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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包装元素的选择和设计会影响消费者的购物意向，且对商品营销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但在当前的相关研

究中，基于能传递商品信息内容的包装元素与消费者购物意向间影响关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茶包装

为例，利用DEMATEL方法，建立了茶包装主展面上的信息元素与消费者购物意向间的因果决策模型，

识别出了茶包装主展面上能影响消费购物意向的关键信息元素及不同信息元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终

明确了10个在茶包装主展面上能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关键信息元素，如茶的大类说明、产地产区说明、

采摘/制茶时间、工艺说明、茶的小类说明等。研究同时验证了一种可以识别包装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

的重要信息元素的方法，为包装设计决策等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依据，以此帮助企业更好地发挥商品

包装的营销作用。 
 
关键词 

DEMATEL，购物意向，包装元素，商品营销，影响因素 

 
 

Causal Decision Model Based on Packaging 
Information Elements and Consumers’ 
Shopping Intention 

Jiayu Wang1, Qun Wu1,2,3 
1School of Art & Desig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2Zhejiang Fashio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Wenzhou Zhejiang 
3Taizhou Institut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Taizhou Zhejiang 
 
Received: Sep. 8th, 2023; accepted: Nov. 28th, 2023; published: Dec. 6th, 2023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09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09
https://www.hanspub.org/


王嘉钰，吴群 
 

 

DOI: 10.12677/orf.2023.136609 6145 运筹与模糊学 
 

 
 

Abstract 
The choice and design of packaging elements will affect consumers’ shopping intention and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ommodity marketing. However, in current research, there is limited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s that can convey product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consumer shopping intention. This study used the DEMATEL method to establish a causal deci-
sion-making model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elements on the main exhibition surface of tea pack-
aging and consumer shopping intention, taking the main exhibition surface of tea packaging as an 
example, and explored the mutual influ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information elements. 
Finally, 10 key information elements that can affect consumers’ shopping intentions on the main 
exhibition of tea packaging were identified, such as explanation of the main categories of tea, ori-
gin and production area description, tea picking/making time, process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of 
the Subdivision Categories of Tea, etc. The study also validated a method that can identify impor-
tant information elements on packaging that affect consumers’ shopping intentions, providing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packaging design decisions and other work, thereby helping enterprises 
better leverage the marketing role of product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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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商品包装逐渐成为了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与协助

消费者认知商品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好的包装设计不仅可以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意向[1]，促进商品的销

售，还可以辅助企业塑造品牌形象，增加用户粘性。 
包装元素是构成商品包装的基本单元，是承载商品信息与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重要载体。研究标

明，不同包装元素的选择与设计会给消费者的信息感知与购物行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2]。众多学者也

已经对不同包装元素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较多的探索，Al-Samarraie [3]等人证明了包装的图

形、颜色、标签信息与原产国等包装元素是影响消费者感知与网上购物决策的重要因素；Wang [4]和 Salem 
[5]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包装上一些元素的视觉表现形式会通过影响消费者美学体验与审美需求的方式来

影响消费者的购物意愿；还有一些学者发现[6] [7] [8]包装上的文字说明与图形说明在不同产品的不同属

性描述情景下，会对消费者的信息感知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众多研究已经对包装元素与消费者购物意

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更多的只是关注了 1~2 个单独元素或他们间的相互影响关

系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且更多的是关注包装元素的不同表现形式带来的不同营销作用，缺乏对包

装元素所传递的不同商品信息内容的相关研究。 
同时，在这些研究过程中，各种调研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包装元素与消费者购物意向影响关

系的研究中，并呈现了行之有效的作用。从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来看，访谈法[9]和焦点小组[10]无疑是

极具代表性与受人认可的，这些方法可以使参与者在轻松的氛围下讲出他们对包装最真实的想法与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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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但这些方法较为耗时且效率低下，无法产出针对大范围消费群体的准确结论。通过检测参与者

眼动[11]等生理信号的方式也是一种客观有效的调研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捕捉到参与者在看到包装时

最直接真实的生理反应，从而确定包装上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此外，联合分析法[12]、结构方程模型[13]
等方式也在对包装元素与消费者购物意向影响关系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虽然这些方法在包装元素与消费者购物行为的研究中作出了较多贡献，但没有将包装元素明确、系

统地与消费者的购物意向程度相关联，无法对企业与设计师在进行包装设计决策时提供清晰有力的参考。

对此，Al-Samarraie [3]等人检验并证明了一种有效的决策方式在研究包装元素与消费者购物决策关系中

的可行度。它就是 DEMATEL 方法，这种通过确定系统间不同元素相互影响程度的方法，可以有效地量

化不同包装元素对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影响权重，并确定不同元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但该研究仅选取了

包装的图形、颜色、形状尺寸等共性的元素进行了研究；没有更细化的研究不同类别元素间的区别，对

设计师在实际包装设计工作中的指导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对包装中所能传递

的信息内容进行包装元素的分类，并在该角度下，检验 DEMATEL 这种方法在这些信息元素与消费者购

物意向影响关系研究中的可行性，从而确定包装上不同信息元素对消费者购物意向的影响程度。总而言

之，该研究将解决这样两个问题： 
1) 从包装元素所能传递的内容的角度看，包装上能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重要元素是什么？ 
2) 这些代表不同内容的包装元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什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将以茶类包装主展面中的元素为例，对其中的元素根据其所代表的信息

