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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以陕西富平脆柿产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发展现状与面临问题，指出当前富平脆
柿虽具地理标志资源及政策支持优势，但存在包装同质化、品牌意识薄弱、产业链不完善等短板，重点探索富平脆柿包装设计优
化路径，提出文化赋能挖掘地域 IP、功能创新解决痛点、构建品牌体系等策略，同时通过产业链延伸、数字营销联动、政策协同
机制等多维度发展路径，旨在提升富平脆柿的产品附加值、市场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推动富平脆柿产业升级，为乡村振兴战略
下陕西特色产品发展提供有益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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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 “三农”问题的重要举

措，而产业振兴处于关键核心地位[1]。产业振兴不仅意味着
农业生产的高效与规模化，更强调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产
业附加值的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进
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产业兴旺的
关键路径之一。

陕西富平，素有 “中国柿乡” 的美誉，其脆柿产业凭
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具备显著的地理标志优势。富平拥
有独特的土壤、气候等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脆柿口感鲜美、
品质上乘。然而，当前富平脆柿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
多挑战，品牌附加值低使得产品在市场上价格受限，难以获
取更高的利润空间；市场竞争力不足导致其在与其他同类产
品竞争时，市场份额难以扩大，严重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

在现代商品经济体系中，包装作为产品与消费者接触的
第一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包装的首要功能是对产品
起到保护作用，防止产品在运输、储存和销售过程中受到物
理损伤、微生物污染等，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完整性。与此同
时，包装还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传播使命。通过精心设计的包
装，能够将产品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历史传承等信息生动地
展现给消费者。在富平脆柿的案例中，通过设计赋能，可以
充分挖掘富平的地域文化特色，并将其融入到包装设计中。
这不仅能够提升富平脆柿的产品溢价能力，使产品在市场上
获得更高的价格认可，还能有力地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播，促
进富平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富
平脆柿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1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富平脆柿产业现状与问题
1.1 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富平脆柿产业现状
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富平脆柿是一种地理标志资源。

富平柿饼制作技艺荣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这是对
富平柿子产业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高度认可。富平的自然环
境极为适宜柿子生长，所产脆柿在色泽、口感、营养成分等
方面均表现卓越。历经数百年传承的柿饼制作技艺，更是赋
予了富平柿子独特的风味和品质，使得富平脆柿在市场上具
备强大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陕西富平脆柿产业得到了政策支持。陕西省积极推行“3
+ X” 特色农业工程，将柿子产业列为重点扶持产业之一。
政府在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了大
力支持，为富平脆柿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政
策的倾斜有助于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
力，加速富平脆柿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1.2 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富平脆柿产业存在的问题
1.2.1 包装同质化
当前富平脆柿的包装设计普遍缺乏创新与辨识度。市场

上众多的包装在设计风格、元素运用上极为相似，未能精准
提炼和展现富平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这种同质化的包装难
以在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上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无法有效传
达富平脆柿的独特价值，严重影响了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

1.2.2 品牌意识薄弱
富平脆柿大多以初级农产品的形式进入市场销售，缺乏

系统的品牌塑造和推广策略。众多农户和企业未能充分认识
到品牌建设的重要性，没有形成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品牌
矩阵。这使得富平脆柿在市场上价格竞争激烈，利润空间被
严重压缩，难以实现品牌溢价，限制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2.3 产业链不完善
富平脆柿产业在产后加工环节存在明显不足，产品深加

工能力较弱，产品附加值难以有效提升。同时，物流配套设
施不够完善，冷链物流覆盖率较低，导致产品在运输过程中
的损耗较大。此外，物流配送效率不高，也影响了产品的市
场供应及时性，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富平脆柿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壮大。

2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富平脆柿包装设计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富平脆柿包装设计需要从文化赋

能、功能创新、品牌体系构建三方面着手优化：文化赋能通
过元素提取与叙事设计，融入地域文化提升产品内涵；功
能创新采用防震结构与环保材料解决运输和环保问题；品
牌体系构建含统一 VI 系统与分级包装，强化品牌认知并
拓展市场。

2.1 文化赋能：挖掘地域 IP
2.1.1 元素提取
深入挖掘富平的地域文化宝藏，将唐陵石刻、老鼓非遗

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巧妙地融入到脆柿包装设计中。例
如，以唐陵石刻中的精美图案为灵感，设计出具有古典韵味
的插画，应用于包装的封面和侧面；将老鼓非遗的形象进行
艺术化处理，以生动活泼的插画形式展现，使包装充满地域
文化活力。通过这些独特元素的运用，打造出具有鲜明富平
特色的包装设计，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辨识度。

2.1.2 叙事设计
在包装设计中融入叙事元素，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述

“富平柿饼历史”故事，可以在包装上印制富平柿饼的起源、
发展历程以及传承人的故事等，让消费者在接触产品的同时，
仿佛置身于富平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增强消费者与产品之间
的情感共鸣。这种叙事性的包装设计能够有效提升产品的文
化附加值，使消费者对富平脆柿产生更深层次的认同感和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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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欲望。
2.2 功能创新：解决痛点
2.2.1 防震结构
借鉴 “褚橙” 箱体设计的成功经验，为富平脆柿包装

设计专门的防震结构。采用蜂窝纸板内衬，利用蜂窝纸板良
好的缓冲性能，有效降低脆柿在运输过程中因震动、碰撞等
原因造成的损耗。通过优化包装的物理结构，确保产品在复
杂的物流运输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完好，提高产品的送达质
量，减少经济损失。

