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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农产品包装设计策略。方法 从农产品的定义着手，以我国农产品

的资源储备与重要地位为起点，分析农产品包装设计现状及不足，探讨农产品包装设计的应有之义，总

结出融入地域特质，强调文化性；建立品牌形象，强化竞争能力；加入绿色理念，凸显环保设计的发展

思路，并结合多样化的农产品包装实例对所提理论进行论证，深入思考未来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必须注意

与完善的几个重要方面。结论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深入剖析农产品创新包装设计的重要意义，结合

我国农产品包装的不足之处就其未来的设计方向进行宏观规划，是实现保护产品、传达信息、促进销售、

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农产品；包装设计；附加值 
中图分类号：TB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0)06-0289-04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0.06.046 

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ZHANG Kang-ning 
(Sh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 Taiyuan 03003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packaging design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with Chines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re-
serve and important posi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were analyzed, the meaning of 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s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region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culture was emphasized. Brand image was established and 
competitiveness was strengthened. Green concept was added to highlight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sign ideas. Based on a vari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examples, the proposed theory was verified, so as to 
deeply think about several important aspects that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improved in the future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In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innovative packaging de-
sig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 macro-planning of its future design direction based on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ackaging are the only way to protect products, convey information, promote sales and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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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农产品所包含的更

多的是那些在农业活动中经过分拣、清洗、打蜡、包

装等粗加工后并未改变自然形状与性质的，或者直接

从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未被加工过的植物、动物、微生

物及其产品[1]。通俗来讲，农产品包括烟叶、毛茶、

食用菌、瓜果蔬菜、粮油作物、牲畜、水产品、林业

产品等诸多形式。我国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在很大

程度上丰富与提升了人们生活的质量。但是，任何产

品形式都离不开包装，一个成功的包装不仅具备基本

的实用功能，更能够有效吸引消费者在众多商品中的

倾向性[2]。从这一点分析，现有的农产品在包装设计

上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与不足，包装的功能被大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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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艺术性与审美性更是难以实现。为了进一步提升

农产品包装设计的效果，放大与完善其功能，越来越

多的设计者开始围绕农产品与包装设计的实质展开

探寻，搜索更加有效的应用与发展模式。 

1  农产品包装设计现状与不足 

当前，我国的农产品包装虽然已经较以往有了很

大的改善，取得了许多理想的成绩，但这仅限于小部

分农产品包装，更大部分的农产品包装仍然停留在较

为简单实用的基础层面，难以像大企业一样有系统地

规划，整体的设计思路与策略都有待改进[3]。一方面，

我国农产品及加工品的包装材料多是塑料真空包装

或者是一些不透明的材料，抑或是一些纸箱，这些材

料虽然具备基本的作用，却因为不能隔绝不卫生因

素、与商品成分发生化学反应等给消费者带来人身安

全伤害，或因为浪费大量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压力。

另一方面，包装不精良的问题十分突出。从现实来看，

部分农产品包装只注重实用的基础层面，很少考虑到

包装设计在销售中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现

在消费者的欣赏水平，整体简单粗糙[4]。更有甚者，

农产品包装还存在以次充好的问题，给整个市场带来

了恶劣影响。还有部分农产品过度包装，夸大包装装

饰功能，导致经营、消费成本过高，价格浮高，给消

费者增加了额外的成本，也干扰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有

序发展。整体来看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缺乏品牌意识。

很多当下的农产品的经营者是小规模农户，缺乏对品

牌形象的建立经验[5]。虽然部分农产品制造商注册了

自己的品牌和商标，但更多的是倾向于与同类产品形

成区别，而没有进一步打造出自己的品牌的意识，难

以与国际知名品牌相竞争。鉴于这些现实问题，对当

前的农产品包装市场进行规范，进一步提升设计效

果，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2  农产品包装设计思路与策略探析 

如果说包装是农产品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对其

进行设计的思考与拓展便成了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了

文化个性化、品牌形象化、绿色环保化的包装特质的

加入，农产品的包装必将获得质的飞跃，在市场上获

得更大的份额。 

2.1  融入地域特质，强调文化性 

在商品经济的时代，农产品包装市场的竞争日益

激烈。为了提高农产品的个性化设计效果，增强市场

竞争力，设计者开始在其中融入传统区域元素，以地

域文化特质丰富包装外在，形成特有的存在形式[6]。

这是因为一般农产品都在一定的区域内生长，该区域

内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得农产品无形中形成了一定

的地域文化特质，只要将这一特质进行放大，进一步

传播和弘扬地域特性，便能使农产品拥有自身的特

色，既可以与当地消费者形成情感共鸣，又可以对其

他地区的消费者进行一种文化的宣传与展示，进而打

开市场，在更广的范围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

在强化地域文化特征的过程中，很多农产品包装设计

却偏离了初衷，模仿抄袭的现象严重，如绿箭变亮箭、

青岛变青鸟等就是突出实例。这样的设计已经侵犯了

知识产权，所谓的地域特征根本不存在，甚至会严重

拉低农产品的档次。所以，对症下药才是硬道理，必

须积极对产品的定位、价格、广告、包装、促销等诸

环节进行细分。 
以市场上的大米包装为例，由于大米产地不同，

大多是东北大米、宁夏大米、湖北大米、泰国香米等，

但这些大米在外包装上并没有独特的特点，区别很

小，导致消费者在选购大米时并没有对某一产地的大

米形成视觉关注和购买欲望。最突出的便是种植于黑

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东北大米包装设计。该地区

有着肥沃的黑土地、纯净无污染的灌溉用水、充足的

阳光雨露和生长周期，地域优势明显。将这些优势与

东北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民俗艺术、图案装饰等进

行合理搭配与创新，进一步凸显地域文化特质，便成

为了东北大米区别于其他产地大米的优势，如此便能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以地域特质出奇 制胜。 
再以山西的陈醋包装为例分析，不难发现地域文

