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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食品包装无障碍设计的人性化意义及策略。方法 通过归纳、梳理人性化设计和无障碍

设计的相关概念，以食品包装设计为落脚点，多维度探究人性化设计理念下的食品包装无障碍设计思路。

结果 食品包装无障碍设计要考虑弱势群体的行为机能、感知机能等生理障碍，探索更加合理的包装开

封方式和视觉语言应用方法，挖掘弱势群体的心理接受程度，通过食品包装设计实现交互，引导消费者

对食品包装形成积极的情感，真正实现设计服务于人的目的。结论 人性化设计与无障碍设计具有共通

性，在食品包装设计中融入相关理念，能够协调产品与人的关系，使设计符合更多消费者（特别是弱势

群体消费者）的需求，对促进人类平等包容、关怀尊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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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ier-Free Design of Food Packaging Based on Humanizatio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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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humanization significance and strategy of barrier-free design of food pack-

aging. By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humanized design and barrier-free design, with food packag-

ing design as the ba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rrier-free design ideas of food packaging under the humanized design 

concep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barrier-free design of food packaging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hysiological 

obstacles such as behavioral function and perceptual func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Designers should explore more rea-

sonable unpackaging ways and visual language application methods, dig out the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degree of vul-

nerable groups, realize interaction through food packaging design, guide consumers to form positive feelings for food 

packaging, and truly realize the purpose of design to serve people. Humanized design and barrier-free design have com-

monality, Integrating relevant concepts into food packaging design can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s and 

people, and make the design meet the needs of more consumers (especially vulnerable groups of consumer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equality, inclusiveness, care and respect among human beings. 

KEY WORDS: humanization concept; food packaging; barrier-free design; people oriented; vulnerable groups 

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大幅提升，使人们不

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对包括审美在内的精神方面

的需求也日益提高。食品作为人们每天大量接触的产

品，大多经过包装、售卖并最终到达人们手中，食品

和包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体。企业通过食品包

装设计营造品牌形象，为消费者传递品牌概念，食品

包装设计的好坏对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具有直接影响。

因此，食品包装设计成为设计师越来越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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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不仅需要具备符合人的使用需求的功能性，

还应注重人的情感体验，最大程度地发挥包装的价

值，才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人性化理念下的食品

包装设计已经成为一种设计趋势。 

人性化设计彰显了以人为本的设计初衷，即为人

创造合理、便利、美好的生活方式。既然为人而设计，

就应当最大程度地覆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及不同能

力的各类人群，尤其要关注容易被忽略的弱势群体。

无障碍设计理念发源于 20 世纪初期，针对弱势群体

的生活、出行等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设计师从建

筑领域开始对无障碍环境和无障碍设计进行探索。如

今，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无障碍设计

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食品包装设

计，由于弱势群体自身存在视觉、行为、认知等障碍，

所以可能会出现包装开封困难、信息识别不准确等问

题，需要设计师深入挖掘弱势群体的需求，在食品

包装设计中融入包容、尊重、平等的价值观和伦理

观，使包装在满足功能性的基础上展现出更多的人性

关怀。 

1  人性化设计理念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

生了巨大改变，一方面，人类享受着科技成果带来的

诸多便利，另一方面，高度理性和功能性的产品也使

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冷漠、孤独的情绪，进而导致

情感上的失衡。人性化设计理念为平衡科技发展和人

类精神需求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论是对装饰性与功能

性的探讨，还是“少即是多”与“少即乏味”的争论，

都体现出不同时期设计界对设计人性化的探索。 

人性化设计是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相结合的现

代设计理念。人性化设计以理性化为前提，一旦设计

缺乏合理的功能和科学的结构，过度宣扬、夸大所谓

的人性自由，必将使设计浮于表面、迷失方向，最终

可能导致人性化设计走向极端，违背人性化的本义。

科学技术能够为人性化设计提供良好的功能，避免出

现大量无法投入实际生活的“概念设计”和不符合人

的使用习惯的“无用设计”[1]。设计活动是围绕着人

而展开的，其中包含着人性化设计感性的层面。在

《辞海》中，“人性”被定义为人类的共性。人性化

设计应当综合考虑社会中的人、群体中的人，不仅仅

是片面考虑单独的人、个体的人，而且需要将不同群

体的特点融入社会中进行整体考虑，从而实现统筹兼

顾，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及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和谐统一。 