含义进行分类，并通过 DEMATEL 方法研究分类后的包装元素间的因果影响关系，确定不同元素对消费

者购物意向的影响，并产出基于消费者购物意向的包装元素影响因果关系图[14]。希望通过该研究可以帮

助企业与设计师在实际的包装设计决策中精准地判断不同产品包装中代表不同内容的包装元素的重要度

与设计优先级，从而做出合理的包装设计决策。 

2. 茶包装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信息元素 

基于更为普遍且涵盖要素更全面的分类方式来看，包装元素可以分为语言元素与非语言元素。语言

元素是包装上的文字说明、标签、产品信息、书写品牌名这一类的文字性元素；非语言元素则包括包装

的图像、颜色、尺寸、形状和材质[2]。本研究所涉及到的包装元素也遵从以上的基础分类方式，但由于

本研究仅针对包装上能传递不同信息内容的元素进行探索，因此研究所涵盖的非语言元素仅包含包装的

图形、图像与颜色。 
研究将以茶类包装主展面上的元素为例，探索包装上信息元素与消费者购物意向间的关系。为了获

得基于信息内容的茶类包装元素分类，本文将通过对现有茶类包装进行案例分析的方式来获取。案例分

析中的所有的茶类包装均来源于国内的淘宝购物平台，按照平台内自带的筛选方式，收集涵盖了六种传

统茶类(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乌龙茶)、4 个价格区间(0~99 元、100~199 元、200~399 元、400
元及以上)的茶类销售包装案例共 1268 个。除未标明品牌的案例外，研究所收集的茶包装案例库约涵盖

了国内的 621 个茶叶品牌。通过对 1268 个茶包装案例上的信息元素进行一对一的分析后，产出了包含

1268 条分析结果的 EXCEL 文件。在对所有案例分析的结果进行聚类总结后，共得到了 16 个类别下的

92 个语言元素与 10 个类别下的 45 个非语言元素。为了尽可能覆盖不同含义的信息元素，并减轻后续

DEMATEL 方法中实验参与者的负担，对每个信息元素的出现次数进行统计筛选，剔除出现次数极少的

个别元素，并对含义相似的信息元素进行合并后，得到了在整个案例库中出现次数较多并覆盖含义较广

的 17 个信息元素(12 个语言元素、5 个非语言元素)，这 17 个元素将作为后续 DEMATEL 方法中的研究

对象。具体包装元素如表 1 所示，其中交代了这 17 个元素所代表的信息内容与在茶商品销售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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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ackaging information elements that affect consumers’ purchase of tea products 
表 1. 影响消费者者购买茶类商品的包装信息元素 

元素分类 信息分类 信息元素 元素说明 编号 

语言元素 a 

茶类别介绍 

茶的大类说明 交代茶叶商品大类的语言信息，即该茶是属 
于绿茶/白茶/…… 

a1 

茶的小类说明 交代茶叶商品小类的信息，即该茶是属于碧 
螺春/滇红/普洱…… 

a2 

茶属性介绍 

产地产区说明 描述茶商品的产地产区、是否属于核心产地 
的语言信息 

a3 

采制/制茶时间 交代茶叶采摘时间/制作时间的语言信息，帮 
助消费者挑选新鲜/陈华已久的茶叶 

a4 

香型/香气 介绍茶叶香型/香气(客观属性)的语言信息， 
从而突出茶叶特点，便于消费者挑选 

a5 

工艺说明 对茶叶的制作保存等相关工艺进行简单/详细 
说明，从而对商品进行宣传的语言信息 

a6 

茶等级说明 
通过明确的等级说明(特级/一级/……)、代表 
等级的名词(珍品/……)、品牌自定等级划分 

方式等，交代茶商品等级的语言信息 
a7 

商品宣传说明 

商品名称 
(与茶类别无关) 

通过赋予商品好听的名字(与茶类别无关)、 
交代品牌或其他茶相关信息，来吸引消费者 

的语言信息 
a8 

净含量 说明商品净含量与规格的语言信息 a9 

品牌及企业说明 

品牌说明 交代茶商品的品牌的语言信息 a10 

品牌宣传信息 通过阐述品牌态度、创建历史、实力、品质 
等的信息来对品牌进行宣传的语言信息 

a11 

公司名称 说明茶商品/品牌所属公司的语言信息 a12 

非语言元素 b 

颜色 包装颜色 茶包装主展面所用的主要颜色 b1 

茶相关装饰元素 茶相关元素 
所有可以让消费者联想到茶的图形、图案、 
插画等，让消费者很快地通过包装认知联想 

到茶商品，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b2 

其他装饰元素 

无特殊含义装饰元素 无特殊含义，仅仅作为装饰/突出相关信息的 
图形/纹样 

b3 

山水/古代建筑元素 
山水/古代建筑图形、图案、插画等，为茶包 
装增添意境，契合中国古老传统的饮茶历史 

与文化 
b4 

品牌相关元素 品牌 Logo 能传递品牌形象的品牌 logo 图形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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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DEMATEL 模型的研究方法 

