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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对后疫情时代的食品包装设计策略进行系统

研究，发掘能符合消费者心理变化又能满足疫情下现实需求的食品包装设计新形式。方法 以新冠疫情

暴发后人们对食品包装在售卖、运输、使用等环节的担忧和思考为现实依据，通过调研数据分析，从影

响食品包装设计的因子入手，结合当下最新的包装材料，分析食品包装设计的新趋势，并探究后疫情时

代下食品包装设计应契合的存在形式。结论 在后疫情时代，食品包装设计不仅要满足传统的促销与保

护等功能，还要考虑产品使用的整个过程，进而明确抗菌抗病毒材料的创新应用，强化 O2O 模式下的

品牌辨识，深化可追踪溯源的智能化设计，完善食品包装的可持续利用和彰显人文主义关怀 5 个设计策

略，使设计能更好的服务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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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Packaging Design Strateg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YE Jun-zhen 
(Sichuan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hengdu 61174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afety and user experience, this work aim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food 

packaging design strateg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nd explore new forms of food packaging design that can meet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and actual needs of consumers under the epidemic. Based on the fact that people have worried 

about food packaging in the process of sale, transportation and usage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

monia epidemic, the existence forms and new trends of food packaging desig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re analyzed and 

explo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the impact factors of food packaging design, and the latest packaging 

material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food packaging design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but also consider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duct use. To this end, we should clarify the innovative applica-

tion of antibacterial and antiviral materials, strengthen the brand identification under O2O mode, deepen the traceable in-

telligent design,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food packaging and highlight humanistic care to make design serve 

lif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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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迅速席卷了全世界，这场

来势汹汹的全球疫情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局势逐渐改

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托马斯·弗里德曼

评论说：“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

界……我们下半辈子，大概会一直生活在这次疫情危

机的延长线上了[1]。”在疫情的影响下线上办公的现

实需求和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使食品包装设计在后疫

情时代绝不仅满足单纯的促销和保护功能，它在包装

生产、运输到商品售卖、配送、使用、回收处理等诸

环节都会影响消费者的健康和体验，对巩固抗疫成果

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也起着积极作用，最终将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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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产品的销售。 

1  后疫情时代下影响食品包装设计的关键

因子 

虽然新冠疫情正在逐步稳定，但给各行各业带来

的反思与挑战才刚开始，人们都在力图恢复到疫情前

的状态，却发现有些行业正在悄无声息的发生转变，

食品包装设计即是其中之一。疫情强化了消费者对食

品包装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过网络结合线下的形式对

受众进行调研，采集了有效样本 1 786 份，每份选取

了在后疫情时代最能对食品包装设计产生影响的两

大因子，从调查结果看，人们更关注安全和信息因子

对食品包装的影响，见图 1。 

1.1  安全因子 

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追求安全是人类的

基础本能，在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过程中整个需求

层次阶段都在寻求生命机体的安全。而在后疫情时代

下，安全作为被消费者对食品包装最为看重的因素将

被无限放大，或许是疫情刺激了人们对自身安全的敏

感神经，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购买食品，都希望能在

安全方面得到保障。 

在调研中，对安全因子进行了细化，受众对食品

包装设计的安全考量集中在材料安全、配送安全、结

构安全、环境安全 4 方面，见图 2。安全性是包装设

计的基本前提，其中以包装材料的选择为主[2]。包装

材料安全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既要确保材料的无

毒无污染、是否与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又要有良好的 
 

 
 

图 1  影响食品包装设计的因子分析 
Fig.1  Factor analysis on effects of food packaging design 

 

 
 

图 2  食品包装安全的 4 因子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our factors of food packaging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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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后疫情时代的食品包装设计中的信息因子组成 
Tab.1  Composition of information factors in food packaging desig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信息因子构成 主要内容 主要作用 

品牌信息 品牌风格 

产品信息 具体说明 

物流信息 运输情况 

溯源信息 过程掌握 

甄选优质品牌，契合自身消费定位 

了解产品的材料、批号、日期、食用方法等 

把握产品运输过程有无不利影响 

掌握与监管产品的生产过程 

 