综上，人性化设计是系统、综合的设计思维。将

人纳入群体生活和社会的大环境中，从宏观上思考

设计的整个流程，才能使人平等地享有选择、使用

产品的权利，满足不同人在不同场景下的生理及心

理需求，带给人更好的用户体验，实现更大的价值

追求[2]。 

2  无障碍设计与食品包装 

20 世纪初期，在人格平等、尊重关怀的人道主

义思想影响下，建筑设计领域开始运用现代技术营造

和改善环境，探索能够解决弱势群体生活困境的新方

案，无障碍理念由此起源。当时的建筑师开始关注公

共空间中无障碍设施的缺失问题，提出创设无障碍环

境的设计目标，并致力于使建筑设施能够满足各类有

身体缺陷的残障人群的基本需求，以此为弱势群体提

供便利[3]。1974 年，联合国组织在会议中正式提出无

障碍设计，其基本概念如下：在深入研究人类的认知、

行为及反应的基础上，通过设计努力优化人类使用的

产品及其所处环境，消除用户在操作和使用产品过程

中的障碍。无障碍设计原则包括平等使用、操作简单

易懂、空间规划合理、具备容错空间。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世界各国对弱势群体的

关注程度日益提高，无障碍设计已经从建筑设计领域

扩展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据统计我国有 8 500

万残疾人，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未来我国的残疾人

将越来越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推动残疾人事

业，团结带领残疾人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建、共享幸福

美好生活。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规和标准，不断推动了无障碍设计的发展，截至 2020

年底，总计出台了 674 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管理法

规、政府规划文件，各地区逐步开展并完善了无障碍

环境建设，保障了残疾人能够平等地享受社会权益。

传统概念下的弱势群体大多为残疾人、病患、老年人

及儿童，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因素较多，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时期成为弱势

群体，所以广义上的无障碍设计是面向所有人的设

计，使人人都可以享有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这

与人性化设计理念不谋而合[4]。 

食品包装的无障碍设计为不同消费群体的生理

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尊重的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

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在消费社会视域下，设计不仅仅

是专业设计师的主观创作，更是设计师与用户的一种

互动活动。食品包装的无障碍设计要求设计师平等对

待不同群体，不能忽略弱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要

考虑其能力范围和行为习惯，针对特定目标人群，消

除其使用过程中的阻碍，帮助弱势群体在消费和食用

食品时尽可能地实现无障碍[5]。例如，设计师专门为

视力缺陷人群设计的食品包装识别系统，在其包装表

面增加了凹凸设计，使盲人通过触摸就能获知食品种

类并了解食物的具体部位，为盲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

便利，体现了设计服务于人的初衷[6]，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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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视力缺陷人群设计的食品包装识别系统 
Fig.1 Food packaging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3  基于人性化理念的食品包装无障碍设计

策略 

无障碍的食品包装设计反映了平等包容、以人为

本的社会关怀，从人性化理念思考食品包装无障碍设

计是时代发展下的必然趋势。在食品包装无障碍设计 

中要充分考虑“人”的尺度，通过分析不同人群在使

用过程中的行为特点，使食品包装设计在满足功能性

需求的基础上展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7]。 

3.1  开封方式无障碍设计 

贮存功能是食品包装的基础功能，人们利用多样

化的包装材料和包装形式来存贮食品，如速冻包装、

真空包装、防水包装、充气包装等，以此对食品进行

更为有效的保护[8]。不同的食品贮存方式也使不同的

食品包装开封方式开始出现。市场上不乏有一些形

态、尺寸与众不同的“异形”食品包装，它们在众多

商品中可以迅速进入消费者的视线，然而对行为机

能、感知机能等生理机能出现病变和障碍的弱势群体

而言，这些“异形”包装为其获取产品信息带来了更

多障碍，也为其掌握食品包装的开封方法增加了难

度。设计的目的是解决问题，食品包装形式上的创新

要符合功能性的需要，任何可能对社会部分群体产生

不便的设计，都违背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能够使食品包装无需借助任何工具即可打开，是

避免出现开封障碍的有效解决方案[9]。弱势群体在独

立开封包装时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对肢体残疾者和

手部灵活度受限的儿童和老年人来说，顺利打开食品

包装并不容易，复杂的开封方式不仅增加了他们打开

食品包装的难度，可能还会增加其心理方面的负担。

因此，设计师需要对多种形式的包装开封方式进行探

索，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行为障碍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目前，市场上很多乳制品包装采用轻量的水罐样式，

