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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设计中科技感的呈现手法
Thepresentationtechniquesoftechnologicalsense

infoodpackaging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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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食品包装设计中融入科技元素或表现出科技特

征,能够使设计呈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和功能价值,有利

于拓展包装设计的创新空间,提升产品形象与品牌价值,
增强消费 者 的 参 与 感 与 体 验 感.文 章 通 过 明 确 设 计 定

位、探索多元表达、融入传统文化和体现人文关怀等途

径,进一步优化科技感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呈现效果,提

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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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elements or showcasing
technologicalfeaturesinfoodpackagingdesigncanpresentunique

visualeffectsandfunctionalvalue,enhancingproductimageand

brandvalue．Thispaperfurtheroptimizesthepresentationeffect

oftechnologyinfoodpackagingdesignandenhancesthemarket

competitivenessofproductsthroughcleardesign positioning,

exploration of diverse expressions,integration oftraditional

culture,andreflectionofhumanistic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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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渗透于衣、食、住、
行等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越

来越趋向于情感化,经济类型也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

经济和服务经济逐渐向体验经济转型,进而从客观上导

致食品包装超越了其基本功能价值而达到了感性价值.
由于设计成本压力、行业标准要求和市场消费习惯等因

素,许多食品包装同质化现象广泛存在,同一品类中不同

品牌的食品在包装的外观、性能甚至营销手段上互相模

仿,导致设计风格逐渐趋同[１],具体表现为设计简单化和

模仿名牌化两种倾向.这种大量低水平的模式化复制,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但也带来了明显的反作

用,如设计简单化无法通过包装进行有效的推销,缺乏品

牌辨识度;而模仿名牌化的包装设计不具备独特的品牌

灵魂,严重限制了食品包装设计的创新发展[２].
当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从小便生活在充满科

技感的环境中,将科技当成一种审美时尚,从科幻小说到

科幻电影、从新能源汽车到现代建筑造型等等都在客观

上反映出科技感已然成为时代审美的重要潮流.相应

的,科技感设计也成为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种设计新风

格.因此,文章拟全面分析食品包装设计中科技感的呈

现手法,进一步优化食品包装设计,提高包装美学价值,
进而树立食品品牌形象,提高市场竞争力.

１　科技感

１．１　科技感的内涵

科技感是种感知感觉.通过将科技文化与审美文化

相结合,科技感成为了连接科技世界与审美精神的重要

纽带.科技感虽然具有先进性、前瞻性和预见性等特征,
但并不等同于科技本身,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主观想

象和认知体验,源于蕴含在认知对象中的科技意象,而科

技意象是设计者对现实科技的抽象形式[３].科技感提取

前沿科技的表现形式,采用一定的设计表现手法加以呈

现,如光怪陆离的背景、梦幻般的太空、摇曳的线条、机器

般简洁的外形、深邃的背景或空间结构等等.因此,从这

一意义上来说,科技感是一种以不违背人类进化意志为

原则的超越性的时代科技精神的具体体现.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其在现代艺术设计的各要素中占

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倾向.
然而,科技感的概念并非天然存在,其产生有着深厚的历

史根源.① 科技感源于人们对科技的敬畏.两次工业革

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让人类感受到了科技的力

量.然而,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在科技的加持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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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创伤,这促使人类不得不对科技

产生敬畏之感.② 科技感源于人们对科技的认同.随着

高科技民用化进程的推进,科技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

起到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人们逐渐将科技视为具有

创新性和未来感的象征,并希望通过与科技相联系的事

物来表达自己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③ 科技感

源于人们对科技的憧憬.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社会生产

的同时,也在改变大众的思想和审美观念,与技术发展紧

密相关的许多设计风格应运而生.例如,在包装设计中

所普遍采用的科技元素,甚至将这一元素赋予在非技术

产品上,反映出了科技元素俨然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体现

了大众对科技的崇尚,带给人们一种与未来紧密联系的

心理感受.

