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义乌模式”看旅游商品包装 

卞文志 

我国的浙江省义乌市被誉为世界小商品集散地，用当地导游的话说，义乌只有一个景点，就是4A级的旅游购

物景区——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这里汇集了16个大类、4202个种类、170多万种商品单品品种。这里的旅游商品之

所以能畅销全球，其决定因素除了气氛浓厚的商品市场、市场优势、商品优势之外，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里的商户在

经营上注重营销元素的创新，重视商品的包装功能。无论是生产者和销售商，他们在产品营销的过程中，都善于把握

物美价廉这一关键的营销元素，而且重视“包装”效应的巨大作用。所以说，义乌市场说是全世界小商品最大的集散

中心，实质上这样的商品流动的平台、交易的平台在全世界很少找到，尤其是安排常适合旅游商品的交易，就旅游商

品营销而言，可谓是最能给业内带来启示的“义乌模式”。 

笔者仅以今年11月义乌举办的首届中国旅游商品博览会为例，展会期间，笔者发现博览会虽说是旅游商品的

交易盛会，但展馆内抬眼可见的皆是各地的旅游文化、包装文化和营销创新意识。有关专家介绍说，旅游商品的外延

很大，不是狭义的旅游纪念品、工艺品，而是旅游产业这个大链条上的任何商品，包括人们旅游时购买的食品、茶

叶、玩具、名牌服饰、箱包、手表、化妆用品等，而这些商品的外包装十分重要，外包装精美、商品质量上乘，再加

上营销手段的运用，其市场交易活力便会得到充分展现。首届中国旅游商品博览会会期4天，累计实现成交额23.61

亿元，这个神话的创造，既得益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活力、商品的丰富，也得益于旅游文化的繁荣、商品包装的精美

和市场营销的辐射力。 

相比之下，国内一些旅游业较发达的地区在旅游商品的研发上却有些失色。就其产品的质量而言，并非这些

地方的产品不好，而是不会“包装”，在旅游商品包装等环节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比如北京市名气较大的老字号吴

裕泰茶庄销售的茶叶，在包装上就显得比较粗糙。有些消费者购买茶叶回家仔细一看，发现背面的说明书是印在一块

不干胶上的，揭下这块不干胶，发现遮住的是另一套说明文字。这种现象，不能不让消费者对茶叶的质量产生怀疑，

说明书应该是食品包装上最重要的内容，这么“遮遮掩掩”，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吴裕泰茶叶的情况在茶叶包装

领域并不多见，这是典型的为商品外包装“打补丁”做法，厂家为了能将老包装利用起来，就采取老瓶装新酒的方

法。对于商家来说，此举其实是为了减少损失，并不违背国家有关食品包装的规定，但却给消费者带来了心理不舒

服。更重要的是，此种包装方式在商品营销上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外地游客，对于这种在包装上“打补丁”的商品，

如果购买，就像在商场里购买了一件旧衣服一样的感觉。 

再就是国内一些地方的旅游商品“裸卖”现象也比较严重。在最近举办的第二届黄河旅游博览会上，有些旅

游商品的包装比较简单，有的甚至“裸卖”，这种现象导致很好的东西卖不上价钱。博览会期间，一位对旅游商品很

有研究的人士分析，山东传统的阿胶产品包装过于简单化，价格上不去，销售量也不够高。根据阿胶产品的特点，有

的企业在包装上精于设计，开发了“桃花姬”品牌阿胶，每盒阿胶在精美的包装内装有一个“桃花姑娘”工艺品，一

套12个，要集全“桃花姑娘”，就要不断地买够12盒阿胶。这种产品卖到日本等国家后大受欢迎，价格比国内翻了

十几倍，而且还供不应求。像国内产的陶瓷器皿，目前在市场上多是用麻绳一捆就卖，每件只能卖几块钱。而有些企

业在做外贸出口销售时，人家每件进行独立包装，一对玉矿工艺品只能卖几十元，如果配上精美的外包装，其价格就

会达到几百元。此类旅游商品欠缺包装，或者包装不能很好地反映自身价值的现象，不仅导致价格上不去，而且市场

销售量较低，难以辐射到更广阔的市场。 

针对一些地方在旅游商品开发上存在的差距，要想求得突破，实现更大的发展，需要生产企业转变观念，积

极学习浙江义乌及其他地方做得好的经营，加快弥补这一“短板”，多在包装方面和营销手段上做些文章。在现代市

场的激烈竞争中，完美包装的商品能从众多同类商品中脱颖而出，使得消费者留意、观察、欣赏并产生购买的欲望。

更关键的是，商品包装质量上乘，文化气息浓厚，它能给消费者带来对产品质量有保证的信心。一个完美的外包装，

不仅包括独具特色的包装设计，还包括外包装本身精美的印刷，虽然消费者判断商品的优劣不仅仅取决于外包装，更

多的会考虑商品的质量、价格和知名度，但完美的包装确实能把消费者对包装的美好感觉转移到商品身上，从而达到

促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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