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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围绕乡村振兴开展农产品包装设计，研究交互式智能包装在农产品包装上的创新应用。
方法 针对农产品，以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为研究重点。首先，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研究，对
农产品包装设计的现状进行梳理，综述交互式智能包装的概念、特征、设计方法与原则；其次，利用
案例法重点分析交互式智能包装在食品包装上的运用；最后，结合农产品包装设计的现状问题，为今
后农产品应用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提出对策性的方法与设计方案。结果 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中的趣
味性和互动性，满足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在包装上的形式和功能以外的新诉求。借由交互式智能包装设
计的科技性、互动性、传播性和创新性，让消费者和产品之间建立起了紧密联系，从而赋能农产品的
价值提升。结论 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一条好的路径。将交互式智能包装应用到农
产品包装设计中，旨在更好地满足用户交互体验需求，从而更好地传播乡村品牌文化，提升特色农产品
市场经济效益，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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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sig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a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xplore the in-

novativ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iming at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in-

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design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focu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Chinese and interna-

tional literature and data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and 

summarize the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design method and principles of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Subsequently, a 

case study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elucidat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in the food packaging 

industry. Finally, in light of the existing issu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strategic methods and design 

schemes were proposed for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desig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interest and interactivity in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design met the new demands of consumer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yond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packaging. Through the technological, interactive, communicative, and innova-

tive aspects of intelligent packaging design, a robust connection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ts was established, thereby 

enhancing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design can offer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aims 

to fulfill user interaction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rural brand culture, augment-

ing the market economic benefits of uniqu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contributing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第 44 卷  第 24 期 郭蕊蕊 周艳：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产品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研究 523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一直以来，乡村振兴都是社会发展的热点话题。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农

产品的销售所得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推广

农产品则是当下助力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包装作为

农产品品牌的传播者，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随着工业 4.0 的不断推进，信息化技术

再一次促进产业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新

理念在各行各业不断发展。同时各行各业也在逐步向

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包装产业也不例外。各种新型

材料和数字技术为传统包装设计带来了巨大变化，丰

富了包装的形式和功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交互

式智能包装的交互体验性和科技性为农产品品牌传

播带来了新路径，为消费者提供了新奇与趣味、智能

与互动的新体验，带动了农产品销售的新活力。 

1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产品包装设计现状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发展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最为重要的任务依旧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是实现复兴的重要任务，通过设计的介入，传播

当地地域文化，助推农产品销售，塑造出特色农产品

的包装与品牌，进而利用品牌效应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包装是农产品保护、销售的形塑者，对销售活动

极为关键。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种产品的包装

设计会融入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特点，利用数字技

术优化包装程序，创新产品理念，分析包装特征及发

展前景，是各大品牌提高产品销售的有效手段。然而

进入数字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我国农产品在包装设

计上发展相对滞后且存有很多问题[1]。 

1）品牌意识薄弱，无法把握产品定位。品牌作

为产品最有力的识别标志，在产品的传播和销售过程

中发挥着关键的助力作用[2]。随着“助农”“扶贫”“振

兴”和被“活化”一系列词汇的不断涌现，许多人将

农产品视为落后的象征，认为无需对其包装花费大量

心血。因此，采用的都是一些纸箱或塑料等简易包装，

甚至没有产品的标识出现，这对企业树立自身形象是

十分不利的[3]。虽然有些农产品外包装在外观上的视

觉效果很好，但是并不符合农产品本身的特质。很多

企业选定的产品包装设计往往只追求产品表面的视

觉效果，却没有考虑它与该农产品是否符合，以及是

否符合当下消费者的心理效应。很多农业企业就这样

没有意识到一款好的农产品包装盒在销售中起到的

作用，导致了消费者对于农产品无法留存印象，难以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进而影响到农产品的销售[4]。 

2）文化性缺失，无法进行有效传播。很多农产

品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全球化的今日，具

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包装成为设计流行趋势。消费者对

富有文化内涵及叙事性的包装设计充满着倾向性。但

是，农产品的包装大多始于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的经

营者多数是个体散户，往往未能认识到包装设计的重

要性，更多只是简单模仿市面上的设计，忽略了融入

产品特有文化元素的必要性。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农产品往往需要跨越地域，远离其原产地进行

