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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饮料包装在品牌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中所升华出的不同形式、内容、功能层面的多元化

表现。方法 以品牌为支点，展开品牌文化影响与融合下的饮料包装设计探索，基于这一点，先从大背景

出发，分析概括当前饮料包装设计的现实状况和整体的发展趋势，并顺应时代发展和实际需求，从各个

层面展开分析饮料包装设计中可以大胆尝试的几种路径，并借鉴一些优秀的案例经验，以当前的大众

审美和时尚趋势为中心，以品牌的宣传与展示为基础，不断改进和创新，寻求品牌与包装的共生之道。

结论 以品牌文化为核心，以独具特色的设计为支撑，逐步分层地进行饮料包装设计，能够打造出更具

商业价值的设计作品，增强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并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从而升华企业形象，增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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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erage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Brand Culture 

ZONG Tong-hui, LIU Jia-qiao 
(Hebei Academy of Fine Arts, Shijiazhuang 0507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ified performance of beverage packaging i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brand culture sublimated from different forms, content, functional levels. With brand as the fulcrum, the design of 

beverage packaging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integration of brand culture was explored. Based on this, the re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ent beverage packaging design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from the overall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and the actual demand, several paths of beverage packaging design that can be 

tried were analyzed from various levels. Based on lessons drawn from some excellent cases, with the current public aes-

thetic and fashion trends as the cente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were conducted based on the brand pub-

licity and display, to seek for brand and packaging symbiosis. The gradual stratification of beverage packaging design 

with the brand culture as the core and the unique design as the support can create design works of more commercial val-

ues, enhance the brand influence of the enterprise, and obtain more social recognition, and thus sublimate the corporate 

image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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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竞争的加剧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活动中表现

得异常明显。从现实情况看，那些有着足够影响力的

品牌，不仅拥有优良的品质和特色化的包装，整体在

文化和生活等方面的理念表达也十分优秀，它们还有

着精准的消费群体定位，凡此种种，才造就了品牌的

强大竞争力[1]。饮料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尤其随着

饮品种类的不断增多，其包装设计毫无疑问地成为宣

传的重要载体。这就不得不说品牌对其的重要影响

了。因为饮料是一种种类丰富的产品，可以说只要有

卖食物的地方，饮料一定会存在，其品牌更是数以万

计[2]，所以对饮料而言，除了自身的口感和味道十分

关键外，外包装设计也是一大关键点。即便是同一种

口味的饮料，不同的品牌在包装设计上也各不相同，

而消费者在选择时通常会首选品牌和创意个性且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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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包装，只有个性鲜明才能促使消费者迅速从众多

的同类产品中发现并选择[3]。一方面，为了适应市场，

另一方面，为了增加品牌的活力和影响力，饮料包装

开始突破传统，从各个层面展开品牌包装设计，无论

是 包 装 中 的 背 景 图 片 ， 还 是 广 告 语 ， 抑 或 是 品 牌

Logo，都需要富有创意，满足消费者的情感和精神需

求，并在无形之中宣传品牌，借助品牌的力量来壮大

自身，实现销售的增长。 

1  饮料包装设计概述 

所谓人靠衣装，有其存在的道理，对任何一款产

品而言，这一道理同样适用。尤其在今天的大环境下，

品牌包装在整体的营销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具体

到饮料包装设计中，融入品牌文化有利于更好地扩大

市场影响力，促进销量的增长[4]。只是从现实的饮料

包装市场看，很多地方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比如，部

分饮料包装设计选择写实风的插图，像果汁饮料多以

写实的水果照片为主图，虽然比较直接，容易辨认，

但这样的图缺乏新意，不仅会降低档次，更会让包装

的创意逊色很多。部分饮料包装的品牌底蕴较差，难

以让消费者对这些饮料品牌形成深刻的认知，难以了

解品牌的发展历程，不利于提高知名度。另有部分饮

料包装在系列化上有待进步，虽然每个种类有 3 至 4

种口味，却缺乏鲜明的共性与个性元素，仍可以更进

一步，实现更大的跨越[5]。 

想要将劣势变为优势，饮料包装设计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其与品牌文化的和谐共生，共同促进，更是

