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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膳食结构的调整，消费者正在形成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正餐和零食的边界逐渐

模糊。随之而来，休闲食品的主体也日渐丰富，为了抢夺更多的市场，走近消费者的视野，多个品牌之

间的品牌竞争，也促进了休闲零食产业的发展。从“良品铺子”公司的品牌认知及其产品的满意度评价

入手，对有购买需求的大学生消费者进行调查，运用调查问卷方式进行研究，以提高大学生的满意度、

忠诚度，为“良品铺子”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思考。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良品铺子存在品牌知名

度有待提升、品牌形象较为模糊、品牌文化认同感缺乏、产品质量影响满意度等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

相应的优化策略，包括打造人格化的品牌，提高品牌知名度、清晰定位高端零食，树立优质品牌形象、

发掘消费者契合点，强化品牌文化认同、坚持优质产品理念，提升顾客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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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quickening of the pace of life and the adjustment of dietary structure, consumer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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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ing a way of eating less and more meals,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meals and snacks is grad-
ually blurred. Subsequently, the main body of leisure food is increasingly rich, in order to grab more 
market, close to the consumer’s vision, the brand competition between multiple brands, also pro-
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nack industry.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brand cognition of “BE-
STORE” company and th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its products, conducts a survey on college stu-
dents who have purchase needs, and conducts research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in order to im-
prove the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and thinking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ESTORE” company.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was found that 
“BESTORE” had problems such as brand awareness to be improved, vague brand image, lack of 
br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oduct quality affecting satisfaction,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problems, including building a personalized brand, improving brand 
awareness, clearly positioning high-end snacks, establishing a high-quality brand image, exploring 
consumer convergence points, strengthening brand cultural identity,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improv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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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休闲零食的品类繁多，在消费需求碎片化的新零售时代，这些特征也将推动产品持续精细化发展。随

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膳食结构的调整，消费者选择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正餐和零食的边界逐渐模糊。从

目前的休闲食品行业发展趋势来看，休闲零食是具有旺盛的市场需求的，未来的发展前景也是不可估量的。

从“良品铺子”公司的服务及其产品的满意度评价入手，对有购买需求的大学生消费者进行调查，运用调

查问卷方式进行研究，以提高大学生的满意度、忠诚度，为“良品铺子”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思考。 
从理论意义方面来说，成功的休闲零食品牌不仅是消费者青睐的对象，也为企业赢得了巨大的经济

利益。休闲零食品牌要向消费者传达本品牌的产品形象，必须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完善品牌的产

品形象，以建立和巩固消费群体对于品牌的忠诚度。从现实意义方面来说，现今的市场竞争，逐渐由价

格竞争转变成为品牌战略的竞争。实体零食店铺、产品包装、品牌服务、品牌销售策略等因素成为休闲

零食品牌策划的关键因素。如何运用广告销售产品的差别化进行休闲零食产品的推广，让消费者能够更

加直观地感受到休闲零食品牌的优势，提升休闲零食品牌运作能力，这些都是成为休闲零食品牌运营者

必须要解决的内容。透析本品牌与竞争品牌之间的优劣势，避免错估市场的需求，降低品牌的运营成本，

为休闲零食品牌的运作提供具有决策性的客观依据。休闲零食企业根据调研所获得的信息，制定相应的

销售和休闲零食品牌经营策略。 

2.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休闲零食 
休闲食品俗称“零食”，其主要原料是果蔬、肉类等，采用传统或现代加工工艺制成的一类非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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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快速消费食品，是指人们在闲暇、休息或旅游时食用的一类方便即食食品[1]。休闲食品也指人们在

休息和闲暇时候所食用的产品，以其生产周期短、种类品种多、消耗产量大等特征，常被认定为快速消

费品。食用休闲食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消费者减轻情绪压力，让心情保持愉悦状态[2]。 

2.1.2. 品牌认知 
品牌认知是公司竞争力的一种体现，有时会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大众消费品市场，各家

竞争对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差别不大，这时消费者会倾向于根据品牌的熟悉程度来决定购买行为

