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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消费者对上海土特产金山焋糕包装的情感化需求优先级，并通过金山

农民画艺术因子转译的方式完成包装设计实践，为上海土特产包装的情感化及民族化设计提供相对客观

科学的研究思路。方法 首先基于情感化设计理论构建消费者需求要素层次模型，计算出各要素的重要

度排序。接着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数据结论，提出包装视觉设计借鉴金山农民画艺术形式的设想。最后围

绕金山焋糕的民俗特征及制作场景，提取出金山农民画典型艺术因子，完成金山焋糕纸盒和纸袋的包装

设计。结果 借助层次分析法使包装需求分析流程更加客观、完善。结合地方民间艺术实现土特产包装

设计民族化的探索与实践，力求为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提供积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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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Design of Shanghai Specialty Cake Balls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Fol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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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us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determine the priority of consumers' emotional 

demand for the packaging of Jinshan Cake, a local specialty of Shanghai, complete the packaging design practice by 

translating the artistic factors of Jinshan farmers' painting, and provide relatively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deas 

for the emotional and national packaging design of Shanghai local specialty. Firstly, the hierarchy model of consumer 

demand element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sign, and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of each element is 

calculated. Then based on the data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idea of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artistic form of Jinshan farmers' painting for packaging visual design. Finally, based on the folk characteristics and pro-

duction scenes of Jinshan cake, the typical artistic factors of Jinshan farmer's paintings are extracted to complete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Jinshan cakecarton and paper bag. The process of packaging demand analysis is relatively objective 

and perfect with the help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Combined with local folk art to achieve the local specialty pack-

aging design nationaliz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he paper strives to desig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provide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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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闹元宵、二月撑腰糕、三月眼亮糕、四月青

团子、五月粽子箬叶包……江南人用糕团来品味农耕

时代的春夏秋冬，记载着时令节日的喜悦哀愁。糕团

是江南稻米文化的精魂所在，是江南人民独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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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集体记忆，值得不断传承与发扬。然而，在“舶

来网红”点心的冲击下，糕团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

野中。在地域特色备受关注的当下，人们却似乎遗忘

了对“糕团”这一土特产食品品牌的塑造。尤其是糕

团的包装，它作为品牌设计的重要触点，除了装载容

纳、便于流通等基本功能外，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引发

消费者好感起到宣传品牌、增加商品附加值、促进商

品销售的作用[1]。本文将聚焦于上海知名土特产金山

焋糕的包装设计研究，借助层次分析法计算消费者对

包装情感化需求的优先级，并尝试将金山农民画艺术

转译到包装视觉设计上，以此实现地方特色品牌开发

与民间艺术文化传承的双赢目标，具有重要的开拓和

实践意义。 

1  研究概述 

1.1  产品现状 

糕团作为江南稻米的衍生品，无论在原材料、加
工工艺上，还是在时令风俗、人文信仰上都具有强烈
的地方排他性。金山焋糕，也称金山方糕，产自沪郊
金山，被誉为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焋糕”是上海
金山地区的俗语，译为蒸糕，沪语中“糕”又与“高”
同音，有节节高的口彩。每逢过年过节等喜庆之时，
上海都会有吃糕的习俗。“焋糕迎春”是金山人的一
件大事，是金山农家不可或缺的年货。制作时需将糯
米粉与粳米粉不停揉搓，待其融合为一后盛入模具，
再加入豆沙、枣泥、芝麻等不同口味的馅心，制成四
四方方的小块上锅蒸制。新鲜出锅时软糯香甜且带有
浓郁的米香味，口感最佳。如今，金山焋糕的销售点
多位于金山古镇等旅游景区，主要作为过路游客的餐
间小食或周边居民的早餐食品被贩售。店铺大多为
“现做现吃”的小规模作坊，缺少整体的品牌塑造。
商品出售时仅以塑料袋或塑料盒简单装裹。高温下连
包装最基本的安全性都无法满足，更毫无美观性可
言，整体设计亟待完善。 

1.2  研究思路 

土特产包装既是促进商品销售的重要手段，又是 
 

传播地方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赵炬宇[2]从地域文化传承的角度，探讨了土特产包装
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结合的方法与策略。曹君等[3]