DEMATEL 方法是美国 Battelle 实验室在 1971 年提出的一种运用图论和矩阵工具的系统分析方法。

该方法主要是通过构建直接影响矩阵等方式，对系统中各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识别，并分析复杂

系统中的关键要素与其中的关联程度。DEMATEL 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数学、信息科学等领

域[14]。近年来，DEMATEL 方法也逐渐被应用于设计领域，来实现对用户需求[15]、设计要素[3]进行重

要程度的判断。 
由于包装主展面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且最能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一面[16]，因此其中需要包含对消费

者认知与偏好具有重要影响的元素。作为包含了多种重要元素的系统，包装主展面中的不同包装元素对

消费者的购物意向有着不同重要程度的影响，且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DEMATEL 方法适用于对包装

主展面中重要信息元素的识别研究。 

3.1. 参与者 

通过中国艾媒咨询发布的近年中国茶叶消费者年龄调研结果可知，近年来中国的饮茶人群年轻化趋

势逐渐增强，19~40 岁间的人成为了中国饮茶的主力人群[17]。因此本研究选取了年龄在 19~40 岁间的饮

茶人群作为参与者，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招募了共 125 名参与者(66 名男性和 59 名女性)参加这项研

究。线上的 113 名被试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招募信息的方式获得，线下的 12 名被试通过在一所公立

大学发布招募信息的方式获得。为了确保参与者可以感知到茶包装主展面上不同元素间的差异，并会受

其影响而作出购茶决策，在实验正式开始前，所有参与者需要填写一份基础的饮茶习惯调研表，以确保

所有参与者都具有真实的饮茶经历与习惯，不符合条件的被试数据将不会被录入整体数据。经筛选后，

本研究所选的参与者都具备着不同程度的茶叶相关知识和饮茶经验，符合研究要求。 

3.2. 研究流程与研究内容 

本文中基于 DEMATEL 模型的研究流程主要分为了 2 步。首先，被试在填写正式的研究问卷前需要

观看一个由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和剪映软件共同制作完成的讲解视频。该视频的内容主要包含了

两个部分，在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后，视频中首先会对每个茶包装主展面上的信息元素进行详细介

绍与相关元素的案例展示，方便参与者对每个包装元素都有着充分的认识；在视频的第二部分，主要是

对研究内容、研究问卷的详细介绍与举例说明，避免参与者在填写 DEMATEL 方法问卷时存在疑惑与不

理解。在观看视频的途中参与者可以随时选择暂停、倒回、重新播放视频，并鼓励他们对包装元素与实

验内容相关的说明提出问题，研究人员会就这些问题给出相应的解释，以确保每个参与者都对所有包装

元素、研究内容与研究问卷有充分的认识。 
 

Table 2. Direct impact matrix of information elements on the main exhibition surface of tea packaging 
表 2. 茶包装主展面信息元素的直接影响矩阵 

No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b1 b2 b3 b4 b5 

a1 0                 

a2  0                

a3   0               

a4    0              

a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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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a6      0            

a7       0           

a8        0          

a9         0         

a10          0        

a11           0       

a12            0      

b1             0     

b2              0    

b3               0   

b4                0  

b5                 0 

 
在确保参与者对研究相关内容没有了疑惑后，研究人员通过问卷星平台将包含了 17 × 16 个包装元素

影响程度打分表的研究问卷发放给参与者，参与者需要回答多个问题(例如，您在进行茶叶挑选购买的决

策思考时，您认为茶包装主展面上的包装元素[茶大类说明]对包装元素[香型/香气]有多少的影响？)。以

此类推，参与者需要就 1 个包装元素对另外 16 包装元素的直接影响程度分别进行打分，直到对 17 个包

装元素对除自己之外的 16 个包装元素的影响程度都判别结束为止。影响程度的打分采用 5 标度的方法来

度量(没有影响 0；较小影响 1；一般影响 2；较大影响 3；非常大影响 4)。如表 2 所示是将研究问卷汇总

为 DEMATEL 方法中 17 × 17 直接影响矩阵的示意，由于每个包装元素对自己不存在影响，因此对角线

部分的内容不需要参与者进行打分，默认值为 0。 

4. 茶包装主展面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信息元素分析 

4.1. DEMATEL 模型的构建 

通过线上与线下的研究，在筛选掉不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后，共收集了符合条件的问卷 125 份；在剔

除掉缺项、填写时长过短的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117 份，问卷的回收率为 93.6%。基于以上有

效问卷的数据进行了 DEMATEL 模型的构建。 

4.1.1. 直接影响矩阵的确定 
通过招募多名具备饮茶经验和知识的参与者，对茶类包装主展面上的各信息元素间影响关系的强弱

进行评估并打分的方式获得初始数据。由于共纳入了 117 个参与者的意见，需要通过取平均值的方式[18]
确定如式 1 所示的直接影响矩阵。 

12 1

21 2

1 2

0
0

0

n

n

m m

x x
x x

A

x x

 
 