[3]。欧晓勇(2019)认为品牌认知指的是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了解程度。在关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认为消费者在购买处于同一价格水平产品时，会根据口碑与线上评论选择品牌知名度较高的

产品[4]。谢伟彤和侯国红(2022)从消费者感知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品牌认知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

与路径差异。发现品牌认知有助于提升消费者感知包括质量感知、价值感知和情感感知[5]。 

2.1.3. 顾客满意度 
顾客满意度主要体现了消费者在购买某产品或服务(包括附赠服务)后的整体满意和评价水平，它是

评估产品基本状况的重要参数。在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 20 个国家和地区采纳了这一指标作为评价顾客

体验的重要标准[6]。在探讨顾客满意度时，需综合考虑消费者支付的商品或服务价值与所获得的服务质

量是否相匹配，同时不应忽视购买过程中顾客所付出的精力和其他成本。目前，顾客满意度已经成为衡

量企业持久发展的关键因素。确保顾客满意度高，意味着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定的竞争

力[7]。 

2.2. 研究现状 

2.2.1. 休闲食品营销策略研究现状 
在休闲食品营销策略方面，基于国外市场营销与休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相关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

多进展与成果。Edward Shih-Tse Wang (2010)在论述中着重探讨了休闲食品品牌价值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

关系，研究表明休闲食品多元价值观会显著作用于消费者品牌偏好，进而影响其购买意愿及行为[8]。Helen 
Dixon 等人(2014)在研究中以年轻消费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探讨休闲食品销售与其消费行为之间的关

系，尤其是企业广告投放能够显著影响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9]。Tamara Bucher 等人(2016)在研究中

分析了青少年对零食健康的感知，以及休闲食品行业消费者对于产品口味与需求的变化，强调了健康与

创新的重要意义[10]。 
耿立侦(2012)在研究中认为，休闲食品企业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可以考虑合作营销，这对于提升企业

市场竞争力作用显著[11]。范家琦(2017)在研究中指出，休闲食品企业营销策略的制定要建立在综合考量

的基础上，进而得出切实可行、效果显著的最佳方案[12]。丁华(2017)在研究中介绍了我国休闲食品市场

情况，并指出本土企业在市场占有率方面还落后于外资企业，尤其是在营销能力方面，我国休闲食品企

业还存在很多不足[13]。 

2.2.2. 影响品牌满意度的因素 
刘玉芽等人(2022)通过回归检验的实证分析，发现影响顾客对品牌满意度的因素包括：顾客信任和客

户服务、网红口碑与传播、会员关系、品牌虚拟社群、竞品成本等，并提出在网络商店展示相关产品或

服务质量的证明和聘请专业的客服第三方公司或者自行建立一套完整的电商客服系统等建议[14]。周迎

和张飞相(2022)通过访谈法分析得出，员工服务、环境氛围、价值体验则是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因素[15]。
陈光沛等人(201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消费者感知到的产品质量对快时尚品牌满意度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作

用，而商品的上新速度以及定价的公允性是影响满意度的主要因素[16]。周亚(2016)认为，企业顾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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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牌满意度影响并不显著，服务质量是影响湘菜企业品牌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湘菜企业品牌知名度对

品牌满意度有显著影响[17]。 

2.2.3. 文献述评 
在休闲食品市场持续繁荣和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休闲食品营销策略及品牌满意度的研

究成为了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仍有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休闲食品营销策略的研究涵盖了品牌价值、消费者购买意愿、年轻消费群体的行为特征等多个方面。

国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为理解休闲食品市场的消费特点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然而，由于国内外文化、

消费习惯等差异，这些研究成果在本土市场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验证。国内学者则强调了合作营销策略

的重要性，该策略对于本土休闲食品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品牌满意度作为衡量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样丰富多样。从顾客信任、

客户服务、网红口碑到会员关系、品牌虚拟社群和竞品成本等，这些因素在不同行业和情境下对品牌满

意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于休闲食品行业而言，品牌满意度的提升不仅要求企业关注产品质量和服

务水平，还需要紧跟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品牌策略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有力支持。 

