。 

首先，对多种品牌包装外形轮廓进行提取，得到

矩形、梯形两者适用于外包装设计中较常见的元素。

通过对提取元素进行观察，在一定时间段内分别呈现

选取的单个几何形状（矩形、梯形），每次呈现间隔

时间为 6 s，图形显现时间为 5 s，自变量为呈现图形

形状，因变量为视觉移动流向、视线停留时间、视线

停留最长点，从而得到实验分析数据。视觉追踪实验

数据分析见表 1。 

基于上述结论，首先对 12 人的测量数据进行分

析，综合数据平均值，通过比对视线聚焦图形总时间，

得出图案 3 视线注视时间最长，为 4.787 s，其次是图

案 2，注视时间最短为图案 6，为 4.677 s。因此相较 

             
 

图 3  热点分布 
Fig.3  Hot spo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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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视觉追踪实验数据分析 
Tab.1  Analysis of visual tracking experiment data 

项目 图案 1 图案 2 图案 3 图案 4 图案 5 图案 6 

刺激元素 

  

视线聚焦图形 

总时间（s） 
4.708 4.716 4.787 4.693 4.689 4.677 

视觉走向 

（如图箭头走向） 

  

视线停留最长点 

（红点） 

  

 
于该实验内其他形状而言，图案 3 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最大，其次是图案 2，而在进行外包装设计时也应多

考虑图案 3 与图案 2 结合的设计方式。 

其次，对其视觉走向进行分析，即被试的视觉流

向大致遵循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规律，如果图形呈

现收缩指向性的趋势，此时视觉流向会受到一定的影

响，即视线会随图形收缩方向移动。 

最后对视线停留最长点进行分析，即实验数据记

录中对停留较长的结点进行蓝色标注，并将停留时间

最长处用红色区分，得出图形若图形呈现平行特征，

则观察者视线重点倾向于中心偏上左的趋势，同时若

图形呈现转向、弯折等具有交点产生的特征，则其交

点处更容易被人们注意到。 

3.2  视觉引导规律分析 

基于上述实验背景，对视觉引导方式做相应的研

究后，针对白酒外包装设计提出以下视觉引导规律，

并进行相应分析。 

3.2.1  收缩指向性 

收缩指向性是指视觉反馈对心理上的一种倾向，

通过视觉信息在心理上对观察对象的延展趋势进行

补充。因此，人的视觉路径有着明显的指向习惯，其

会从较大一端沿至收缩一端。人们指路的手势，引导

的指示箭头等方式均利用了这一特征。基于这一视觉

特性，通过 3 种常用手势及日常标志符号对视觉流向

进行分析：当五指分开时，人的视线会流转于手指与

手掌间，大体上呈现为依轮廓形态无序跳跃状态，视

觉流向较为散乱，视线不能明显汇聚，无绝对指向性；

而当单指指向某处时，视线则会从手腕一方，逐渐流

向手指所指的方向；同理可得，在箭头标志中，视觉 

 
 

图 4  收缩指向性特征下视觉流向分析 
Fig.4  Analysis of visual flow derection  

under the contraction directivity 

 
会从较为分散的一方转向三条线汇聚成一方，从而达

到视觉引导的目的。收缩指向性特征下视觉流向分析

见图 4（图片来自作者绘制）。 

3.2.2  交点原则 

交点原则，即指人的视觉关注度会更容易被观察

对象当中的冲突点所吸引，即在延伸对象中出现穿

插、阻挡、折返等情况时，视觉注意力会更倾向于关

注破坏延伸性的区域，简单来说视觉注意力更容易聚

焦于各类交点。交点原则也常用于一些需要高精度观

察和视觉集中的地方，如狙击镜，针对这一特性进行

分析，见图 5（图片来自作者绘制）。 

3.2.3  对比原则 

对比手法是引导视觉焦点的常用方式。形态或图

案的刚与柔、曲与直、疏与密、光滑与粗糙等，都能

带给使用者直观的视觉感受，并且其视觉引导作用也

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加入补色运用的配色方式也是

搭配使用的视觉强化方法之一。研究表明，在消费者

的大脑中，物体的客观形状可能蕴含着潜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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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交点原则下视觉重点区分析 
Fig.5  Analysis of visual focus area under the intersection point principle 

 

 
 

 
 

图 6  基于格式塔理论下酒盒外包装设计元素提取 
Fig.6  Extraction of elements from wine outer packaging based on Gestalt theory 