必然的路径[6]。比如，设计师可以将插图的形式以简

约化的插画形式展现出来，给人以新鲜感，以便消费

者更好地锁定焦点。具体的插画形式可以是产品与另

一种相关物的结合，在互动中增添包装的趣味性，让

品牌的张力更大。还可以深入挖掘饮品文化，从历史

来源等方面进行企业文化底蕴的宣传，树立良好的企

业形象，或者将品牌的一些文化理念融入其中[7]，侧

面体现饮料品牌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有

效方式，也是扩大品牌影响力，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有

效途径。 

2  基于品牌文化的饮料包装设计实践 

有准备才能打胜仗。在饮料市场上，这一句话同

样适用。我国是饮料生产大国，也是饮料消费大国，

每年各种新产品和饮料产品的升级版数量庞大，其整

体的外在包装形象也引起了企业、社会和消费者的广

泛关注[8]。尤其是消费者的审美和功能需求都在不断

提升和丰富，他们除了关注饮料的口感和成分外，还

对外包装，甚至是品牌有着重点的关注。只要将饮料

包装与品牌文化相互融合，彼此互动、相互促进，便

能让饮料的包装更加“吸睛”，进而实现更好的产品

销售业绩，为企业的品牌宣传提供支持。 

2.1  品牌明确，引发共鸣 

基于品牌文化的饮料包装设计最基础也是最重

要的就是明确品牌，借助品牌的形象和文化形成一种

力量，来引发消费者的共鸣[9]。因此，设计师在饮料

包装设计中可以将品牌的 Logo 作为显眼的内容放在

突出的位置，如可口可乐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甚

至会超越单一的品牌内涵，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

让购买成为习惯和自然。另外，设计师还可以将图案、

色彩、造型、文字和材料等细节结合不同的目的进行

艺术化的结合，遵循基本的品牌设计原则，将品牌的

视角符号以最大的张力进行展现，以视觉反射促使消

费者感知品牌[10]。 

老字号国货品牌健力宝是 80 后、90 后记忆中抹

不去的印象。在沉寂多年后，健力宝开始重新发力，

不再局限于固化的形式和口味，开始向着高调、年轻

化的方向发展。首先就是品牌的升级，全新的 Logo

设计更加简约时尚，将以前的主形象创意继续保留，

并对其进行了简化处理，仅保留了首字母“J”的元

素，去掉了运动的小人这一品牌形象，并且将该字母

与文字进行了巧妙的组合。不止于 Logo 的简化创新，

其包装设计更加花样百出。其中的一款饮品，其包装

将首字母“J”进行了变形处理，并将掷铁饼人的形

象进行艺术化，成为包装的瓶身，以此象征体育精神，

更体现了自身对这一挑战不息、运动不止的精神的传

承，同时搭配原有的橙色代表色，活力十足，有效强

化了视觉冲击和识别度。该品牌推出的另一款微泡水

无糖纤维饮料包装更是进行了品牌升级处理。该款饮

品的口感分为莫吉托和水蜜桃两种，并将 Logo 进行

了艺术处理，推出了以俄罗斯方块拼凑而成的标志形

象，搭配有黄、蓝、绿、红、粉等俏皮活泼的色彩，

开启了全新的品牌符号化世界，更加速了自身的年轻

化进程，成为市场上的潮流风向标。 

除了健力宝这一品牌外，还有很多的国货饮料品

牌借着当前的国潮之风重新华丽回归，以更加新潮的

面孔出现在消费者的身边，其品牌文化的张力在传统

与现代的结合中，在品牌与形式的碰撞中，重新拥有

了生存的能力和发展的潜力。 

2.2  张扬个性，丰富多元 

设计的生命在于创新和创意，那些有着不断突破

自我、不断创新的个性鲜明的包装设计总是能够在第

一时间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并实现超越包装本身的附

加价值[11]。对饮料设计而言，想要将品牌的张力进行

更大的拓展，需要进一步张扬个性，以丰富的形式配

合品牌文化的内涵，实现多元的结合，这是时代发展

的选择，也是经济发展的趋势。 

农夫山泉这一饮料品牌在包装设计上做得十分

突出，尤其是对品牌文化的运用也可圈可点，不仅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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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带来了强大的市场影响力，提升了品牌的等级，

