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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提升消费者认知度及信任度，引导消费者健康

选择行为，构建基于交互可供性模型的预包装食品标签设

计框架。方法：基于交互可供性双层结果模型及知信行实

证，分析如何通过可供性帮助设计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以

实现信息有效传达，提升标签的价值引导作用。结果：提

出了增强消费者与食品营养标签的无意识交互意图影响、

多途径提高消费者与食品营养标签的信息认知程度、构建

消费者与食品营养标签的无意识公众观念机制，以及构建

消费者价值认知交互模式４个方面的交互可供性设计策

略。结论：交互可供性有助于探讨消费者与预包装食品营

养标签相互依赖的实质下，提高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实

践价值，达到辅助引导消费者健康饮食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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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营养标签作为向消费者传递食品营养信息的重

要载体，是消费者直观了解食品营养组分、特征的有效方

式，可以很好地帮助消费者准确认识食品，引导消费者理

性选择食品［１］。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完善食品营养标

签法律、相关标准及通则体系的工作，以期引导消费者从

健康饮食目标出发选择食品。但现有的营养标签上所标

记的营养项目和数据信息传达不友好，对于没有专业知

识背景的消费者来说不易理解。食品营养标签对于消费

者食品健康选择的影响程度较低，达不到辅助引导消费

者健康饮食的预期。基于此，探讨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信息有效传达的新思路，开展改善信息鸿沟问题、提升其

应用价值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研究拟立足于设计学与传播学理论，以消费者为中

心的视角，坚持“受者本位”的传播原则［１５］，考察消费者与

产品之间的信息解码关系与行为触发关系、设计师与产

品之间的信息编码关系与行为引导关系，旨在探索以交

互可供性概念作为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信息传达设计线

索的有效路径。

１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信息传达问题
１．１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用制度的沿革

食品营养标签是食品预包装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主

要作用是为消费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及特性的描述与说

明［２］，是引导消费者合理选择的有效工具［３］。预包装食

品营养标签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及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

功能声称，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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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食品营养标签示意图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ｏｏ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为指导和规范食品营养标签标示，中国的食品营养

