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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标志设计对品牌价值提升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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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银行标志的分析，指出了银行标志设计的特征元素和内容，从银行品牌塑造、传播、文化价值的提升以

及品牌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探讨了银行标志设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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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ank logo, it pointe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elements and contents of the bank
logo design, explored the function of the bank logo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haping, spreading and promoting
of the bank brand,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the brand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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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作为企业品牌形象中的重要元素，成为让消

费者信赖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的保证。企业标志是

整个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在竞

争中生存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银行作为经营货

币的特殊企业，更需要通过标志来表现银行经营理念

和企业文化，以达成社会对银行的认知和识别。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丰

富，人们与银行的接触也越来越多。每一个银行都以

其独特的标志设计区别于其他的金融机构。银行的

标志设计反映银行的形象内涵、行业特征，准确地传

达着行业信息，吸引着众多的客户。因此，标志设计

作为品牌形象战略的基础，对银行品牌的提升有不可

忽视的作用。

由于不同的经济时代、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

银行标志设计所表达的涵义也有所不同。但不同银

行的标志设计在许多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比

如传统文化在标志设计中表现明显，色彩由单一转变

为丰富多彩，充分运用历史和地方文化因素以及不断

走向立体化，使得银行标志更加丰富与个性化，视觉

效果更为突出。

1 银行标志设计分析

1.1 传统文化在银行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外圆内方的钱币作为流通货币的历史

十分久远，这就使得这种圆形方孔形状的古钱币成为

了中国人心中最能联系到金融和经济的基本形状。

因此，许多中国银行标志设计就采用了中国古钱币这

一元素，来表现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行业属性。这种

类型的设计广泛存在于我国众多的国有、地方、商业

等银行的标志设计之中，尤其以四大国有银行的标志

设计最为突出和典型，见图1，四大国有银行的标志均

为典型外圆内方古钱币形。在设计中，古钱币有很明

图1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标志

Fig.1 Logo of the four major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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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财富象征意味，这种存在于中国人心里的无意识

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类标志设计表现了中国资本、

银行服务、现代国际化的主题，更包含着具有中国民

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1.2 色彩视觉在银行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视觉引起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它因时

代、地域或个人心理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每个国家、民族，由于自身社会背景、经济状况、生活

条件、传统习惯、风俗人情和自然环境等影响而形成

了不同的色彩习俗。可以说，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对色

彩的含义理解和色彩象征都是不一样的。如红色在

人类的原始时期，就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

号意义，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

（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在象征的意

义上，红色代表吉祥、幸福，象征活力、愉快和庄重。

在我国悠长的历史进程中，红色已经演变成人们的一

种信仰的颜色，人们认为红色代表喜庆，代表好运，红

色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生活越来越红火，象征着好事

连连。人们对红色的喜爱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现在中国红已经逐渐变成人们的一种灵魂支

柱，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众多的国

有、地方、商业等银行的标志设计采用红色作为标准

色，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等。红色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传统

的祈福平安的愿望，另一方面则表达了锐意进取、顽

强稳健的创业精神。

1.3 银行专有职能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体现

中国四大银行是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其代表着中国最雄厚的

金融资本力量，如今四大行的业务范围都不再单一，

共同朝着综合性、国际化、现代化商业银行的目标前

进。但在其成立之初，其业务领域都有其专—性，从

他们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工商银行主要是为工商企

业服务，建设银行主要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农业银行主要为农业服务，中国银行主要为外贸领域

服务，这些专属领域在银行的标志设计中也得到了鲜

明的体现。

1）中国工商银行标志分析。中国工商银行的标

志为白底红字，“工”字镂空，表明其服务领域为工商

行业。行徽图案整体为中国古代圆形方孔钱币，图案

中心的“工”字和外圆寓意的是商品流通，表明工行作

为国家办理工商信贷专业银行的特征，“工”字图案四

周形成4个面和8个直角象征工商银行业务发展和在

经济建设中联系的广泛性，图案中 2个对应的几何图

型象征工行和客户间相互依存紧密合作的融洽关系。

2）中国农业银行标志。中国农业银行的标志为

白底绿图，麦穗标示，表明其主要服务领域为农业，绿

色象征丰收。行徽图案整体为圆形，由中国古钱和麦

穗构成。古钱寓意货币、银行，麦穗寓意农业，它们构

成农业银行的名称要素。整个图案成外圆内方，象征

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规范化。麦

穗中部构成一个“田”字，阴纹又明显地形成半形，直

接了当地表达出农业银行的特征。农业银行标志标

准色为绿色，绿色让人联想到农业作物、自然、生命、

生长，象征生机、发展、永恒、稳健，表示农业银行诚信

高效，寓意农业银行事业蓬勃发展。

3）中国银行标志分析。中国银行的标志为白底红

字，行徽图案整体为中国古代外圆内空的钱币，图案中

心不贯通的“中”字代表中国，外圆表明中国银行是面向

全球的国际性大银行，是服务于外贸领域的专业银行。

4）中国建设银行标志分析。中国建设银行的标

志为以古铜钱为基础的内方外圆图形，有着明确的银

行属性，着重体现建设银行的“方圆”特性。方，代表

着严格、规范、认真；圆，象征着饱满、亲和、融通。其

行徽图案图形右上角的变化，形成重叠立体的效果，

代表着“中国”与“建筑”英文缩写，即 2个C字母的重

叠，表明其主要服务领域为建设领域，象征建设银行

在资金的积累过程中发展壮大，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

服务。图形突破了封闭的圆形，象征古老文化与现代

经营观念的融会贯通，寓意中国建设银行在全新的现

代经济建设中，植根中国，面向世界。标准色为海蓝

色，象征理性、包容、祥和、稳定，寓意中国建设银行像

大海一样吸收容纳各方人才和资金。

1.4 地方文化元素在银行标志设计中的体现

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

外，还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管理的地方性商业

银行。这些地方性商业银行的标志设计都大量采用

了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和符号作为其标志

的主要部分。

如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以英文首字母C为主要图形

元素，体现了重庆农商行的专业属性，见图2。标志整

体具有圆形孔钱特征，简洁的表现了重庆和金融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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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圆形中的三角形具有山水意境，体现重庆山城及