 =
 
 
 





   



                                (1)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09


王嘉钰，吴群 
 

 

DOI: 10.12677/orf.2023.136609 6150 运筹与模糊学 
 

其中 ijx 表示包装元素 ix 对包装元素 jx 的直接影响程度( 1,2, ,i m=  ; 1,2, ,j n=  ; i j≠ )。当 i = j 时，表

示的是每个包装元素对自己的影响，也就是矩阵中的对角线部分。由于每个包装元素对自己不存在影响，

因此，此时的 ijx  (对角线值) = 0。 

4.1.2. 归一化得到规范影响矩阵 B 
对直接影响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规范影响矩阵，规范化后的矩阵值域在[0, 1]之间。进行归一化

需要以一个最大值为标准，围绕最大值应该如何确定这个问题有着多种归一化方法，如行和最大值法、

列和最大值法、行和列和最大值法、最大值取弦法等。本研究采用行和最大值法(将矩阵的每一行求和，

在这些值中取最大值)对直接影响矩阵进行归一化，得到如表 3 所示的规范影响矩阵 B，具体计算公式如

式(2)所示。 

( )1max
ij

n
ijj

x
B

x
=

=
∑

                                   (2) 

 
Table 3. Norm impact matrix B 
表 3. 规范影响矩阵 B 

No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b1 b2 b3 b4 b5 

a1 0 0.073 0.064 0.071 0.075 0.072 0.069 0.052 0.056 0.061 0.066 0.051 0.063 0.059 0.047 0.059 0.058 

a2 0.070 0 0.067 0.067 0.073 0.068 0.069 0.057 0.057 0.061 0.062 0.050 0.059 0.059 0.051 0.057 0.057 

a3 0.076 0.068 0 0.069 0.069 0.066 0.070 0.058 0.057 0.061 0.064 0.057 0.057 0.055 0.055 0.059 0.058 

a4 0.072 0.067 0.072 0 0.074 0.071 0.073 0.057 0.058 0.058 0.062 0.054 0.060 0.056 0.053 0.056 0.054 

a5 0.073 0.065 0.066 0.069 0 0.069 0.067 0.055 0.055 0.057 0.059 0.052 0.056 0.056 0.052 0.057 0.052 

a6 0.072 0.072 0.067 0.070 0.072 0 0.069 0.060 0.053 0.055 0.062 0.052 0.057 0.059 0.051 0.053 0.051 

a7 0.069 0.063 0.069 0.069 0.067 0.073 0 0.052 0.056 0.057 0.060 0.054 0.061 0.051 0.053 0.055 0.054 

a8 0.067 0.058 0.063 0.057 0.058 0.057 0.057 0 0.047 0.056 0.059 0.048 0.059 0.054 0.054 0.057 0.056 

a9 0.062 0.057 0.059 0.059 0.057 0.062 0.062 0.049 0 0.055 0.056 0.046 0.058 0.056 0.051 0.050 0.048 

a10 0.073 0.064 0.068 0.064 0.065 0.063 0.067 0.059 0.054 0 0.067 0.057 0.060 0.057 0.057 0.057 0.065 

a11 0.071 0.065 0.064 0.065 0.064 0.067 0.065 0.056 0.057 0.061 0 0.063 0.063 0.059 0.056 0.051 0.061 

a12 0.064 0.059 0.063 0.058 0.055 0.057 0.057 0.058 0.052 0.069 0.064 0 0.054 0.054 0.052 0.052 0.064 

b1 0.070 0.060 0.057 0.056 0.061 0.058 0.058 0.051 0.051 0.055 0.057 0.050 0 0.063 0.056 0.063 0.059 

b2 0.059 0.058 0.060 0.060 0.059 0.059 0.060 0.057 0.052 0.054 0.056 0.052 0.063 0 0.05 0.057 0.058 

b3 0.058 0.049 0.051 0.050 0.052 0.055 0.053 0.051 0.049 0.053 0.054 0.048 0.056 0.057 0 0.052 0.053 

b4 0.060 0.056 0.061 0.056 0.051 0.059 0.051 0.054 0.050 0.057 0.057 0.054 0.058 0.059 0.055 0 0.055 

b5 0.069 0.061 0.065 0.054 0.056 0.058 0.056 0.055 0.052 0.065 0.059 0.059 0.061 0.060 0.055 0.055 0 

4.1.3.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T 
为表示茶类包装主展面各内容元素的总影响关系，根据式(3)对规范影响矩阵 B 进行计算，得到综合

影响矩阵 T，如表 4 所示。 

( ) ( ) 12 3 n n
nT B B B B B B I B −∞= + + + + = = −∑                        (3) 

其中，I 为单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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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otal relation matrix T 
表 4. 综合影响矩阵 T 