以便于人们开启、抓握和倒取，见图 2。其包装在斜

上方设置有易撕的开口，包装侧身为充气把手，手部

能力受限的人群也能轻松拿取，十分方便。 

 
 

图 2  乳制品包装设计 
Fig.2 Dairy packaging design 

 

在便利店常见的一款无障碍酱料包装设计中，设

计师充分考虑到人们在食用过程中是否方便和易用

这一问题，仅仅通过一个细微的设计，便使人能够轻

松地挤出酱料，再也不必担心把手弄脏。同时，酱料 

的多少也是经过科学搭配的，直接挤出便可食用，充

满了人性化。便利店酱料包装设计见图 3。 
 

 
 

图 3  便利店酱料包装设计 
Fig.3 Sauce packaging design for convenience stores 
 

3.2  视觉语言无障碍设计 

食品包装设计通过包装外观使消费者形成对产

品的第一印象，运用文字、图形、色彩等视觉语言将

食品的有效信息准确、快捷、直观地传达给消费者，

进而实现设计为人服务的初衷[10]。易读、易懂是衡量

食品包装设计成功与否的依据之一，也是实现识别无

障碍的基础[11]。识别无障碍是指在人的主观行为发生

前，能够通过感知和获取信息做出判别，从而引导行

为顺利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识别的准确性尤为

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行为过程最终是否能够完成。对

于视障群体，由于其视力存在缺陷，其在视觉信息的

识别和接收方面具有很大困难，无法通过“看”的方

式了解产品，这就需要调动触觉、嗅觉、听觉等感官

以完成信息的传达。在食品包装设计中，触觉是视障

群体感知产品信息所依赖的主要感官。例如一款易拉

罐的设计，设计师在含酒精的易拉罐饮品的罐顶位置

设计了凸出的小点，从而帮助视障人群准确识别饮品

的类型及酒精含量，见图 4。这样细小的设计对健全

人来说可能并无用处，但对视障人群来说却充满了人

性的关怀，使他们降低了心理顾虑，无需询问他人便

可以对自己是否购买该商品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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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含酒精饮品包装设计 
Fig.4 Alcoholic beverage packaging design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视觉本能会形成选择注意