3. 良品铺子品牌满意度分析 

3.1. 良品铺子品牌简介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膳食结构的调整，正餐和零食的边界逐渐模糊，多个零食品牌之间的品

牌竞争，也促进了休闲零食产业的发展。如今市面上的零食品牌，重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troduction to domestic leisure food brands 
表 1. 国内休闲食品品牌介绍 

零食品牌 公司 特色产品 

百草味 百事公司旗下品牌 健康坚果系列、肉脯卤味系列 

三只松鼠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果干蜜饯、肉食卤味、饼干膨化、坚果礼盒、方便速食、 
零食大礼包、糖巧布丁 

盼盼 福建省长汀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法式小面包、软面包、铜锣烧、梅尼耶干蛋糕 

杏花楼 上海杏花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制月饼、中西糕点、粽子腊味 

达利园 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好吃点饼干、可比克薯片、和其正凉茶 

良品铺子 湖北良品铺子食品有限公司 芒果干、豆制品、果冻、坚果、蜜饯果脯 

港荣 KongWeng 揭阳市港荣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蒸蛋糕、瑞士卷、蛋黄派、 

 
良品铺子，是湖北良品铺子食品有限公司的一家经营休闲食品的大型连锁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主要经营产品是休闲零食，比如：果干、坚果、薯片、素干等。良品铺子目前主要售卖地区在湖北、湖

南、江西三个区域，良品铺子专卖店近 400 个，企业员工超过 1500 人，良品铺子坚持“始终把产品品质

和人品品质放在第一位”的品牌文化。 
良品铺子在品牌定位上，将受众主要确定在 15~30 岁区间的女性，在自身的品牌上，定位为走高端

零食路线的优质零食商店。良品铺子坚持产品创新，它的产品系列有很多，公司坚持全类产品战略，产

品种类主要包括：坚果炒货类、肉食类、风味速食类、海鲜类等。良品铺子的产品一直坚持更新迭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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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在全国各地寻找优质的美食，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良品铺子在产品创新的同时还贯彻品质

保证，良品铺子的品牌理念就是：提供高品质食品，用美味撼动世界。之所以称之为“良”，重点体现在

公司对于食品食材的精挑细选，坚持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良品”是良品铺子拉拢与消费者距离的

主要手段，也是良品铺子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的品牌理念。 

3.2. 调查问卷设计与实施 

3.2.1. 问卷设计 
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和理论研究，根据休闲食品品牌认知与满意度的内涵，以及本人对良品铺子品牌

营销模式的理解，参照已有的问卷基础上，拟定《“良品铺子”休闲食品品牌大学生认知与满意度调查

问卷》，整个问卷主要从品牌认知、品牌形象、品牌文化和品牌满意度 4 个方面进行调查，力求把握大

学生对良品铺子休闲食品品牌的认知与满意度的真实状态。 

3.2.2. 问卷实施 
问卷调查法选取了 225 名大学生作为问卷的调查对象。发放问卷 225 份，探究大学生对良品铺子休

闲食品品牌的认知与满意度。本次的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发放，收回问卷为 225 份，有效问卷

21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89%，无效问卷筛选标准为：① 问卷漏答数过多；② 选取同一选项过多；③ 
填写时间过短；④ 单选题多选和多选题单选。 

3.3.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3.3.1. 基本信息 
在回收的 218 分有效问卷中，男性人数 96 人，占比约 45%，女性人数 122 人，占比约 55%。其中大

一学生 47 人，占比 21.56%；大二学生 52 人，占比 23.85%；大三学生 55 人，占比 25.23%；大四学生 64
人，29.36%。 

 

 
Figure 1.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survey statistics of survey subjects 
图 1. 调查对象月生活费调查统计图 

 
问卷中把大学生的月生活费分为 1000 元以下，1001~2000 元，2001~3000 元以及 3000 元以上四个区

间，整理数据得出图 1，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大学生生活费在 1001~2000 元和 2001~3000 元的区间。 
问卷中把大学生每月对休闲零食的支出划分为 100 元以下、101~300 元、301~500 元以及 500 元以上

四个区间，通过问卷数据整理得出图 2，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对于零食的月度支出在 301 元以上，因此在

