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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更迭引发的食品包装设计观念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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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实际的商业案例!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指

出新时代背景下食品包装设计观必须具备更分级的场景

思维%更有趣的价值体系%更自信的国潮表现%更强烈的

社交属性!以及可持续的发展观念"

关键词!食品包装&消费观念&场景思维&社交属性&国潮&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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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高速发展引领下的消费观念代际
更迭

!!

!"

世纪
K"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物质的极度匮乏是所

有人都要面对的事实&对物质生活的渴求淹没了个体对

商品的选择权&也泯灭了消费过程的个体感受与社会尊

重'

("

多年的砥砺前行&中国已经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

弱国向开放型全球化经济大国的转变&国内物质消费的

变化速度堪称为指数级'人们可以预定米兰买手店

#"P6C96P6.6

首发的包袋*可以就地享用东京银座都很

难订到位置的日式餐厅美食*网络支付的普及&让你不再

为身无分文出门而感到尴尬*消费信贷的便捷让你可以

放任自己的喜好&选择完全不同类型的消费场所与商

品11

物质层面的满足甚至富余&带来的是涵盖社会思潮+

商业规则+意识形态+审美标准等在内的价值观念代际更

迭&而价值观念变迁是导致消费行为转变的更深层次的

原因&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快速转变促使传统消费模式不

得不面临着或快速转型或走向消亡的局面,

#

-

'每一年&

中国零售消费市场有多达
!"

万件不同的产品上市与退

市&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也正经历着由价格低廉的!中国

制造"向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转变的历史进程'

!

!

消费模式代际更迭下的包装设计社会
背景嬗变

!!

与!中国创造"方兴未艾的繁荣景象背离的是&中国

产品的包装设计乃至整个社会&特别是品牌持有者对设

计价值的基础认知&仍处于不温不火的萌芽期'

设计就是生活&设计的目的是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

方式'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校门上方

是由张光宇先生设计+陈汉民先生绘制的代表!衣食住

行"的
(

个专业图形符号&一直被推崇为学院教育的宗

旨$艺术设计是为满足生活的需要&即!为生活而艺术"'

多年过去&设计的形式+内容不断丰富发展&而!生活本身

是设计首要关注的对象"这一点从未改变'设计从!衣食

住行"方方面面改变和颠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今&穿

衣不再是为了避寒&吃饭不再是为了饱腹&住房不再仅仅

是为了睡觉&换乘各类交通工具也不再只是为了追赶时

间11设计&让生活更加便捷+舒适+美好&也让个性的发

展有机会超越共性'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变得更

加多元化&个人自主选择的空间逐步扩大'

!

,"

后"!

,2

后"乃至!

""

后"逐渐成为消费群体的主

力&取代其父辈!

$"

后"!

K"

后"在消费市场的地位&同时

也影响并改变着后者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时代给予

前者更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他们更加注重休闲娱乐消

费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的体验&这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通过选择去塑造不同的生活方式,

#

-

'网络化+信息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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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知识爆炸之类关键词营造的时代&他们做决策的时

间既主动也被动地降至最短&做决策的成本也更低'伴

随着全球化与中国崛起而成长的中国新生代&也形成了

比父辈们更为开放和自信的世界价值观&表现在消费价

值取向与精神文化追求方面&开始摒弃!哈韩"!哈日"及

追随美国街头文化的异域亚文化&而把目光转向具有五

千年积淀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与之碰撞+融合'近年来&

故宫文创的流行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中国的包装设计行业和其他产业一样正在完成后工

业化时代的原始积累&这意味着品牌拥有者和设计师群

体一起正在经历这样的时代'品牌拥有者经历了完全无

视包装设计+到从国外寻找设计力量+再到如今基于!国

潮"的文化自信的向内索求的阶段'这个阶段&除了明显

的行为变化&不难看出&消费者+品牌商+设计师三方共同

发生变化的&还有划时代的观念变化'笔者拟通过实际

的商业案例&结合时代背景的分析&论述食品行业包装设

计的观念嬗变'

)

!

新时代背景下食品包装设计观念的
趋向

!!

物资充足+信息爆炸+越趋年轻的新时代&带来了包

装设计本身的革命性变化'人们的需求更加细分&为了

满足个性的表达&产品要细分+场景要细分'同样&包装

设计也要细分*过多的物质选择使得精神层面上的愉悦

感也变得更为重要&因而有趣本身有时比内容更为重要'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熏陶&带给了年轻一代对!国潮"

#笔者更愿意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再创作"%的追崇'互联

网的发展引发了自媒体和自传播的普遍发酵,

!

