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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阐述了在审美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下,消费升级

给快消食品包装设 计 提 出 了 新 的 挑 战 也 带 来 了 新 的 机

遇.通过分析市场表现成功的快消食品包装设计案例,

指出在功能、体验、话题、环保、文化、数字等多重维度上

进行分析和总结快消品包装的设计内容与设计方法,是

快消食品包装设计升级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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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umptionupgradingbringsnewchallengesandopＧ

portunitiestofastＧmovingconsumergoods(FMCG)packaging

design．WiththehelpofsuccessfulFMCGpackagingdesigncases

inthemarket,thedesigndimensionofFMCGpackagingissumＧ

marizedandanalyzedtoprovideanewdesignapproachforFMCG

packaging in the aesthetic upgrading environment of

consumption．Basedontheanalysisofmarketsuccessfulcasesof

fastＧmovingconsumerfoodpackagingdesign,thedesigncontent

andmethodsareproposed,fromthefollowingaspectsincluding

thefunction,experience,subject,environmentalprotection,culＧ

ture,digitalanalysis．

Keywords:consumptionupgrade;fastＧmovingconsumerfood;

foodpackaging;designdimensions

快 消 品 即 快 速 消 费 品 (FMGG,Fast Moving
ConsumerGoods),是指消费寿命周期较短,迭代频率较

高的非耐用消费品,通常以食品饮料、个人及家庭日化用

品、烟草及酒类等商品为主.快消品依靠消费者的高频

复购与商品的自我迭代,通过大规模占有市场份额从而

获得利润和价值的实现.快速消费品有一个新的称法为

PMCG(PackagedMassConsumptionGoods),可直译为包

装消费品,即产品经过包装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单元来进

行销售,更准确地说明了快消品的特点是以包装为消费

主导的商品[１].由此可见,包装对于快消品的上市和销

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消费升级时代,客户不是消费

者,消费者是匿名的,客户不是匿名的,客户是参与者也

是宣传者.面对如此复杂的消费升级环境,快消食品包

装设计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重新审视快消食品包装

在消费升级背景下的设计维度.

１　快消食品的销售场景与包装设计

以饮料、冷饮、咖啡、焙烤食品、巧克力、方便面(饭)、
瓶装水等为代表的食品是快消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快

消食品的销售场景以大型商超、小型门店和网店销售为

主,消费者购买决策时间较短,一般是基于临时需求和就

近原则购买,随机性较强.这意味着消费者对快消食品

的购买决策和购买行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消
费者容易受到商品包装、广告促销、新闻话题等因素的影

响.如此一来,包装就成为消费者在对货架上的产品进

行选择时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好的包装设计能够更大

程度上促进快消食品的销售和传播.与非快消食品包装

相比,包装三要素材料、结构、视觉在快消食品包装中所

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在快消食品包装中,材料和结构占

的比重要大于视觉.这是由快消食品本身的性质和消费

场景决定的.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快消食品的包装设计速度更

快,性价比更高,综合效能更好,或者说,包装设计是成本

最低的增长方式.快消品食品包装能否激发消费者的认

同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品牌的市场份额占有率.快消

食品主要以量取胜,单个产品的包装成本中,快消食品包

装成本所占的比重远低于非快消食品,这就给快消食品

的包装设计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物质需要是包装设计

最表层意义上的结构[２],快消食品包装也不例外.著名

包装设计师王炳南也认为,与其他类型的商品相比,低单

价的快消品更是包装设计师专业能力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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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消费升级背景下快消食品包装设计

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消费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消费结构升级,如仪式感消费的下降、快消品消费的上升

等;二是消费需求变化,如审美化、体验性转向、新生代新

需求等;三是社会化媒体对品牌传播的影响,如消费者参

与的包装媒体化等.基于此,快消食品的包装设计呈现

出如下发展趋势.