大学生群体当中，休闲零食企业存在较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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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survey on reading and leisure snacks spending by survey subjects 
图 2. 调查对象月度休闲零食支出调查统计图 

3.3.2. 品牌认知分析 
针对调查对象首选或者通常会想到休闲零食的品牌，调查结果显示，良品铺子这一品牌有一定的知

名度，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 22.02%选择良品铺子(见图 3)，但与百草味和三只松鼠相比有一定的差距，首

先想到三只松鼠品牌的调查对象占比最大，达 33.49%，其次是百草味，占比 29.82%。 
 

 
Figure 3. Statistical chart of snack brand awareness survey 
图 3. 零食品牌认知调查统计图 

 
图 4 显示，虽然良品铺子在大学生群体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但调查显示受众对良品铺子缺乏深入的

了解。其中认为自己一般了解的大学生最多，占比 29.36%，认为自己非常了解与比较了解的占比仅分别

为 15.14%和 19.72%。 

3.3.3. 品牌形象分析 
对于良品铺子的行业口碑进行调查(见图 5)，调查结果显示非常同意良品铺子具有良好的行业口碑的

人数占比为 22.02%，比较同意的占比 31.65%，不太同意与不同意的分别占比 19.27%和 12.39%。从整体

情况来看，大学生群体中大多数都认为良品铺子有良好的行业口碑。 
在良品铺子性价比调查中(见图 6)，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非常同意良品铺子性价比很高的占比 28.44%，

比较同意的占比 19.72%，一般同意的占比 30.18%。不同意良品铺子性价比很高的人数占比只有 5.96%，

不太同意的人数占比为 15.60%。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人都觉得良品铺子性价比很高，这与良品铺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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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端零食策略相违背，综合来看，良品铺子的品牌形象在消费者心目中仍然比较模糊，或者与公司的

战略有一定偏差。 
 

 
Figure 4. Statistical survey on brand awareness of “BESTORE” 
图 4.“良品铺子”品牌认知调查统计图 

 

 
Figure 5. Statistical chart of reputation survey in the “BESTORE” industry 
图 5.“良品铺子”行业口碑调查统计图 

 

 
Figure 6. Statistical survey on cost-effectiveness awareness of “BESTORE” 
图 6.“良品铺子”性价比认知调查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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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品牌文化分析 
针对调查对象对良品铺子品牌文化的了解，调查结果显示(见图 7)，良品铺子的品牌文化并不被大学

生了解，有 34.86%的人数完全不了解良品铺子品牌文化，不太了解的占比 30.28%，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和

比较了解其品牌文化的分别仅占比 4.13%和 11.01%。整体上大学生群体对良品铺子的品牌文化不太了解。 
 

 
Figure 7. Statistical survey on brand culture awareness of “BESTORE” 
图 7.“良品铺子”品牌文化认知调查统计图 

 
良品铺子的名字与品牌文化，设计的初衷是象征着产品的优质安全，为消费者带来品质优良的美食。

根据问卷结果(见图 8)，表示比较同意的人数占比最大，占比 34.21%，表示非常同意的人数占比 11.84%。

此外，也有 27.63%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太同意良品铺子的品牌文化，7.89%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同意该品牌

文化。因此良品铺子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品牌文化认同感还有待提高。 
 

 
Figure 8. Statistical survey on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BESTORE” brand 
图 8.“良品铺子”品牌文化象征调查统计图 

3.3.5. 品牌满意度分析 
问卷中让消费者对良品铺子的满意与不满意方面进行排序，调查结果如图 9 所示，调查对象排在第

一位最多的是“产品质优”，即有 39.45%的调查对象对良品铺子感到满意是因为其产品的质量。将满意

因素排在第二位的是“品牌的知名度高”，其次就是“产品质优”因素，排在第三位的满意因素也是“品

牌知名度高”与“产品质优”因素。从整体上看，大学生群体对于良品铺子感到满意最大的因素是其产

品的质量优良，因此良品铺子所打造的优质产品理念是提高其满意度必须坚持的路径之一。 
通过对良品铺子不满意的原因进行调查，图 10 结果表示，有 30.28%的调查对象将“品牌文化的不

