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包装创新对重庆旅游商品营销的影响 

文/余 岚 

   重庆直辖以来,其旅游业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5年以来全市旅游人数达6017.71万人
次，其年均递增率达到14.2%。旅游总收入达到301.12亿元，其年均递增率达到15.2%。逐渐形成了
以“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为主体的产业链。重庆市逐渐形成近40家旅游商品生产企
业，但是旅游商品销售收入年均递增率仅为8.6%，远远低于旅游总收入的增长。我认为，重庆旅游
商品销售不乐观的原因，不是旅游商品不丰富，而主要是旅游商品包装落后，要提高其市场竞争
力,必须提高旅游商品包装的质量。才能促进旅游商品销售的增长，实现重庆旅游产业的快速发
展。 
   一、重庆旅游商品销售现状及存在问题 
   1、重庆旅游商品销售现状  
   根据重庆游商品市场调查，仅19.1%的旅游者在重庆实现了购物计划；高达80%游客未能如愿
购物（其中26.1%的游客根本没有实现购物计划）。旅游者普遍认为重庆旅游商品缺乏特色和应具
有的文化内涵，旅游商品包装粗制滥造、缺乏新意、欠缺美感，使游客失去购物兴趣,导致重庆旅
游商品销售收入增长缓慢。 
   2、重庆旅游商品包装存在的主要问题 
   重庆旅游商品的发展与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相比，存在诸多不足。其问题主要表现在：旅游
商品不新、新品不精、精品不强，尤为突出的是旅游商品包装未能成为旅游商品销售的助推器，与
产业快速发展和创新跨越的要求不相适应。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旅游企业不重视商品包装 
   重庆旅游业多数经营者只重视旅游商品的开发，而忽视旅游商品包装的重要性，导致许多旅
游商品包装不具备应有的要素，商品销售业绩不佳。如世界三大名咸菜——涪陵榨菜、中国知名的
合川桃片和江津米花糖等传统旅游商品，其包装几十年一个样，因包装的陈旧抑制了消费。可见，
不重视旅游商品包装，导致旅游商品在重庆旅游消费中的比例一直不高。反之优秀包装不仅能保护
旅游商品，还可以促进消费，成为商品的无声广告。 
   （2）旅游商品包装欠美观、不具有礼品性 
   重庆旅游商品虽然品种繁多,但缺少精美礼盒包装, 更为突出的是大部份旅游商品没有礼盒包
装。有的进行了简单的包装，但材料低廉，毫无美感。有些商品只用了简单的纸张作包装，起不到
保护商品，展示产品的作用，不能满足旅游者馈赠他人和纪念旅游地的心理需要。如具有很高知名
度的重庆白市驿板鸭，由于没有礼盒包装，至今没有打开旅游商品市场。根据重庆旅游商品市场调
查：46.1%的旅游者以旅游纪念和馈赠他人为动机购买旅游商品。可见，游客在购买商品时需要装
璜精美、设计新颖、方便携带的包装。然而，美观的包装不仅可提高旅游商品的销售，还可以增加
旅游商品的附加值。 
   （3）旅游商品包装缺少文化内含 
   重庆旅游商品市场鱼龙混杂，旅游商品与一般商品没有明显区别，且旅游商品包装粗制滥
造，毫无文化和旅游特色。旅游的目的是游客对旅游地域文化的探索，而旅游包装是当地文化风
格、文化品味的载体。如重庆传统小吃担担面，虽然是典型的巴渝文化食品，还具有上百年的历
史，却在包装中没能表现出浓郁的担夫文化特色，让游客误认为是一种普通的食品而不是旅游商
品。因而包装的文化性是旅游商品包装的促销因素之一。 
   （4）旅游商品包装地方特色不明显 
   旅游商品千篇一律、千地一品是重庆旅游商品市场的现状。重庆是全国最大的直辖市，包括
了九区十二个县，虽然重庆是有名的山水城市、历史名城、旅游商品丰富,但是旅游商品却没有明
显的区域特色。比如牛角梳、灯影牛肉等特色商品,在整个巴渝大地非常普遍，各有特色，但在市
区的商业中心和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小三峡和大宁河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商品,没有特别的差异,所以
不能激起旅游者的购买欲望。旅游者希望通过购物体验当地独特文化，风俗人情。所以在旅游商品
包装上注意地方符号标志的应用,才能体现旅游商品的地域差异。 
   二、旅游商品包装的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旅游商品包装不再是简单的保护产品,而更多的是承担起旅游商品
促销重任。以旅游者的需求和旅游商品销售为目的，针对不同的旅游环境，结合市场营销理念，提
出一系列旅游商品包装创新思路。从包装中体现企业的目标市场、产品价格、分销策略等营销信



 