阻隔性能，包括对气体、水、细菌、病毒等物质的阻

隔，食品变质有很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所选材料的阻

隔性能不好[3]。配送安全强调合理的外包装设计，使

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免于二次污染，主要针对配送工具

和配送人员。结构安全必须考虑配送和消费者在使用

过程中的安全性，能否再次密封与开启都至关重要。

环境安全是强调产品使用完后包装的处理问题，避免

对环境产生污染和破坏，要有合理的解决渠道。 

1.2  信息因子 

信息化同样是后疫情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但不

仅限于信息化的呈现形式还包括了多维度的信息内

容。调研发现，后疫情时代受众对食品包装的信息诉

求来自品牌信息、产品信息、物流信息、溯源信息，

见表 1。品牌信息源自消费者更倾向于具有好口碑的

品牌，其本质是期望在产品质量上有所保障，并契合

自身的消费定位。产品信息是对产品的具体说明，是

消费者深入了解产品的主要途径。物流信息则能提供

产品的相关物流情况，供消费者把握产品的物流过程

是否对产品有不利影响。溯源信息则是后疫情时代下

消费者尤为关注的痛点，人们更希望能通过包装设计

对产品选材、生产、售卖等进行全程了解，以把握产

品的最新情况，也方便市场监管部门监管产品，如果

出现食品安全事故也为调查提供了有效手段。 

2  后疫情时代下的食品包装设计趋势 

后疫情时代下的食品包装设计将引领包装行业

的变革，附带着强烈的时代气息。通过分析后疫情时

代人们的消费变化发现他们更关注食品包装的安全，

并乐于用智能化的形式掌握有关产品的信息，这将引

导食品包装设计朝向，从包装的价值更大化、包装的

适用性更宽广、包装的可持续性更优化、包装的智能

性更多元 4 个趋势发展。 

2.1  包装的价值更大化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无论是线下选购还是线上

送货的食品，消费者首先考虑的都是产品的安全性，

尤其是期望病毒传播的风险最小化。在此过程中，人

们不断意识到包装所具有的更大价值，特别是一款好

的包装对疫情中的食用产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步入后疫情时代，包装不再只是产品的附属物，

它更具有了为产品提供有效保护和帮助消费者抵御

病毒细菌的重要功能，包括大量外卖食品对维系人们

的正常生活至关重要。从商家的角度分析，消费者在

安全性上能得到保障的食品包装必定有利于产品的

销售。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包装的价值将会被更大

化的认可，尤其是食品包装。 

2.2  包装的适用性更宽广 

疫情时期，由于居家隔离和实体店关闭等因素，

人们购买食品一度只能通过线上完成。随着疫情的转

好，更多的消费者接受了线上购买食品的消费模式，

人们的消费观念更趋多元化。由此，后疫情时代的食

品包装应具有更宽广的适用性，必须能兼具线上售卖

与配送，线下销售与运输的不同要求。比如一款食品

在线下销售时，其包装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更多

的考虑在货架上与其他产品的差异化对比，而在线上

售卖时，则更倾向于包装结构的设计是否满足配送的

要求。适用性更宽广是后疫情时代下食品包装设计的

现实需要，也向设计者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2.3  包装的可持续性更优化 

可持续性价值标准是一个衡量社会成功的新指
标[4]。随着电子商务的成熟和 O2O 模式下配送链之
间的振动和移动的增加，为了给商品提供必要的保护
并降低运输成本，多材料和柔性包装成了更多的选
择。同样对于包装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
对可持续性的理解似乎多停留在材料是否可降解。这
有一定合理性但容易走向狭隘化的误区。例如在人们
印象中，纸是一种可回收、可降解的可持续性材料，
但如果简单粗暴的实行“以纸代塑”将会使环保包装
流于肤浅的表面，因为纸的生产既要消耗森林资源又
要产生大量废水，而塑料虽然难降解，但大多只是石
油加工的副产品，只要回收渠道畅通同样可以避免环
境污染。 