化特质的融入既需要又必要。山西是晋商兴起之地，

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许多老字号品牌，如山西六味

斋、山西双合成、山西杏花村汾酒等，且至今一直享

有盛誉，在市场上也获得了广泛认可。这些成绩都离

不开这些老字号品牌对地域文化的表达与传承。比

如，山西“益源庆”旗下的一款高端产品“上水井”

的包装设计就很有代表性。这款山西陈醋包装的色彩

心理与该地域文化的联系极其紧密。在主打色的选择

上，“上水井”的礼盒包装采用传统的中国红这一中

国人民深深喜爱的颜色寓意吉祥，接着在标签底色的

安排上选择了土黄色，以此来表达山西特有的黄土高

坡地貌特征，将民族性与地域性完美结合。 

2.2  建立品牌形象，强化竞争能力 

目前，我国农产品品牌包装设计并没有达到理想

状态，面临十分被动的方式，这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品

牌建设[7]。事实上，品牌形象的树立对于农产品而言

十分重要，这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档次，形成产业链，

同时利于消费者识别农产品品质，尤其在这个国民文

化素养得到本质提升的当下，融入品牌文化的农产品

包装设计还可以更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审

美需求[8]。比如，中粮集团作为我国最大的粮油食品

经销商之一，一直以生产、经营农产品为主，但该企

业也十分重视品牌的建立，借助独特的以农产品贸

易、生物能源开发、食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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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稳固的文化形象，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同时

深深印刻在了消费者的脑海，这就是品牌的力量。鉴

于目前在品牌建立过程中，农产品包装市场普遍存在

的设计不规范、标准较低，专项资金投入相对匮乏等

弊端，笔者认为应从科技、文化、创新、艺术及时尚

等层面入手，对色彩、文字等细节进行充分利用，以

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产品的依赖需求[9]。 
“杏花村里老白汾，太原城内六味斋。”这句话

道出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和山西六味斋的品牌影响力。

山西杏花村汾酒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酿造工艺更是成

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名牌产品。其在包

装设计上就有着突出的代表性，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形

象。其中，汾酒国宴的包装设计就从现代创新视觉审

美效果着手，以传统黄色、红色及新颖的青蓝色为主

为主色彩，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六十甲子、四十八星宿、

三十六计、二十四史、十二生肖为主题内涵很有特点。

而竹叶青酒的包装则选用了新型的玻璃瓶形，色彩也

选用绿色为主，与普通的包装容器大不相同。山西六

味斋酱肉的包装设计以中国古代文书的竖排版为主

要形式，以中国古代建筑、手绘山水画以及古代六味

斋酱肉店等为主图形，辅以中国古代传统纹样，很有

设计感。与此同时，包装采用散装形式，将不同肉类

配以紫色、黄色、橘黄色等色彩，再辅以白色进行穿

插，独特而新颖的造型成就了品牌的个性化特征。 

2.3  加入绿色理念，凸显环保设计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当前社会人们十分重视的

方面，这与社会快速发展、资源遭到破坏联系密切[10]。

因此，如何让包装设计更加凸显环保理念，融入绿色

设计成为设计师们不断尝试的重要方面。一方面，档

次、质量较低已经严重影响了包装的效果；另一方面，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11]。这

些都是当前包装设计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农产品

包装也不例外。以绿色理念进行农产品包装设计，可

以有效维护企业积极、健康社会形象，提升农产品市

场核心竞争力，更可以达到保护自然生态资源、降低

能耗的目的，为国家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在造型上，好的外形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因此

包装给用户的第一视觉很关键[12]。在低碳包装设计理

念下，农产品包装设计应结合自身特点，在提升整体

美感的基础上，将所需印刷工艺、结构、材料做减法，

以极简的形式充实包装本身。比如，“掌生谷粒”的

大米包装就以牛皮纸作为主材料，并将其揉制成纸藤

圈，配合棉纸外衣和书法在充满创意的极简造型上传

递了品牌鲜明的个性，文化底蕴深厚。这样的包装结

构简洁、古朴大方，且符合低碳设计理念，有效吸引

了消费者的视觉注意力。 
在材料上，农产品包装设计应尽可能地选取可再

生或者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如竹、藤、草、麻、木等，

或者选择成本低廉、废弃后易回收、易降解的材料，

保护生态平衡[13]。比如，一款储存鸡蛋的包装设计就

被设计师融入了绿色设计理念。椰树纤维和木薯粉制

成的包装借助粗糙不平的表面，形成了毛茸茸的视觉

体验，让人不觉地感到鸡蛋仿佛放在鸡窝里，十分安

全和亲切，既环保、绿色、健康，又吸人眼球。 

3  结语 

农产品是一类特殊的商品，其包装不仅在流通环

节起到保护产品的作用，更是一种传播载体，是包装

设计理念的完美表达。在当前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

代，农产品的包装设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实用

功能，还要能够结合市场需求和发展需要，进一步完

善地域性、品牌力和环保性，以此充分解决农产品包

装市场的现实难题和困境，实现地域文化、历史传统

品牌形象与自然环境的有机整合，增加农产品额外经

济效益，促进我国农产品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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