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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的展示性设计研究为切

入点，在文化自信的语境之下探讨其展示特质与体现方

式。通过对传统节日与食品包装的展示性的概念进行阐

释，归纳出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展示性的特质，最后结

合实际设计案例，探索包装展示性的设计体现方式。传

统节日食品包装需顺应新时代社会的审美趋势及消费的

发展趋势，其展示性设计的特征可从叙事性、场景性、互

动性三点出发，在展示过程中需思考包装的主题要素、叙

事方式和设计策略，强调包装开启使用时场景的气氛渲

染和烘托，注重消费者在开启包装过程中，对包装的视

觉、触觉以及增强现实技术的互动体验，并能使消费者从

包装取出产品的过程中，逐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民俗节

日和习俗，增强文化自信力。

关键词：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文化自信；展示性；互

动性；叙事性；场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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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悠久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最

深厚的软实力，而中国传统节日则是以仪式化的形式对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传承、延续和弘扬，蕴含着深厚的

人文情怀。伴随着现代社会的物质发展和“洋节日”等新

兴节日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节日日渐式微，根本原因之

一是由于文化自信的薄弱。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１］。坚定文化自信，离不

开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知和运用。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支持中国节日等中华传统文

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２］，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中国的传统节日自身是相互关联、充满生机的生命

机体，它既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国民

族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培植、滋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方

式［３］。坚定地传承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必

然要求，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要形式，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尊重。传统节日食品包装则是连接民众与传统节

日文化的重要纽带。传统节日、节日食品与包装相辅相

依，作为节日馈赠文化的宣传载体，人们通过包装传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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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情感，以达到馈赠亲友、祈愿祝福等民俗行为，在形式

