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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新能源汽车造型设计发展的新趋势和推动其发展的驱动力。方法方法 通过文献调研、

归纳总结以及实例举证的方法，分析目前传统汽车由机械布局向新能源汽车发展中，造型趋势发生改

变的根本原因。从技术、艺术、用户3个层面探讨了新能源汽车相对于传统汽车的设计转变因素。结结

论论 技术因素对于设计变革起到了根本性作用。新能源汽车未来造型DNA发展是以车身零部件和布

局为主导，艺术潮流和用户行为模式共同作用实现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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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studied the driving forces and design trend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design and styling
evolution. Methods By method of document study，summary 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it analyzed the original
factors which will be fundamentally changed in new car design by comparing architecture layout with traditional mechanical
vehicle and new energy car.From technical，art trends and user study，it discussed how they influencd the new energy vehicle
design revolution. Conclusion The design innovation will mainly be effluence by technical factors.The future car DNA
innovation will not only dominate by mechanical parts and layout change，but also are effected by art trend and user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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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造型设计是一个典型的热点交叉学科。汽

车造型在技术和艺术的两方面驱动下，经历了一百多

年的发展，在此期间，新的技术不断出现，设计风格随

着时代不断变迁，设计艺术思潮也不断变化[1]，但是汽

车造型设计，特别是量产乘用车的设计，一直是建立

在基本的车身机械布局的基础之上。内燃机引擎动

力、机械传动驱动、机械控制驾驶，成为典型的汽车造

型设计的内在传统DNA元素[2]。这种传统的造车方

式，面临着能源、交通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这也使得

以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汽车工业新技术，成为我国以

及汽车发达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新能源汽车

造型设计在设计语言和风格上，基本沿用了传统内燃

机汽车的形式和造型，人们很难从造型上辨别出新能

源汽车和传统汽车。换句话说，新能源汽车并没有形

成代表自身特质的造型语言和符号，这一点和早期汽

车车身设计沿用马车的箱式车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

处。

汽车和人们的生活形态是紧密相连的。汽车是

具有个人性和社会性的特殊产品。信息化社会通过

通讯网络将人联系在一起，微博、3G、云计算等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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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布局比较

Fig.1 Packaging layout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vehicle