１．２　科技感的认知特性

科技感产生与发展的动因及其内涵决定了科技感独

特的认知属性.科技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技

感又进一步综合了审美情感和设计符号[４],体现出一种

阶段上的时代性、表达上的模糊性,以及关注人类内在需

求的本性.
(１)科技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产生与发展根源

于科学技术的变革,是人类的审美形态在科技发展到特

定水平时的具体表现.因此,科技感是一个具有发展性、

历史性的具体概念,表达了人类灵活多变的审美标准.

１９世纪,蒸汽朋克基于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大型机械的

假想艺术形式,成为蒸汽时代的一种独立的艺术风格,反
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给西方世界的冲击和人们新旧观

念的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科技感开始逐渐以象征机

械感的技术特征展现,体现的是一种追求现代工业文明

的审美表现;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科技

感也相应地向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等元素变革.
(２)科技感具有鲜明的模糊性.其不仅是一种时代

性的艺术表征,还是一种主观性的审美体验,更是一种丰

富性的设计风格.消费者的审美体验由于不同的人具有

特定的背景、经验、文化和个人喜好,而对于科技感所代

表的消费符号有着主观的理解与诠释.例如一个人可能

将科技感与未来感联系起来,而另一个人可能将其与精

确性相关联.同时,科技感呈现方式的多种多样也导致

了其在表达上的多向性和复杂性,不拘泥于特定的表现

形式.例如造型、线条、材料、色彩和纹理的组合均可呈

现科技感的审美体验,且对于不同的产品类型和目标客

户也会有具体性的设计风格.
(３)科技感具有鲜明的人本性.科技正在以更加深

入的方式作用于人类,在医疗、教育、服务等与人类生活

息息相关的领域发挥着巨大价值,比如 OpenAI研发的

ChatGPT,能够通过理解人类的语言并根据上下文来进

行对话和互动[５].作为一种认知体验,科技感必须以人

为本,符合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既要突出档

次感和精致感,也要避免牺牲功能性与人机交互性,在同

质化的设计中融入个性化,在技术理性中融入体验感性,

进而向消费者传达愉悦的正向情感体验和具有人文关怀

的审美感受.

２　食品包装设计中科技感的应用意义

２．１　有利于拓展包装设计的创新空间

科技感的运用可以激发设计人员的创作灵感,突破

传统的包装设计限制,通过引入科技元素和创新技术开

辟全新的创作方向,带来更多的设计可能性,使视觉效果

的呈现更加多元化,设计出形象明显有别于同类商品的

包装样式.一方面,将科技元素和食品包装设计相结合,

对于提升商品包装视觉异质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科技感能够进一步丰富食品包装设计的内容与形式,增
强包装的视觉冲击力,激发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使包装成

为吸引人们目光的焦点,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另一方面,科技元素的应用还可以赋予食品包装更多的

功能性,使其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使用需求.在传统观

念下,食品包装往往是发挥着保护商品的功能性价值,但
随着时代的发展,消费者更加希望能够直观地看到内装

食品的真实面貌.通过感应器实时监测食品的新鲜程

度,能够提供准确的信息.同时,交互体验的设计也能够

让消费者更加便捷地了解食品的相关信息和搭配使用建

议,使消费者获得个性化和人性化的购物体验.例如,全
食超市(wholefoodsmarket)膳食补充剂的概念包装作品

“Nutrilinx”(图１),瓶盖与 APP相连、与手机配对,当用

户靠近药瓶时,瓶盖就能认出“主人”,并通过 LED灯显

示营养品的库存以及用户是否需要摄取,实现了包装与

消费者的交互性.

２．２　有利于提升产品形象和品牌价值

面对琳琅满目的货架,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下,中国食品品牌已经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同类商品的激

烈竞争,犹如置身海选的现场,得体的包装形式、准确的

商品定位和高品位的设计格调,体现着消费者自身的生

活品质和审美水平.