上承载着节日的历史传统与特色。同时，通过节日食品

包装这个将传统节日与社会大众联系起来的宣传载体，

可以加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增强人们的文化

认同和文化自信。

因此，在传统节日食品包装中，如何通过包装的结构

及视觉设计，将节日食品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展示出来，成

为研究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中的重要部分。

１　现象分析
在中国，传统节日食品已经成为节日市场的主流，消

费者通过自身消费观念对这些食品进行选择与消费，个

性化的节日食品包装往往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市

面上这一类包装设计大多数受到节日时效性的制约，所

呈现出来的问题大致可概括为４点。

（１）忽略节日食品包装的节日感和包装开启的仪式

感。中国传统节日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拥有着

深厚的文化内涵，传统节日习俗的背后是人们对于生命

和情感的一种寄托，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可发

展至今，食品企业往往忽略消费者购买节日食品真实需

求，导致多数市场上传统节日包装仅仅只是单纯做到保

护内装食物，缺乏对年节文化背后蕴含的民族文化和传

统文化的思考与提炼，因此，在包装结构设计上所带来开

启的礼式与仪式感还稍显不足。

（２）对目标消费者群体的定位模糊。德国卡尔斯鲁

尔设计学院教授沃夫冈·乌利西（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Ｕｌｌｒｉｃｈ）认

为，消费是彰显品位和判断力的一种方式［４］。市面上的

传统节日类食品作为消费者在节日期间进行购买馈赠

的必需品，与购买普通食品的消费群体的定位应当有着

一定的区分。但大多数的企业并没有对需要购买节日

类食品的目标消费群体进行细致分析，忽视这类群体的

社会阶层、使用习惯、购买目的和利益追求等问题，导致

市场上大部分节日食品包装同质化现象严重，在视觉设

计、消费与使用体验方面与普通的食品包装无法区别

开来。

（３）对新的包装材料、印刷工艺以及结构的运用不

足。目前大众的审美需求呈多元化发展，而市面上多数

传统节日食品包装仍习惯使用常规的印刷工艺、包装材

料和包装结构，这使得大多数市面上的传统节日食品包

装呈现出视觉风格与结构同质化的设计问题。从视觉表

达、工艺材质和包装结构３个角度来看，过于单一的材质

和印制工艺，跟不上当下的美学潮流，不仅无法展示出包

装独特的视觉艺术，加上中国传统视觉符号的无理堆积，

缺乏逻辑的设计语言，以及不合理的开启结构，都会让消

费者产生厌倦感。在包装结构上，无法对内装的食品进

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展现，也没有办法让顾客通过包装设

计来获得情感的共振。

（４）对新包装技术运用的脱节。近几年的包装设计

发展趋势正在悄然变化，日新月异的信息科技快速改变

着人们的消费观念与方式，包装与新技术之间求同存异、

相互促进的关系让部分设计创新理念成为现实，在内装

食品的拿取过程中，有着互动体验感的具有展示性特征

的包装往往更受到消费者的青睐［５］，然而许多设计师忽

略当下设计趋势对包装设计的影响，也忽视了消费者正

向的文化创新体验感，并且加上软硬件的限制，以及高额

的开发成本，其开发流程复杂，应用难度大，这些都极大

地限制了包装技术的推广［６］。

２　概念阐释
２．１　传统节日食品

在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

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等，作为传统文化传

承的重要节点，这些节日常伴随着一系列民俗活动，蕴含

着辞旧迎新、团圆美好、家国情怀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演

化至今的传统节日依旧延续着团聚庆贺的气氛，人们也

通过走亲访友互相馈赠节日礼品，团坐在一起品尝节日

食品，成为了搭建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桥梁。

传统的节日食品除了具备“民以食为天”这一中国人

民自古以来对饮食的尊崇，还蕴含着美好的寓意和祈福

文化，以及表达对祖先、天地的敬畏和敬重的仪式感。

２．２　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的展示性

在整个食品的营销环节中，食品包装设计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一环。食品包装设计在营销过程的作用体现在

包装设计的展示性上，展示是包装传达信息的一种主要

表现形式，它能使得消费者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包装产

品的多样性。就该研究而言，包装设计的展示性作用是

为了在包装上体现出传统节日活动特征与形象的概念，

运用包装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的空间规划、视觉风格等

一系列的设计策划，进行有目的、有逻辑、有计划的产品

展示。因为包装结构有着立体的、全方位的空间特性，包

装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都可通过一些巧妙的结构设

计，制造出空间感，以此营造出节日氛围。

而在这一过程中，节日食品包装所承担的作用也在

不断增加，从原来的一个展示节日食品的窗户，发展成为

传播文化和艺术观念的媒介。更多的食品企业也越来越

重视对品牌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因此，节日食品包装的

设计应该与创新紧密联系起来，使用多种展示手段，突破

原来的静态、传统的包装风格，把互动的感受和新的媒介

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内装食品向顾客展现得栩

栩如生，从而提高顾客的购买力，提高品牌传播能力。

因此，围绕展示性进行探讨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

如何全方位地宣传食品与传播文化内涵，从而提高消费

者民族文化认同感，树立起文化自信的意识，以及如何准

确通过传统节日食品包装快速给消费者留下好的货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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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展示出独特的设计魅力，渲染出浓厚的传统节日氛

围，也为节日食品品牌提出了一种具有创意性的设计理

念，期望更好地将其传统文化和节日食品的特色充分地

体现出来，从而打造一个与时代趋势相适应的节日食品

包装设计。

３　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的视觉特征与
展示方式

３．１　叙事特征

在对传统节日食品进行包装设计的过程中，叙事性

的体现则显得尤为重要。依据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

（ＡｌｇｉｒｄａｓＪｕｌｉｅｎＧｒｅｉｍａｓ）叙事的行动元模型，传统节日

食品包装设计的叙事性可简单概括为３个主要要素（见

图１）：设计师（叙事方）—包装（传递方）—消费者（接收

方）［７］；叙事方式：视觉造型—功能使用—情感体验；对应

４点视觉叙事策略流程：主题确立—情节设置—表述途

径—视觉设计［８］。换言之，设计师收集中国传统的民俗

传说或故事，整合相关内容，以方便确定设计主题，接着

根据这些故事情节提炼出合适的视觉语言符号，进而以

视觉语言表述的方式转述神话传说，使消费者在开启包

装的瞬间激发叙事触点，被带入到故事情节之中，以此加

深消费者的情感记忆点。

　　因此，叙事特征的节日食品包装设计展示性需注意

以下几点。

（１）节日主题表达需明确。在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

计中，设计师应基于消费者对传统节日文化的普遍认知，

从传统节日伴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中去提取典型符

号，如春节的驱逐年兽，端午节的屈原投江，中秋节的嫦

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也可以与当地人文相结

合，突出当地传统节日独有的民俗特征与文化特征，根据

不同节日的主题特点挖掘其独特的价值，最终达到激发

消费者的情感共鸣的目的。

（２）民俗故事传述需完整。节日食品包装展示的叙

事性与叙事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一个故事的

传述完整与否，是叙事性设计的关键。完整的故事传述

图１　传统节日食品包装叙事性构成图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ｆｏｏｄ＇ｓ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不但需做到故事的逻辑完整，在画面上还要有着流畅的