两江的地理特色，同时三角形具有稳定向上的图形

感，代表了重庆农商行稳步向前不断发展。红色象征

着激情，寓意重庆人果敢热情的实干热辣精神，红黑

白搭配具有中国水墨意境，代表中国精神。

银行标志是银行文化、经营理念以及产品与服务

的综合载体，是银行形象的缩影。标志设计通过造型

简洁、明晰易记的视觉符号来承担传播企业主题内涵

的任务，并将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品牌形象等要素传

递给消费大众，使消费者识别和认同企业的图案和文

字并最终使企业收到由社会效益转化而来的经济效

益。因此，标志设计作为品牌形象战略的基础，对银

行品牌的提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 银行标志设计对品牌价值提升作用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以及银行之间竞争的

加剧，如何在众多的银行中脱颖而出，日益成为国内

银行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银行标志作为银行品

牌形象力的缩影，在提高银行品牌形象力的作用也逐

步增强。一个能够强调以人为本、消费者至上并烙上

银行文化以及经营理念的银行标志，必然会得到大众

的认可以及喜爱，这对提高银行的品牌价值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

2.1 标志设计对银行品牌塑造的作用

品牌标志作为一种特定的视觉符号，是企业形

象、特征、实力、文化的综合与浓缩。它的作用是将企

业的经营理念、经营内容、企业文化等要素，传递给社

会大众，以达成社会对企业及产品的认知与识别。作

为反映企业特性的标志，在品牌塑造中扮演着相当重

要的角色。

标志设计不同于一般的绘画创作，它必须与对象

紧密结合，以高度提炼、概括的形象表明事物的特征，

并以图形符号的形式向人们传达，使人们在瞬间能对

它做出识别判断。标志必须具有鲜明的特征，令人一

眼即可识别，并过目不忘。标志的形态、色彩、结构，

都有明确的市场细分，是一个科学细致的系统化过

程，设计时应当充分考虑市场上的干扰因素，进行必

要的市场调查，找到自身的特点，将简洁独特的视觉

形象赋予品牌，方便消费者的记忆。如四大国有银行

标志设计都是以一种简洁、美观、易记的形象展示在

客户面前，当大众看到圆与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

上下垂直线构成的“中”字形状的古钱币图形，自然而

然想到中国银行。

2.2 标志设计对银行品牌形象的传播作用

标志是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通过准确精

练造型形象来传达特定的涵义信息，将企业特征、商品

信息、文化内涵等充分表现出来。银行标志设计要求

简洁明确，一目了然，使人在较短时间内，对传达的信

息有所了解，给人以厚重、大方、具有实力和安全感的

感受。古钱寓意货币、银行，人们看到圆中带方的造型

便会联想到和货币有关的事物，因此以古钱为原形的

银行标志设计，建立了现代金融业的形象内涵，很好地

体现了银行业的行业特征，准确地传达了行业信息。

2.3 标志设计对银行品牌的竞争力的提升作用

品牌竞争力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与竞争对手

较量时，由品牌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市场力量，是品牌

开拓、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在“商品力”+“销

售力”+“形象力”时代，品牌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品

牌形象上，顾客更倾向于拥有优秀品牌的银行。事实

证明哪家银行能够在顾客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就

能在竞争激烈的银行业中稳住脚跟，赢得大众认同。

标志作为品牌形象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品牌能否被

大众所接受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当然，银行要想获得

品牌的竞争力，应重视标志设计，努力让其标志被广

大顾客所接受。

2.4 标志设计对银行品牌文化价值的提升作用

在承担起传播品牌内涵的责任时，品牌形象标志

就不再是依附于产品上的识别符号，它通过造型独特、

明确易记的符号形象来传递企业的品牌文化、理念、精

神和品牌形象，它与企业建设、打造品牌紧密相连，其

形象价值随着企业品牌的成长不断增长。优秀的品牌

形象标志，无疑是企业品牌无形资产积累的重要载

图2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标志

Fig.2 Logo of Chongq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88



体。如中国银行标志从总体上看是古钱形状代表银

行，“中”字代表中国，外圆表明中国银行是面向全球的

国际性大银行。整个标志造型浓厚、大方、庄重，充分

展现了中国银行实力雄厚、服务周到的企业品牌文化

价值。以中文标准字体为中介，把中国风格的标准形

象图形与国际认同的标准英文字体有机地组合，融合

中国文化的民族传统精神与形象营销的市场战略于一

体，展现了中国银行走向世界、再创辉煌的企业风貌。

3 结语

综上所述，标志设计对银行品牌塑造、银行品牌

形象的传播、银行品牌文化价值的提升以及银行品牌

的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标志是历

史文化、时代背景、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影响下的综

合产物。不同银行的标志设计所表达的寓意有所不

同，所得到的消费者认知度以及接受度也会因此产生

差异。但银行标志作为银行向大众与银行员工传达

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的重要载体，以及在提高银行品

牌形象力乃至整体的竞争力方面的作用相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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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在手机中融入这种符号及民族文化，不仅是对

自然的尊重，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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