标签通用标准制度建设工作自１９８７年开展至今，发布了

一系列相关制度标准及通则等文件。随着消费者生活方

式及其需求的健康化转型，相关部门逐步推进食品营养

标签制度的变革，在标示要素、标示方式、信息简化、适用

范围等方面进行多项修改与完善，对于食品营养标签在

食品包装上的面积、营养成分含量的标示误差范围等内

容有了明确的要求。针对商家对于营养成分及营养功能

声称的模糊化、不规范等问题，对营养成分以及食品标签

中的标示内容进行规范统一标准确认，提供相关声称标

准用语建议。但目前食品营养标签中表征信息呈现的形

式过于生硬，大部分的消费者对专业的营养标识符号、数

据等营养信息获取存在认知障碍，其表征的信息内涵难

以被读图时代的消费者接受。

１．２　不同学科视角下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信息传达

问题分析

　　看似简单的食品营养标签实际上蕴含着食物／食品、

营养、医学、消费行为、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４］。其中，食

物／食品、营养学、医学类学科侧重于食品营养信息的科

学标识［５］、标识成分［６］以及影 响 因 素［７］。有 多 项 研

究［８－１１］聚焦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食品营养

标签中各项信息认知状况、关注度、相关知识及行为；黄

泽颖等［１２－１３］则专注于对食品营养标签的优化、构建新的

食品营养标签健康信息传递机制等；经济管理、法学等学

科的研究者还聚焦于食品营养标签制度的构建［４］、信息

规范［１４］等方面。显然，有关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等健康

信息与消费者间的交互障碍已经成为研究的焦点。

尽管食品预包装与消费者的信息交互壁垒问题得到

了关注，但并未在具体深入认知层面提出具体对策。仅

有黄泽颖等［１３］针对消费者对食品营养标签关注度低、信

息传递有效度低等问题，提出利用增强现实（ＡＲ）在营养

成分表原有信息上叠加虚拟信息，从信息内容与表达方

式两方面对营养标签进行优化。

１．３　基于知信行的消费者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认知调查

　　知信行理论是一种有关行为改变的理论，主要考量

用户的认知、信任（态度）及行为的转变过程，消费者的行

为改变是基于知识的认知、信念（态度）的转变之后发生

的。在推进交互可供性设计应用至食品营养标签实践

中，需要以知信行理论为基础对消费者开展预包装食品

营养标签问卷调研，了解现阶段营养信息标签单一的文

字信息对于消费者的知信行影响，现将其应用认知调查

效果分析如下。

消费者对于食品营养标签具体所包含的内容认知问

题调研情况如图２所示，不同受访者对食品营养标签所

包含的具体内容信息的回答正确率为１１．１％，说明消费

者对于食品营养标签的认知程度还非常低，其主要原因

在于消费者对于食品营养标签所涵盖的范畴不甚在意，

更多是注重食品营养标签中所传递的营养健康信息是否

能够被理解。

　　针对受访者认为食品营养标签内容难以理解，调研

情况见图３，主要聚焦于所标示内容为专业术语、复杂混

乱，标示营养成分其本质作用难以理解几个方面。

图２　消费者对食品营养标签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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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消费者对食品营养标签内容难以理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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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对食品营养标签的信任问题调研情况如图４

所示，消费者普遍认为国家有必要对预包装食品的营养

素含量和声称等制定统一标准，但对于预包装食品中的

食品营养标签却大多有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在后续的实

践中，还需要着重关注如何提升消费者信任度。

　　食品营养标签对消费者的行为影响问题调研情况如

图５所示。目前食品营养标签对于消费者选择购买食品

的影响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更多消费者选择食品还是根

据自身的意愿购买食品。根据图５可知，消费者在购买

乳类及制品、饮料类食品时更关注食品营养标签，对营养

标签上标示的营养素含量和说明中关注最多的是其能

量、蛋白质以及脂肪。

　　综上用户认知调查分析，目前食品营养标签并未太

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但消费者自身的健康化生活的饮

食选择，推动着食品营养标签向健康化、细致化的转型。

在后续研究及实践中，改善消费者对食品营养标签内容

中营养成分标示信息的可视化感知、具体成分内容认知

以及态度问题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设计师在设计过程

中需要提高用户对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信息认知度、

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从而促使其行为的改变。

２　交互可供性及其在食品营养标签设计
中的应用

２．１　交互可供性概念

可供性的一词最初由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

图４　消费者对食品营养标签的信任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ｔｒｕｓｔｉｎｆｏｏ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ｌａｂｅｌｓ

图５　食品营养标签对消费者的行为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５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ｏｏ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ａｍｅｓ Ｇｉｂｓｏｎ）于 １９７９ 年 提 出，他 认 为 可 供 性

（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意味着动物（客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

性［１６］，人与环境的互动才是自然视觉产生的关键。预包

装食品营养标签属于环境中人工环境的要素。人与环境

中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互动产生了信息交互，信息交

互即产生人对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认知。唐纳德·

Ａ·诺曼（ＤｏｎａｌｄＡｒｔｈｕｒＮｏｒｍａｎ）指出可供性提供了非

常有利的线索来暗示人与事物发生交互关系，事物可以

被人感知到的、真实拥有的属性决定了事物如何被人所

使用［１７］。在诺曼的概念里可供性需要事物具有启示信息

来引导用户，即通过设计的手段使产品易于为用户所感

知使用，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关注用户和产品之间的

相互依赖关系。在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设计过程中，消

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促使着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及