以宜兴特产包装为例，从形态、工艺、传说、诗句等
文化基因的角度，归纳了设计的方法。冯华等[4]主要
研究了在土特产包装设计中融入情感体验的方法。以
上对土特产包装设计的研究，大多从定性的角度探讨
土特产包装设计的原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本文以
上海土特产金山焋糕为例，将重点聚焦于糕团包装设
计需求的定量研究，运用相对客观的方法探究影响消
费者决策的各包装设计要素的重要度排序，并进行将
民间艺术元素移植到糕团包装上的尝试。首先邀请多
名包装设计领域相关人士共同探讨消费者对金山焋
糕包装的需求点，再借助层次分析法研究消费者的需
求偏好。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
称 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 Saaty 提出的一种将复杂
问题分层逐个分析，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获得要素优
先级的决策分析方法[5]。多角度且无结构特性的消费
者需求通过层次分析法的计算可获得明确的权重值，
并尝试运用金山农民画的艺术特征及文化内涵，对应
名列前 5 的消费者需求要素，完成设计实践。 

2  金山焋糕包装层次分析 

2.1  基于情感化设计的包装需求要素分析 

首先组建由 5 位包装设计师、5 位设计学专业教
师、5 位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在读学生、2 位金山焋糕
从业者及 3 位金山焋糕忠实消费者构成的研究团队，
运用 KJ 法罗列消费者对金山焋糕包装的需求要素，
再对相近的需求词汇进行筛选合并。接着基于金山焋
糕的产品特征，借助情感化设计理论，将消费者对金
山焋糕的包装需求进行本能层级、行为层级及反思层
级的分层归类。本能层的需求是消费者在初次接触包
装时对其外观的本能反应；行为层的需求发生于消费
者对包装的使用过程中；反思层的需求体现在消费者
对包装内涵意义的认知上，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情感激
发[6]。最后根据层次分析法要求，将包装设计情感化
分层与层次分析模型相匹配，见图 1。 

 
 

图 1  金山焋糕包装设计层次分析模型 
Fig.1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odel of Jinshan cake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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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判断矩阵构建与权重计算 

层次分析法的层次结构反映要素之间的关系，但
各要素在目标衡量中所占的比重在不同决策者的心
中并不一定相同[7]。为此，在若干金山焋糕销售现场
进行了消费者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含 2 个方
面：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职业以及
购买目的；对 3 个准则层的 15 个需求要素进行重要
度打分，采用李克特量表法，以非常重要为 5 分、比
较重要为 4 分、一般为 3 分、比较不重要为 2 分、不
重要为 1 分的形式填写。收回有效问卷 237 份，并通
过 SPSS 软件对问卷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验证。将受
访者对各要素的重要性打分结果进行两两比较，加以
标度量化。不同标度的选择，会对判断矩阵构建产生多
方面的影响，本研究所采用的是 1—9 尺度理论[8]，见
表 1。构建出判断矩阵后先对矩阵进行列向量归一化，
再进行行和归一化，最终得出权重向量，见表 2—5。 

 

表 1  重要性等级的含义 
Tab.1 Meaning of importance level 

标度 含义 

1 2 个要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3 2 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 2 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2 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2 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要素 i 与 j 的重要性之比为 aij，则要素

j 与 i 的重要性之比为 aji=1/aij 

 

表 2  目标层 A 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2 Objective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A 

A A1 A2 A3 权重  

A1 1 3 1 0.442 9 

A2 1/3 1 1/2 0.169 8 

A3 1 2 1 0.387 3 
 

表 3  准则层 A1 视觉识别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3 Objective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A1 

A1 A11 A12 A13 A14 A15 权重 1  

A11 1 1/2 1/5 1 1/2 0.103 4 
A12 2 1 1/2 2 2 0.259 2 
A13 5 2 1 2 3 0.375 4 
A14 1 1/2 1/2 1 1/2 0.127 1 
A15 2 1/2 1/3 2 1 0.179 3 

 

表 4  准则层 A2 使用交互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4 Objective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A2 

A2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权重 2
A21 1 2 2 7 5 4 0.367 9 
A22 1/2 1 1 5 3 3 0.215 2 
A23 1/2 1 1 4 2 3 0.195 4 
A24 1/7 1/5 1/4 1 1/3 1/3 0.040 3 
A25 1/5 1/3 1/2 3 1 1/2 0.081 9 
A26 1/4 1/3 1/3 3 2 1 0.099 2 

表 5  准则层 A3 情感归属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5 Objective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A3 