视觉引导，这能够让包装上的画面随着包装开启，有先后

次序地展示出故事的内容。图２中这款根据中国民间寓

言故事设计的“猴子捞月”中秋礼盒，包装结构上的灵感

来自于上海美术电影制品厂在１９８１年所创作的《猴子捞

月》的皮影剪纸动画片。整个包装在闭合状态时呈圆月

形态，伴随着包装的缓慢打开，一只只小猴逐个展现，随

着包装的完全打开，最后一只小猴捞起了“月亮”，正好契

合动画中最经典的一幕。而消费者的包装开启动作、视

线的移动轨迹都围绕着故事的叙述而展开。

（３）视觉图形需简洁易懂。图形的运用能够增强包

装的表现力，展现其内涵。涉及到中国传统节日的图形

图案多种多样，那么如何依据这些图案进行再设计，则显

得尤为重要。通俗易懂、清晰明了的包装视觉图形设计

能够使消费者第一时间认知到产品的文化属性。

３．２　场景特征

“场景”概念多数来自于戏剧、影视等媒介。在造型

概念当中，则用来描述某个故事情节或情境，也可以说它

是传播视觉语言的一种手段。这里提到的“场景”指的是

具有“场景特征”的展示方式，在展示设计中都是以调动

参观者的感官机能为手段，强调参观者的主动参与性和

体验感，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９］。当“场景特征”的

主题构建完成，观众会产生与主题叙事相适应的情感。

而在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场景特征中，要围

绕着“构建”与“渲染”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图２　“猴子捞月”中秋礼盒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Ｍｏｎｋｅｙ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ｏｏｎ＂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ｇｉｆｔｂｏ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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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构建”是采取静态或动态的设计形式来构建场

景，以此激发消费者对于真实情境的联想。传统节日食

品包装设计有着两方面的场景构建方式：真实场景与虚

拟场景。由于传统节日的时效性，节日食品通常会在节

日期间或者节日结束之前用于馈赠，因此节日食品包装

使用的场景可以恰到好处的对应真实的节日场景［１０］。例

如“李子柒”与“国家宝藏”联名合作的一款花灯形式的月

饼礼盒（见图３），花灯正面表现的是貂蝉拜月以及李白邀

月两个历史典故。包装上方中心处有一根提吊盒体的细

棍，人们可在中秋月圆夜，食用完盒中月饼，打开盒内小

灯，挑着花灯漫步赏月。

图３　“华灯初上”联名月饼礼盒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ＨｕａＤｅｎｇＣｈｕＳｈａｎｇ”ｊｏｉｎｔｍｏｏｎ

ｃａｋｅｇｉｆｔｂｏｘ

　　（２）“渲染”是指借助形式多样的设计语言，鲜明地烘

托出传统节日的主题与氛围，从而加强包装的形式感，是

一种优化用户情境体验的手段。当下人们对精神与文化

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具有艺术美感、良好体验感、富有创

意的包装更加青睐。利用气氛的烘托渲染，调动人的情

感从而带来丰富的联想，激发消费者共情心理。如图４

的龙舟端午礼盒，是用赛龙舟的场景，通过国潮的绘图方

式，将传统的花纹和配色元素与粽子和现代建筑相融合，

两条游龙齐头并进泛起浪花的场景渲染出浓厚的节日

氛围。

３．３　互动特征

目前传统节日食品包装在展示性方面都强调体现消

费者与包装的互动性，这使得包装不再是一个用后即弃

的废弃物品，具有互动特征的包装从一定程度上延长了

包装的使用寿命［１１］。

包装的展示虽然是静态的，使用起来却是动态的；从

打开包装的外盒，拿出内装产品，撕开内装产品的包装进

行食用，每一步消费者都与包装互动紧密。消费者行为

图４　龙舟端午礼盒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ｂｏａｔ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ｇｉｆｔｂｏｘ