认同”排在第一位，其次是价格高昂，占比 25.23%。排在第二位的不满意因素居多的是“品牌文化不认

同”与“品牌形象不佳”，排在第三位的不满意因素占比相对均衡，有“品牌忠诚”、“价格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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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Statistical chart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atisfaction with “BESTORE” 
图 9.“良品铺子”满意度影响因素调查统计图 

 

 
Figure 10.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al chart of reasons for dissatisfaction with “BESTORE” 
图 10. 对“良品铺子”不满意原因调查统计图 

 
“品牌文化不认同”、“品牌形象不佳”，都占比约 20%。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对于良品铺子感到不

满意的影响因素最大的是“品牌文化的不认同”，其次是“价格高昂”。 

4. 良品铺子品牌存在的问题 

4.1. 品牌知名度有待提升 

经过对良品铺子品牌认知的分析来看，良品铺子在大学生群体当中的确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会

面临着百草味、三只松鼠、来伊份等其他休闲零食品牌的竞争，受众首先想到的休闲零食品牌上，良品

铺子并不占据优势。大学生群体中，从对于良品铺子这个品牌的了解程度来看，大多数也仅仅是一般了

解，14.22%的人完全不了解；非常了解与比较了解的人数总和占比也仅有 34.86%。因此通过分析得出，

良品铺子在大学生群体当中的品牌知名度并不高，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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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品牌形象较为模糊 

经过对良品铺子品牌形象的分析，大多数的调查对象都认为良品铺子具有良好的行业口碑。但是在

休闲零食的丰富程度上，调查对象之间的分歧较大，这调查结果反映出良品铺子坚持产品更新的策略落

实并不到位。在良品铺子性价比调查中，相当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认为良品铺子性价比很高，这与良品铺

子定位的高端零食策略相违背。良品铺子目前的定位是高端零食，多种类产品不断更新，但调查结果与

公司经营理念存在差异，因此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品牌形象较为模糊，良品铺子的品牌形象有待纠正并且

清晰定位。 

4.3. 品牌文化认同感缺乏 

经过对良品铺子品牌文化分析，表示对良品铺子品牌文化非常了解与比较了解的人数总占比仅有

15.14%，在这些人当中，有大部分的人表示对“良品铺子”象征着产品优质安全的品牌文化感到认同，

但仅有 22.37%的调查对象对“良品铺子”的“良印”标志富有国际感表示认同。良品铺子的品牌文化重

点表现在产品品质与国际范高端零食两方面，但对该品牌文化表示认同的人数占比很少，因此良品铺子

的品牌认同感并不高，良品铺子需要寻找消费者的兴趣偏好，逐步提高品牌文化在消费者中的认同感。 

4.4. 产品质量影响满意度 

经过对良品铺子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有 39.45%的调查对象将“产品质优”排在对良品铺子感到

满意的第一位，在第二位与第三位，“产品质优”因素都分别有 25.23%和 26.15%。而在对良品铺子感到

不满意的影响因素中，“品牌文化不认同”最为突出，良品铺子的品牌理念是建立在“优质产品”的基础

之上，对于品牌满意度的提升，产品的质量因素有很大影响，仍然存在较大部分的受众对于产品质优感

到不满意，良品铺子需要贯彻优质产品的理念，以提高品牌的满意度。 

5. 良品铺子品牌满意度提升的策略 

5.1. 打造人格化的品牌，提高品牌的知名度 

根据月度休闲零食的支出情况来看，学生群体中的消费潜力巨大，市场需求旺盛，对于良品铺子这

样的休闲零食行业来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但如今百草味、三只松鼠、达利园、来伊份等众多零食

品牌都在寻求发展，良品铺子想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也是一个挑战。为了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打造

人格化的品牌是十分有必要的。良品铺子在进行品牌人格化的过程中，要想好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最终是

怎样的感知，也要考虑品牌竞争对手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的品牌人格最终与竞争对手呈现的是一样的，