实践的完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为消费者提高的食品

营养信息和特性说明，也影响着消费者的食品选择、营养

信息认知。

马超民［１８］基于环境（物体）的客观现实和消费者的主

观认知，从主观可供性和客观可供性两个方面解析了消

费者对信息的直觉与认知过程，进一步提出“交互可供

性”概念，并构建了自觉层与认知层双层交互框架。在交

互可供性的视角下，食品营养标签是环境和消费者的联

络媒介。研究依据交互可供性的客观现实及主观认知两

个维度的特征，探讨在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设计中的食

品营养数据、符号信息如何利用可供性进行有效传播，强

调利用环境、社交、媒介及感知可供性，关注技术、环境与

人作为行动者的交互实践作用。

２．２　交互可供性概念的设计应用前景

在交互可供性概念视角下设计表达了客体（用户）在

客观现实及主观认知的意识指导下，有目的地与环境进

行特定的无意识交互行为，使得一个产品通过感知它的

物理特性就应该让消费者了解它具有何种属性。交互可

供性在设计中的应用展示着人对环境特定特质的感知能

力，日本产品设计师深泽直人基于可供性的特性为无印

良品设计的壁挂式ＣＤ播放机，通过人造环境（产品）中特

定的“引诱特质”引导用户进行交互行为［１８］。用户在“目

的”的驱动下，通过与产品发生交互关系来达到目的。这

一过程中通常由其先后顺序、逻辑关系、不同性质的交互

行为组成，各个特定的可供性会根据其支持不同交互行

为步骤，为用户提供有效的支持，使用户达到其目的。

交互可供性具有其可选择性和启示性，即只要用户

的“目的”能在物体上得到满足，它就会出现。它是使用

户对环境中物体感知价值逐渐丰富的过程，环境具有其

先决性，不被感知价值的主观性所改变，用户对于可供性

的认知也不是“价值无涉”（ｖａｌｕｅｆｒｅｅ）的状态。在人和事

物交互的过程中，其主观认知和后天经验积累所形成的

“图式”，是人存储在记忆中的对此事物的一般概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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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或心理结构，指导着人的认知和行动。因此，在预包

装食品营养标签的交互可供性设计中，首要考虑的问题

是如何让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表征信息与消费者记忆

中的意向图式达成一致，使用户清晰明了地了解食品营

养标签中的相关信息。

２．３　交互可供性在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设计中的引入

食品包装作为消费者直观产品的媒介［１９］，在传递信

息的过程中使用可视化的图像、图表等都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现阶段消费者对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认知度、信任

及影响程度低的问题，研究基于交互可供性模型构建预

包装食品标签设计框架（图６），引入交互可供性，建构与

消费者记忆、经验积累中一致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认

知图式。以设计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以及消费者的

关系为主线，探讨设计师设计过程和消费者与预包装食

品营养标签交互过程中的交互可供性所参与的影响要

素，激活消费者对食品营养标签表征信息图式的可视化

感知、理解，保证消费者对视觉符号的语义理解，最终实

现信息传递［２０］，影响消费者的行为结果。

　　在食品营养标签现阶段与消费者进行交互出现的

“信息鸿沟”问题驱使下，结合现阶段的食品营养标签相

关标准、通则，探讨设计师如何在交互过程中利用可供性

发掘用户的心理意向图式，达成消费者后天学习和产品

可能存在的交互方式之间的匹配关系。让设计符号融入

到环境中，建立起对应的认知链，进而产生连续的行为

链，设计框架将关系链分隔为心理层和物理层。设计师

图６　基于交互可供性模型的预包装食品标签设计框架

Ｆｉｇｕｒｅ６　Ｐｒｅ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ｆｏｏｄｌａｂｅｌｄｅｓｉｇ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利用交互可供性通过食品营养标签向消费者传递信息，

从消费者感知层面在行为、认知、感受、传播等方面提供

信息传递价值［２１］，满足消费者所求的“目的”。在预包装

食品营养标签的在心理层以及物理层方面的信息传递模

型（图７）中环境（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本原性决定了

其是设计框架中第一要素，食品预包装中客观现实的物

理特性分为抽象与具象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

被消费者直接感知。其具象要素包括预包装食品营养标

签中的标识成分具体数据及文本信息等；抽象特征包括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设计符号、布局、尺寸等隐喻

要素。

　　人们通过直接直觉与客体进行交互，这也是客观可

供性发生作用的结果，客观现实的可供性为消费者与产

品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的交互状态，消费者群体可以透

图７　预包装食品标签的基于交互可供性双层结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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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客观可供性高效及时达到其目的，为消费者提供优良