在发达国家中，由于形成了完备的监管制度体

系，打造了塑料包装生产、使用、回收的良性循环系

统，相对于纸、玻璃、陶瓷等包装材料具有更高的环

保性[5]。在后疫情时代，对健康的关注将会导向包装

材料对环境的友好性，其中关键就在于可持续性概念

的更优化，不能盲目的只看到一种材料的特性。 

2.4  包装的智能性更多元 

近年来，智能包装日益成为产品功能的延伸，正

借助各种创新技术手段载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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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食品包装材料中的 3 种抗菌剂 
Tab.2  Three antibacteria agents in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名称 主要成分 特性 

无机抗菌剂 
Cu、Ag、Ti 等金属、金属离子或 N 型半导体材料

（TiO2、ZnO、ZrO2 等） 
耐热、持久、安全性高、工艺复杂 

有机抗菌剂 醇、酚、季铵盐、乙醇、对硝基苯酚、戊二醛等 来源广、杀菌快、易加工、不耐热 

天然抗菌剂 壳聚糖、蓖麻油、山葵等 安全性高、环保、资源丰富、不耐热、药效短 

 
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代，某些行业或从业人员将继续

维持线上办公、线下零接触等“疫情状态”，智能包

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在产品流通过程

中，包装的智能化设计不再仅停留在扫码知价、付款

或抽奖等基础应用，还需在产品溯源、监管等方面对

智能化作延展，消费者可以通过智能化设计掌握产品生

产与售卖的各个环节，以判断是否具有足够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工业 4.0 时代背景下，智能化包装在

