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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土特产品包装设计分析

赵　龑

宁夏师范大学　宁夏　756000

摘　要：地域文化是一种地方文明的象征，也是地域环境形成的产物。一般情况下，地域文化可以使用多种形式进行体现，

而土特产品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也受到广大消费群体的喜欢。如果从土特产品组成部分而言，包装设计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既可以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地域文化宣传和推广的有效方式。为更好实现土特产品的销量增长，应当重视包装设计

工作，也要坚持从地域文化角度进行设计，才能实现文化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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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

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

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基于这种情况，地方文旅

产业持续发展，土特产品销量开展增长，逐步实现了文化和

经济价值 [1]。土特产品虽然属于商品，但是也具有浓厚的地

域文化，是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形式。而且，在旅游活动中，

游客也会首先选择土特产品作为伴手礼，可以为文旅产业发

展带来重大的经济价值。基于这种情况，土特产品的市场认

可度和销售数量往往被游客认为是一个地域的简化符号。而

包装设计对土特产品产生重大影响，也是游客对此类产品形

成第一印象的关键要素，其具有宣传、推广地方特产和风土

人情的作用。因此，在土特产品宣传和推广中，需要充分发

挥包装设计的作用，并且全面融入地域文化，有利于增加产

品附加值，也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1.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土特产品包装设计的意义

我国国土面积大，每个区域的民族、文化等都是不同的，

因地域环境存在的差异性，形成了多样性的地域文化，也产

生了独属于地域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等 [2]。地域文化仅仅

是一定区域内的文明和风俗，对生活在该区域的人民群众产

生重大影响，可以让其具备相同的民族认同感。一般情况下，

地域文化形成了多种代表产物，而土特产品是其中最为重要

的一种，既可以对地域文化呈现，也可以蕴含地域情怀，是

宣传和推广地域文化的有效方式。基于这种情况，在土特产

品包装设计中，应当充分运用地域文化元素，有利于发挥土

特产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1.1 有利于传播地域文化特色

每个地域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同的特点，也会让该地域

的人类形成最为适合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并且，每个地

域的方言形成了相应的地域文化。文化是地域特色的代表产

物，是地域文明的外在体现 [3]。土特产品是地域文明发展过

程形成的产物，与地域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土特产品包

装设计中，通过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后，有利于实现地域文

化的传播，也可以充分利用土特产品增强地域文化的辨识

度。以雪花膏为例，其包装设计选择了地域最为显著的代表

产物，也就是老上海人物形象，将其作为主要的设计元素进

行使用，可以体现浓厚的地域文化，可以很好传播地域文化。

1.2 有利于增强消费者认同

在土特产品销售过程中，消费群体首先看到的是产品

的外包装，这对消费群体选择产品起到了重大影响。在土特

产品包装设计中，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后，可以很好呈现地

域文化，增强了产品的地域辨识度，有利于引发消费群体产

生认同感，以此提高消费群体的黏性 [4]。以内蒙古的土特产

品为例，其包装设计以民族服饰、牛羊等为主，很好呈现了

地域文化特色，一旦消费群体获取了这些信息后，就会体会

到地域文化的魅力，促使其增强购买意愿，以此实现土特产

品销量的增加。一般情况下，如果土特产品包装设计可以突

出更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往往会让消费者产生更强的购

买力。

2.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土特产品包装设计现状

土特产品与一般的产品有着显著的差异，其可以作为

地域文化的象征，也受到游客的喜欢。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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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民群众购买土特产品的渠道增多，不仅仅可以从线上