and new energy vehicle

术，正在有形或者无形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电

子信息技术也正不断地运用在汽车上。这使得以往

汽车作为单独的个体以及显示个体社会阶层形象的

特征正逐渐转向群体化、社会化。汽车个体之间的通

讯，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出行行为模式。这种使用汽

车的行为模式和操作模式的变化，也将引发汽车造型

朝着与传统汽车不同的方向发展。

1 技术驱动下汽车设计DNA因素的转化及影响

1.1 车身整体造型的技术驱动

量产汽车的造型设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车身总

布置为典型代表的工程约束条件。在常规的汽车设计

流程中，汽车设计师在进行概念创作的同时，会收到工

程部门所输出的设计约束条件。这种总布置空间关系

在汽车造型上产生了所谓的造型硬点，无论设计师怎

么进行概念创意，必须遵循造型硬点这一约束条件。

这就意味着无论何种用途、何种类型的汽车，决定其关

键特征的根本工程约束条件就是动力系统、传动系统

和悬挂体系。前置前驱的车的造型和后置后驱的车的

基本车身形态，都是由动力系统的布置所决定的[3]。

目前汽车产业中，一般都是以内燃机为动力，通

过机械传动传导动力、机械悬挂支撑车体、机械操控

控制驾驶这些基本的技术体系，构成了汽车造型的最

基础的DNA元素。新能源汽车以电力或氢燃料电池

为动力，传统的庞大发动机被小型电机所取代；新能

源汽车在将来也不需要复杂的传动驱动系统，驱电机

甚至可以直接布置在车轮上；传统的方向盘操控机械

变速传动，有可能直接通过车载电子系统控制动力输

出、操控驾驶，见图1[4]。

传统汽车的机械布局方式在新能源汽车上有可

能从根本上被颠覆，带来车身整体造型设计的更多可

能性，从而形成新能源汽车造型的新的内在DNA因

素。例如，庞大的引擎消失意味着不需要在汽车前脸

设计大面积的散热隔栅；轮毂电机的使用使得汽车转

向更加灵活，从而节省出前轮的转向空间，意味着轮

胎有可能不需要暴露，车身设计更加整体，符合空气

动力学的要求；电子智能控制系统的引入，有可能使

得传统的轮式方向盘操控系统转向触控、手势、声音

控制等更自然的人机交互方式；电池的运用使得动力

传动系统空间大大缩小而且形状不固定，使得车内空

间布局更加灵活自由。

1.2 车身零部件技术驱动造型演变

汽车造型除了包含整体的设计以外，外观零部件

的设计也成为汽车造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说

车身总布置影响汽车设计的整体效果，那么局部零部

件的演化使得汽车的细节设计更加丰富多彩。

以灯光系统为例，汽车的灯光系统主要由前照灯总

成、后照灯总成、刹车灯、转向灯、雾灯等组成。灯光系

统既满足汽车行驶的安全需求，也是汽车造型的重要组

成部分。

传统的卤素大灯或者氙气大灯需要有庞大的变

压器和电路系统，同时需要调光机构、反射机构来满

足前照大灯的功能需求。汽车的前大灯系统通常比

较庞大，同时形制相对比较固定。从汽车造型设计的

角度来看，无论是灯组的整体造型，还是转向灯、刹车

灯、日间行车灯的灯光配合的视觉效果，都受到比较

大的局限。相比较而言LED灯能耗小，不需要庞大的

发光系统，同时对于造型而言，LED灯体积小，形式多

样，有助于设计师充分发挥创意。近年来，以LED灯

为代表的照明技术在汽车设计中运用得越来越普

遍。车灯的造型设计出现了体积变小、灯光组合形式

丰富多样的趋势。从最开始的概念车型逐步运用到

中高端车型，由此可见，LED技术给车灯这一重要零

部件的造型设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灵活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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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灯组设计，见图2。

2 设计艺术发展趋势对新能源汽车的影响

现代设计艺术的发展对汽车设计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历史上的流线型风格、艺术装饰风格、后现

代主义风格[4]，都对当代的汽车造型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对汽

车造型的驱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元文化体现。除了传统的美学理念仍然在

深刻影响汽车造型的发展外，多元文化的个性化需求

以及地域文化差异衍生的迥异的设计定位，成为了汽

车设计艺术的重要推动力。摆脱单纯的形象化的文

化符号，如何从地域文化精神中提取和现代汽车文明

相结合的要素，是新能源汽车摆脱传统束缚，形成自

身独特的设计语言和文化符号的重要研究内容[5-6]。

2）由于新能源汽车有可能突破以往汽车的固定

范式，但在找到自身准确定位之前，各种过渡风格、跨

界风格的造型，成为将汽车设计艺术发展的主要探索

方向。这体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在采用传统汽车的

平台基础上，从局部造型到整体设计，从零部件到整

车开始尝试新的设计语言，用这些新的设计语言来诠

释“新能源”、“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7]。同时新能源

汽车也积极向其他设计领域借鉴设计符号、文化符

号，形成所谓“跨界”的风格。雪铁龙Citroen和时尚品

牌鳄鱼Lacoste合作的跨界概念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产品，见图3。

3）汽车“产品化”的趋势。汽车设计被称为“工业

设计之王”，既是因为从来没有哪个产品像汽车那样

由成千上万的零部件组成，同时也是因为汽车的造型

设计体系、流程和其他工业产品有着典型的区别。大

体量，注重美学的比例均衡，追求形态的高质量，这些

特点使得汽车设计有独特的专业性，不是每个工业设

计师都可以从事汽车造型设计的。由于新能源汽车

从技术上可以突破传统的布局，使得汽车造型自由度

有了很大的提升。这种造型的突破最有可能出现在

城市小型或者微型汽车上。机械结构上的突破以及

核心功能的电子化，使得这类小型车有着“产品化”的

趋势。汽车的设计语言大量借鉴普通产品的设计符

号，城市小型新能源汽车更像一个电子化、自动化的

大玩具。

3 用户驱动对新能源汽车造型的影响

传统的汽车，人和车的交互体验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是汽车的阶层性体验，不同阶层的用