传统的容纳、防潮、MAP（气调）等功能基础上，通

过植入芯片和传感器实时监控产品内外环境的温度、

湿度、空气成分等，以保证产品处在最适宜的环境中。

同时，还能监测产品的变质情况和营养成分变化，既

能帮助商家实现对产品的把控，也能为消费者深入了

解产品提供依据，以保证食品能以最佳状态和口感被

享用，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最终转化为对品牌的

认可。 

除此之外，通过智能包装设计可以利用大数据分

析，更好地解决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中的窜货、假冒

伪造等问题，并经过数据采集、研析帮助产品生产和

包装设计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在包装中采用智能设

计还将丰富产品与消费者的交互，更多企业会通过有

趣的游戏或装置吸引消费者加深产品印象，推动产品

的销售。 

3  后疫情时代下的食品包装设计策略 

后疫情时代下，以食品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为导

向，从消费者的角度把握食品包装设计的方向与策

略，综合考虑食品包装设计的各个环节与因素，发掘

出符合社会需求的食品包装设计策略。 

3.1  创新食品包装材料的应用 

创新食品包装材料应用的首要原则是无毒无害

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抗菌、抗病毒的材料对后疫

情时代的食品包装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抗菌、抗病毒

材料是指在包装内部或表面添加抗菌剂，使材料自身

具有抑制、延缓食品表面微生物生长繁殖的作用[7]。

目前，在包装材料中常用到无机抗菌剂、有机抗菌剂

和天然抗菌剂，见表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基于食品包装安全的更高要

求，在抗菌剂的使用上引入纳米技术能使包装的抗菌

抗病毒性得到进一步提升。美国农业部的 Hongda 

Chen 指出，纳米技术能起到很好的抗菌作用、提高

食品及包装内环境水分的稳定性，保证食品安全，特

别是以纳米银和纳米二氧化钛为代表的纳米颗粒技

术[8]。此外，作为一种天然抗菌剂的溶菌酶（lysozyme，

Lyz），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能在不破坏机体的

前提下有效消灭病原微生物[9]。然而稳定性差，不能

广泛应用于各类食品包装，而通过纳米技术使有机高

分子微凝胶与溶菌酶进行融合，提高了这种抗菌剂的

活性，可以明显改善食品包装的抗菌效果，还兼具防

水透气的功能，使产品能长时间得到很好的保存。换

个角度看，疫情促进了食品包装材料的创新，尤其是

对于抗菌、抗病毒特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食品包装

生产企业已积极投入到抗菌、抗病毒包装的研发中，

一撕得品牌创新推出了一款小绿袋，见图 3，充分考

虑了抗菌、抗病毒与耐热性能的融合，其中的抗菌剂

涂层能高效抗菌、抗病毒。据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

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其中抗菌率大于 99.9%，抗病毒

活性率 99.5%[10]。 

除抗菌剂以外，近些年食品包装安全的创新思路

还体现在功能性包装材料的出现上。一种新型的热塑

材料——聚乳酸，采用熔融纺丝法和静电纺丝可制成

抗菌性薄膜状的包装材料，该材料强度大、透明度高、

物理性能好，便于包装设计与生产，并且具有较好透

气性，还能避免对食品和环境造成污染，是理想的食

品包装材料[11]。随着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食品包装

必将创新更多的抗菌、抗病毒材料应用，以符合后疫

情时代下食品包装对于安全的更高要求。 

3.2  强化食品包装的品牌信息 

品牌信息是食品包装的视觉层面，运用图形、色

彩、文案等方面在品牌形象上加以优化与创新[12]。品

牌信息设计不是在包装上简单呈现标志或品牌文字，

而是根植于品牌内涵和定位的外在视觉形象的整体

塑造。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过程存在一定风险

为控制风险，消费者会更倾向于选择已经购买过的产

品[13]。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消费者在选购食品类产品

时同样会更信赖具有良好口碑的品牌，希望能在产品

质量上有所保障。根据唐纳德·诺曼的 3 层次理论，

视觉形象属本能层面，对消费者形成好的品牌印象具

有重意义。强化产品包装的品牌信息是打造品牌形象

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新上市的品牌来讲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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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抗菌抗病毒包装袋 
Fig.3  Antibacterial and antiviral packaging bag 

 

 
 

图 4  Kostr Seafood 包装设计 
Fig.4  Kostr Seafood packaging design 

  
可以根据品牌特点利用对应的图案或产品图片作为

包装主要展示图形，直观、形象地体现产品内容。再

利用色彩渲染包装的情感氛围，增强产品的视觉冲击

力，并通过品牌文字的设计与标志的组合应用突显产

品的具体信息，使包装能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Kostr 品牌的海鲜包装设计就采用了独特的风格，主

展示面绘制了对应的海鲜插画，并以能体现海洋的曲

线为背景装饰图案，品牌文字在正侧面展示，整体效

果醒目富有艺术魅力和视觉冲击力，见图 4。  

此外，自疫情开始线上购物的消费形式曾一度成

为主流，即 O2O 模式，包括外卖食品，但线上购物

快速增长的背后却是包装的粗制滥造，有些产品甚至

没有最基本的品牌标识，设计的同质化问题在这一领

域尤为明显。外卖包装无论在使用过程、结构设计、

材质选择上，都存在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14]。因此提

高网购产品的包装设计首先是强化包装的品牌信息，

综合考虑线下与线上产品的包装统一性，比如按照不

同的系列进行设计，线下产品强化包装的视觉冲击和

品牌辨识度，线上产品重点突出品牌形象和产品内

容，以扩大食品包装的适用性。 

3.3  深化食品包装的智能设计 

居家隔离和线上办公在疫情期间造就了繁荣的

“宅经济”，消费需求的旺盛必然要有匹配的物流对

应。在产品包装上引入智能化设计，一方面可以为商

品的物流提供智能化管理，在仓储、分拣、发货、中

转、运输、送货上门各环节实现快速的智能处理，既

减少商品出错的概率，也能最大化降低物流过程中的

人为接触，避免病菌的二次污染，保证商品的洁净和

安全。目前在智能包装上主要运用到 RFID（无线射

频识别技术），这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通过射频信号从贴在商品包装上的电子标签中读取