门店购买，也可以网络购买，促使大量商家都开始销售土特

产品 [5]。在这种情况下，加剧了土特产品行业的竞争，一些

商家为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往往并未关注产品包装设计，

导致土特产品包装基本相同，无法发挥地域文化宣传和推广

的作用。

2.1 缺乏地域文化特色

任何产品都会使用包装，这是宣传产品形象的重要方

式，既可以对产品提供保护作用，也可以依托多种元素的组

合，将蕴含的文化信息传递给消费群体，从而实现了地域文

化的传播。现阶段我国各个地区的土特产品包装都因经济水

平发展差异、地域文化宣传力度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包装设

计水平差异大 [6]。一般情况下，土特产品生产和销售上有着

区域限制，这源于其有着地域文化的特点，并不是每个区域

的消费群体都会对其产生购买力。从实际情况而言，大部分

土特产品都是小作坊生产的，虽然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发

展，但是包装设计上存在很多问题，并未深度使用地域文化

元素，也没有体现创意性，往往难以让消费者产生购买力。

通过对部分土特产品包装分析，其与地域文化融合度不高，

难以体现很强的辨识度，如果与一些同类产品比较，无法借

助包装设计区分哪些属于土特产品，直接影响到土特产品的

销售。

2.2 包装形式单一

在土特产品中，包装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关乎产品

销售数量。一般情况下，依托包装设计工作的开展，能够为

土特产品设计出相应的包装形式，吸引消费群体的注意力，

以此让其产生购买意愿。从现阶段市场的土特产品包装形式

分析，其形式较为单一，没有什么特色，也并未进行创新，

很难让消费者产生购买意愿 [7]。在现有的包装材质上，有的

使用了塑料包装，有的采取了盒式包装，无法体现土特产品

的特点，很难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甚至还会影响到产品

保护效果。

2.3 缺乏品牌意识

针对土特产品而言，其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宣传方式，

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想发挥土特产品的文化和

经济功能，应当加大力度开展品牌建设工作，才能更好体现

地域文化，也可以推动地域经济的发展。在现阶段土特产品

生产而言，其更多是小作坊生产，这些生产企业的管理者并

没有品牌意识，就算是相同特产的形象也是差异性的，没有

对其进行统一 [8]。如果不同区域存在相似土特产品中，其包

装上没有什么特色，基本上是相同的，导致产品缺乏很强的

市场竞争优势，最终造成消费者对其无法产生购买意愿，直

接影响到土特产品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发挥。

3.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土特产品包装设计策略

3.1 重视产品文化内涵体现

针对地域而言，其有很多的地域性符号，而文化是其

中的一种，因其与其他地域性符号比较，具备了较强的稳

定性和可信赖性，逐步成为宣传和推广地域的代表性产物。

基于这种情况，在土特产品包装设计中，选择适合的地域文

化元素融入，可以增强消费群体对土特产品的信任度、兴趣

等，促使其产生购买意愿，以此提升土特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土特产品是地域文化的显著代表，是对地域特色的外在

体现，包装上可以蕴含地域文化内涵，是地域特色的重要宣

传平台，每个地域环境形成了针对性的地域文化，而这些地

域文化是游客旅游过程关注的重点，也是辨识地域文化特色

的有效方式。一般情况下，土特产品是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

形式，应当深度展示地域文化特色，才能给消费群体形成深

刻印象，这是包装设计工作的价值。地域文化是长期历史发

展中形成的产物，是地域区域内各个民族的传承历史。基于

这种情况，在土特产品包装设计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地域

文化的作用，结合产品的特色，选择最佳的地域文化元素融

入，才能更好发挥产品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在实际选择中，

可以用于包装设计的元素非常多，如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等，

但是需要考虑当前消费群体的需求，充分发挥创意思维的作

用，既要体现地域文化内涵，也要实现产品的展示，在这种

过程中，利用外观蕴含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增加土特产品的附加值，促使更多群体产生购买意愿，以此

实现地域文化宣传的作用。以佛堂古镇为例，其有着非常悠

久的历史，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文化元素，这为土特产品包

装设计提供了充足的设计元素。在该区域中，存在很多特色

建筑，如新华剧院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包装设计的元素，并

且选择适合的手法进行创新，可以突出古镇文化的现代感，

从而赋予土特产品更高的附加值。

3.2 丰富包装形式

针对土特产品包装形式而言，其既可以作为产品的外

在标签，也可以很好保护产品。在科学技术持续发展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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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形式更加丰富，既可以对地域文化特色呈现，也需要加强

创新设计，结合产品的特点，选择最佳的包装形式，不断提

升包装审美水平，突出产品的实用功能。包装设计需要对地

域文化特色进行充分体现，也要按照产品的特点进行包装材

质的革新，使用多样性的工艺，不断增加包装形式，以此提

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一般情况下，包装形式的革新对土特

产品产生的作用非常大，既可以增加土特产品的经济价值，

也可以吸引更多消费群体关注，促使从众多相似土特产品中

脱颖而出，以此增加土特产品的销量。从现阶段产品销售情

况分析，其产生了一种互动式的包装设计，增强了消费群体

与土特产品的互动，增强消费群体的购物体验，促使土特产

品外观形式越来越多，也可以实现土特产品的宣传和推广。

以佛堂古镇为例，在土特产品包装形式设计中，选择当地有

名的特色手工艺——木雕，将其融入包装设计中，促使产品

体验感更强。通过采取这种包装形式后，增加了现有的包装

形式，也可以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促使消费群体对地域产生

深刻印象。

3.3 加强品牌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

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

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

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品牌形象对土

特产品的宣传产生重大作用。在土特产品包装设计中，应当

利用设计工作，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加快形成属于土特产品

的品牌文化，才能体现品牌蕴含的核心价值，以此更好传递

包装设计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品牌是土特产品形象的直接

体现，也是增强消费者对地域文化特色感知的有效方式。针

对地域文化而言，是其他区域不具备的，也无法进行复制，

依托这种元素建设相应的品牌，能够宣传地域文化，也增强

地域特色的辨识度。从消费者而言，一旦土特产品形成了品

牌形象，基本上可以增强消费者购买意愿。在品牌形成后，

虽然是商标的明确，但是也可以使用更多 IP 形象设计，从

而不断增强品牌的创意性，促使消费群体对地域文化印象越

来越深刻，实现地域文化的影响力扩大，推动地域经济的持

续发展。以佛堂古镇为例，其属于义乌市文旅产业发展的核

心，只要实现了品牌树立，就可以很好推动义乌市的经济发

展。在具体实施中，应当先对义乌市分布的小作坊进行整合，

让其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生产和销售，可以显著增强文化宣

传作用，也可以体现佛堂古镇文化的整体性。

结束语

在土特产品包装设计工作中，要想发挥包装设计的最大

作用，应当充分融入地域文化元素，既可以传承和宣传地域

文化，也可以突出产品的内涵，促使更多消费群体产生购买

意愿，以此实现土特产品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在实际设计过

程中，设计人员需要调整设计理念，不断发挥创新思维的作

用，坚持从土特产品宣传地域文化的出发，结合产品的特点

选择最佳的地域文化元素，并且对包装形式进行调整优化，

不断增强土特产品的区域认同感，以此实现地域经济的繁荣

发展。另外，也要重视品牌树立，加强土特产品品牌建设工

作的资源投入，促使土特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形象代表，以

此才能实现土特产品的文化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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