No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b1 b2 b3 b4 b5 

a1 0 0.092 0.081 0.088 0.095 0.091 0.087 0.057 0.060 0.071 0.079 0.054 0.074 0.068 0.050 0.066 0.065 

a2 0.095 0 0.085 0.083 0.092 0.085 0.087 0.063 0.061 0.071 0.074 0.053 0.069 0.067 0.054 0.064 0.064 

a3 0.105 0.085 0 0.086 0.087 0.084 0.088 0.065 0.062 0.072 0.078 0.062 0.068 0.063 0.058 0.066 0.066 

a4 0.099 0.083 0.092 0 0.094 0.090 0.093 0.063 0.063 0.068 0.074 0.058 0.071 0.065 0.057 0.063 0.061 

a5 0.096 0.079 0.081 0.083 0 0.086 0.082 0.059 0.058 0.065 0.068 0.054 0.063 0.062 0.054 0.062 0.057 

a6 0.097 0.088 0.084 0.086 0.090 0 0.086 0.065 0.056 0.063 0.073 0.054 0.066 0.066 0.054 0.059 0.056 

a7 0.092 0.076 0.086 0.084 0.082 0.091 0 0.056 0.059 0.064 0.070 0.056 0.071 0.056 0.054 0.060 0.059 

a8 0.084 0.067 0.073 0.065 0.067 0.066 0.066 0 0.049 0.060 0.065 0.047 0.064 0.057 0.053 0.059 0.058 

a9 0.076 0.063 0.066 0.066 0.064 0.071 0.070 0.049 0 0.058 0.060 0.044 0.062 0.057 0.048 0.051 0.048 

a10 0.100 0.080 0.087 0.080 0.082 0.079 0.085 0.065 0.058 0 0.081 0.061 0.071 0.065 0.061 0.065 0.074 

a11 0.096 0.081 0.081 0.081 0.081 0.084 0.082 0.062 0.061 0.072 0 0.068 0.074 0.067 0.059 0.061 0.069 

a12 0.082 0.069 0.075 0.068 0.065 0.068 0.068 0.060 0.053 0.076 0.073 0 0.060 0.058 0.052 0.055 0.068 

b1 0.089 0.069 0.067 0.065 0.072 0.068 0.068 0.052 0.051 0.060 0.064 0.050 0 0.068 0.056 0.067 0.062 

b2 0.087 0.066 0.071 0.069 0.069 0.069 0.071 0.059 0.052 0.059 0.063 0.052 0.069 0 0.051 0.059 0.061 

b3 0.067 0.052 0.055 0.053 0.055 0.059 0.057 0.047 0.045 0.053 0.055 0.044 0.056 0.055 0 0.050 0.051 

b4 0.074 0.063 0.070 0.063 0.058 0.068 0.058 0.054 0.049 0.061 0.062 0.052 0.062 0.061 0.053 0 0.056 

b5 0.089 0.072 0.078 0.064 0.066 0.070 0.066 0.057 0.053 0.072 0.068 0.060 0.068 0.065 0.055 0.058 0 

4.1.4. 计算影响度 D、被影响度 C、中心度 M、原因度 R 
在得到了综合影响矩阵 T 后，就可以据此计算各个包装内容元素的影响度 iD ，被影响度 iC ，中心度

iM 和原因度 iR 这 4 个度量要素是茶类包装主展面内容元素系统中影响程度的度量准则。 
影响度 iD 是综合影响矩阵 T 中各行值的和，表示了各行包装元素对其他所有包装元素的综合影响，

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 

( )1 , 1,2, ,n
i ijjD x i n

=
= =∑                                  (4) 

被影响度 iC 是综合影响矩阵 T 中各列值的和，表示了各列对应的包装元素受到所有其他包装元素的

综合影响，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 )1 , 1,2, ,n
i jijC x i n

=
= =∑                                  (5) 

中心度 iM 是包装元素 i 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相加之和，表示了包装元素 i 在茶类包装主展面上影响

消费者购物意向的信息元素系统中的位置与所起作用的大小，即在整个系统中，包装元素 i 的重要程度，

计算公式如式 6 所示。 

i i iM D C= +                                       (6) 

原因度 iR 是包装元素 i 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相减之差，表示了包装元素 i 对茶类包装主展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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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系统的影响程度，可以用来判别包装元素的属性。若包装元素 i 的原因度 iR 为正值，则该包装元素

为原因要素，表明该包装元素对其他元素的影响较大；若包装元素 i 的原因度 iR 为负值，则该包装元素

为结果要素，表明该包装元素受到其他元素的影响较大。其中，作为结果要素的包装元素是影响消费者

的购物意向的直接因素；原因因素为间接因素[19]。原因度 iR 的计算公式如式 7 所示。 

i i iR D C= −                                       (7) 

如表 5 所示是各包装元素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与原因度的计算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calculation of degree of centerand degree of cause 
表 5. 中心度与原因度计算结果 