销售，那么缺乏文化特色的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就会明显降低。这些农产品进入市场时，若其包装能

够融入鲜明的文化内涵，不仅可以更好地传递产品信

息，还能够传达文化氛围，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 

3）样式陈旧，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许多农产

品包装从结构上来看，还是纸盒、泡沫和袋装包装，

通常以常规的长方形盒型为主，缺乏创新型，还停留

在样式陈旧、大同小异的局面[5]。大量农产品在包装

设计环节，主要侧重于产品的保护及运输便利性，却

相对忽视了包装美观性、易辨识性、销售拓展性及营

销效率优化等多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缺失要素在实际

市场运作中，不利于农产品的长远发展和高效推广。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不

再局限于基础的温饱需求，从审美需求到人文关怀

外，消费者开始逐渐追求交互体验，这点绝大多数农

产品都是暂缺的。随着“体验”变成可以被销售的隐形

手段，交互体验可以让农产品品牌占据消费者心智。 

4）过度包装，缺少绿色、环保意识。随着社会

整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转

向环境保护理念，与此同时，其文化修养和审美观点

也在逐渐提高，这些变化导致市场对农产品包装质量

和设计要求也随之上升。过于简单的包装设计已不能

满足日益挑剔的消费者群体，人们对包装的设计要求

日益增加，对于细节和品味有着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精美且具有文化内涵的包装不仅

能够为农产品增添附加值，还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青睐[6]。在追

求包装设计美观和独特的过程中，过度包装的问题也

逐渐显现，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还可能对环境造成

不可逆转的破坏。那么如何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融入

绿色环保理念的同时又能兼顾简单而不失设计感，既

可以融入绿色环保理念的同时又可以满足消费群众

的内在需求的包装设计方案是一门有价值的课题。 

2  交互式智能包装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智能包装作为科技时代
发展下的产物，它的产生顺应了当前包装设计的发展
趋势，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产品包装的期待。智能型包
装既可以在包装的基础功能之上强化产品外层保护，
也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设计空间[7]。增添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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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元素，可拓展沟通渠道，可以让消费者与产品之
间进行互动，这种方法超越了以往单纯以文字或图形
的向消费者来传递产品信息的传统模式，使产品包装
实现了互动和趣味性，促使消费者与产品之间建立紧
密联系，进而更好的进行产品品牌传播。 

2.1  基本概念 

通过集成先进的元件和环境识别模块，智能包装
可实现其对环境的灵敏感知以及响应，具备独特的智
能功能，同时还有信息追溯的能力，这种追溯能力有
助于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与保鲜期的有效延长[8]。交互
式包装通过特定设计，旨在增强消费者与产品的互动
性，从而为使用者提供富有趣味又高效的使用体验[9]。
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材料和虚拟现实技术为载
体，交互式智能包装进一步拓宽用户体验的边界，为
用户带来更为愉悦和满意的使用感受。 

2.2  主要特征 

根据以上概念不难发现，交互式智能包装简单来说
就是指智能包装中加入交互性元素，具有交互功能的包
装。结合相关设计可发现，该类包装有下述主要特征。 

1）利用智能技术监控食品质量。经过大量研究，
发现新鲜食品的保鲜状况对其品质与市场销售业绩
有显著的影响[8]。消费者在挑选食品时，关注食品的
智能标签信息，它们可为消费者提供关于食品新鲜度
的直观反馈。如：苏格兰一家食品包装公司 Insignia 
Technologies 研发出一种食品智能标签，该标签会因
为包装中的二氧化碳与温度的变化而变色，可以作为
食品购买开封后的新鲜度识别，标签上列出“Just 

opened”“Use soon”“Past best”等变色区块，透过颜
色显示食品目前的新鲜状态，利用智能技术让消费者
了解食品新鲜度的整个可视化过程。 

2）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实现互动体验。在现代技
术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增强现实技术广泛地用于食品
包装上，从而实现消费者与食品包装之间的深度互
动。这种交互不仅能为消费者提供食品的多元信息，
还能更加直观地展示食品的独特价值与吸引力[8]。在
产品高度同质化缺少差异性的现时代背景下，企业利
用 AR 技术在产品包装上进行创新，在可以放大品牌
信息的同时，还可以引导年轻消费者的参与性和高互
动性。这样包装从原来单一地容纳产品，变成了一种
提供交互式体验的营销渠道。 