A3 A31 A32 A33 A34 权重 3

A31 1 1/2 1 3 0.239 1 

A32 2 1 2 4 0.346 3 

A33 1 1/2 1 3 0.239 1 

A34 1/3 1/4 1/3 1 0.089 
 

2.3  一致性验证 

由于进行重要性两两比较时可能会出现前后矛

盾的情况，所以需要对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当一致

性比率 CR 值小于等于 0.1 时，说明数据的不一致程 

度在允许范围内，通过一致性检验。若 CR 值大于 0.1，

则表示判断矩阵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需要对之前的

评价数据进行修正。CR 的计算方法为： 

max

( 1)

n
CR

n RI
 




       (1) 

其中， max 代表矩阵中的最大特征值，n 代表判断矩

阵阶数，RI 为 Saaty 给出的平均一致性检验指标。据

此分别对本研究的目标层 A、准则层 A1、A2、A3 的数

据进行检验，CR 值均小于 0.1，见表 6。全部通过一

致性检验后计算得出各要素综合权重，见表 7。 
 

表 6  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6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A A1 A2 A3 

max  3.018 3 5.167 4 6.158 6 4.058 8 

RI 0.52 1.12 1.26 0.89 

CI 0.009 2 0.041 9 0.031 7 0.019 6 

CR 0.017 6 0.037 4 0.025 2 0.022 
 

表 7  设计要素综合判断矩阵权重值 
Tab.7 Weight value of comprehensive judgment  

matrix of design elements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综合权重

A1 视觉

识别 
0.442 9

A11 材料质感 0.103 4 0.045 8

A12 图案纹样 0.259 2 0.114 8

A13 色彩搭配 0.375 4 0.166 3

A14 信息排布 0.127 1 0.056 3

A15 大小形状 0.179 3 0.079 4

A2 使用

交互 
0.169 8

A21 安全性 0.367 9 0.062 5

A22 节能性 0.215 2 0.036 5

A23 易用性 0.195 4 0.033 2

A24 保鲜性 0.040 3 0.006 8

A25 可视性 0.081 9 0.013 9

A26 趣味性 0.099 2 0.016 8

A3 情感

归属 
0.387 3

A31 节庆愿景 0.239 1 0.092 6

A32 乡土情怀 0.346 3 0.134 1

A33 地方记忆 0.239 1 0.092 6

A34 口味依恋 0.089 0.0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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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分析与设计构思 

3.1  结论分析 

对表 7 中各要素的权重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1）A1 视觉识别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最重要

因素。这也就验证了笹田史仁[9]提出的商品让消费者

留下印象的时间仅为 0.2 s，“抢眼”的包装是让消费

者驻足停留的第一步。大小形状、图案纹样、色彩搭

配、材料质感以及商标文字等信息的排布构成了包装

的视觉整体。设计时各要素之间需统筹协调，以传递

商品信息、突出商品特色、强化商品内涵为统一目标。 

2）在视觉识别的各要素中，A13 色彩搭配的权重

值最高。因为色彩是引人注意的第一视觉要素，通过

微妙的颜色处理可影响消费者的情绪，左右其对内在

食品味道、质量、价值及生产规模的反馈。绿色因其

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成为当今土特产品包装的主

流。为与之形成反差，可大胆运用产品本色或其他联

想色，以此达成“抢眼”的要求。 

3）A3 情感归属的重要度位于 A1 视觉识别之后。

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层级的情感体验是消费者在对包

装视觉识别后，通过进一步地解读反思才会获得的。

这种满足感相较于视觉识别本能产生的即时愉悦更

为持久，更能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设计时应当注重

对个人经历、集体记忆、地域文化、普世价值等符号

的投射。 

4）A2 使用交互的权重数值与 A1 视觉识别和 A3

情感归属相去甚远，说明相较于金山焋糕包装的外观

与内涵，包装的功能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较小。

这可能是因为金山焋糕“现做现吃”的产品特征，包

装只用于对产品短时的包裹，与包装的交互过程短，

交互方式单一，消费者对其没有太大的期许。 

5）A2 使用交互中 A21 安全性的权重值最高，这

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较为基本的需求。现有的金山 

焋糕包装多为一次性塑料袋，多数未达到食品级，高

温下会产生有毒物质，长期使用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因此，在后续设计时主要考虑材质的安全性，可选用