元素 影响度 Di 排序 被影响度Ci 排序 中心度 Mi 排序 原因度 Ri 排序 因素属性 

a1 1.179 4 1.427 2 2.606 1 −0.248 17 结果因素 

a2 1.166 5 1.186 7 2.352 5 −0.191 16 结果因素 

a3 1.196 1 1.233 3 2.429 2 −0.036 11 结果因素 

a4 1.195 2 1.831 1 2.378 3 0.012 8 原因因素 

a5 1.110 8 1.220 5 2.330 6 −0.110 15 结果因素 

a6 1.141 6 1.228 4 2.369 4 −0.086 13 结果因素 

a7 1.116 7 1.211 6 2.328 7 −0.095 14 结果因素 

a8 1.000 12 0.934 14 1.934 13 0.066 5 原因因素 

a9 0.952 14 0.890 15 1.843 16 0.062 6 原因因素 

a10 1.195 2 1.047 10 2.241 9 0.148 2 原因因素 

a11 1.183 3 1.107 8 2.291 8 0.076 4 原因因素 

a12 1.050 10 0.868 17 1.918 15 0.181 1 原因因素 

b1 1.028 11 1.068 9 2.096 10 −0.041 12 结果因素 

b2 1.028 11 1.000 11 2.029 12 0.028 7 原因因素 

b3 0.854 15 0.869 16 1.723 17 −0.015 10 结果因素 

b4 0.960 13 0.968 13 1.929 14 −0.006 9 结果因素 

b5 1.060 9 0.975 12 2.035 11 0.085 3 原因因素 

4.1.5. 设置阈值(α)并绘制因果关系图 
构建因果关系图可以清晰直观地观察到茶类包装主展面的各信息元素对消费者购物意向的影响。根

据上述的计算结果，以各包装元素的中心度为横坐标，原因度为纵坐标绘制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茶包

装信息元素的因果关系图，从而将各包装元素依照其横纵坐标的数值分布在因果关系图的 4 个象限内，

其中纵向划分象限的内部辅助线的横坐标为各包装元素中心度的均值[18]。 
在正式绘图之前，需要设置一个阈值 α，以此来删除一些非核心的要素，即删除在因果关系图的横

坐标上过于靠左(横坐标小于 α)的元素。α的值由综合影响矩阵中元素的平均值(0.02)和标准差(0.064)相加

而获得[3]，经计算后得到 α = 0.084。得到 α值后发现所有包装元素的横坐标值均大于 α，因此在绘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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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删除任何包装元素。最终绘制的因果关系图如图 1 所示，图中第 1 到第 4 象限的元素分别为茶类

包装主展面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驱动信息元素、辅助信息元素、独立信息元素与核心信息元素[14]。 
 

 
Figure 1. Causal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1. 因果关系图 

4.2. 结果分析与讨论 

通过对 DEMATEL 模型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可以识别茶类包装主展面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关

键信息元素，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4.2.1. 影响度分析 
影响度表示了茶包装主展面上的每个信息元素对其他元素的综合影响。元素的影响度高即表明，在

消费者购物思考时，包装上的该类元素易对其他元素产生影响，即这些影响度较高的信息元素是通过对

其他元素产生影响而间接对消费者的购物意向产生影响的。如表 5 所示，影响度排名前 5 的信息元素分

别是(包含并列)：产地产区说明、采摘/制茶时间、品牌名、品牌宣传信息、茶大类说明与茶小类说明，

它们都主要集中在茶属性介绍、品牌企业说明与茶类别介绍这 3 个纬度。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影响度高

的信息元素大多是语言元素，非语言元素中仅有品牌 Logo 的影响度排名较为靠前。 
同时，通过对综合影响矩阵进行单独分析还可以看出，消费者认为影响度排名第 1 的产地产区说明

元素与排名第 2 的采摘/制茶时间元素都对茶大类说明元素、香型/香气元素与茶等级说明元素有着较强的

影响，这是由于不同茶品类都有着其特有的核心产地产区与最佳采摘/制茶时间，不同产地[20]与采制时

间[21]会对产出的茶叶香气与品质有着较大的影响；影响度排名并列第 2 的品牌名与影响度排名第 3 的品

牌宣传信息则对茶类别介绍与茶属性说明纬度下的元素都有着较强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包装上对茶叶

品牌的说明与相关宣传信息会提升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信任度，从而使其认为该品牌所产出的茶叶商品及

其相关属性都较为优质可靠[22]；影响度排名第 4 的茶大类说明与排名第 5 的茶小类说明则都对它们彼此

与茶的香型/香气说明有着较高的影响，从中可以推测，区分茶商品的大类与小类对消费者而言存在着必

要性，消费者会因为喜好不同茶叶所具有的香型/香气而挑选购买不同茶叶品类的商品。 
对影响度排名较高的信息元素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茶包装主展面上影响度较高的信息元素基本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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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消费者对茶叶品质等级的判断与其饮茶偏好带来的不同购物决策。因此在进行茶包装主展面的设

