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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色彩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色彩的相关理论，从色彩运用的研究方向出发，提出了在企业形象

设计中应运用主要的色彩视觉艺术语言。进而探讨了色彩与企业形象设计之间的关系，并运用色彩对比原理，从企

业形象色彩效应入手，研究形象设计色彩的表现和应用。最后指出了如何进行色彩运用的合理措施，从而更好地展

现企业的形象，让企业形象设计更加具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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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elevant color theoretical knowledge，through analysis of related theory color, starting from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olor，it put forward the main color visual art language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enterprise image design，

and then it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r and corporate image design，and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color

contrast from its color effects，it researched the perform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mage design color.Finally it pointed out

how to use the color with reasonable measures，to better show the enterprise image，make enterprise image design more

att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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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人们生活的世界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人

类通过视觉来感应世界中的色彩，同时色彩也影响着

人们的情绪，因此设计师也常常利用色彩来展现对现

实生活的一种感受。企业形象设计是企业通过一系

列的推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去树立鲜明的企业形

象，给消费者留下印象，这样可以从感官角度给企业

带来隐性的发展。而色彩作为人类的第一视觉语言，

对人的感情、心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传达人的

意念，表达确切的含义。不同的颜色所表达的含义是

不同的，有些色彩可以增强人的记忆，给人留下极其

深刻的印象，这可以给消费者的心理造成一个记忆效

应，能够增强品牌影响力。因此一个企业要想获得良

性的发展，就必要注意对色彩的运用，通过色彩来吸

引更多的消费者。笔者在色彩学的基础上对企业形

象的设计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对企业形象的研究有

所帮助。

1 企业形象设计的色彩设计

在企业形象设计中，色彩占重要部分。人们在对

一个形象进行认知时，最新认知的主体是色彩。色彩

对于企业形象设计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形

象中的色彩设计分为企业标准色和辅助色[1]，因此笔

者主要在二者的基础上对色彩设计进行分析。

1.1 企业形象设计中的标准色

在企业形象的设计中，对于企业标准色的设计至

关重要。企业的标准色彩是建立在企业形象的基础

上，采用标准色彩来象征企业并运用到视觉系统当中

的一种指定色彩。从企业经营策略这一个方面来说，

通过色彩标准色的建立，可以强化人们对企业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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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百事可乐

Fig.1 Pepsi

识，因此通过企业的标准色来突出自己企业产品的形

象，展现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优势。正如当下的百事可

乐，在短短几年时间就与可口可乐相媲美，占据了市

场的极大份额，这与它的企业形象的标准色相关。百

事可乐的标准色在原先红色的基础上，选用了与可口

可乐不同的蓝色，象征了活力与生机[2]，这也凸显了百

事可乐公司的经营理念，且符合了年轻人积极进取的

生活态度，见图1。

1.2 企业形象设计中的辅助色

作为企业形象设计中色彩的辅助色，是相对于标

准色而言的补充和完善，是从企业的导向和基础上制

定出来，主要运用于企业形象的实际应用和发展。辅

助色可以在企业形象自身的基础上丰富企业的特点，

利用色彩的不同差别来来对品牌加以区分。企业能

够借助辅助色，更好地展现出企业的独特个性。

1.3 企业形象设计中的色彩应用

色彩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深刻、永恒的，是人类对

某一个物体进行视觉攫取时采取的第一特征。色彩

能够对人的心理和生理产生深远的影响，色彩通过自

身的三要素（即纯度、明度、色相)来进行对比调和。由

于色彩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在各处都存

在着色彩运用的问题。在色彩运用时，不同的色彩有

着不同的情感语言，通过色彩之间的融合来进行搭配

运用，从而影响人们对观察对象的兴趣。企业形象没

有固定统一的模式，但是对企业色彩的运用是相对稳

定的，因此在设计时运用标准色可以加强记忆力。如

中国移动公司的标志是以字母G，象征着连接南北东

西，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也是一个变形的字母T，加之

以蓝色作为辅助，这样也就表达了中国移动公司不断

开拓进取的态度，GT是GOTONE的缩写，也从另外一

方面展现了其自身品牌的信息与定位，见图 2。不同

的企业采用的色彩不同，给人的感受也就不同，因此

要合理地运用色彩，给消费者的心理造成一种暗示，

从而起到较好地宣传作用。

2 企业形象设计与色彩之间的应用关系

2.1 企业形象与色彩运用的关系

企业自身的魅力是通过形象设计来展现的，通过

色彩展示可以将企业形象的所有领域渗透进去，从而

进行全方位的视觉扩张。在社会高速发展、信息日益

流通的时代，这种具有计划性的色彩有利于企业形象

的传达，能够让企业的产品进入市场，让人们较快地

接受与认知。作为实用与审美双重认知的色彩，在企

业形象上运用其标准色和辅助色，给企业以特定的色

彩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企业形象在色彩的变化运用中

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企业形象与色彩运用二者是

相辅相成的，运用色彩可以推动企业形象的发展，但

是缺少企业形象，色彩又不能展现其价值，进行色彩

运用时要全方位地考虑，以系统的思维去进行设计，

从而让企业形象达到最佳的效果。

2.2 企业形象设计的色彩效应

企业形象设计应注重色彩效应的运用，由于色彩

的功能性感受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影响，具有丰富

的视觉效应。在色彩的刺激下人们会产生各种各样

的情感，这也就是所谓的“色彩错觉”[3]，这种错觉主要

表现在大小、远近等方面。每个人对色彩的感受不

同，对色彩的认知会有自己的主见，也具有一种仿效

图2 中国移动

Fig.2 China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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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4]。因此企业形象要想深入人心，就得抓住人