纸作为主要材料，一来纸具有良好的弹性和韧性，不

受热的影响，可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二来纸包装与

塑料相比较，在资源利用方面更具优势，更能给人以

土特产品绿色自然的直观联想。 

3.2  设计构思 

首先选取图 2 中综合权重排序前 5 的需求要素，

分别为 A13 色彩搭配、A32 乡土情怀、A12 图案纹样、

A31 节庆愿景以及 A33 地方记忆，构成设计要素优先集

合。接着研究团队围绕此优先集合展开头脑风暴，最

后形成了将金山农民画艺术以符号转译的方式运用

到包装上的设计构思。 

金山农民画作为上海民间艺术的杰出代表，缘起

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金山枫泾古镇，其艺术表征与文

化内涵能分别契合消费者在 A1 视觉识别与 A3 情感归

属 2 个层级上的优先要素，具体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 A13 色彩搭配上，金山农民画的用色不受

客观世界的约束，而是源于画家内心的感受，在实际

生活体验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思想意图和审美要求

予以重新安排[10]，形成了浓烈、饱满的色彩特征。 

2）在 A32 乡土情怀上，农民并不消费自己创作

的绘画，其欣赏接受者主要来自乡村文化之外的文化

围观群体。在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原则的参照下，他们

好奇于民间艺术的生疏与稚拙[11]，金山农民画凭借着

源于生活的创作主题、返璞归真的审美情趣、夸张的

造型色彩，将这种“乡土”的原始性边缘价值展现得

淋漓尽致。 

3）在 A12 图案纹样上，金山农民画多以移动的、

多侧面的视点来表现物体，由此形成的抽象性及概括

性的造型语言将金山农民画与学院派的专业性绘画

区别开来，塑造出金山农民画独树一帜的造型特征。 
 

 
 

图 2  需求要素综合权重排序图 
Fig.2 Comprehensive weight ranking diagram of demand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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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 A31 节庆愿景上，金山农民画的绘画主题

大多指向的是画者们的生活逻辑，而农民的生活逻辑

是基于地方的自然要素禀赋和区位特征形成的生活

方式，包括具体的生产方式、生活场景、民俗习惯等[12]。

画家们以旖旎的江南风光和本土农村生活为创作蓝

本，形象地描绘出众多如庙会、舞龙、秋收等节庆场

景的喜悦氛围。 

5）在 A33 地方记忆上，金山农民画扎根于上海

农村现实生活的土壤，是上海乡村有别于其他地区的

独特标识，述说着区域内人民在时间流逝中所积淀下

来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富有浓郁的地

方色彩，为上海乃至周边地区的人们留存了无限的

“地方记忆”。 

综上，运用视觉隐喻的表现手法，借助金山农民

画艺术所传达出的淳朴气息，为消费者架构起糕团产

品与自然乡野之间联想的桥梁，引导其对产品的个性

优势及价值进行感知，可有效满足消费者在 A1 视觉

识别和 A3 情感归属 2 个层级上的需求，对金山焋糕

品牌塑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见图 3。与此同时，

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将金山农民画鲜明的民间艺

术形式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转译到上海土特产糕团包

装视觉设计上，不仅是包装设计民族化与民间艺术时

代化的双赢探索，更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文化价值

推动商品价值的大胆尝试。 

 

 
 