２．１　快消食品包装审美化

快消食品包装是一个由印刷包材、结构造型、视觉设

计３个部分组成的可以传达信息的视觉设计系统.必要

消费时代,包装设计注重的是保护、便携等基本功能.消

费升级时代,在技术与艺术的双重作用之下,以视觉审美

体验为主的审美消费已经成为消费升级的主要表征,消
费向着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高层次发展,消费者对于

快消食品这种最基础的日用消耗品也提出了更高的价值

要求和审美要求.快消食品包装由“有没有”向“好不好”
和“美不美”转变,并逐渐呈现审美多元化趋势.著名产

品包装设计师潘虎说过“产品包装是最平等的艺术,是每

个人的艺术.”正如其最新设计“每日鲜语×潘虎 CNY虎

年联名限量瓶”的设计诉求,让这款限量瓶成为全民的艺

术,人人都可以“喝”到的艺术.艺术是可以“喝”的吗?
这里是利用了联觉和移情的心理学原理,让消费者藉由

购买产品而产生审美体验.
审美化的快消食品包装是品牌的重要营销资源.快

消食品包装的物质需要基于包装材料与工艺的技术支持,
而消费者多元的审美需求,使快消食品包装呈现出更多艺

术性、文化性、场景性,以及符号化、地域化、个性化等特

征.这些美学特征既是消费者社会生活图式与象征的表

达,也是品牌发展的关键助力,能否形成消费者与品牌的

内外合力是整个快消品行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这一

过程中,消费社会中快消食品包装设计的多重价值及其与

消费意识形态的关系,都在内外合力中得到体现[３].

２．２　快消食品包装媒体化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媒体赋权使消费者获得了

表达的权力和渠道,受众对产品包装的物质需求上升为

精神需求,包装设计呈现多样化和媒体化趋势.柴米油

盐酱醋茶这些生活快消品以前都藏在厨房餐厅里,几乎

不具备礼物功能、社交属性和媒体价值.随着社交平台

和自媒体的发展,喜欢分享的消费者会把这些产品以及

使用场景等拍照或录制开箱视频上传网络,如此一来,产
品包装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媒体传播价值和社交话题功

能.产品包装通过消费者在社交平台的分享与再传播,
包装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快消食品的即时性和日常性

等特征使 得 其 媒 体 分 享 也 呈 现 出 迅 速、频 繁、流 量 等

特征.

社会化媒体时代,产品包装已成为品牌传播的新战

场,快消食品包装的媒体价值逐渐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

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快消食品包装亟需维度升级.快

消食品有其特有的媒体属性,这让快消食品包装设计的

机遇与挑战并存,亟待企业更新包装设计思路,以适应时

代变迁,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快消食品企

业必须明确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进行产品包装设计的要求

和趋势,明确应从哪些维度着手进行产品包装的升级重

塑,更加合理、有针对性地规划和开展包装设计活动,从
而实现产品销售和品牌传播效果的提升[４].

２．３　快消食品包装数字化与绿色化

数字化渠道是目前中国快消品销售的主要渠道,同
时也是促进快消品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即时零售 O２O
模式指消费者线上下单,产品由线下门店或前置仓储配

送的数字化渠道销售模式,数字化技术和仓储物流技术

将线上流量和线下用户无缝连接,为消费者提供了即买

即得的购物体验.据统计[５],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的５２周,

９３％的中国城市家庭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购买过快速消费

品;５７％的中国城市家庭在２０２１年的前三季度主要通过

即时零售平台、零售商自营 APP或社区团购 APP购买快

速消费品.

数字化销售渠道促进了快消食品包装设计数字化的

出现和发展.数字化包装在具有传统包装基本功能的同

时,利用新功能性材料、数字化技术、智能感知技术、大数

据技术等将产品相关信息,以图形、图像、动画、音视频等

方式,通过数字终端设备或包装本身表现并传达出来,具
有产品防伪、追溯、即时信息获取等功能,实现了实时交

互、处理、监控和决策的目的,增强了消费者的体验感[６].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垃圾回收与处理的重视,整个消

费行为也受到了环保回收策略的影响,消费者在购买快

消食品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包装在垃圾回收时的便利性,

同时,消费者对快消食品包装的环保性诉求也越来越强

烈,关爱地球议题让大家都感同身受.

２．４　快消食品包装与消费者自我建构

消费者的自我建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消费

者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的建构,这种自我建构是通过持

续性的自我表达逐渐实现的,与消费者心理结构紧密相

关;二是消费者对于商品和品牌的自我建构,这种自我建

构主要经由“体验—分享—获得感”过程获得.设计师潘

虎说过,“包装设计在保护产品、传递信息、促进销量的基

础上还要做到传递精神价值.”[７]尤其是针对 Z世代人

群,Z世代已经逐渐成为市场消费主力,价格、基本功能等

已经不是他们在消费时最在乎的购买转化点,而是开始

考虑产品所能带来的附加价值.他们想要通过“体验—

分享—获得感”的过程获得自我身份的建构和精神的

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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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快消食品包装设计维度分析
由此不难发现,审美升级是消费升级的本质特征,但

美本身是抽象的存在,必须基于具体的设计审美实践维

度去理解和建构.基于此,快消食品包装设计的审美升

级也需要有多重维度的视角.