图片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６４６４９７３２

图１　Nutrilinx产品包装设计

Figure１　Nutrilinxproductpackaging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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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设计是消费者了解商品最直接的途径.当他们

浏览货架上的商品时,停留在每种商品上的时间不过零点

几秒,能否成功吸引消费者注意,即是包装设计的魅力所

在.因此,在食品包装中运用科技审美元素能够使包装具

备现代感、数字感和未来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展现出与

众不同的外观,突出包装和产品的独特性,让包装在众多

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从而提升食品品牌的形象和附加

值.此外,科技感的应用也有助于提升食品包装的表达

力.传统的包装设计局限于简单的外观装饰,而科技感的

引入赋予了包装更多的表现手段,利用独特的视觉、听觉

和触觉等多种方式传达产品的特点与优势,更好地传递食

品包装的设计理念.例如,安慕希 AMX无蔗糖酸奶将牛

奶包装设计与科技感结合(图２),以深蓝为底色,加入镭射

炫彩工艺,塑造了黑科技和高颜值的品牌形象,满足了消

费者饮用及心理双重需求,提升了品牌的市场价值.

图片来源:http://www．moxiangxu．com/News/page_９_１０_１２４４
_５．html

图２　安慕希 AMX无蔗糖酸奶

Figure２　AMXsucrosefreeyogurt

２．３　有利于增强消费者参与感和体验感

在食品包装设计中运用数字化技术、增强现实技术

等高科技手段与元素,使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静态视觉

形式,而是呈现出生动的图像动画效果,与消费者建立起

更具互动性的视觉连接.这种创新的视觉交流方式,不
仅吸引了消费者的注意力,同时也增强了消费者与食品

之间的情感纽带.

从本质上说,科技感是一种以突出技术领先为特征,
并以简洁、明快、具备功能性等为突出特点的产品设计风

格,在保留了技术美、使食品包装呈现独特视觉效果的基

础上,更多地考虑了包装的使用因素[６],创造出新颖的包

装形式和功能,如智能感知、互动体验等,为消费者带来

新奇感,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与科技感包装相结合的食

品品牌.因此,科技感的运用不仅仅是提供一种视觉上

的刺激,更是在情感和体验层面上与消费者建立积极而

深入的关系.例如,北京奥运火炬设计创意来源于中国

祥云和纸卷轴符号,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元素与现代

技术特色相结合,融合传统文化的设计理念为科技感的

传递另辟蹊径,造就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设计形式[７],

让观者切实提升了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３　食品包装设计中科技感的呈现策略
包装设计是一种务实的设计,所需解决的问题是实

现创意表达与商品特质、制作工艺与生产成本、消费心理

与品牌定位之间的平衡[８].因此,食品包装的设计应着

眼于食品本身的属性和消费者的需要.正如 Pentawards
联合创始人埃瓦尔(BrigitteEvard)所说:“包装设计有一

套严苛的准则,应在传达产品信息的同时也要注意把控

成本和提高利润”.

３．１　明确设计定位是科技感呈现的先导

目前,科技感在食品包装设计中往往盲目追求外在

形式的表现,更多地集中在金属感、复杂线条或专业符号

的变形上,仅仅追求视觉上的冲击,而缺乏对产品的深入

考虑和品牌内涵的有效表达,忽视了将食品特性与食品

包装设计的有机结合.因此,食品包装设计应首先明确

定位,具体包括品牌定位、产品定位和消费者定位３个方

面[９].品牌定位是指科技感设计应与品牌形象保持一

致,突出品牌的风格特征,传递出品牌所要表达的科技

性、创新性与前瞻性等核心价值,使人们更深层次地感受

品牌理念和品牌文化,让消费者清楚了解“我是谁”.产

品定位是指科技感设计需要考虑食品的特性,将科技元

素与食品的功能、特点、档次和优势相结合,传达出“卖什

么”这一关键的商品信息.消费者定位是指食品包装设

计应考虑消费群体特点,明确目标消费群体的喜好,使科

技感的呈现更具针对性,让消费者透过包装感受到这件

商品是为自己而设计.
由于不同的食品具有不同的属性,而不同的消费者

对食品具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因此,市场调研成为包装设

计的前提,离开了市场调研,包装设计的结果会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总体来说,以下产品更加适合在包装设