计时，应考虑在包装上放置能侧面反映茶叶质量等级[23]与能体现不同茶商品独特性[24]的茶属性信息，

并对茶叶的大类与小类有着清晰的说明，这些元素可以辅助消费者识别与其需求和偏好相符的茶商品，

并会对消费者的购物意向产生积极的作用。 

4.2.2. 被影响度分析 
被影响度表示了茶包装主展面上的每个信息元素受到其他元素的综合影响。元素的被影响度高即表

明，在消费者购物思考时产生的对包装上该元素的判断更易被其他元素影响，即这些被影响度较高的元

素通常能直接的对消费者的购物意向产生影响。如表 6 所示，被影响度排名前 5 的信息元素分别是(包含

并列)：采摘/制茶时间、茶大类说明、产地产区说明、工艺说明与香型/香气说明，它们主要集中在茶属

性介绍与茶类别介绍这 2 个纬度。且这些被影响度较高的信息元素也都是语言元素，非语言元素中仅有

包装颜色的影响度排名较为靠前。 
从综合影响矩阵中可以看出，这些被影响度较高的信息元素大多会受到茶类别介绍、茶属性说明、

品牌及企业说明三个纬度下相关元素带来的较大影响。结合上一节中的影响度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被影

响度较高的元素与影响度较高的元素存在大量重叠，即这些茶类别介绍元素与茶属性说明元素之间存在

着较大的相互影响作用，他们既会较大程度的影响彼此，也会受到彼此间较大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

品牌相关的说明与介绍也与这些影响度和被影响度高的元素有着较大的关联。 
因此，在茶叶包装主展面的设计过程中，要注重对茶叶种类、茶叶属性与品牌相关信息的说明。对

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的分析都表明，在包装上标注茶叶品类、茶叶相关属性与商品的品牌信息对消费者的

购物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4.2.3. 中心度分析 
中心度是 DEMATEL 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表示了因素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在本研究中，

中心度即表示了茶包装主展面上不同信息元素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不同重要程度。中心度是由影响度

与被影响度相加获得的，而通过前两节影响度与被影响度的分析可以得知：影响度较高的信息元素与被

影响度较高的信息元素之间存在着大量重叠，因此中心度较高的信息元素也与影响度和被影响度较高的

信息元素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如表 5 所示，中心度(重要程度)排名前 5 的信息元素依次为茶大类说明、产

地产区说明、采摘/制茶时间、工艺说明与茶小类说明，它们集中在茶类别介绍与茶属性说明两个纬度。

且这些中心度较高的信息元素同样都是语言元素，非语言元素的中心度整体偏低。 
对中心度(重要程度)排名前 5 的这些信息元素依次分析可以发现：在消费者的潜意识中，茶大类说明

作为描述茶叶大类品种的信息元素，是中心度排名第 1，即重要度最高的信息元素。从中可以推测，对

消费者而言，相较于中心度排名第 5 的茶小类说明，对茶大类的识别可能更为重要，即消费者在挑选茶

商品时，该商品是绿茶、白茶等大类的识别要比该茶是碧螺春、白牡丹等小类的识别更为重要。而中心

度排名第 2 到第 4 的 3 个信息元素都是茶属性相关的说明，通过这些信息可以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茶商

品，并辅助消费者对茶叶品质进行一定的判断，这对消费者的购物意向有着重要影响作用[25]。虽然元素

a7 是对茶等级的明确说明，但其中心度排名(第 7)没有产地产区说明、采摘/制茶时间与工艺说明的排名

高。从中可以推测，相较于包装上明确的等级说明，消费者可能更加信赖与茶等级相关联的其他属性说

明。 

4.2.4. 原因度分析 
根据原因度数值的正负可以判断因素的属性。从表 5 中可以看出，茶类包装主展面上影响消费者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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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意向的信息元素可以分为原因因素与结果因素。其中，原因因素有 8 个，主要集中在语言元素的商品

宣传说明、品牌企业说明纬度；非语言元素的茶相关装饰元素与品牌相关元素纬度。除此之外，茶属性

说明中的采摘/制茶时间也属于原因因素。结果因素有 9 个，主要集中在语言元素的茶类别介绍、茶属性

说明纬度；非语言元素的颜色与其他装饰元素纬度。结合上一节中心度的分析，并从原因因素与结果因

素的分类中可以看出，除了采摘/制茶时间这个信息元素外，对消费者购物意向影响较大且较为重要的信

息元素多数为结果因素，更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中心度排名较高的重要元素中，采摘/制茶时

间是唯一的原因因素，这说明该重要元素更易影响其他元素。 

4.2.5. 因果关系图分析 
如图 1 所示，是根据茶包装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不同信息元素的中心度与原因度绘制出的因果

关系图，它反映了不同信息元素间的因果关系，这些元素所分布在的四个象限反映了不同信息元素对消

费者购物意向产生影响类别的不同[26]。语言元素中的品牌名、品牌宣传信息与采摘/制茶时间说明这 3
个信息元素在第 I 象限，这些元素的中心度都大于所有信息元素中心度的均值(2.17)，且影响度排名前五，

是茶包装主展面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驱动元素；语言元素中的商品名称(与茶类别无关)、净含量、公

司名称与非语言元素中的茶相关元素、品牌相关元素在第 II象限，这 5个元素虽然中心度低于均值(2.17)，
但他们的影响度相较于被影响度而言较高，能影响少数其他信息元素，是茶包装主展面上影响消费者购