学理论认为，消费者对于事物信息的处理有两个阶段，即

感觉阶段与知觉阶段，在挑选商品时首先从感觉上对事

物做出相应评价，反映的是事物的基本属性感受，然后在

知觉阶段，才反映出对事物的整体感受［１２］。日本设计师

黑川雅之（ＫｕｒｏｋａｗａＭａｓａｙｕｋｉ）也提出，这是一个身体感

觉、触觉的时代，并且在人类五大感官中，视觉和触觉最

接近设计［１３］。因此，将以上观点相结合，作为切入点来分

析传统节日食品包装的互动性，具体可分为３点：视觉互

动、触觉互动以及增强现实技术的互动。

（１）视觉互动。ＨｕｓｉｃＭｅｈｍｅｄｏｖｉｃ等
［１４］认为，视

觉注意力可影响消费者对包装的喜好程度以及适用性。

Ｔｙｌｅｒ
［１５］也提出了设计师通过二维的图像，劝服观众接纳

作品所表达的观点或建议，这里的劝服主要服务于引导

观众采取某种行动等三点目标。依据以上观点对自然造

物与东方好礼共同推出的“一出好戏，光影中秋”月饼包

装（见图５）为案例进行分析，设计师的初衷是通过节日民

俗与传统手工艺结合与创新的方式，走出一条文化传承

的创新之路。为了让消费者了解唐明皇夜游月宫的故

事，设计师在包装盒盖上绘制了可供变化的４个皮影戏

场景，以此演绎出４种不同的故事情节。消费者可以边

食用盒中的月饼，边通过操控皮影人物，将民俗传说故事

生动地展示出来，通过陈旧的传统文化借由包装来发声。

图５　“一出好戏，光影中秋”

Ｆｉｇｕｒｅ５　＂Ａｇｏｏｄｓｈｏｗ，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ｓｈａｄｏｗｐｌａｙ＂

ｍｏｏｎｃａｋｅ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２）触觉互动。包装的触觉感知有多种呈现途径，例

如包装表面的纹理、材质、重量、结构等等［１６］，消费者可以

通过包装的开启或使用行为进行触觉互动，调动感官系

统，通过手的触觉感知产生情感触动。尤其是在视觉与

触觉的双层交替感知的情况之下，进一步地完善设计师

试图传递出的设计内涵。有着触觉互动的节日食品包装

相较于其他包装来说，更加能够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激

发消费者用手触摸的心理，在视觉与触觉的双重感知之

下，更能够加强人与包装之间的交流。如图６的“伴月

圆”抹茶月饼包装设计，根据主打抹茶口味的月饼将盒盖

设计成可活动的抹茶圆叶形，表面压印凹凸肌理的叶茎

纹路，盒盖上开圆形小孔，伴随着盒盖的转动，小孔也随

之逐步展示了品牌以及月盈月缺的过程。

　　（３）基于增强现实技术（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Ｒ）的

互动。近几年节日包装都存在着过度包装的现象，在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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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伴月圆”———关茶中秋抹茶月饼礼盒

Ｆｉｇｕｒｅ６　＂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ｏｎ＂—Ｇｕａｎｃｈａ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

ｍａｔｃｈａｍｏｏｎｃａｋｅｇｉｆｔｂｏｘ

导低碳环保的当下，ＡＲ技术介入应运而生。ＡＲ技术的

兴起大幅度地提升了消费者使用包装时的互动体验［１７］。

跨越传统包装有着尺寸、维度等多方面现实因素的限制，

通过移动设备端的摄像头对包装上的图标与图像进行扫

描识别成了包装与消费者互动有效的方式。因此，结合

ＡＲ技术后的传统节日包装，实现了从单一的、二维的、静

态的展示方式，向生动的、三维的、动态的多媒体形态进

行互动体验的转化。

在２０２２年８月全球最大的敦煌艺术展———“文明的

印记”中，由敦煌山、民生美术馆和深灵幻像共同研发的、

作为数字藏品进行发售的ＡＲ敦煌数字月饼（见图７），则

能够代表包装展示性设计的新趋势，它无实体包装，无实

物月饼，ＡＲ虚拟包装盒的内外都用了敦煌壁画中知名的

三兔共耳形象，承载着敦煌文化艺术，象征着圆满与团聚。

　　该虚拟包装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开查看，月饼能永久

存放，使得包装能够在线上与线下一体化的平台中，消费

者随时可以带着虚拟月饼走遍世界每个角落，在无形中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呼应了社会对低碳生活的诉求，

是跨界营销、场景展示、技术体现的完美结合。

图７　ＡＲ敦煌数字月饼

Ｆｉｇｕｒｅ７　ＡＲ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ｏｏｎｃａｋｅ

４　结语
通过对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的分析，探索传统节

日食品在包装中新的展示方式，从“内”部连接了包装结

构展示的创新表达，从“外”部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由

“内”至“外”的，鲜活的、立体的、多方位地让消费者了解

优秀的传统节日文化背后的故事，伴随着对包装的开启

与使用，逐步提升消费者的实时互动体验，切身感受传统

节日所带来的喜庆祥和的氛围唤起消费者对文化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以此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彰显中