计中突出科技感的表达.① 高科技饮品和营养补充品,
例如功能性饮料、维生素片、蛋白质粉和营养片等,这类

产品是科技与健康的结合.依据产品的特性提炼科技元

素,突出其科学研发的背景、先进的生产技术、创新的配

方和高效的营养吸收等特点,使消费者对产品的功效和

可靠性产生信任感.② 有机食品,其注重自然、健康和环

保的价值属性结合科技感的设计能够更加彰显其高科技

种植、无农药和无添加等特点,传达出科技与自然的完美

结合.③ 具有创新性特征的食品,如新型食品原料的使

用、新工艺的运用和新口味的呈现等.在其包装中使用

科技元素的设计能够突出其与众不同的特点,激发消费

者的猎奇感与好奇心.④ 面向儿童的食品.由于天文、
太空、科技对于小男孩具有永恒的魅力,各种科幻题材、

外太空旅行和星球旅行等相关神秘、探险的主体内容都

是吸引孩子们的制胜法宝.根据儿童求新、求奇、求变的

心理,将新材料、新构思运用在包装设计上,以增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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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新鲜感,诱发其购买欲.

３．２　探索多元表达是科技感呈现的基础

包装设计是一门将视觉设计与产品造型相结合、包
装材料与制作工艺相结合的艺术.因此,为了突破食品

包装设计的常规,探索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应在多个方面

采取创新策略.
(１)在材料选择上要突破常规.使用新型材料来展

现科技感.例如,将纳米材料、智能材料、生物可降解材

料等具有独特属性的材料作为食品包装,并使材料的纹

理、光 泽 和 质 感 与 食 品 特 性 相 契 合.例 如,２０２２ 年

MarkingAwards全球食品包装设计大赛中的获奖作品

“山海津———银河 & 玄黄”,大胆使用了全金属一体式

CNC加工工艺,使其在优雅中带有了具有神秘感的高科

技气质(图３).

图片来源:https://news．sohu．com/a/５９１９９６４０５_１２００１３９２７

图３　山海津———银河 & 玄黄

Figure３　ShanHaiJingＧYinHe& XuanHuang

　　(２)在色彩运用上突破常规.色彩能给人留下强烈

的视觉印象,恰当地运用色彩能够增强品牌的识别度[１０].
设计者可以运用具有科技感的色彩组合来突破传统的色

彩应用.例如,选择亮丽的荧光色或金属色调,以及富有

未来感的冷色调和高对比度的配色方案,运用渐变、光影

和光线效果等技巧,创造出立体感和动态感的表现特征,
进而调动消费者的情绪,刺激其购买欲望.

(３)在造型设计上突破常规,采用前卫和具有未来感

的设计风格.通过运用几何形状、流线型设计和抽象化

的图形元素,并在包装工艺上采用“全息铝箔冲压效果”
“激光雕刻”“UV”等来体现科技感,创造出独特的包装形

态.同时,结合包装的功能,探索创新的开合方式、包装

结构和触感设计,使包装展现出科技感的同时,提升用户

的使用体验.
(４)在信息呈现上突破常规.设计者可以在食品包

装中添加数字化与智能化模块,让消费者通过手机或电

脑与包装进行互动,获取更全面的产品信息和更丰富的

互动体验.

３．３　融入传统文化是科技感呈现的抓手

Pentawards是全球最为著名的专注于包装设计的国

际竞赛,被荣称为包装设计界的“奥斯卡大奖”.２０１６年,

Pentawards铂金奖作品是名为“锦鲤”的日本清酒包装设

计,该设计者将中国传统的锦鲤文化与现代的几何构造

手法相结合,采取流线型的外观设计,重新诠释了传统文

化中的图案、纹样和色彩搭配,创造出富有科技感和艺术

美感的包装(图４).此外,当前流行的国潮服饰也将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的材质和工艺相融合,在传统中展

现出了独特的现代感.

图片来源:https://www．sohu．com/a/１１６４０１７４６_４７２７９４

图４　锦鲤瓶

Figure４　Goldencarpbottle

　　在食品包装设计中融入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在追求

现代性的同时,观照文化与精神意境.在科技元素中融入

传统文化的设计是对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兼收并蓄,从而实

现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的兼容共生.一些精彩的包装创

意就是善于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并将其转化成为标志性的

视觉语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

设计元素[１１].设计者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出发,对传

统文化进行分解、变革和延伸,在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运
用传统元素如龙、凤、云纹、山水画等,通过抽象、简化等现

代化的手法,将其转化为适合食品包装设计的符号语言,
重新加以诠释并与现代技术和材质相结合.

