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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土特产包装设计新时期的发展趋势与创新型路径表达。方法 从土特产当前市场竞争的

现状来看，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包装整体的创新设计诉求依然很强烈。为提升土特产的价值和竞

争力，从土特产的实际调研出发，指出当前存在的过于简易的包装和过度包装两方面的问题对土特产销

售与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深入实际，从外在的视觉转译与呈现、地域文化内涵的渗透与交融

以及与时代的创新接轨等层面逐一分析土特产包装的可行性表达与发展路径，探索土特产包装的科学创

新与设计实践。结论 土特产包装的创新与再设计有利于其品牌形象的构建和附加值的创造，赋予土特

产更多的文化内涵，促进关联品牌的建设，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我国包装设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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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innovative path expression of local specialty packag-

ing design in the new period.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specialty market competition, there was still a great space 

for development, and the demand for the overall innovative design of packaging was still very strong.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valu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local specialties, based on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of local specialties,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oo simple packaging and excessive packaging had adverse effects on the sales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local specialties. Further into the reality, the feasibility express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were analyzed one by one from the aspects of external visual translation and presentation, penetration and in-

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nnovative integration with the times, and the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de-

sign practice of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were explored. The innovation and redesign of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are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rand image and the creation of added value, giving local specialties more cultural con-

nota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brands, improving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products, and boost-

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design in China. 

KEY WORDS: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design; competitiveness 

在部分偏远的农村，种植土特产原料是家庭收入

的重要来源，持续挖掘土特产创造经济价值的多种可

行性，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部分脱贫地

区、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可见，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惠民工程，发展

地域农产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土特产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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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农户或者小型作坊所生产，受制于诸多因素，

整体的包装一味地追求实用性，忽略了外观的视觉设

计，不利于形成品牌效应。纵观本土市场，土特产的

包装定位不清晰，缺乏对自身特点的提炼，市场竞争

优势不突出。通过对前期市场调研的分析可归纳概括

为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为了最大程度地节约成

本，部分土特产的包装过于简单。缺乏对本土地域性

和商品属性的挖掘，或用简易的一次性塑料袋包装，

或用绳子随意捆扎，甚至直接将它类商品剩余的包装

袋回收后进行二次使用，即便是放置于超市销售的土

特产，也多是简易结构的纸盒、玻璃容器和塑料材质

的包装[1]。这类包装不利于产品视觉品牌形象的构建

也阻碍了产品附加值的创造。另一方面，呈反向发展，

尤其是礼品类土特产过度包装屡见不鲜，千篇一律的

华丽“外衣”，多数为抄袭和借鉴，导致设计缺乏创

意，且缺失“土”味儿，个别产品的包装甚至超出了

土特产自身的价值，无形中增加了成本。复杂的包装

结构、价格不菲的容器造型和材料、过度包装需要大

量的印刷油墨和纸材，易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浪

费，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产品与包装的价值关系[2]。无

论是过于简单的包装还是过度包装，都不利于土特产

占领市场、赢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当务之急，有必要

对这些包装形式和设计思维进行反思，对包装设计的

意义形成正确的认识，深入视觉审美体验、地域文化

内涵、材料创新运用等层面，找到更加契合的设计思

维与表达，让土特产与包装能够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增强竞争力，最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视觉美感再提升 

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壮大，相关的旅游经济也蓬

勃发展，土特产作为旅游过程中的个性化存在，迎合

了旅游热的趋势，占据了一定的市场，越来越多的土

特产受到游客的欢迎和喜爱。但是，土特产并不代表

真的“土”，其对包装同样有着个性化表达的诉求，

要从视觉审美层面进行科学的设计尝试[3]。如今，国

人的审美水平在不断提高，仅满足原始的存储和保护

功能的包装早已不能满足大众的口味，他们在要求产

品质优的同时还需要给人带来美的视觉感受和良好

的使用体验。 

视觉层面的提升与视觉符号密不可分，图形、文

字、色彩在实现有效传达信息的同时，也能对受众形

成视觉吸引，从而刺激消费。首先，图形的选择可以

从传统图案和纹样中找寻灵感。吉祥图案、装饰纹样

以及民俗图案都是文化经典，其表现手法和图形结构

都是可以借鉴和创新的灵感来源，能够与土特产的特

质相契合，碰撞出视觉上的全新享受，同时可以引导

消费者更好地识别和了解土特产的性质和特点，从而

实现更好的信息表达和视觉刺激 [4]。例如，设计师

Johnson Xiang 的作品《“年年有余”一体式米袋》，

主视觉为一条蜡染鱼的形象，年年有余（鱼）这一祝

福谚语是该米袋包装的灵感来源，鱼的视觉形象巧妙

地与米粒和麦穗进行同构，采用人们熟知的白帆布袋

子进行承载，最后与中国传统的褡裢完美结合，不仅

造型优美，还满足了肩扛的功能，是包装设计中兼顾

功能和审美的典范，见图 1。其次，文字的视觉传达

功能也可以与土特产相融合。消费者通过文字可接收

土特产的名称、产地、特性和使用方式等信息，设计

师在进行文字的编排设计时除了要遵循形式美法则

外，还需要给观者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而土特产品

牌的名称在进行字体设计时要结合其产品特色形成

独特的视觉张力。最后，科学色彩的选择也是视觉冲

击力的有效支撑。设计师在对土特产的视觉层面进行

强化提升时应从土特产的产地和受众对象出发，因地

制宜、因人而异，借助不同的色彩进行形象的表达和

信息的传递，进而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提升其购

买兴趣。 
 

 
 