图 3  包装设计策略 
Fig.3 Packaging design strategy 

 
4  金山焋糕包装设计实践 

在对大量金山农民画作资料分类整理的基础上，

结合产品自身特色和设计要素优先组合进行主题画

作筛选，对确定的典型样本中的 A13 色彩搭配及 A12

图案纹样 2 种显性因子以及其所表达的 A32 乡土情

怀、A31 节庆愿景、A33 地方记忆等隐性语意进行分析

和提取，再通过一定形式的设计转换，将其运用到金

山焋糕包装的物质载体上，以完成民间艺术在现代设

计上的传承与进化。 

4.1  作品整理与主题分类 

金山农民画在将近 50 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题

材丰富、主题多样，但始终扎根于沪郊这片土地，主

要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纯净、清新、质朴的乡土风貌和

生活场景。通过实地考察、人物访谈、网络数据查询

等调研方式，收集了大量金山农民画作品，并对其描

绘的主题进行了分类，以此构建设计师对金山农民画

的直观认识，见图 4。另外，基于金山焋糕的自身民

俗特征，重点聚焦于“迎新”的节庆主题作品上，在

归纳相似属性的画作后筛选出艺术因子的典型提取

样本。 

4.2  基于意境渲染的色彩因子提取 

经前期研究，“A13 色彩搭配”在视觉识别中最

为重要。色彩本身并没有灵魂，它只是传达一种物理

现象，但作为包装抒情表意的重要手段，人们能感受

到它所传递的语意[13]。通过对相似主题农民画作的色 

彩分析，能获得具有代表性的色彩特征，为包装设计

提供素材[14]。在“迎新”主题中，色彩的主角无疑是

最为浓烈的红色。红光在可见光中波长最长，空气对

其散射作用最弱，光鲜醒目、穿透力强的红色能使人

振奋，从而产生一种积极、热烈的视觉心理反应，被

赋予了吉祥、喜庆的意味。在金山农民画作样本中，

除了不同层次的红色之外，蓝色、黄色也常被使用，

画家们用它们与红色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以凸显热

闹与欢乐的整体意境，见图 5。 

4.3  基于寓意刻画的图形因子提取 

包装设计中不可或缺的“A12 图案纹样”能有效

地提升包装的品质感和亲和力。首先运用类比研究分

析法，将典型样本中的造型图案划分为建筑、植物、

器物、人物等多个维度。接着以表现金山焋糕所寄托

的“A31 节庆愿景”为原则，分别提取典型样本中“放

爆竹”“挂灯笼”“点花灯”等能深度描绘迎新节庆

场景并表达出欢乐、喜庆、吉祥、团圆等语意的图形

因子。最后再选取“做糕的灶台”“蒸糕的笼屉”“送

糕的邻里”等图形图案，以此刻画金山焋糕的“A33

地方记忆”，见图 6。它们虽然出自不同的画家之手，

但其表现手法相近，在客观形式的基础上融入了画家

们新颖有趣的想象布排，甚至不惜通过变形的手法来

突出物象的主要特征，比如画作中的树木都简化成了

树干和团状的树冠；人物的面目都消失在了脸庞上

等。这些图形因子除了能生动烘托节庆氛围外，其所

显露出的稚拙之气也极尽描摹出返璞归真的“A32 乡

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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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金山农民画主题图谱 
Fig.4 Thematic map of Jinshan peasant paintings 

 

 
 

图 5 “迎新”主题画作色彩因子提取 
Fig.5 Extraction of color factors for the theme paintings of "welcome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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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迎新”主题画作图形因子提取 
Fig.6 Extraction of morphological factors from theme paintings of "welcome the new" 

 
4.4  金山焋糕包装设计 

研究团队分别设计了用于四块装的纸盒（见图 7），

以及用于单块装的纸袋（见图 8）。在整体视觉排布

上采用了金山焋糕外方内圆的形态特征，借鉴了金山 

 

 
 

图 7  纸盒包装设计 
Fig.7 Carton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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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纸袋包装设计 
Fig.8 Paper bag packaging design 

 
农民画惯用的对称和散点相结合的构图手法以及平

铺的装饰风格，将标志置于视觉中心并以反白的形式

强调突出品牌信息，图形图案则按照其象征性的强弱

和面积的大小或单独或饱满地布局在包装主视图上。

在色彩上，以红色调刻画喜庆及祥和的气氛。以白色

为底，第一能使图形更加清晰易读；第二与白色搭配，

醒目色变得更为柔和，柔和色则更为醒目，调和了丰

富的色彩因子；第三白底还给人以干净与经济之感。

虽然，包装上没有直观地呈现出糕团产品本身，但借

助金山农民画浓烈的色彩、独特的图形以及饱满的构

图等极具识别性的艺术特征及隐含语意，能恰到好处

地体现金山焋糕质朴、纯真、自然、喜庆的文化内涵。

通过与现有同类产品包装惯用的产品具象或地方风

景的表现形式进行对比，从而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5  结语 

本研究以实例验证了层次分析法在土特产包装

设计上的适用性，以及将金山农民画艺术形式与乡土

文化底蕴转译到金山焋糕包装上的可行性。对金山焋

糕包装视觉、功能及内涵层级的需求进行梳理并给予

重要性权重排序，确定了“金山农民画”为主要的设

计元素，并提取了典型因子运用于设计实践，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了设计师的主观臆断，使设计过程更为客

观科学，为土特产包装设计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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