们的情感。不同民族都具有自己象征性的色彩语言，

对于不同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色彩，既具

有个性也具有共性。世界各地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再

加上文化环境的影响，对色彩的象征意义也不相同，

因此，在进行设计时要依据地域和国家来进行色彩颜

色的选择，细心地把握好色彩的情感效应，让企业的

魅力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来。

2.3 企业形象设计中色彩对比原理的运用

在企业形象设计中，色彩的对比与差异也是十分

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对比的色彩就没有视觉效应。色

彩的对比是借助纯度、色相和明度的效果，相互作用

产生的。对比作用产生的效果不是积极的就是消极

的，这也在一方面要求设计师对色彩有较好的把握。

如对色彩对比的规律要注重类似色的对比，采取相互

邻近的色彩作为企业形象设计的标准色和辅助色，在

同类色的统一和单纯的基础上采用，以色相环中位置

相邻的色彩来协调。此外还有同类色对比，依据同一

色彩上的色相来进行色彩的配置，这是最直接、易取

得协调的一种方法，但是要能够把握好这一种规律，

就必须认识好差异对比下的色彩对比，让色彩对比在

企业形象设计中达到预期目标。除了这些规律外，也

要注重多色对比，按照色彩的面积进行分配，从而更

好地展现企业的形象。

3 企业形象设计中的色彩运用

在企业形象设计时，要注重对企业色彩的合理运

用，由于色彩中的标准色和辅助色具有极强的传播和

识别功能，对企业自身影响力和运营具有很强的发展

前景，而色彩效应和对比原理的应用也能直观地展现

企业的精神文化特征[5]。但是合理地运用好色彩的效

应，需要科学、系统的措施。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经

验，总结了以下几点，希望对企业形象的设计有所帮

助。

3.1 科学运用企业标准色和辅助色

企业形象的设计者在设计企业形象时，要注重科

学地运用标准色和辅助色，从色彩的三元素关系考

虑，从同类、原色、对比色 3种搭配方案进行色彩设计

的划分。由于色彩与企业的形象密切相关，设计师在

进行色彩运用时要从企业当下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市

场等因素考虑。由于国家、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多

方面的不同，作为设计师要能够了解不同国家、年龄

层次和地区的人对色彩的偏向程度，这样才能够让企

业的形象深入人心。色彩运用过程中，要注重产品色

和环境色的使用，在企业定位和其经营理念的基础

上，以功能性的色彩设计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在设计

时，设计师也要注重流行色的选取[6]。流行色是在鲜

明时代特征和较快传播速度基础上体现出来的，通过

流行色的选取可以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体现

出产品的特色和企业的特征。

3.2 巧妙使用色彩的心理效应

设计师在对色彩进行设计时，要注意对色彩的选

取，而对企业形象进行包装时，在色彩的运用上也要

注意色彩心理效应的规律，依据企业产品所具有的特

色，选择相应的色彩。如在进行色彩设计时可以将纯

度与明度一起使用，就冷色而言，具有稀薄、远的特

点，而暖色则具有迫近感和密度强的特征[7]。设计师

在设计时，要考虑到色彩的变化，并对色彩进行合理

并富有美感的搭配，给人们带来美的消费感受。

3.3 注重色彩原理的准确使用

在进行设计时，要注重色彩原理的使用方法，在

对比的各色中注意遵循其中的规律，对比的原色中加

入的色彩，要是带有同一种色彩目的，就需要设计师

对色彩充分把握。如在对比的各个颜色当中，可以混

入灰色、黑色等无彩色来提高或者降低各个颜色之间

的明度或者纯度，从而达到减弱对比的目的。除此之

外，可以与补色相邻的色彩配合，从而达到好的对比效果。

4 结语

一个成功的企业之所以比其他企业成功，其关键

因素在于企业形象的设计、产生效果的传达上比其他

企业要高。好的色彩设计能更好的体现一个企业的

文化内涵和精神，使企业形象设计更合理、更有效[8]。

因此在企业形象设计中，设计师要能够充分地把握住

色彩的魅力，在企业自身特点和文化性精神的基础

上，让企业形象更加具有传播性。通过强烈的视觉效

果，以合理的色彩设计，从而让企业更加具有市场竞

争力。所以色彩运用是企业形象设计的重要组成部

分，设计师要准确地采用，从而展现色彩的真实魅力，

让企业走上健康、向上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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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神”分裂的情况。强调“形”“质”一体、“内”“外”

一体；强调外部形式是内部结构的自然延伸；强调“自

然”与“人文”的兼顾。在“仿生设计”时既要考虑被模

仿对象的自然属性，又要考虑产品的社会属性，即“出

于自然，融于人文”，强调仿内在、仿本质、仿原则，如此

才能清楚地在“仿生”的过程中“仿什么”、“怎么仿”。

只有强调交叉、交融，与其他学科结合互动、走向综合，

方能促成“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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