 
如方形与力量、曲线与柔和、直线与顺序、数字与理

性、规则等。由于此类设计方式广泛运用在产品的开

发、设计过程中，其案例较多，且较为常见，因此本

文不再做赘述。 

4  视觉引导规律下白酒包装差异化设计案

例分析 

4.1  设计构思分析 

由于白酒自身承载着中国文化，其文化因素也逐

步渗透在其产品的销售理念中，因此将白酒外包装设

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是对其进行设计的主要思

路。然而，要想从中国的酒文化、传统文化中提取元

素并巧妙地与产品销售相结合，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的

白酒历史与白酒文化。 

纵观中国的白酒文化，其文化内涵与中国的历史

渊源密不可分。因此，这些文化结晶被运用到酒包装

后，通过视觉的直观影响，潜移默化地向消费者传达

了酒的内涵，并在情感上起到共鸣作用。 

基于上述视觉引导的基础实验研究，结合中国历

史和酒文化，通过分析消费者购买白酒的动机，关注

其视觉体验，将白酒外包装设计与中国文化、白酒文

化相结合[10]。同时，对工艺、材料、周期、成本等量

产因素进行综合研究，结合四川本地某白酒企业的文

化、定位，对白酒外包装进行设计。 

该企业强调的元素有形态稳重和源于宋代。从文

化理念突显上，自唐宋以来，有关“酒”的诗句不胜

枚举，如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间也”，王维著有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在历史的熏陶下，人们品酒斗诗、饮酒作

乐、借酒消愁，将酒与侠士或文人墨客的激昂之气相

联系，形成了特有的中国酒文化。而宋鼎作为祭祀天

地和宗庙、宴享、朝聘、征伐等重要礼仪活动的祭器，

常与白酒一同出现，两者具有相似的文化意向。因此，

通过研究宋代的文化特征，结合设计想要体现的文化

内涵，最终将宋鼎作为白酒外包装的设计来源，并且

在装饰形态上结合宋代服饰中的腰封进行设计。 

根据宋鼎其稳重的特征，基于格式塔理论提取宋

鼎的外形轮廓，再根据宋代服饰中腰封的造型进行设

计思维提取，见图 6（图片摘自互联网及作者绘制）[11]。 

在颜色的选取上，中国红象征着喜悦、激情、热

闹、积极，古代君王也常以红色装点城楼，以金黄色

龙袍象征权利。由于白酒外包装深受中国几千年的文

化影响，各品牌白酒包装基本采用红色、金色为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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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视觉引导条件下白酒外包装设计分析 
Fig.7  Analysis on the design of liquor outer packaging 

based onvisual guidance conditions 
 

 
 

图 8  基于视觉引导条件下白酒外包装设计效果 
Fig.8  Design effect of liquor outer packaging  

based on visual guidance 
 

调进行设计。然而在设计色彩的选择中，红、金两色

与包装鼎的造型易起冲突，因此在保留金色的同时，

更多采用深蓝色与鼎的厚重感相匹配，来达到视觉上

的一致性。 

4.2  视觉引导在白酒外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该白酒外包装设计通过运用视觉引导规律进行

思考设计，通过采用收缩指向性特征，即使外包装形

态具有相交趋势，使消费者视线从四周沿酒盒形态边

缘汇聚到中心品牌标识处。并且设计运用交点原则，

在形态交汇处视线停留最长区域进行品牌的强调，

从而达到品牌品名优先被消费者识别的需求。通过

设计材质与设计色彩的对比，增强视线交点，引导

消费群体的视线流向，使白酒品牌品名更易识别，也

能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视觉记忆。从而实现白酒外包

装品牌品名易识别、设计更具差异化等特征。基于视

觉引导条件下白酒外包装设计分析见图 7（图片来自

作者绘制）。基于视觉引导条件下白酒外包装设计效

果见图 8。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群体购买理念的逐步改

变，消费已成为心理需求变相满足的一种手段，产品

的外包装不仅需要满足其保护产品的功能，还需要

承担传播品牌品名、吸引消费视线、产生购买欲望

等重要功能。而在此环节中，视觉引导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基于其引导方式进行白酒外包装设计，不

仅使产品从同质化严重的环境下脱颖而出，还对消费

者视线进行恰当的引导，使品牌品名、产品理念等元

素得到最好的展现，达到白酒外包装差异化设计的最

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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