2.2.2 环保材料
顺应绿色消费的时代趋势，在包装材料的选择上，优先

使用可降解牛皮纸等环保材料。可降解牛皮纸不仅具有良好
的物理性能，能够满足包装的保护需求，而且在自然环境中
能够逐渐降解，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使用环保材料进行包装
设计，既符合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又体现了企业的社
会责任，有助于提升富平脆柿的品牌形象[3]。

2.3 品牌体系构建
2.3.1 统一 VI 系统
精心设计 “富平脆柿” 地域品牌 LOGO，使其能够准确

传达富平脆柿的品牌理念和地域特色。同时，规范品牌色彩
与字体的应用，确保在各类包装、宣传资料以及线上线下渠
道中，品牌形象保持高度一致[4]。统一的 VI 系统有助于提
升品牌的辨识度和记忆度，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信任。

2.3.2 分级包装
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和销售渠道，推出差异化的包装方

案。针对礼品市场，设计精美豪华的礼盒装，在礼盒内附加
具有富平特色的柿染布包装，提升产品的礼品属性和文化内
涵；针对电商市场，设计轻便、易于运输且具有视觉吸引力
的包装，满足线上销售的特点；针对批发市场，设计经济实
用、便于批量运输和存储的包装。通过分级包装，满足不同
消费者群体的需求，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

3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富平脆柿产业多维度发展路径与
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富平脆柿产业发展可以从产业链
延伸、数字营销联动、政策协同机制三方面采取策略：产业
链延伸上，开发果脯、柿子醋等深加工产品并配套包装，结
合乡村旅游推出文创伴手礼及体验项目。数字营销联动方面，
包装植入二维码实现溯源与线上购买，借助抖音等新媒体平
台传播产品亮点。政策协同机制包括争取专项资金提升包装
水平，联合高校设计团队搭建 “产学研” 平台，以此促进
富平脆柿产业全方位发展。

3.1 产业链延伸
3.1.1 开发脆柿深加工产品
加大对脆柿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力度，开发如富平脆柿果

脯、柿子醋等多元化产品。针对这些深加工产品，设计与之
相匹配的系列化包装。果脯包装可采用小巧精致的袋装或罐
装设计，突出产品的便携性和美味口感；柿子醋包装则可设
计成具有传统韵味的玻璃瓶包装，体现产品的酿造工艺和品
质。通过开发深加工产品和配套包装设计，延长产业链，提
高产品附加值。

3.1.2 结合乡村旅游
充分利用富平的乡村旅游资源，将 “柿文化” 融入乡

村旅游项目中。推出以 “柿文化” 为主题的文创伴手礼，
如以富平脆柿为原型设计的钥匙扣、冰箱贴、明信片等。这
些文创伴手礼不仅可以作为游客留念的纪念品，还能通过游
客的传播，进一步提升富平脆柿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同
时，将富平脆柿的种植、采摘、加工等环节与乡村旅游相结
合，打造沉浸式的旅游体验项目，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促进
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3.2 数字营销联动
3.2.1 包装植入二维码

在富平脆柿的包装上植入二维码，消费者通过扫描二维
码，能够链接到产品的溯源信息，了解脆柿的种植环境、施
肥用药情况、采摘时间以及加工流程等详细信息，实现产品
信息的透明化。同时，二维码还可直接链接到电商平台，方
便消费者进行线上购买，实现 “线下体验 - 线上复购” 的
营销闭环。这种数字化的营销方式，能够增强消费者对产品
的信任度，提高产品的销售转化率。

3.2.2 借助新媒体平台
积极利用抖音、小红书等热门新媒体平台，进行富平脆

柿包装设计亮点的传播。制作精美的 “开箱视频”，展示富
平脆柿独特的包装设计、新鲜的产品品质以及有趣的食用方
法等内容。通过平台的算法推荐，将这些视频推送给潜在消
费者，吸引他们的关注和兴趣。同时，与平台上的美食博主、
生活达人等合作，邀请他们进行产品评测和推荐，借助他们
的影响力和粉丝基础，扩大富平脆柿的品牌传播范围。

3.3 政策协同机制
3.3.1 争取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积极组织富平脆柿产业相关的小微企业，共同申报乡村

振兴专项资金。将专项资金用于包装升级项目，如引进先进
的包装设备、聘请专业的包装设计师、开展包装设计培训等，
提升小微企业的包装设计水平和生产能力。通过专项资金的
支持，推动整个富平脆柿产业包装水平的提升，增强产业的
市场竞争力。

3.3.2 联合高校设计团队
加强与高校设计团队的合作，建立 “产学研” 合作平

台。高校设计团队具有丰富的设计理论知识和创新思维，能
够为富平脆柿包装设计提供新颖的创意和设计方案[5]。通过
合作，高校设计团队可以深入了解富平脆柿产业的实际需求，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设计
人才。同时，企业可以借助高校的智力资源，提升自身的包
装设计水平，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富平脆柿产业
的发展。

结论
总而言之，富平脆柿产业在拥有地理标志资源与政策支

持的基础上，通过对包装设计的优化以及多维度发展策略的
实施，有望突破当前面临的困境。文化赋能的包装设计能够
有效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与辨识度，功能创新可解决产品运
输损耗等实际问题，品牌体系构建则增强了品牌影响力。产
业链延伸拓宽了产业发展边界，数字营销联动顺应了时代潮
流，政策协同机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举措不
仅有助于提升富平脆柿产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还
能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为陕西乃至全国特色农产品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发展提供了
可参考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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