的信息交互体验。消费者对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中主观

认知的特性分为功能和交互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些被设计

的图式、功能以及交互要素能被消费者所认知、了解。从

主观可供性的结构看，消费者后天习得的知识的经验被高

度抽象成了心理意象图式，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消费者的无

意识行为。同时，消费者在交互的过程中也能提升本身的

知识、能力等，通过学习使交互过程顺利展开［１８］。

３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交互可供性
设计策略

　　基于交互可供性模型构建的预包装食品标签设计框

架，以及对消费者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知信行情况的实

证分析，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交互可供性设计可以与

多种结果相关联。正如设计师赋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信息传达的功能所提供的主观可供性及客观可供性与消

费者发生协调、交互关系，使消费者在与产品交互过程中

塑造着自身的行为习惯，最终的信息传播结果将取决于

人们的认知、感受、行为等方面的转变。因此，基于预包

装食品营养标签的交互可供性设计框架以及现阶段消费

者的实际认知、信任（态度）问题，提出以下４个方面的设

计策略。

３．１　基于交互可供性的消费者无意识感知信息可视化

交互可供性中食品营养标签的客观抽象特性及其自

身形态及内容的不断发展会带来与消费者无意识交互方

式的不断变化。视觉语言是消费者感知设计意图（食品营

养标签传达信息）的重要途径，美国品牌大师阿克·戴维

研究发现，海马区决定人的注意力和感官信息存储，其对

环境中的色彩、粗糙易感的材质以及出挑的信息更加留

意［２２］，通过食品营养标签标识食物的营养健康、摄入量等，

是消费者清晰接收健康信息最简洁的方式。目前各国使

用的食品营养相关标识及准则可应用于食品营养标签标

识该营养成分的摄入需求或是摄取建议，如图８所示。

　　在规定标示营养标签成分标示的基础上，利用不同

颜色提醒消费者食品所含成分是否符合健康饮食摄入

量，以英国的自愿性包装正面营养标签为例（图９），将营

养成分表中具体营养成分进行红、橙、绿等颜色标示。通

过视觉感知可供带动其他非视觉的感知可供性，使包装

上的营养成分标示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更加直接、高效，

消费者更加能够理解食品中所含成分是否符合日常摄入

需求或是摄取建议。食品营养标签中的营养成分可视化

色彩标示利于可供性促进、限制并形塑消费者传播信息

与行动，增强着食品营养标识的交互性。

３．２　基于交互可供性的消费者营养成分信息可视化

基于客观现实的交互可供性的抽象特征对消费者先

天心理条件、遗传经验中概念或意义的映射关系，要求食

品营养标签在与消费者的交互中，其传递信息的抽象逻

图８　可应用于食品营养标签颜色标识的相关参考
［２３］

Ｆｉｇｕｒｅ８　Ｉｔｃａｎ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ｆｏｏ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ｌａｂｅｌｃｏｌ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ｏ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ｇｏｖ．ｓｃｏｔ

图９　自愿性包装正面营养标签（英国）

Ｆｉｇｕｒｅ９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ｏｆ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ＵＫ）

辑符号及符号逻辑交流语言需要更明晰、准确。以国外

现有食品营养标签为例（图１０），营养信息可视化图形列

举的营养素及其含量不仅明确，且多样化的图标、按营养

成分比例矩阵，使消费者清晰明了地读懂该商品所含有

的营养成分。

　　同时，包装正面（Ｆｒｏｎｔｏｆ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Ｐ）标签作为与

食品营养标签互补的营养标示可为提高消费者信息认知

提供实践启发。以日常摄入食物的营养信息可视化海报

为例（图１１），通过包装正面标签标示食品中影响健康膳

食主要成分，例如：盐分含量、脂肪含量、糖摄入量等等，

将其与中国国民营养膳食推荐摄入量进行对比，更能帮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ｉｊｇ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ｍ

图１０　食品营养标签

Ｆｉｇｕｒｅ１０　Ｆｏｏ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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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ｚｃｏｏｌ．ｃｏｍ．ｃｎ／ｗｏｒｋ／ＺＮＤｇｗＮｊＭ３ＭｚＩ＝．ｈｔｍｌ