3）通过二维码识别功能进行多维信息传递。二
维码可以存储大量的数据，可将复杂的信息转换出一
张简洁的图像，结合智能设备的广泛使用让更多的产
品信息通过二维码的识别拥有了更多被了解的机会，
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帮助了许多产品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下脱颖而出。关于产品包装，基于传统包装增
加文案，指引消费者开展扫码，依托智能设备端展示
附加信息。二维码作为产品信息传递的窗口、对产品
进行多维信息的传递以及在产品安全维护、辨别真伪

等功用的基础之上，给产品企业和消费者都带来了一
定的裨益。 

2.3  设计方法与原则 

对交互式智能包装进行设计时，主要设计步骤见
图 1.从分析到解构、再到重组、关联，最后到创新[7]。
首先分析所指的就是对目标产品和用户群体以及包
装基本功能的思考和分析。思考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
的内在需求，并将其进行凝练分析。这种以消费者为
中心是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中的最基本原则。解构则
是指深入消费者行为，对消费者使用产品行为进行分
解，遵循产品设计中的便利性、易用性等原则，分解
出哪些行为是必须由消费者本人参与进行的。分析和
解构之后，则需要对消费者需求和产品包装设计的原
则进行重组，探讨哪些消费者行为是需要通过优化设
计进行简化包装设计的，将不符合设计原则和消费者
行为的部分删减。再选用联合的方式将重构的部分和
设计理念、消费者行为进行关联，从中择取一个合适
的智能技术和设计思路。最后一步则是融合创新，以
文字、图形、色彩和结构为载体传播产品信息与消费
者进行互动沟通，将交互式智能包装中所需材料和智
能技术与产品包装进行融合和创新设计，以此来完成
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的整个过程。 
 

 
 

图 1 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方法 
Fig.1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packaging design method 

 

3  交互式智能包装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3.1  智能技术的应用 

智能技术主要是利用化学技术基于可视化体验
的智能包装设计的应用。利用智能技术的食品包装应
用主要分三种：一是气体指示器，二是时间-温度指
示卡，三是新鲜度指示标签[11]。气体指示器通常是印
刷或者是固定在包装纸上的，与食品变质过程中产生
的气体相接触，监测包装内气体成分的变化，为监测
食品质量提供了一种可施行的方法[12]。时间-温度指
示卡和新鲜度指示标签的工作原理相似，是基于特定
的物理过程或者化学、生物反应，记录时间和温度的
积累效应，并通过颜色变化，显示出积累效应。利用
物理、生物、化学技术显示食品新鲜度，可提供食品
在物流和销售过程中向生产、运输和销售部门以及消
费者传递产品的安全质量和产品新鲜度的状况[13]。 

3.2  交互式智能技术的应用 

该技术是通过物联网技术，关联智能设备将产品
信息进行多维度地展示给消费者，如二维码标签和近
场通信标签以及增强现实技术等。二维码标签是独特
的信息记录及传递方式，以其显著的低成本及大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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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智能技术包装应用 
Tab.1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ackaging 

应用 案例 图片 原理 特征 

气 体 指 示

器 

日 本 三 菱

MGC 厌氧

指示剂 

 

氧 化 还 原 过 程 中 颜 色 会

从粉色变成蓝色，指示剂

利 用 变 色 反 应 指 示 氧 气

浓度 

可运用到监测质量，

提升食品实际货架寿

命 

时间 -温度

指示卡 
TTIs 标签 

伴 随 时 间 与 温 度 等 因 素

的变化，产生化学变化的

效果 

可实时显示食品的有

效货架期，减少食物

浪费 

新 鲜 度 指

示标签 

TO-GENK
YO 标签 

 