的能力，一方面是人在自我认知的支配下主动选取目

标，使视觉关注到目标物，即主动注意；另一方面是

目标物通过一些行为来吸引人的视觉注意，即被动注

意。在信息爆炸时代，人的视觉注意较为分散，寻找

目标物的能力有所下降，由于老年人受身体机能和知

识层面的限制，其主动注意的能力相对较弱，需要借

助被动注意的方式对其进行视觉引导。人性化理念下

的食品包装无障碍设计可以通过加强被动注意，对消

费者进行视觉引导，让消费者快速、有效地获取产品

信息，借助视觉设计来减少消费者在识别信息时可能

遇到的障碍。例如选择对比鲜明的色彩，突出信息重

点；将众多信息进行逻辑单元的划分，方便消费者快

速发现需要的信息；在包装开封位置设置特殊标记，

便于消费者寻找。这些细微的处理都展现了无障碍设

计中的人文关怀。 

3.3  接受心理无障碍设计 

接受心理指在接受食品包装的过程中消费者的

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消费者面对食品包

装时的心理变化轨迹[12]。具有接受心理阶段规律特征

的无障碍设计，能够使消费者和弱势群体对食品包装

及产品本身产生最大的认可。 

注意阶段是接受心理无障碍设计的起始阶段。

设计师基于消费者和弱势群体的心理接受程度，挖掘

合适的刺激点，激发消费者和弱势群体的“选择注

意”[13]。想要引发“选择注意”，必须使食品包装在

外观、造型、材料、大小等方面与同类包装相比有所

创新，才能使其在众多食品包装中能够脱颖而出，对

消费者形成有效刺激。当注意阶段完成后则进入知觉

阶段。在这一阶段，消费者将对感觉信息进行组织、

分析、解释和综合，将其整理为连贯性的现实印象。

设计师需要通过多感官的调动，帮助消费者和弱势群

体完成知觉阶段的信息加工，同时也要注意避免信息

较多而造成消费者感知杂乱，防止信息堆砌对消费者

产生困扰。然后，接受心理进入记忆阶段，简洁、清

晰的文字和图像等设计元素，更有利于消费者进行记

忆加工，并提高对食品包装的认可度。在此基础上，

消费者会形成对食品包装的情感态度，积极的情感能

够使消费者对食品包装产生共鸣，实现心理需求的满

足，消极的情感则会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包装产生抵触

心理。最后，通过整合上述接受心理阶段，消费者已

经对食品包装有了基本的认知，将判断该食品包装设

计对自己是否存在价值，以及自己是否值得购买该产

品。综上，食品包装设计应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产品特

征，重点突出产品与同类产品相比的独特优势，从而

引导消费者完成购买行为。 

例如 Pistachios 开心果包装设计，设计灵感来自

开心果本身，包装造型为一颗巨大的开心果，消费者

打开包装就像是剥开开心果的外壳一样，见图 5。这

种特殊的包装结构不仅具有创意性，还考虑到人们在

食用坚果类零食时的心理感受，包装外壳可以直接当

作盛放果壳的容器，消费者在食用时不需要另外寻找

垃圾桶或袋子来盛放果壳，非常方便、实用。以人为 

本的食品包装能够通过结构传达出性能和美感，满足

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更增加了体验感，很好地实现了接

受心理无障碍设计[14]。 
 

 
 

图 5  Pistachios 开心果包装设计 
Fig.5 Pistachios packaging design 

 

3.4  交互体验无障碍设计 

随着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商品种类极大丰富

的同时，包装行业也发展迅速，不断更新的包装材料

和包装结构使传统的包装形式出现了新的突破，在信

息时代背景下，将交互理念引入包装设计中，拓宽了

包装设计的可能性，也为消费者带来了多维度的体

验。将高科技人性化，有助于大众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高科技产品，其中的核心便是交互。交互界面使人工

智能与普通消费关联起来，在食品包装设计中引入交

互设计的理念，这既是提升食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

也是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的一种途径[15]。 

家乐氏（Kellogg）在世界爱眼日推出的限定版

Coco Pops 麦片包装，利用 NaviLens 码取代了传统形

式的二维码，使视障消费者不需要知道代码的确切位

置就可以实现代码的扫描，见图 6。这一技术为视障

消费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消费者使用免费的 NaviLens

程序，能够实现 3 m 左右的远距离扫码，从而可以轻

松获取产品的成分、过敏原和回收信息，还可以使用

APP 进行语音播放，另外在包装盒表面还增加了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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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和盲文浮雕的设计，这些无障碍设计元素为视力

受损或失明消费者提供了独立获取产品信息的可能

性，使其在购物过程中获得安心与温暖的体验。 
 

 
 

图 6  家乐氏 Coco Pops 麦片包装 
Fig.6 Kellogg Coco Pops cereal packaging 

 

考虑到视障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Mimica

公司创新开发了敏感标签技术，通过触摸标签即可判

断食物的新鲜程度，标签表面光滑表示食物新鲜，当

标签表面凹凸不平时则代表食物已经超过保质期，不

宜食用，见图 7。 
 

 
 

图 7  Mimica Touch 敏感标签技术 
Fig.7 Sensitive label technology of Mimica Touch 
 
科学技术下的无障碍设计不断为残障用户和弱

势群体带来了便利。在使用产品时，产品本身作为交

互的核心，用户需要通过主观操作实现某种目的[16]。

当科技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时，用户无需刻意将关注点

放在特定的系统中，取而代之的是让科技自然而然地

满足用户需求，这将给弱势群体带来更加简洁、高效

的操作体验。 

4  结语 

人性化设计与无障碍设计的目的都是解决人在

使用产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产品能够更好地为人

所用。基于人性化理念的食品包装无障碍设计，能够 

帮助消费者和弱势群体更好地实现行为和认知方面

的无障碍，需要设计师从人性出发，开发适用于更多

消费者（特别是弱势群体消费者）的食品包装结构，

优化食品包装的开封方式，同时使用易读、易懂的无

障碍视觉语言，并结合多种感官刺激，使食品包装设

计全方位地展现产品特征。在食品包装中融入交互设

计理念，是探索无障碍信息传达的解决之道。信息化

社会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各种智能化设备和

服务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智能化服务融入食品包装

无障碍设计，开拓了消费者和弱势群体了解食品信息

的多元渠道，为其准确接收食品信息提供了更多的途

径。无障碍食品包装设计是人性化社会水平不断提高

的表现，未来的无障碍设计将不断改变消费者和弱势

群体的生活方式，进而推动社会朝着健康、友好、和

谐的方向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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