户都能找到自身的阶层体验。有人享受高端车的奢

华和品味，有人满意商务车对于自身职业的体现；年

轻人享受汽车的动感，中年人喜欢成熟稳重、低调的

风格。其次是享受澎湃的动力、速度的快感，更重要的

是操纵并主宰机械的自我满足感。最后是汽车乘坐的

舒适性以及汽车运行时的平顺性[8]。从这三点可以看

出，传统汽车对于用户的体验是比较个体化、单向性

的，人们主要是被动的、以单一用户体验的方式和汽

车进行“人-机”对话。

这种情况随着智能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正在发生

改变。更多的电子化、信息化的设备，不断被汽车采

用，同时人们的生活模式、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

化。微博、3G、云计算等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影

响着人们的出行习惯，这使得以往汽车作为单独的个

体以及显示个体社会阶层形象的特征正逐渐转向群

体化、社会化。人和车之间各种互动将变得越来越频

繁。汽车正从单一的、完成运载功能的机械逐步成为

图2 灵活多变的LED灯组设计

Fig.2 Flexible LED light system design

图3 Citroen-Lacoste-Concept概念车

Fig.3 Citroen-Lacoste-Concep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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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集合信息获取、传递、交流和娱乐的交互式空

间[9]。这种用户交互趋势驱动着新能源汽车造型向两

个方面发展。第一，对传统的“汽车”定义趋向模糊

化，特别是城市短途用车辆。为适应拥挤的城市交

通，个人用的微型汽车和传统的动力助力运输工具的

边界趋向融合，以满足多样化的城市出行需求。“交通

工具”成为城市新型汽车合适的代名词。第二，在新

兴电子产业对人们信息互动需求的驱动下，汽车成为

信息内容提供的重要载体，从而影响传统汽车内饰中

方向盘、仪表盘、中控台等人机互动界面的设计。人

和汽车的互动不仅仅局限于驾驶信息的交互，更可能

包含智能化的交通引导信息、半自动或者全自动的驾

驶新模式，这些改变必将产生全新的操控方式。

4 技术、艺术、用户三者的驱动机制探讨

通过对影响新能源汽车造型设计演化的3种驱动

力的探讨，可以初步对这3种重要驱动力因素进行进

一步的综合分析，见图4，这3种驱动力之间并非简单

的叠加关系。影响新能源汽车造型设计发展的主要

驱动因素，是以新能源技术为典型代表的新兴技术。

这些技术的变革是汽车产业技术的重大转变，就像内

燃发动机的出现一样，是推动汽车造型艺术发展的主

动力。与此同时，作为工程和艺术紧密结合的汽车造

型设计，由于技术突破而产生的造型DNA元素的变

化，引导了设计艺术的新探索，设计艺术趋势、美学观

图4 技术、艺术、用户驱动下的新能源汽车造型设计演变模式

Fig.4 New energy vehicle design evolution pattern driven by technology, art and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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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地域文化也在引导这种造型的新探索。另外，在

这个体验经济的时代，用户体验正在改变传统的生活

模式，基于用户知识的研究[10]成为新能源汽车造型的

另一重要设计驱动力。

5 结语

在工业设计发展的历史上，每次设计变革时期同

时也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变革的时期。第一次工业

革命带来了工艺美术运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现

代主义。在新能源技术引领汽车技术革命的同时，这

里所提出的3种驱动力研究，对于研究新能源汽车造

型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运用价值。当然，此

项研究目前仍有一些问题和关键点亟待进一步探

讨。如何深入准确地分析3种主要因素对设计演化的

作用，并较为准确地把握未来汽车设计发展的脉络，

成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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