图１１　摄入食品的“１００ｇ”营养信息标签

Ｆｉｇｕｒｅ１１　＂１００ｇ＂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ｅｌｆｏｒｉｎｇｅｓｔｅｄｆｏｏｄ

助消费者了解到食品营养健康信息，提高食品营养标签

的健康饮食引导作用［２４］。

３．３　基于交互可供性的消费者无意识公众观念机制构建

消费者对设计意图无意识认知的过程可分为感知和

认知两个阶段。交互可供性的感知触因是执行特定的动

作，基于生态心理学，还需要帮助提升消费者本身的基本

认识，营 造 食 品 营 养 标 签 认 知 的 无 意 识 大 环 境。

Ｇｉｂｓｏｎ
［２５］在其著作中提到“环境为有机体承担、供应以及

备置的物质也许是有益的（ｇｏｏｄ），也许是有害的（ｉｌｌ）。”这

意味着媒介带来的消费者认知和反思及后续可供性影响

是不可预测的，但消费者与环境互动时可供性有益与有

害的界限是可设计的，其需要利益相关者承担起相关的

责任。

食品营养标签信息传播的利益相关者、传播信息群

体被信任的程度、掌握信息的质量，以及信息传播的规

范，也是需要研究探讨的关键问题［２６］。企业在构建无意

识公众观念机制中不仅提供了物质产品，还向大众传递

着健康饮食信息［２７］。因为消费者对食品营养标签信息的

认知已出现了信息鸿沟，所以需要联合多方利益相关者

发挥其异质性作用，协同共建消费者对食品营养表标签

的意象图式，潜移默化影响消费者健康食品选择观念。

以中国的酒水包装为例，政府发布的相关通则明确规定

其包装上要有健康“警示语”或“劝说语”，如“过度饮酒，

有害健康”“酒后请勿驾驶”等建议标识语，从相关的政策

与科普标语入手，扩展食品营养信息传播路径。构建食

品营养标签信息与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协调机制，提升

消费者对健康信息的认知程度以及食品营养标签的关

注度。

３．４　基于交互可供性的消费者价值认知交互模式构建

交互可供性的消费者主观认知功能特征要求重视可

供性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杰明·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Ｌｅｅ）和爱德华·利普玛（ＥｄｗａｒｄＬｉＰｕｍａ）曾提出信息流

通不仅是“意义的传递过程”，还是“构成自身的行为”［２７］。

在利益相关者支持下消费者公共观念机制建构完成，消

费者对于食品营养表标签及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认知，

其态度和行为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受到影响并进行转

变。面对提升不同身体状态或者是健康需求消费个体的

食品营养标签价值认知，还需要考虑如何帮助消费者准

确、快速地了解到所购买食品的更多的营养信息内容［２８］。

技术可供性在这一环节起到补充作用，使得消费者

６０１

包装与设计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总第２５９期｜２０２３年５月｜



能够通过借助食品包装中的条形码、二维码等智能窗口

追溯食品营养成分比例、产品生产以及食品安全监管等

方面的内容［２９－３１］。后天学习和经验积累获得的可供性

从客观认知的层面上升至主观认知的层面，从而拓展出

更多的行为可能性。同时，消费者在选择健康食品的过

程中，食品营养表标签的参考决定作用越来越重要，消费

者对于食品营养标签价值认知逐步提高。

４　结语
交互可供性理论有助于研究学者理解预包装食品营

养标签作为与消费者交互的媒介如何进行相关食品营养

信息传递，结合消费者对于食品营养标签的认知、态度及

行为影响，探讨消费者与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相互依赖

的实质下，如何提高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实践价值。

在这个环境中，企业与消费者、消费者与商品、商品与信

息、信息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意义表达和传播的环路。

国人对待饮食的和身体的关系有自成体系的思维逻辑，

关乎体质与食品的匹配性。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中的营

养信息标识如何满足不同身体条件的个体对于食品选择

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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