因 为 氨 气 浓 度 的 变 化 进

行变色，进而辨识食品的

新鲜度 

清晰指示食品的新鲜

度和可食用性 

 
表 2  交互式智能技术包装应用 

Tab.2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ackaging 

应用 案例 图片 原理 特征 

二维码标签 可溯源二维码 

通过在产品包装上贴上二维码，

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后可以获取到

产品生产、加工、运输等全过程

信息，从而实现对产品的追随 

提高企业透明度、

辅助监管、减少假

冒伪劣产品 

近场通信标签 
NFC 标 签 在 零 售

行业中的应用 

将 NFC 标签嵌入到商品中，实现

商品的身份识别和防伪功能。可

依靠扫描 NFC 标签，得到具体的

信息与链接 

可以实现个性化推

荐，提高消费者的

购买体验；可实现

防伪功能，保证商

品质量 

增强现实技术 
农夫山泉联合网易

云打造的“乐瓶” 

利用 AR 技术，当用户扫描黑胶

唱片图案后，手机界面会变成星

空，点击星球就会弹出随机乐评，

还可跳转至相应的歌单 

互动化品牌推广；

娱乐化营销方式 

 
空间的优势备受青睐。该标签类型采用几何形状的编

排和特定的编码规则，不仅可实现信息的高效记录，

同时还可快速地传递大量数据，降低信息传递的成

本，而且由于其存储空间远大于一维码，因此能够存

放更多的信息，是非常经济高效的信息存储与传递方

式。近场通信标签是专为短距离无线通信设计的技

术，其操作过程既简练又易于掌控，能够在无需复杂

配置和长时间等待的情况下，迅速为使用者提供所需

的信息。通过近场通信技术，标签能够在短距离内与

接收设备进行高速的数据交换，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

提供大量的商品信息，这使得用户能够在购物过程中

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商品信息，做出更加明智的购物

决策。而增强现实技术主要是通过 AR/VR 虚拟现实

技术等所提供的一种交互式智能包装，产生的是一种

从静态到动态而产生交互的一种呈现方式。其借助互

联网扩大消费者与产品的互动性，最大限度地展现商

品魅力，提高消费体验。 

4  未来农产品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的发展

对策与设计方案 

4.1  发展对策 

结合前述章节可发现，交互式智能包装在食品包

装上已投入大量的应用。而大多数食品所使用的包装

对农产品包装具有借鉴意义。农产品是发展乡村，振

兴乡村，宣传乡村的重要媒介，为了摆脱当前农产品

暂存的困境，提出将交互式智能包装运用于农产品包

装之上。以实现智能化、交互化、绿色环保的农产品

包装设计，该包装设计的发展主要从以下三点有效对

策进行优化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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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智能化技术打造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形