-

&随之而

来的&便是表达欲的充分体现&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

都更需要一个好看的+具有强烈社交属性的产品或者包

装'最后&基于人类最基础的需求&为子孙后代&人们在

试图从方方面面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并寻求践行

办法'

)4#

!

更分级的场景思维

在代际更迭引发的食品包装设计观念中应具备更为

分级的场景思维'近段时间来&市场谈论消费降级的声

音趋弱&更多的在谈论消费分级'研究者们开始重新审

视分级现象$因户籍+土地+财政+教育等政策原因&以及

地理区位差异而导致的城镇分级&或许太过笼统*目前的

消费+零售市场呈现出的变化&主要由消费需求的!迭代

升级"所推动,

)̀ (

-

'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而要满足这些

个性化的+细分化的需求&对于设计和生产组织效率也提

出了更高要求'

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更加追求自我的生活和消费方

式&出现了更多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这些个性化需求通

过互联网工具的连接&群体的圈层化更加明显&圈层!规

模"越来越小&形成了一个个基于兴趣爱好等划分的小圈

层'技术正在推动人们消费+阅读思考+行为习惯更加

!个性"&市场由此也将会变得更加细分'因此&那些掌握

人们细分!差异"的企业&在未来消费需求细分化时代&将

有可能赢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青岛白啤的包装设计就是基于更加细分的圈层文化

需求而展开的#图
#

%'该款产品定位的消费群体就是那

些既追求小麦啤酒特别的花果香气&又需要非配餐自由

享受的消费者'设计创作通过场景联想思维展开&场景

化花果香气从瓶身弥散'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参观青岛啤

酒博物馆&早在
#,"+

年就青岛啤酒获得了慕尼黑国际啤

酒博览会金奖&证书上几近模糊的
(

位典雅绝伦的女神

引发了人们的美好想象'于是&用新的绘制方式再现了

手握丁香花圈的谷物女神德墨忒尔#

'>.>:>C

%和家庭守

护女神赫斯提亚#

Q>9:0/

%&呈现出一种仪式感与清新

感11在不到
+

个月的时间里&青岛白啤成为市场上该

品类的绝对领先者&验证了场景的分级思维带来的巨大

价值'

图
#

!

青岛白啤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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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价值体系

在代际更迭引发的食品包装设计观念中应具备更为

有趣的价值体系'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品牌应该!放下

身段"与受众建立良好的沟通'当下正处于一个商品严

重过剩+信息媒体过载+流量精准获取过难的时代,

2

-

&关

注的核心不止是产品本身&必须从商品转向消费者&以消

费者为中心'在这个创意大众化的时代&创作才华也发

生了改变&才华不再是以前人们理解的高高在上*大众才

华就是才华&才华是扁平化+平民化的'比如抖音是创造

力加社交加陌生的期待感的趣味内容价值体现'

应该从消费者洞察开始设计的商业化进程&通过观

念革新与原创设计协助客户打开更大的商业零售市场'

相信每一次机会的独特性以及进化方法都会让受众者的

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因此人们一直在不断寻求美学与技

术之间的微妙平衡'打动消费者的是有趣+更为符合产

品理念的作品&而作品背后付出的用心&只有设计者自己

才能与之共鸣'如何将包装的!用户体验感"真正落地&

让消费者拥有真实可感知的体验感5 体验型的消费可以

为消费者带来非体验消费的附加愉悦感&体验型的消费

有更高的对话和分享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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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其他同类型橙盒包装&!褚橙"更看重带给消

费者在拿取过程中的便捷及趣味体验感#如图
!

%'!褚

橙"包装盒采用抽拉式盒子内外嵌套&内盒轻轻外拉&就

可以轻松取出橙子&同时方便售卖时展示&增添了体验的

趣味性'消费者在抽出和推进这一系列的动作之下&一

方面参与了抽拉的过程&另一方面橙子的起起落落带来

的可玩趣味性也象征着褚时健老先生不平凡的人生经

历&让消费者!感悟其中"并且!值得分享"'

图
!

!

