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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南通地区农产品品牌情感化
王成凤

（南通职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7）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产品品牌化发展成为各地区发展建设的一个重点课题。“品牌情感化”是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一条有

效路径。农产品品牌情感化发展应当着眼于地区特色，挖掘情感化因素，通过多元路径探索品牌情感化。视觉设计是影响农产品品牌情

感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优化农产品包装设计，通过打造农产品的品牌，唤醒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作为品牌摆脱困境的重要动力。本文

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南通地区农产品品牌情感化建设展开分析，探究了农产品品牌情感化建设的途径与对策，希望能够助力南通地区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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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 2022 年）》，文件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产品销售是农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何将农产品宣传出

去，让优质农产品卖出好价钱是增加农村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

当前不少地区农产品在品牌建设方面还存在简陋、单一、同质

化等问题，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的因素不光有商品的物质性、差异性，商品所带给消费者的情

感体验也是影响商品销售的重要因素。特别在现代化市场经济

环境下，产品设计、视觉元素正在成为影响产品销售的重要因

素。产品设计不仅要体现产品的使用价值，还需要融入情感因素，

打造品牌理念，给消费者带来一种情感体验，从商品中获得某

种情感共鸣。

一、品牌情感化的定义

情感化设计理论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关注人与

物之间的情感交流，通过设计实现物质需求与情感需求的双重满

足。情感化设计唤醒了消费者的情感体验，让消费者与产品产生

情感共鸣，进而激发消费者对产品强烈的购买欲望，使消费者对

品牌产生强烈的情感、热爱乃至于忠诚。这种人与物之间的情感

连接为品牌赋予了人性，产生了吸引力，展现品牌独一无二的价值，

使得品牌得以从一种同类品牌中脱颖而出。

二、南通地区农产品品牌情感化的意义

（一）丰富品牌内涵，增强品牌优势

当前，商业模式已经表现出品牌向导的特点，品牌成为影响

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消费者不断增强品牌意识，相较于

关注产品本身的质量，他们更相信大品牌。因此，企业越来越注

重打造品牌形象。品牌形象是商业社会中企业价值的直观表达，

影响产品的市场定位、定价、销售模式、消费群体，在可预见的

未来，品牌还将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

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市场监督制度不到位等因素，消费者对

产品的信任度下降，品牌形象成为消费者判断产品优劣的重要指

标。

打造品牌情感化发展道路，通过挖掘农产品产地、生产方式、

历史发展、审美情趣、精神信仰等因素，将山水、地域文化中所

孕育出的特殊情感附加在品牌上，使品牌自身带有南通地区特有

的精神内核以及鲜明的民族特性，在消费者脑海中产生一种差异

化的产品识别，将之与市场上同类农产品加以区分。情感化品牌

建设无疑更容易给品牌树立积极的品牌形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这样农产品得以将自己的优势呈献给消费者，获得消费者的认同，

最终确立自己的品牌优势。

（二）唤醒文化情感，助力产业发展

成功的品牌必然要听取顾客意见，在现代化商品社会中，物

质产品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消费者对产品

的需求已经从单纯追求品质发展到追求多元化的情感需求，进而

使得消费行为和消费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

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认同加强，民族文化输出也在不断加强。南

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地域特色鲜明，带有江南鲜明的

自然景色和人文历史，挖掘南通地方特色，并将其附加到农产品

品牌中，唤醒消费者的乡土情怀，唤起消费者对本民族文化、民

族精神的认同感，再以本地味道更进一步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距

离，增强消费者产生信任感。文化自信使得消费者更愿意购买本

民族产品，对民族品牌、地方品牌产生了更强的情感认可。打造

具有南通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能够增强消费者对本地文化的

认同感，将产品发展与本地的历史文化渊源相融合，以地域特色、

地区文化拉近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纽带，可以吸引更多的消

费者，实现经济利益。

农产品品牌化发展不仅能提高农产品销售量和销售收入，还

能促进农产品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农民致富、农村发展的有效路径。

农产品品牌化把当地丰富的文化、政治、自然资源转换成经济利益。

对南通农产品发展而言，农产品情感化建设既能解决农产品宣传

问题、滞销问题，又能促进交通、物流等的发展，还能反作用于

文化产业中，进一步挖掘南通地区所蕴含的精神和文化，唤醒隐

藏在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民族传统文化情感。

三、南通农产品品牌情感化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农业商标的视觉意象过时了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人们在消费时不再只注重农产品的

质量，而对农产品发展历史、品牌文化、包装设计等进行综合考量。

市场上包装设计巧妙、精美的农产品更容易受到消费者的偏爱，

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利用包装设计、品牌视觉形象提升消费者满意

度。南通地区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品牌视觉形象、产品包装仍然比

较简单，还停留在相对单一的形态和配色层面上，不少农产品直

接模仿其他品牌视觉形象，甚至将品牌名称更换后直接套用品牌

视觉形象，品牌视觉形象缺乏特色。相对于市场上那些精心打造

的农产品品牌，这部分农产品品牌即使拥有远超其他产品的质量，

也因为品牌视觉形象而被贴上“土”“丑”“俗”的标签，未能

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联结，很难赢得消费者的支持，更难以培养品

牌忠诚度。

（二）缺乏对农产品的情感体验的关注

在农产品品牌情感化建设中，产品包装是一个关键要素，其

以视觉元素和感官体验将品牌和消费者联系起来，是最影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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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感官体验的元素。产品包装设计必须在视觉要素、造型和材料