象。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消费者的需求不再

仅限于基本需求的满足，而会更加注重品牌及品牌背

后的文化。于是如何更好的树立品牌形象，传播品牌

文化是每个农产品企业都要考虑的问题。那么为了让

消费者更好的了解品牌文化和当地农产品特色，可结

合智能化技术来去打造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形象。首

先，建立品牌信誉。利用各种新型包装材料的特殊性

及自身功能性，实现保护、安全、健康的目的。如脱

氧包装、氧化指示器等，用来视觉化地呈现出产品的

质量和品质。其次，讲好品牌故事。数字化时代下利

用 AR、VR 等交互技术与消费者建立联系，让消费

者参与到产品故事中，给消费者一种产品所特有的品

牌体验。让产品包装传递食品质量信息的同时传递品

牌理念，以此来给予消费者食品上的安全和独特体

验，从而来引导消费者选购。 

2）利用混合现实技术创新特色农产品包装。该

类包装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和消费者的联

系。利用混合现实技术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来展现

农产品的各类相关信息。如利用 VR、AR 等技术不

仅从视觉上，还可以从听觉和嗅觉上给消费者带来体

验[14]。VR 和 AR 技术可以带给人们身临其境的临场

感，并可以与产品进行深度的互动，给予消费者带来

趣味性和愉悦的享受，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情感链接，

提升特色农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和购买力[15]。

格力高和麒麟午后红茶的 AR 联合营销是一个成功案

例，两家企业制作了 8 个漫画人物，不同的包装分别

对应了 12 对 CP，通过不同的组合，使用 AR 技术可

以看到著名声优配音的 12 个爱情故事。起初，这两

个产品 AR 联合营销一开始并没有做大规模推广，仅

以内部员工私下分享的形式上传到了网上。结果，不

同故事的趣味性和连续性造就了极高的话题性。格力

高当季销量翻了 3 倍，麒麟也从行业第三上升到了行

业第一。 

3）通过二维码技术及内置硬件强化绿色环保意

识。自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

包装行业占据着重要使命。因此为了达成生态环保，

对应用于绿色环保包装，实行包装减量化势在必行[16]。

那么植入二维码技术及内置硬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可用于提供高效率、可防盗、可溯源、可再回收、低

成本的包装容器。如农夫山泉农副产品，17.5°橙子、

苹果和大米的包装设计。当消费者扫描农产品产品包

装上的二维码时，就可以了解产品的生长环境、信息、

环节等信息，这样就不需要过度地宣传产品，可以减

少原材料、降低成本，减量包装结构以及过度的装饰

效果的呈现。除此之外在内容上还可以追加一些环保

理念相关的附加信息，在传播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的

基础上，着力传播生态文化，这样利用二维码技术及

内置硬件不仅从包装形态上设计出安全、绿色、低成

本的智能包装，还可以从附加信息上来助力环保、加

强环保意识，从而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实现经济建设

与生态环保的共赢。 

4.2  设计方案 

结合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理论研究与在食品包

装上的应用研究可发现，交互式智能包装最本质的设

计原则是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然而大多数消费者对

农产品的包装最重视的则是农产品的品质和包装创

新问题[17]。那么对此问题交互式智能包装则是一个良

好并可实施的解决方案。在进行农产品交互式智能包

装设计时，采用气体指示器或新鲜度指示标签可以监

测农产品包装内气体成分的变化以及利用智能化材

料可向消费者提供最直观的产品新鲜度的状况，这为

监测农产品质量提供了一种可施行的方法。如：设计

一个草莓的包装纹样，当草莓新鲜时，草莓叶子呈现

翠绿色，当草莓熟透变质时，草莓的叶子呈现枯萎并

变暗红色。这种利用包装上图形和颜色的变化来辅助

智能技术与消费者建立最直观的互动行为，从而为农

产品包装增强了产品可视化。针对包装创新问题，在

设计过程中，借用文字、图形或颜色的方式去与消费

者进行互动沟通的基础之上，可以融合增强现实技术

或二维码技术引导消费者体验式的交互，给消费者带

来趣味性和互动性的农产品创新体验。亚马逊 AR 体

验包装盒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优秀设计案例，消费者可

以在包装盒上预先印制的白色南瓜上画出脸部，然后

用智能手机扫描包装盒上的二维码时，南瓜就会作为

一个 AR 形象的物体跳出来，这样让定制的南瓜画变

成现实，尤其是对充满好奇与探索精神的年轻消费者

来说，这种有趣、互动可分享的包装设计会建立起他

们与产品之间的互动桥梁，从而促使他们对产品产生

积极的态度和消费行为。 

5  结语 

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虽已在各大食品包装的领

域上逐渐投入使用，但是在农产品包装上使用的范围

还较少。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时代的到来，智

能包装也将会是农产品包装发展的未来趋势。对农产

品包装高品质、创新性追求，交互式智能包装作为前

沿技术，已逐渐应用到该类产品的包装中，确实地响

应“互联网+”的时代要求。在当下这个数字化、智

能化的时代中，农产品包装早已不限于对产品的保

存、保护与保鲜，而是承载了更多的信息交互功能。

为更好地满足现代消费者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

求，农产品的包装亟需融入更多的创新元素，交互式

智能包装便是重要一环。无论传统包装还是智能包

装，其目的都是为服务于产品和消费者。农产品作为

实现乡村振兴、传播乡村文化的重要媒介，交互式智

能包装恰恰可在该领域为农产品赋予更高层面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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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不仅可以给农产品赋予绿色安全的购买体验还

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品牌互动化的新诉求等。那么农产

品交互式智能包装设计的意义也就在于：优化农产品

品牌形象，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促进农产品销售，

推动农产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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