褚橙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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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信的国潮表现

在代际更迭引发的食品包装设计观念中应具备更为

自信的国潮表现'!国潮"是指一度在年轻人群体中流行

的潮牌文化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文化碰撞&衍生出

的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征与元素的时尚风潮与品牌格

调,

+

-

'应该说!国潮"的兴起是新一代青年对本民族文化

的回归&缘起近年来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文化自信

的不断提升'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包容

性&通过设计者的深度挖掘与巧妙组合&以!国潮"的形象

崛起于流行时尚舞台上&满足了他们的消费价值需求和

精神文化追求,

$

-

'

包装设计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流行文化中传播和

传承的重要载体'国潮视域下开发创意产品包装是推动

中国本土文化创新发展&推动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产品

包装适应与融合的重要渠道&对打造!中国创造"的文化

创新品牌&拓展中国设计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有着深刻

的意义和价值'国潮不是简单的元素堆砌&而是源于内

心的对本土文化的感悟&以及相应的文化元素在产品包

装中的应用与传达'设计者通过设计创新手法解析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精神+文化艺术形式&传递现代社会人民的

生活理念和情感诉求'

将设计注入灵魂&把生活融入设计'品牌在叙事层

面试图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在对当下现实

生活观照的层面上&对当代主力消费人群情感的代际更

迭进行的探索&引发了受众对产品包装陌生的熟悉感'

品牌商仅有少部分能全面认识上述变化&遑论全面应对'

更多的品牌商的认识单一而片面&甚至以为国潮就是未

来'长期以来&至少在食品包装领域中&消费者始终处于

被动接受状态$塑造食品包装的基础形态的基本是品牌

商的同行&尤其是销售突出的同行&而非消费者'消费者

反向引导包装变化趋势的苗头还太弱,

K

-

'

国潮风起服饰行业&可以发现其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无不在传达中国文化之精髓'国潮的创新手法同样可以

运用于食品包装设计中&形态+结构+颜色+纹样及材质都

可以运用*其主要应用形式&一是将传统元素打散重组&

二是对传统元素进行提取加工&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进

行不断创新'

鲁花集团复原了用石磨研磨的传统技法&推出了小磨

芝麻香油&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记忆中迷人的香气'其包装

设计创作灵感来自于一张上世纪木刻版印刷的旧报纸&记

忆中&在打香油这个往昔的日常行为过程中&人们会习惯

性用报纸来包裹以防滑落'将瓶标设计成报纸形态#如

图
)

%&复原中华街头老字号的平面设计方式&让古老的元

素散发新的魅力'杆秤作为中国古老的计量工具&凝聚着

无数能工巧匠的智慧&借鉴中国杆秤的形态&将刻度设计

在香油瓶贴的背标上&传递出传统元素之美'瓶贴产品信

息的呈现则复活了传统木刻版印制的形式#图
(

%&意图清

晰地表达产品信息和层级&也给用户更多手工打造的元素

以加强对于产品的信赖'该款设计斩获了!

!"#,

年德国红

点奖"和!

!"!"

年德国汉诺威
R&

设计奖"'

图
)

!

鲁花小磨芝麻香油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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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花小磨芝麻香油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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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烈的社交属性

在代际更迭引发的食品包装设计观念中应具备更为

强烈的社交属性'品牌商通过更为聚焦的产品包装来制

造社交话题&特别是联名款和礼盒&那种打开包装初体验

的过程&也是消费体验的重要步骤&消费者将体验的过程

分享至社交媒体进行传播'同时&产品包装本身具有社

交属性&包装设计不仅突出了产品形象&从品牌的角度来

$*!

包装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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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包装也是无声的代言人'

社交是人类的天性&社交流量是高频流量&因此社交

流量是一切流量之源'尤其是在传统的中心化流量分配

模式逐渐式微&社交电商异军突起的时代&赋予产品社交

属性更为必要'社交场景化&让食品包装成为社交工具'

与此同时&社交化食品包装的特性也在不断变化着'好

玩有趣大过好用*新奇特比高精尖更管用*物以类聚与人

以群分已经合二为一&产品即品牌'

消费是相对个人决策过程的行为&而在社交场景中

可以让消费成为更多人去参与的事'/创新者的窘境0

,

,

-

一书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过一句流传甚广的话$

!消费者并不是在购买产品&而是雇佣品牌来完成一项工

作'"如雇佣品牌来打发无聊时间+增进与孩子们的感情+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等'人们改善人际关系+满足

社交需求&则是通过雇佣具有社交属性的品牌来完成的'