那么就没有任何价值，一定要考虑如何寻找与竞争对手差异的人格化定位，且不偏离品牌自身的价值主

张。总而言之品牌人格一定要基于品牌的价值主张所存在的，同时考虑品牌自身的战略定位和目标群体

的人格偏好。 

5.2. 清晰定位高端零食，树立优质品牌形象 

良品铺子的高端零食战略，需要进行清晰定位。良品铺子需要进一步通过人群细分去为消费者提供

更有针对性的产品，追求高端价值取向的年轻消费者，不是只是简单在购买产品，而是在购买一种消费

的生活方式，健康和好吃都只是基础需求，有没有品牌感和社交货币，都是这群年轻消费者所更进一步

需求考虑的。良品铺子需要围绕着高端零食品牌这个定位去为用户去打造个性化产品，树立优质的品牌

形象。很多用户在一次购物以后，有可能一部分沉淀为品牌忠诚用户，进入到常规的用户复购之中，而

另外一部分则可能逐渐遗忘这个品牌，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关键的动作，去做用户的激活和唤醒。要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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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最有打动力的卖点去与消费者沟通，这是树立优质品牌形象重要之处。 

5.3. 发掘消费者契合点，强化品牌文化认同 

良品铺子要强化品牌的认同，必须要做到从消费者群体出发，寻找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契合点，从

相关契合点上来提高消费者的认同感。良品铺子将客群划分为年轻化的女性群体，该群体有其独特的特

点。年轻的女性消费并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满足感消费，更多的是偏向于精神上的消费，她们看重的是品

牌的价值观，良品铺子需要以品牌核心价值和品牌理念贯穿产品研发和营销活动，品牌诚信意味着开放

透明，积极听取年轻人的意见，和他们讨论各种话题，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负面评价。同时，良品铺子

需要做好与消费群体相契合的品牌圈子，真正做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经济圈，在基于高度认同感的

基础上，形成内容个性化、垂直化，争取获得相应圈子年轻人的认可。比如在包装上可以在年轻人主流

圈子的中国风、二次元、潮流游戏等进行设计，将品牌结合这些圈子文化，发散思考其人群行为特征的

延伸和应用，规划圈子营销或开发产品，强化消费者的品牌认同感。 

5.4. 坚持优质产品理念，提升品牌的满意度 

优质产品理念能够较大程度上影响良品铺子的品牌满意度，对于该理念的坚持与贯彻实施尤为重要。

目前市场中的休闲零食品牌纷繁杂乱，各有优劣，消费者更关注的是零食的品质与口味，良品铺子的高

端零食路线也必须建立在零食的品质基础上。在口味上，良品铺子需要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满足消费

者的偏好，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味蕾体验。同时，产品的品质，涉及到生产、加工、售卖等流程，因此需

要在原材料采购，包装输送，上架销售等方面都要注意，要培养员工在各个流程环节食品安全意识，提

高每一个员工的质量保障意识，对员工的食品安全行为意识也要做到监督与反馈，在内部要将优质产品

理念贯彻执行。此外，良品铺子需要定期对上架的产品进行质量检查，不断加强升级全过程溯源体系，

对原材料采购及加工方面严苛筛选检查，加强管控，真正做到坚持优质产品，而不是凭空的营销口号。 

6. 结论 

本文研究“良品铺子”旨在助其完善品牌形象，巩固消费群忠诚度。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在大学生

群体中休闲零食企业市场较大。从品牌认知、形象、文化、满意度四层面调查分析，“良品铺子”存在知

名度待提升、形象模糊、文化认同感缺乏、产品质量影响满意度等问题。对此，可采取打造人格化品牌、

定位高端零食、发掘契合点强化文化认同、坚持优质产品理念等对策。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变化，休闲零食市场需求将增长。“良品铺子”应加强品牌建设，推

新产品满足多样需求，加强与消费者互动，改进产品和服务，提高满意度和忠诚度。同时，加强线上渠

道建设，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市场占有率。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营销和精准营销是获客和提升销售额的重要手段，“良品铺子”可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实现精准营销。此外，还可拓展健康食品、有机食品等新兴市场，结合自身优势和市场

需求研发产品，加强宣传推广，拓展市场空间，提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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