图 1 “年年有余”一体式米袋 
Fig.1 One-piece rice bag "Surplus Year after Year" 
 

2  地域文化再深入 

地域文化元素是土特产在众多同类产品中获得

更多市场的重要因素，合理地利用和挖掘当地代表性

的文化元素，寻求地域文化与土特产包装的契合点，

赋予包装设计浓厚的地域气息，使土特产的价值更加

多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品牌化的打造，让土特产走

出国门[5]。但是，由于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起步较晚

且多为小农户经营，多数缺乏企业系统的经验，品牌

意识淡薄，更难以结合自身产品的特点找到合适的地

域文化元素进行匹配，跻身高端市场任重道远。 

地域层面的深化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切入。一方

面，土特产的包装需要做好前期的市场定位调研，科

学提取地域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土特产的包装还要

结合市场和品牌进行品牌形象定位的规划[6]。这就要

求设计师深入地域层面找寻合适的文化元素，以此深

化土特产包装的内涵特点，丰富附加价值。 

首先，科学挖掘地域文化元素。土特产一般都有

着自己的地域属性，尤其在我国不同的地区由于各方

面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差异，地域文化资源丰富而各有

不同。设计师在进行土特产的包装设计时可以以地域

文化符号为导向，深化对地域符号意义的深层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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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以一种地域特点突出的情感和氛围打造一种无形

的联系，让地域文化符号成为土特产包装内涵升华的

关键支撑[7]。日本包装发展迅速，就是因为探索出了

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包装之路，形成了本民族独有的

审美标准。例如日本米酒的包装，用纸和稻草包裹，

稻草编织成的绳子有韧性的特质也为产品提供了保

护，对外界的碰撞起到缓冲作用。视觉方面更是将樱

花、富士山、浮世绘风格的图形应用在包装的版式设

计中。因此，设计师可以将一些地域性的自然景观作

为背景，或者将历史、地理、神话传说等典型要素与

土特产进行有效连接，恰如其分地应用这些元素引发

人的联觉反应，让土特产的地域性特征更加突出。 

其次，采取品牌策略。土特产的包装也可以蹚出

一条品牌路，这样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土特产的

竞争力，形成更大的市场影响力，从而让消费者能够

第一眼就在众多产品中辨识出来，即便是在品质和成

本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也可以凭借品牌的力量更快地

引导消费者选择和购买[8]。比如，设计师可以借助“群

体优势”，以相对统一的包装、装潢风格进行系列包

装设计，形成品牌化的包装形象。在纷繁复杂的土特

产中总是有一种挑花眼的感觉，而群体优势策略的应

用可以形成品牌优势，让消费者一看便知是出自同企

业的产品，进而形成一种暗示，获得一种安全感[9]。

这种群体优势的发挥和安全感的获得有赖于地域文

化元素的支撑，往往那些以地域元素为灵感来源实施

品牌化策略的土特产包装更能获得理想的设计效果

和市场效益，若单纯盲目模仿其他品牌产品的包装，

则会损害自身的个性特点，难以获得理想的包装效

果，更不利于品牌的长远发展，这对土特产的包装来

说是无益的。 

3  创新材料巧应用 

土特产包装在兼顾形式和内容后，还可以从创新

材料层面进行多元化的尝试，以此提高市场销量，从

而吸纳更多的消费者[10]。包装作为产品，需要运用物

质媒介和相应的工艺技术完成转换，材料的性质和技

术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产品的质量、成本和耐久

性，所以材料的选取尤为重要。材料受限于功能和造

型，但也能以独特的材质语言巧妙地传达出产品的属

性和特征。 

首先，环保包装的应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家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动形成

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理念也映射在

包装设计中，尤其是包装环保材料的选择。土特产产

量高，对包装耗材需求大，若环保意识淡薄，必将会

给环境带来压力[11]。绿色包装不仅仅局限在材料的环

保层面，更是贯穿于创意构思到生产、使用及废弃后

的可回收再利用。鉴于此，设计师在进行土特产的包

装设计时，可以选择易降解的原生态环保材料，如秸

秆、竹子、柳条、藤条等取材于当地的材质，这样的

包装设计并不会拉低产品的档次，反而能够传达出一

种绿色的理念，给消费者带来一种品质健康、包装新

颖的新体验。因此，恰当地表达设计构思、地域文化

和产品属性，土特产包装的选取更应体现乡土的味道

和环保理念。 

其次，提倡轻量化包装。设计师在对土特产进行

包装设计时可以适度尝试轻量化包装，如用纳米复合

包装材料制成的各种土特产的包装制品。这类材质拥

有高功能、高性能的特征，能够有效避免细菌的传播，

弥补传统包装的缺陷[12]。 

4  结语 

视觉层面的提升、地域层面的深化、环保层面的

尝试是基于当前我国大部分土特产包装的现实情况

而提出的，这三个方面的实践有利于土特产的辨识

度、品牌影响力和环保渗透的落实和提升，有利于土

特产被市场认可，获得可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土特

产的包装设计有着巨大的上升空间，合理的设计不仅

能够有效增加土特产的附加值，甚至能将地域文化的

宣传和品牌化效应更好、更快地落实，即从形式、内

涵和绿色发展等层面优化土特产包装，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成功吸引消费者，从而带来又好又快、可持续发

展的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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