上直击消费者的心灵，给消费者带来感官享受，满足其心理需求。

而相当一部分南通农产品品牌对包装设计的重视程度不够，包装

的色彩搭配、图案结构设计都较为普通，无法将农产品的特色展

示给消费者。简单的产品包装设计使得其缺少情感体验，就很难

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也会丧失消费者的忠诚度。

（三）农产品的品牌价值不高

品牌内涵也是品牌情感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品牌故事、品牌

历史多可以唤醒消费者的情感共鸣。研究结果显示，当消费者挑

选商品时，品牌内涵可以起到激励作用。南通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

但是当地大部分农产品品牌未能与本地文化联系起来，很难将品

牌内涵突显出来。很多农产品品牌将注意力放在品牌的绿色纯天

然的特征上，这种特色表现出同质化特征，很难让品牌脱颖而出。

一个没有内涵的品牌当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四、南通农产品品牌情感化的途径及对策

（一）视觉要素的提炼——情感化的品牌意象

南通是一个农耕和渔业文化历史悠久的地区，据有江南水乡

的典型特征，其丰富多样的文艺无一不折射出本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与憧憬。

例如，将南通的非物质文化——沈绣中的视觉设计元素提取

出来，并将其运用到农产品包装设计中。沈绣是中国传统的优秀

工艺之一，它的色彩丰富而丰富。在沈绣中，工匠们利用旋针绣

的方法来突出人物的肌理，用富有色彩的丝调和色调，表现出绣

线的天然光泽。沈绣对于图案用色的要求一向很高，如果图案中

有真花，就要根据真花的色调来配色，注意色线的多样性，把每

一种颜色都细分成很多种，比如黄色就有鹅黄、金黄等，一定程

度上丰富了色彩的层次。此外，由于沈绣采用拼色的方法，在简

单的画面中渗透出更多的色彩，使整个作品更具观赏性。在明暗

两色之间灵活搭配，使整体色调更为柔和。通过对沈绣色彩的借鉴，

使产品的包装既具有视觉吸引力又具有文化内涵。

（二）加强情感体验，注入情感化品牌之血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选择的商品也变得更多了。当消

费者们遇到大量优质的农产品品牌的时候，他们将部分注意力放

在了质量以外的因素上，逐渐地转移到了情感体验上。特别是年

轻的消费群体，他们都在追求个性，在物质资源得到满足后，想

要被尊重的心理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可以带

给他们好的情感体验的品牌。

优化消费者的情绪体验，可从农产品包装开始，通过包装设

计让消费者和品牌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系。在产品包装上，要选择

能反映南通地域文化和人文特色的包装材料，让产品包装具有独

特的质感，使消费者在与其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亲切感和舒

适感，从多个层面增强消费者的情绪感受。例如，采用柔软的缎

面包装，唤醒人们对沈绣的记忆，进而调动消费者的情感，充满

了品牌对消费者情感体验的关注，使消费者从包装中可以更全面、

立体地感受到品牌的核心思想，更有助于企业和顾客之间形成良

好的品牌关系。

南通市拥有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自然人文环境。农产品

的设计一方面关注美观性，追求产品外观包装性，吸引消费者眼球，

同时要关注农产品中蕴含的文化，在农产品中呈现出南通的文化

特色，让产品不仅仅作为一件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出售，更让消费

者从购买行为中获得情感满足。因此，农产品设计也应该具备本

地独特的区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农产品在本地市场上拥有一

定影响力，同时它也与浓厚的城市生活性和中华文化的精神联系

起来。农产品设计代表的不仅仅是地区的特色农业，更体现了一

种对地区文化，能够唤起消费者对地区文化的认知。

除此之外，蓝印花布、捺印花布，佛教八小名山狼山以及军

山等都代表了南通地域文化发展的标志，都代表着南通特色文化

的标志。在民俗文化上做文章，并大力整合海安花鼓、通派断线

风筝、蓝印花布等驰名海内外的民间精品，运用现代设计的方法

将这些民俗文化融入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去，体现出南通的地区特

色，充分挖掘地区的民间艺术特色，以此使游客深入了解南通的

地区特色，体现出南通的独特魅力。

（三）创建品牌故事——情感化品牌之魂

地域农产品不仅拥有普通农产品的销售价值，而且还具备传

播当地传统文化、地域价值、人文情怀等价值观的责任。在建立

情感感化的农产品品牌中，品牌故事非常关键，感人的品牌故事

可以让消费者更加深刻地理解品牌的内涵。要想更好地打动消费

者，企业就必须要把品牌的故事讲好。南通地理位置优越，一方

水土孕育了独特的人文风貌和人文风情，留下了众多感人的民俗

传奇，这些都是南通农产品区别于其他品牌的独特优势，发掘南

通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创造江海文化特色独特的品牌故事，创

造出能令消费者身临其境的品牌故事，并与品牌建立起情感关联，

由对南通民俗文化的认同转变为对南通农产品品牌的认可，进而

增强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品牌故事体现品牌的生产方式、经营理念，

体现企业价值观。在品牌故事的自我表述中，消费者可以从中发

现一部分自己的影子，进而产生对品牌的特殊情感。品牌故事传

递了某种情感，如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它表现的不是目标消

费者的形象，而是目标消费者希望传递出来的情感。当消费者购

买这种产品时，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五、结语

在品牌情感化视角下，探究南通农产品品牌情感化发展，针

对南通农产品品牌情感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视觉设计、

文化内涵、品牌故事三个层面展开研究。探索南通农产品品牌情

感化建设，在注重产品质量的基础上，通过品牌的视觉要素、情

感体验和品牌故事等增强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形成一个良性

循环。以情感为导向，发掘南通民族传统民间文化要素，建立南

通地域感性的农产品品牌，增强消费者的品牌记忆，增强消费者

的品牌认同，走出南通农产品的名牌困局，使南通的人文资源优

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南通地域特色农产品的情感化，在激发民族

民间文化传承的“驱动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南通特色农产品的“内

生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双向驱动”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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