３．１　功能性维度

现代设计语境下,关于形式与功能的讨论由来已久,
从路易斯沙利文“形式追随功能”到阿道夫卢斯的

“装饰即罪恶”,几乎都是在探讨功能第一的设计原则.
进入当代,人们对形式与功能有了新的认识,逐渐意识到

功能也是审美的一部分.设计的本质是解决问题,其次

是美学问题;包装首先要有功能,才能与品牌价值谈艺术

性.因此,快消食品包装设计在功能性维度的基础是解

决生活中关于饮食包装的问题,实现快消食品包装的基

本功能和延伸功能.在功能性维度上,包装的材料、结构

和造型是设计的重要着力点.

　　图１的褚橙包装设计作品曾获２０１７年度德国红点

最佳设计奖、２０１７年度德国汉诺威iF设计奖、２０１７年度

美国工业设计优秀奖等国际大奖,该作品盒体结构设计

极具创新性,只需要轻轻抽拉,橙子就会自动升起,方便

拿取,很好地呈现了橙子的取出和终端展示功能.对快

消食品而言新鲜程度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包装要在运输

和销售过程中对产品起到万无一失的保护功能,该设计

很好地契合了运输和销售的需要,用简单的双色印刷、图
形设计及镂空设计等,使普通的纸板包材能够衬托像“珍
宝”一样的褚橙.

３．２　体验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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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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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必须增强包装互动,创造新鲜

图片来源:https://www．zcool．com．cn/work/ZMTgxMjYzMDQ
＝．html

图１　褚橙包装设计

Figure１　Chuorangepackagingdesign

感.方法是要学习和体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要从真正

的意义上变成他们.为了力求新鲜感,要在别人不花力

气的地方花力气,不在别人花力气的地方花力气.好的

包装设计在货架上将是最突出的,但也要关注熟悉感与

新鲜感并存与博弈的状态,力求二者之间的平衡.也可

以引入盲盒设计,增强消费者的神秘感体验.

以“克拉古斯方便速食包装设计”包装设计作品为例

(图２),该设计以棒球帽作为IP形象打造,准确抓住了Z
世代年轻人热衷参与美食分享、社交、跟随潮流等特点,

基于产品定位和产品包装,成功构建了具有多元延伸性

的产品形象价值系统.王炳南的巧克力包装设计以年龄

层的健康需要和行动体验为出发点,将巧克力做成生活

中的各种icon(图符),消费者可以自行选配不同的icon,

像讲故事一样组成一盒巧克力,送给自己爱的人.可以

和亲人一起用巧克力上的图形配合附赠的拼图卡,与亲

人好友一起完成看图拼图游戏,增加情感交流和互动,寓
教于乐,是一款极具体验感的快消食品包装设计作品

(图３).

３．３　话题性维度

腾讯２０１９年发布的«Z世代消费力白皮书»指出,“为
社交、为人设、为悦己”为Z世代三大消费动机,他们不断

通过新的事物扩大社交圈、寻找身份认同、追求及时行

乐;新的消费观念促使Z世代人敢赚更敢花,成为新一代

消费担当.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产品包装话题性设计维

度的基础是链接和分享.消费者是消费美学的亲身参与

图片 来 源:https://www．zcool．com．cn/work/ZMzE３NzEyODA

＝．html

图２　克拉古斯方便速食包装设计

Figure２　Kragusconvenientfastfoodpackagingdesign

图片来源:https://weibo．com/TaipeiBen

图３　王炳南巧克力包装设计

Figure３　WangBingＧnanchocolatepackaging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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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件产品的包装能不能让消费者发现生活的美,能不

能合照与分享,是品牌能否与消费者建立链接的关键.

相关研究[４]表明,产品包装设计的话题性已经成为影响

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具有话题性的包

装设计媒体化程度更高、传播性更强,不但能够引发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还会促使消费者产生分享的欲望.尤其

是在快消食品市场,好看又好玩的快消食品包装不仅是

免费的广告牌,更是自带话题属性,让消费者不自觉想要

打卡.因此,话题性是快消食品包装设计的重要维度,设
计师必须保持高度敏感,做到对于社会热点话题的高度

关注、迅速反应.