息。最终,利用旅游商品包装创新来推销整体旅游商品，拓宽旅游市场，已成为现代旅游商品包装
的发展趋势。  
   旅游商品包装在现代旅游商品营销中，由原来以保护商品的实用功能转向以开拓市场为主的
营销功能，并成为树立旅游目的地的良好形象手段之一。旅游者到旅游目的地进行消费，除了能带
走旅游商品以及对旅游目的地的印象、感觉外，什么都不能带走，因此，旅游商品成为传递旅游目
的地信息的主要媒介。制作精良的旅游商品包装不仅给游客留下赏心悦目的感觉，还因浓缩旅游地
文化的精华，使游客的亲朋好友对旅游地的良好形象有一个初步认识，从而拓展了旅游目的地的潜
在市场；但制作粗劣、毫无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包装，不但无法激发旅游者的消费欲望，反而对旅
游地形象宣传也有害无益。可以说旅游商品包装是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代言人。 
   三、包装创新提高重庆旅游商品的市场竞争力 
   1、包装创新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商品的销售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旅游商品专营市场应运而
生。同时，旅游商品销售的丰厚利润，刺激旅游商品与时俱进，要求旅游商品包装不断创新。如今
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表现为旅游商品的包装竞争，旅游包装是营销的终极市
场。包装创新并非是一种表现化的视觉形式，更不是某种公式化的模式。包装创新体现在包装的思
路创新、包装的功能创新、制作工艺创新等以及综合这些因素的创新。 
   2、重庆旅游商品包装创新的主要内容 
   旅游商品的经济效益是通过人文和社会文化获得。通常游客购买的不仅是商品的价值和旅游
目的地的经历，更多的是对特定民族及地域的自然、历史、文化、记忆的贮存。同时，游客在购买
旅游商品时，首先通过包装获得精神享受，并在使用和馈赠时唤起旅游者美好的回忆。重庆旅游商
品品种繁多，包括旅游纪念品和工艺品、土特产和药材、日用品及食品等等。但对重庆旅游商品市
场调查，游客对旅游商品印象与十年前一样，包装陈旧低廉，在市场上很难看到富有时代气息、巴
渝文化的商品，并且商品包装上很少体现直辖市的新风貌、新意象。 
   针对现状,我们必须思考包装创新的内容,及如何根据旅游消费者的需求,在包装设计上融入巴
渝文化资源,创造出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包装。 
   （1）包装思维创新 
   旅游商品包装思维创新强调构思新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重庆自古是水陆交通重
镇，其独特的地貌形成了古老的文化——纤夫文化。纤夫齐心协力，逆流而上的精神渗透到重庆地
域文化、民俗风情、民间传说，代代相传，构成无形而有声的人文文化资源。同时，重庆直辖后，
把 “重庆”解释为：“人人重庆，双重喜庆”之都，这反映了重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
他提供了创新思维的文本及图片。我们在包装创新时，不可拘泥于风光名信片的视觉表现，而应创
造性地应用重庆人文精神，结合现代科学、边缘学科、文化思潮、心理学、人生观、世界观的影
响，创造超越传统包装的创意理念。其次是设计者要充分发挥、利用创新思维，走在时代的前沿，
寻找独特的设计风格，把握时代美感，对未来的旅游市场具有前瞻性和判断力。使设计出的旅游商
品及其包装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总之以设计思想的创新来实现包装创新和营销创新。 
   （2）包装功能创新 
   旅游商品包装功能创新以多功能兼容为主，强调绿色包装和包装的二次使用。绿色包装以环
境和社会为责任，减少能源与资源的使用，并且不污染环境。通常民间用品是劳动人民生活的结
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如重庆民间特产——垫江酱瓜，以当地花瓜和麦酱酿制的食品。其以
瓜为胚，既环保又健康。曲黄为芯，瓜酱同熟，瓜既是酱的包装又是食品，深受游客的欢迎。这种
包装多功能的相融，既是对资源的合理应用，又可树立巴渝人民的绿色形象，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而且使其与自然保持了和谐的关系。 
   （3）制作工艺创新  
   旅游商品工艺创新强调以现代包装工艺代替原来手工打包技术，形成包装生产的自动化、系
列化和机电一体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重庆旅游商品基本上以手工制作为主，是一些民间艺人和
民间技师谋生的技巧，其包装更是低质价廉，不上档次，既不美观也不吸引游客消费。如重庆的大
足石刻、顺发金忠刀具、铜梁工艺龙、土家织锦、三峡石砚等旅游商品，其包装简单，根本起不到
保护商品的作用。通常游客购买了这些商品，还没到家商品就已经损坏。同时这些商品包装不够精
美，不能作为馈赠好友的礼品，其销售状况可想而知。包装的工艺创新是改变原有手工作坊方式，
以现代新型高超的印刷、制版技术结合创新思维创造出精美的包装。在艺术与科技的紧密结合下，
并附有精美的图片和雅致的商品摆放，从而增进商品的吸引力，实现诱导游客购买旅游商品，创造
良好的销售业绩。 
   四、重庆旅游包装创新策略 
   1、包装创新塑造品牌 
   重庆市的旅游商品可以通过包装创新，强化品牌形象。包装是产品的最终媒介，在包装上可
以印刷品牌名称、企业名称及重庆旅游业名优商品标识等。实现强化重庆旅游商品市场管理和支持

 



名优生产企业的发展，扶持代表地方主要文化特色的工艺品和稀有手工制造者。通过在包装上印制
品牌商标，可以塑造统一的企业视觉形象，创造良好的企业知名度，为实施名牌战略打下基础。为
此，重庆市政府将重点扶持，具有重庆特色的旅游商品，如谭木匠工艺木梳、大足石刻、铜梁工艺
龙、城口漆器、北碚刻花玻璃、江津手编艺术壁挂、重庆露凝香火锅等一批品牌商品，形成以旅游
日用品、传统工艺品和地方土特产为主体的具有巴渝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及包装体系。实现多角
度、多层面、全方位塑造重庆名牌旅游商品。 
   2、包装创新推进营销模式创新 
   包装的规范化促进了集中销售、统一配送，是形成旅游商品网点销售的基础。包装的规范化
一方面有利于行政管理，消除假冒伪劣、高价宰客等不良现象。同时，可以强化售后服务，规范旅
游商品市场秩序。这种规范化的包装还可以促进专营网点的建设。如在交通站点、景区等旅游者集
中的地方进行合理布局，进行连锁专营销售。专营店在统一包装形式下，质量、数量及服务都有保
证，是快速占有市场的捷径。才能实现以包装促进销售，以销售带动产业。 
【本文系名称及编号：2006年重庆师范大学科研项目《重庆旅游产品研究》课题，课题编
号：06xwy036。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美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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