物意向的重要辅助元素；非语言元素中的颜色、无特殊含义装饰元素与山水/古代建筑元素位于第 III 象

限，这些元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与中心度都较低，且与其他信息元素的关联性较低，仅能被少数其他

信息元素所影响，是茶包装主展面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独立元素；语言元素中的茶大类说明、茶小

类说明、产地产区说明、香型/香气、工艺说明与茶等级说明位于第 IV 象限，这 6 个信息元素具有较高

的中心度，且被影响度排名位居前列，是在茶包装主展面设计时必须要注重的关键信息元素，是茶包装

主展面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核心元素。 
通过对因果关系图整体分析可以看出，茶包装主展面上语言型的信息元素更多的能够对消费者的购

物意向产生驱动与核心的影响。这是因为包装上的语言元素更偏向于向消费者传递影响其认知取向的信

息，这在信息搜寻和选择判断阶段则显得更为重要[2]，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整体判断、对产品的支付

和购买意愿[27]。而非语言型的信息元素作为更多是通过其视觉呈现来影响消费者，其更多的会影响消费

者的感知认知与情感偏好[28]，所以更多是作为影响消费者购物意向的辅助与独立元素。 

4.2.6. 茶包装主展面上关键信息元素的识别 
结合 DEMATEL 模型中的所有关键指标分析，将识别在茶包装主展面上对消费者购物意向能产生重

要影响作用的关键信息元素。对包装上这些关键信息元素按照其不同的重要程度进行合理的设计，可以

帮助消费者更好地认知茶商品相关的信息，从而积极影响其的购物意向。 
通过因果关系图可以看出，位于第 I 象限与第 IV 象限的驱动元素与核心元素的中心度都较高，且在

影响度与被影响度上的排名也都位居前列，根据上文对这些元素各指标的分析与已有的证据可以得出，

这些元素能够对消费者的购物意向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将这两个象限中的元素均确定为关键信息元素。

除此之外，非语言元素中的包装颜色虽然是位于第 III 象限的独立元素，但相较于剩下的其他元素，其中

心度、影响度与被影响度也都较为突出。且研究表明，色彩是影响包装设计是否成果的关键因素之一[29]，
选择符合产品类别的颜色进行包装设计，会对消费者的产品态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并激发消费者对商品

的感官体验产生一定的联想[30]，从而对消费者的购物意向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也将包装颜色这一

信息元素确定为关键元素。如表 6 所示是识别出的茶包装主展面上能对消费者的购物意向产生重要影响

的 10 个关键信息元素，共包含了 9 个语言元素与 1 个非语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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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Key information elements on the main exhibition surface of tea packaging 
表 6. 茶包装主展面上的关键信息元素 

元素 影响度排序 
(含并列) 被影响度排序 中心度排序 原因度排序 因素属性 

茶大类说明(a1) 4 2 1 17 结果因素 

产地产区说明(a3) 1 3 2 11 结果因素 

采摘/制茶时间(a4) 2 1 3 8 原因因素 

工艺说明(a6) 6 4 4 13 结果因素 

茶小类说明(a2) 5 7 5 16 结果因素 

香型/香气(a5) 8 5 6 15 结果因素 

茶等级说明(a7) 7 6 7 14 结果因素 

品牌宣传信息(a11) 3 8 8 4 原因因素 

品牌名(a10) 2 10 9 2 原因因素 

包装颜色(b1) 11 9 10 12 结果因素 

5. 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研究以茶包装主展面上能够传递商品信息的元素为研究对象，采用 DEMATEL 方法，建立了茶包

装主展面上信息元素与消费者购物意向间的因果决策模型，为茶商品的包装设计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研究结果表明，茶类包装主展面上信息元素的因果关系会影响消费者的信息感知与购物意向。其中，茶

类别介绍、茶属性介绍与茶品牌相关的语言型信息元素能对消费者的购物意向起到驱动与核心的影响作

用；其余元素更多的是辅助作用。在进行茶包装主展面设计时，对这些驱动元素与核心元素进行合理的

设计有利于呈现出不同茶商品的独特性，辅助消费者认知与挑选商品，促进其购物意向。 
同时，本文验证了 DEMATEL 法在包装与消费者购物意向影响关系研究中的可行性，识别出了茶包

装主展面上的 10 个关键信息元素。这些关键信息元素涵盖了茶类别介绍和茶属性介绍两类中的全部元素、

品牌及企业说明中的部分元素，以及包装颜色这个非语言型元素。设计师和企业可以对这些关键元素进

行重点设计，并根据需求为重要程度高的信息元素设置设计优先级，最大化商品包装的营销作用。 
受条件所限，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初始收集的信息元素种类较多，会给参与者带来较大的

问卷负担，本研究仅选用了统计聚类后的元素为研究对象，无法对茶包装主展面中更细化的信息元素进

行研究。在未来，笔者将尝试对不同类别的信息元素进行拆分，探索茶包装上更具体的信息元素与消费

者购物意向间的关系，为实际的包装设计工作提供更明确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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