潘虎设计的王老吉系列话题性包装设计作品,如“黑
凉茶”“爆冰凉茶”“王老吉和平精英联名罐”等,以年轻人

的互联网生活方式体验为基础,获得了年轻人的拥趸.

尤其是“和平精英”联名罐将 POP艺术风格的游戏人物

和游戏主要元素集装箱融合在包装设计中(图４),制造了

一种游戏场景的体验感.整个瓶体和包装设计力度分布

均匀,手感轻,便于拿取携带和与众分享.正如潘虎所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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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靳刘高设计的iRoman瓶装水的核心场景是目标人

群的社交话题、群体互动与拍照打卡,其核心是消费者的

体验感(图５).包装设计中还融入了 AR扫码的数字技

术,情侣、朋友、亲人之间可以将想说的话都写在页面中,

图片来源: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A４NTc２ODg

＝．html

图４　王老吉和平精英联名罐

Figure４　WongLoKatPeaceElitecoＧbrandedtank

图片来源:https://www．zcool．com．cn/article/ZMTEzOTI２MA

＝＝．html

图５　iRoman瓶装水包装设计

Figure５　Bottledwaterpackagingdesign

提高了品牌与用户的黏度;同时,设计师还创作了不同的

CP爱心图案,通过 AR扫描不同的爱心组合将产生不同

的画面感.该作品结合当下消费者“爱分享”的社交特

质,打通品牌与消费者这间的链接互动,在“带梗”话题的

分享中,感受包装设计带来的强烈的体验感.

３．４　环保性维度

包装设计的环保性维度体现的是品牌的社会责任

感,同时,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也会更倾向于绿色包装

设计的产品.快消食品本身具有高中低档不同产品层级

的区分,偏中高档的产品在视觉元素的丰富性上,能够给

设计师更大的发挥空间,但中低档产品更加考验设计师

的功力.另外,环保性不应该是产品高中低档分级的一

个指标,而应该成为所有产品的一个基本入门和上市

条件.

当前快消食品包装在环保层面的一个趋势是,软袋

也就是积层包装,经过物料层的处理,积层包装可以隔绝

造成食品变质的水分、光线和氧气,延长保质期.另外,

积层包装材料可以使用环保的水性油墨、蔬菜油墨、有机

油墨等环保油墨印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解,能够达到

环保要求.其次,快消食品作为准入门槛较低的一种产

品,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小农经济都在从事快消食品行业,

软袋充填设备规模小、成本低,相对更加经济实用.从设

计师角度来说,软袋包装的袋型更加灵活,可以做丰富的

造型和结构,给设计师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虽然环

保材料是材料厂商的主要责任,但设计师一定要善用它.

在环保设计环节,油墨和材料是最重要的两个着力点,油

墨展现彩色跟设计,材料展现商品的质感.设计师要有

包装礼盒容积率的概念,内包装和外包装可以用一样的

材料,这样更方便回收.

除了４个维度之外,文化性维度、数字性维度等也是

需要关注的新的增长点.设计之力不但可以响应消费审

美的变化,也可以引导消费审美.中国的消费群体审美

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正在以更抽象更现代的方式

理解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之美也深刻地影响着快消食品

包装设计领域.对于传统饮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当

代设计价值的挖掘,必须“进行大量的田野考察,去挖掘

蕴含在艺术形式中更深层的审美以及比审美更深刻的东

西”[９].另外,对于传统手工艺、民间美术、民艺民俗等包

装设计中常用的艺术资源,“除了关注技艺的形式、技巧、

材料等因素外,还要关注其背后蕴含的基于自然的设计

理念和创作法则等知识性生产内容”[９].只有如此才能

避免快消食品包装设计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堆砌式的设计

方式,真正走向方法论和风格化的高端设计之路.

４　结语

这是消费升级的时代,也是审美升级的时代,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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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传统品牌寻求新的市场增长点,面对网络时代追求

个性化、高颜值,并且希望用消费表达自己价值观的新需

求,包装设计是消费产品成长路径中速度较快、综合效能

较好的向度.包装是产品距离消费者的最后一里路,竞争

强度更强.真正好的包装设计在货架上,不好的很快被淘

汰,而且一个糟糕的设计将要付出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

在以审美升级为核心的消费升级背景下,基于快消食品包

装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在功能、体验、话题、环保、文化、数
字等多重维度上分析和总结快消品包装的设计内容与设

计方法,是快消食品包装设计升级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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