社交是产品传播的重要路径&社交场景的传播是最

强的'有些包装产品具备与身俱来的社交属性&比如酒&

在中国人际交往中产生着密切作用&酒之所以有较高的

社交地位&是因为它切入了一个高频的社交场景(((饭

局'同样&其他产品要想获得同样的社交地位&也必须找

到一个适合的社交场景'场景可以强化消费者的认知&

一件商品在社交场景中出现得多了&自然就会产生社交

属性'比如&王老吉的迅速崛起在于对火锅聚餐场景的

精准切入*六个核桃是针对经常用脑的学生+办公室脑力

劳动者的用脑场景切入*而江小白找到的社交场景则是

年轻人小聚的话题植入'社交天然具有传播性&没有社

交属性的产品&在互联网时代很难引爆传播'

能自带流量的食品包装才是好的食品包装设计&无

论是独特的社交+颜色+包装+广告语+使用体验方式6 良

品铺子十二经典节庆礼盒包装设计#如图
2

%&就带有中国

礼仪的社交属性&聚焦于家庭分享食物的消费场景'其

设计灵感来自中国古代宫廷御膳食盒#如图
+

%&古人认

为&把食物装在精致的食盒里&更能突出食物的美味以及

品尝过程的仪式感'设计的礼盒从结构上发挥着更为实

用和更加环保的双重功能'这是一种可以任意组合的包

装结构&产品包装拆解过后&可以组合成一套精致美观的

果盘&方便陈列和食用甚至是抛弃'纸模材料制作的托

盘&能在较短的时间得以降解'来自世界各地的
#!

位艺

图
2

!

良品铺子十二经典节庆礼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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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中国古代宫廷御膳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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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为不同的零食分别创作了插画作品'这让传统零

食打破一贯老旧和刻板的形式&创新性彰显出更为时尚

和有趣的风格特征'

)42

!

可持续的发展观念

在代际更迭引发的食品包装设计观念中应具备可持

续的发展观念'伴随着食品包装业的飞速发展满足人们

对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

增加的食品包装抛弃物&对生存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可持续

食品包装已然成为未来食品包装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

-

&

设计师必须通过分析当下人们高标准生活品质要求&从

包装材料+结构+实用性+经济性+美学效果等方面&总结

食品包装设计中融入环保理念的具体方向&优化在环保

理念作用下的食品包装设计的路径&从而实现循环利用&

促进食品包装业的有效可持续发展'

简语白茶#如图
$

%&在包装材料上采用环保可降解的

纸样&设计风格上追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从自然出发&

顺从自然发展的规律&开发自然之美*营造年轻时尚的视

觉感受及新颖趣味的用户体验'以全新的方式开启品茶

的正确打开方式$花形开合&一纸成型&至简至极&时尚环

保&一呼一吸间感受自然的韵律'内敛精致的工艺让腰

封在承载有效信息的同时&与盒型结构融为一体&盒型打

开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圆形&天圆地方+天人合一是简语对

茶境禅意表达&让生活回归本质&让品茶简单有趣'

图
$

!

简语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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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时代在变化&贯穿这些变化之中&似乎只剩下!唯一

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这个基本认知&因而也不必花过多

的时间讨论这个时代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万事万物&

都在发展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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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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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代际更迭引发的食品包装设计观念嬗变



食品行业的包装设计在多年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

的问题'以品牌商为首&行业正在经历着认知片面且发

展不充分的现状转化成逐步对上述变化由浅入深的认

知'品牌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形成了不少与当下社会

发展趋势不符的观念&比如品牌名字或者信息大且强烈

比美观更重要&传播力度比画面协调更重要&销售比可持

续发展+环境友好更重要'时至今日&类似的观念已被商

业社会证明为逆时代潮流'

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

Z69>

B

=e>;

<

9

%说

过!人人都是艺术家"

,

##

-

&消费者从以往被动接受一切商

品的基础包装形态&发展到今天已经足以反向影响生产

制造业本身&也就是说&消费者在塑造需求&同时&也在逐

步参与商业审美的发展'而作为包装设计行业的从业

者&又该如何认识变化+拥抱变化甚至引导变化5 随着创

意行业的发展&尽管速度远不如第二产业&但品牌商和设

计方本身&也在经历着话语权的交替现象'过去&设计师

似乎只能按照品牌商的意愿进行创作&但今天&随着行业

领先团队的带动&设计师的主观能动性亦得到一定程度

的释放'主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增加&无疑给了包装

设计本身更多的发展空间'当下&上述三方都在塑造或

引领着观念的革新与变化&但是各方亦要清醒地认识到&

变化是不充分+不全面的发展'为了未来更全面+更向好

的社会发展&应当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主动的思辨能力&

批判地看待包装设计领域本身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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