还为同行业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方式方法[12]。该品牌

所坚持的就是将想传递给消费者的东西在设计中体

现出来，产品放在那里，消费者能看到，而产品就是

传递信息最好的载体。在包装设计上，该品牌 17.5°

橙这款纯鲜榨果汁产品的包装就找准了切入点。设计

师在创意阶段，大胆从古老的储鲜器皿中挖掘可以利

用的创意元素，最终将能够更好地保存饮品风味的玻

璃器皿作为瓶身材料和创意来源。在此基础上，设计

师从新鲜和可口两方面进行创意设计，并对一系列的

采摘生产过程进行艺术化的呈现，希望给消费者呈现

的是一种快速优质的体验。而简约风格的 17.5°概念标

签所呈现的是一种酸甜比，有效突出了 17.5°的概念，

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在瓶身的设计上，设计师将盖子

的尺寸变大，并增加了特殊的纹理设计，实现了着力

点和摩擦力的升级，便于女性消费者轻松将瓶盖打开。 

农夫山泉品牌在包装设计中一直是不断创新发

展的，其产品也是处于百花争艳的状态，无论是 17.5°

橙还是生肖瓶、茶 π、东方树叶等包装，都有自己的

特点，而不同的产品又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原生态，

可以说，该品牌的饮料包装设计真正将个性的张扬发

挥到极致，并在丰富多元的产品形式中实现了个体灵

感与集体灵感的对立和统一，在互相的碰撞中实现了

独特性、亲和力和识别度的升华，独具匠心且拥有强

大的市场竞争力。 

2.3  强化冲击，倡导系列化 

品牌的彰显，包装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

系列化的设计创意。不同的口味可以结合共性与个性

共存的方式进行系列化设计，个性之中带有统一的风

格特征，这样的设计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感是强大的，

其所展现的品牌影响力也是普通单品包装的数倍[13]。

以果味饮料的系列包装为例，设计师可以以水果为灵

感来源，将每一种水果的色彩明度和色调进行适当调

整，再从外包装的形式入手，赋予其个性化的形式，

比如做成不同灯泡形式的外包装，以此彰显视觉张

力。农夫山泉在系列化设计中仍值得借鉴和参考。其

代表性饮料包装设计东方树叶就十分突出。该系列有

乌龙、茉莉、红茶、绿茶四个口味，结合自然、人文、

历史、地理四个视角进行诠释，并以浮世绘的绘画风

格实现了个性化的包装设计，让品牌的个性得到了更

好的宣传和展示，也让产品凭借系列化的包装设计成

为了营销的利器，不仅在展示和陈列上占尽商机，让

消费者在视觉上感受到整齐与震撼，还为品牌树立形

象打好了基础。 

3  结语 

市场竞争的激烈与消费者品牌意识的强烈相伴

相生，共同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创新发展。无论

是高端的奢华包装，还是自然状态的环保包装，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基于品牌文化基调。包装设

计不是一种单项工作，也不是随便就能做好的。对饮

料包装设计而言，基于品牌文化的调性，结合消费者、

市场等现实因素，从现有的饮料包装出发，找到其中

的缺失，探寻补救的方法，以创意和品质谋发展，以

品牌的张力促进步，才是长久之道。因此，设计师在

设计中应先明确品牌，借助品牌引发更多的共鸣，然

后实现个性化的包装，以丰富和多元占据市场份额，

也可以适当尝试系列化包装，借助整体的视觉张力来

强化设计效果，让品牌与产品得到和谐的共生与共

促，最终带来更好的附加价值和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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