国传统文化魅力，使传统节日类的食品与包装所传递的

意义不断深入。

在顺应审美发展趋势之下，传统节日食品包装设计

能使今天的消费者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民俗节日和

习俗，向外输出具备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风格的特色

食品产品，这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也

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１８］。

参考文献

!"#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 '*%

NO & %̂ Z7<>F>E7 E><8?=C >B RA>:D>BS 9 T7::?II F?<>78C >B 9B 9::

=?ABD T9C 9BD T>BB>BS 8H7 S=798 E><8?=C ?I F?<>9:>F@ T>8H UH>B7F7

<H9=9<87=>F8><F >B 8H7 B7T 7=9, V7X?=8 98 8H7 B>B7877B8H B98>?B9:

<?BS=7FF ?I 8H7 <?@@AB>F8 X9=8C ?I UH>B9 !2#% ;7>]>BS, ^7?X:7 d F

^AR:>FH>BS 6?AF7$ '("), '*%

!'#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5#%

人民日报
$ '(")("'-（-）%

M7B7=9: \II><7 ?I 8H7 U7B8=9: U?@@>8877 ?I 8H7 U?@@AB>F8 ^9=8C ?I

UH>B9$ M7B7=9: \II><7 ?I 8H7 K8987 U?AB<>:% \X>B>?BF ?B 8H7

>@X:7@7B898>?B ?I 8H7 X=?]7<8 ?I >BH7=>89B<7 9BD D7E7:?X@7B8 ?I

UH>B7F7 7a<7::7B8 8=9D>8>?B9: <A:8A=7!5#% ^7?X:7dF Z9>:C$ '(")("'-

（
-

）
%

!*#

张魁兴
%

传统节日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文化遗产
!5#%

光明日

报
$ '("*(*"W（"'）%

L645M Y N% 3=9D>8>?B9: I7F8>E9:F 9=7 <A:8A=9: H7=>89S7F 8H98 B77D

8? R7 X=?87<87D 9BD X9FF7D ?B !5#% MA9BS@>BS Z9>:C$ '("*(*"W

（
"'

）
%

!W#

乌利西
%

不只是消费
!2#%

李昕彦
$

译
%

台北
,

商周出版社
$ '("/,

-"-W%

1_0KK[0 P% 5?8 ]AF8 <?BFA@X8>?B!2#% _O 0 0% 39>R7>, KH9BS 9BD

LH?A ^=7FF$ '("/, -"-W%

!/#

吴鑫
$

孙敬钰
%

消费者角度的展示性包装设计思考
!&#%

设计艺

术研究
$ '(".$ .

（
/

）
, /W/)%

P1 N$ K15 & 0% 3H?ASH8F ?B D>FX:9C X9<`9S>BS D7F>SB I=?@ 8H7

X7=FX7<8>E7 ?I <?BFA@7=F !& #% Z7F>SB 4=8 V7F79=<H$ '(".$ .

（
/

）
,

/W/)%

!-#

匡甜甜
$

柯胜海
%

虚拟包装在快销品领域的应用研究
!&#%

中国

包装
$ '(''$ W'

（
W

）
, '+**%

Y145M 3 3$ Y[ K 6% 4XX:><98>?B =7F79=<H ?I E>=8A9: X9<`9S>BS >B

8H7 I>7:D ?I J2UM!&#% UH>B9 ^9<`9S>BS$ '(''$ W'

（
(W

）
,'+**%

!)#

张寅德
%

叙述学研究
!2#%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L645M 0 Z% 59==98>E7 F8AD>7F!2#% ;7>]>BS, UH>B9 K?<>9: K<>7B<7F

^=7FF$ ".+., "".%

!+#

马全福
%

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策略研究
!Z#%

南京
,

南京艺术学院
$

'("+, /-/)%

24 Q J% V7F79=<H ?B E>FA9: <?@@AB><98>?B D7F>SB B9==98>E7

F8=987SC!Z#% 59B]>BS, 59B]>BS 4=8 OBF8>8A87$ '("+, /-/)%

（下转第１１３页）

７０１

｜Ｖｏｌ．３９，Ｎｏ．３ 张　郁等：文化自信语境下传统节日食品包装展示特征研究



吸引力，从而增加茶叶的销售量和提高品牌形象；同时，

可以使地理文化得到传承，并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从

而促进地理文化的保护。后续可以考虑在其他地区进行

类似的研究，以比较不同地区的地理文化因素融入情况；

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数据收集方法，如专家访谈、焦点团队

讨论等，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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