相关数据，识别过程无需人工操作，可作用于各种复

杂恶劣的环境[15]。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与生

活服务的深度融合，以 RFID 为技术基础的智能包装

也被广泛运用在物流及仓储管理、新零售管理及身份

识别系统上[16]。 

另一方面，智能设计在食品包装中能更好发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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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可食用包装 Ooho 
Fig.5  Edible packaging Ooho 

 
产品的监测和调控作用，提升人们在疫情后的产品消

费信心。如利用智能设计实现从选材、加工到消费的

来源跟踪，也能对产品的保质期、新鲜度甚至是有无

病菌感染进行实时监控，随时把控产品的最新状态，

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避免食品遭到破坏。 

第三方面，智能包装可赋予每一件产品一个编

码，更好地服务于打击假冒伪劣等需求，帮助消费

者辨别真假。并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实现对食品包装

设计的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生产和包装设计提供科

学化、精准化的信息分析，包括扩展产品与人的交

互形式。 

3.4  完善食品包装的可持续利用 

受疫情的影响人们对安全的关注不再过多局限

于自身的健康，而是扩大到整个生存的自然环境，这

将促进食品包装的可持续性发展。后疫情时代下，食

品包装的可持续性是多维度的，需从多方面来完善食

品包装的可持续性利用。首先在选材上，应该符合可

持续性包装绿色环保的要求，对环境友好是基本前

提，避免使用高污染、高毒性的材料。例如曾获 Dieline 

Awards 2020 设 计 奖 的 可 食 用 包 装 Ooho ， 它 由

Skipping Rocks Lab 推出，其特色就在于原材料完全

来自海藻基和植物，不但无污染、可降解，还可食用，

见图 5。 

其次，完善食品包装的可持续性还应关注包装物

的循环再利用，不能狭隘的以是否可降解作为唯一标

准，对不可降解的包装进行合理的循环利用也是可持

续性的重要途径。以外卖包装为例，据统计我国每天

有超过 2 000 万份外卖，这就意味着至少也会有相同

数量的垃圾产生[17]。而现在很多外卖商家为了控制成

本，基本不会考虑包装材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由此

带来的巨量垃圾将使本不容乐观的环保形势雪上加

霜，环境的恶化无疑将增加人们感染病菌的可能性。

因此，在设计时必须要考虑产品使用完后包装的解决

方法，并兼顾减量化包装的要求。 

 
 

 
 

图 6  披萨包装 Toss 
Fig.6  Pizza packaging Toss 

 

3.5  彰显食品包装的人文主义关怀 

人们相互间的关心与关爱构成了人文主义关怀

的核心，在包装上体现为商家对客户的某种关爱，通

过设计师对作品的呈现完成这种关系的实现。食品包

装针对的不管是一日三餐还是休闲零食，在包装设计

中彰显人文主义关怀能为疫情中或疫情后诚惶诚恐

的人们带来温暖，使其感受到彼此间的关爱，抵御残

酷的疫情和舒缓现实的压力。尤其是在外卖食品包装

中更显关键，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能否获得良好的用

户体验会直接影响对品牌的评判，例如包装盒的开

启、食品的保温、包装的防漏防溅等功能，还可以巧

妙设计一些问候、关心、祝福、贴心提示等话语又或

是有趣的形式，拉近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由设计师

Yinan Wang 设计的披萨包装 Toss 就充分考虑到消费

者使用的便利，避免了因为直接手拿导致的既不卫生

也容易脏手的问题，见图 6。 

4  结语 

在后疫情时代，从市场和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产

品包装定会产生新的变革以适应人们新的消费诉求，

这对食品包装设计乃至整个食品行业都将是新的挑

战，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机遇。从创新食品包装材料入

手，深化智能设计以加强品牌信息的管理与表现，彰

显独特的人文关怀，提升食品包装的用户体验，最终

完善包装的可持续利用，实现多维度、多层次的立体

把握，这既体现了后疫情时代食品包装设计的发展趋

势，也是将来包装设计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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