此外,由于食品是在一定的地域内生长和发展的,部
分食品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质[１２],如山西陈醋、
北京烤鸭、德州扒鸡等.因此,在包装设计中可以深入挖

掘当地特有的气候与自然风貌、标志性建筑、饮食习惯等

内容并加以提炼,将这一区域特质与科技元素相融合,提
高食品包装的个性化设计效果,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并彰

显现代科技的创新力.在古代与当代、传统与前卫的冲突

中,重新定位食品的包装,既可以与当地消费者形成情感

共鸣,又可以针对其他地区消费者进行文化的宣传与

展示.

３．４　体现人文关怀是科技感呈现的主题

正如美国设计家普罗斯所说:人们总以为设计有三

维———美学、技术和经济,然而更重要的是第四维———人

性[１３].食品包装设计中科技感的实质是通过设计活动,

将科技元素落实为劳动产品,使食品获得新的价值,在形

式和功能的统一中,达到功能的最大体现.因此,科技感

的呈现需要科技与人文相结合,使社会与自然达到和谐

统一.通过协调技术理性和体验感性,以传达愉悦的情

感体验,并反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科技感设计的

外延与内涵意义,展现时代科技水平的创新形态,满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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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审美与消费需求.
(１)高度重视消费者的体验.科技感的营造不是为

了科技而科技,要防止出现只有科技没有生活的状况.
因此,设计者可以考虑在包装中加入便捷的打开方式、智
能的信息传达或环保的材料选择,以提升消费者的使用

便利性.如２０２２年 MarkingAwards中获“最佳可持续

奖”“最 佳 结 构 与 材 料 设 计 奖”提 名 的 “C２ WaterNo
Label”由１００％可回收的 PET 制成的,将所有法律要求

的信息压印在瓶身上,并在瓶盖上印上条形码,传递了保

护环境的品牌使命(图５).同时,关注消费者的情感体

验,通过色彩、质感和形状等元素来传达与食品相关的情

感价值,提升科技感的呈现效果.

图片来源:https://www．cnyisai．com/２２０５４．html

图５　C２WaterNoLabel
Figure５　C２WaterNoLabel

　　(２)融入食品信息和品牌的故事性元素.设计者可

以通过图形、文字或图像等形式,传达食品的科技背景、

创新理念、制作过程以及品牌历史等内容,使消费者能够

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产品的科技特性.这样的设计不仅

仅是简单的包装,更是成了一个与消费者进行情感连接

的载体.
(３)强化食品包装的交互性功能.科技感在食品包

装中的运用不仅仅要通过具有科技美学的元素而实现,

更要运用现代技术来增强包装的人本性与体验感.设计

者可以在包装上加入二维码或可触摸元素,使消费者能

够通过扫描或触摸与包装进行互动.同时,为了进一步

与消费者建立长期关系,设计者可以在包装中提供反馈

渠道.例如,在包装上印刷产品品牌的社交媒体账号或

网站链接,让消费者可以直接与生产者和其他消费者进

行体验交流或提供意见反馈,从而为品牌建立更加紧密

的用户关系.

４　结束语
源于人们对科技的敬畏、认同与憧憬而产生的科技

感这一审美潮流将科技文化与审美文化相结合,综合了

审美情感和设计符号,具有独特的认知属性.将这一审

美元素创造性地应用于食品包装中,既能够拓展包装设

计的创新空间,提升产品形象与品牌价值,更能够增强消

费者的参与感与体验感.科技感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呈

现应与食品产品的定位相契合,在材料选择、色彩运用、

造型设计和信息呈现等方面探索多元表达,并有机融入

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体现包装设计的人文关怀,打造更

具亲和力的品牌形象,吸引目标受众并培养他们对自身

品牌的忠诚度,进而促进食品行业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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