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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品牌轿车造型家族特征的感知机理和演变模式。方法方法 选取福特旗下的福克斯与蒙

迪欧两型号系列轿车作为研究样本，借助心理学SD（Semantic Differential）法即语义差别法，对汽车整

体轮廓、前脸、侧腰线等部位的特征感知进行定量分析。结论结论 汽车前脸和侧腰线凸显了品牌轿车的

家族特征，对顾客感知产生较强影响；福特品牌轿车家族特征演变模式经历了从单一塑造标志性实

体元素，到现今统筹局部特征与整车概念设计相结合的转变过程，其特征感知不断增强且与品牌理念

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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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he percep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mode of the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brand automobiles.
Taking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he Ford series automobiles between Focus and Mondeo as the samples，with the SD（Semantic
Differential）method of the psychology，it mad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perception of the cars
including the overall outline，front face，side waist，etc. The front face and side waist of the automobile highlighted the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brand automobile，furthermore，they had the strong impact on the perception of customers.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d brand automobile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the single shape of the iconic entity elements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art feature and the overall concept design. The characteristics perception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as well
as to consistent with the brand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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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塑造和传承汽车品牌的内涵精神，提高核

心竞争力，近年来国内汽车设计界开始将目光聚焦

到一个新的战略视角——塑造汽车的家族特征，即

是指将汽车品牌的核心价值，通过车身造型的美学

设计产生出一定的视觉效果，形成具有自身个性的

风格特征，并在同品牌各系列车型以及同系列各款

车型上不断重复和延续。由于这种延续的方式类似

于人类家族的血脉相传，故家族特征又称为品牌

DNA或品牌血统[1]。国内在此研究领域尚属起步阶

段，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较为薄弱，因此，这里选取

国外品牌系列轿车，应用科学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

探究轿车家族特征的感知机理和演变模式，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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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品牌的汽车造型设计提供有益借鉴。

1 轿车造型家族特征研究模式设计

1.1 研究方法的选取

20世纪90年代末，吴昊首次在国内提出产品造型

设计需要考虑家族化的理念[2]。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

断推进，学界的研究视角逐渐放宽，张凌浩[3]、朱上上[4]、

方海燕[5]、王贞[6]等人，分别从品牌体验、产品族设计

DNA、汽车前脸、整体认知等方面对产品造型家族特征

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以上研究大多只能作定性描

述，无法运用现代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为了避免

该类问题，本次研究创造性地引入心理实验上较为成

熟的SD（Semantic Differential）法[7]，即语义差别法，该方

法由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古德于1957年首先提出，其运

用语义学中“言语”为尺度进行心理实验，通过对各既

定尺度的分析，定量地描述研究对象的概念和构造。

SD法在心理学上的应用，在经历一段迅速的普及后逐

渐下滑，但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SD法在建筑空间

环境评价[8]和景观规划调查[9]等方面的应用却逐步兴盛

起来。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验证了SD法

对于视觉景观和空间对象评价的可行性。作为汽车造

型的特征分析，同样依赖于视觉感知产生得出[10]，因此

将该方法引入工业设计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11]，能有效地获取人们对产品造型家族特征的感知，并

结合统计分析方法对感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影

响造型感知的内在元素以及作用机制。

1.2 研究样本的选取

本次研究选取福特品牌旗下在售的福克斯和蒙

迪欧两个型号的系列轿车作为研究样本，见图1，主要

有以下考虑：其一，福特是世界著名老牌汽车集团，有

着百年以上的发展史，有家族特征传承所需的企业精

神积淀[12]；其二，福特旗下的这两款车已经发展衍生了

三代，而且二三代同时在售，方便进行同系列车前后

代家族特征演变的纵向比较；其三，这两款系列轿车

畅销全球各地，有着广泛的市场认知，方便搜集客户

调研数据；其四，相比一些欧美老品牌家族特征相对

固化的开发模式，福特在最近几年一直在探索革新，

实行全新的家族特征战略，有着丰富的演变轨迹，其

经验和理念值得学习。

福克斯与蒙迪欧在过去10年间已推出过多个升

级改良款，研究过程中，从两型号各选取3个典型版

本，共计6款车，依据年代不同编为3个样本组：样本

组一为2006款的福克斯与蒙迪欧；样本组二为2011

款的福克斯与蒙迪欧；样本组三为2013款的蒙迪欧与

2014款的福克斯。

1.3 量表设计

SD法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设计一份语义差别量

表的调研问卷，通过问卷收集数据就能得到SD曲线

图，这便可用来分析轿车造型家族特征的感知机理。

在挑选与家族感有关的特征描述性形容词时，为提高

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笔者采用了预调研和

半结构访谈的形式，经过多次修改，最终确定3组共10

对形容词。第一组，反映品牌设计理念的：动感—沉

稳、时尚—传统、有科技感—无科技感；第二组，反映

车身外观特征类型的：新颖—陈旧、精致—粗糙、硬朗

—柔美、个性—普通、有变化—无变化、有美感—无美

感；第三组，直接验证家族特征感知的：有家族感—无

家族感。

对轿车造型家族特征的感知，可以通过选择相反

两个形容词对之间的区间值反映出来。由于一般人

能够不混淆处理的感觉量级不能太多，因此本次研究

选择5段量级作为评定尺度，使用“很”、“一般”和“中

等”来区分，从左向右分别为对应数值-2，-1，0，1，2，

数值越高代表程度越强烈。

1.4 调查过程

调研小组分成两队，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1

月，分别在南京和无锡的多家福特4S店内开展调查，

选择看车、购车的客户以及汽车专业销售人员进行

访谈。选取3个样本组内6款车的多角度照片，结合

4S店展厅内在售的样车，要求访谈者针对汽车整体

轮廓、前脸整体、进气格栅、前大灯、尾部、侧腰线以

及轮毂等部位，依据自己的感知程度对特征语义差

图1 2011款福克斯与2013款蒙迪欧

Fig.1 Focus of 2011 style and Mondeo of 2013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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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量表中的形容词进行评价。由于预调查发现，部

分人员对SD法的心理量测度比较生疏，如果直接发

放问卷填写会因理解不同而产生偏差。为此，调查

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由调研小组成员作一对一交

流，访谈结果汇总后又经过甄别，以加强访谈资料的

可信度。本次研究共调查80人，其中，有效样本69

份，有效率86%。

2 家族特征感知机理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统计，最终绘制出特征感知SD

曲线图，见图2。

2.1 福特家族特征感知机理分析

依据图2进行分析，样本组一的多项指标为正值，

不管是汽车的整体还是各部位特征感知都比较弱，虽

然两款车的前脸元素比较统一，但特征的个性化不够

鲜明，缺乏美感。另外，车身侧腰线不突出，车身浑

厚，没有动感，整车概念定位不清晰。样本组二的数

据全为负值，说明比起前代车，家族特征与各风格特

征感知明显增强，虽然样本组二汽车的前脸元素还较

为琐碎，但福特的X型前脸特征明显，造型新颖，车身

侧腰线也得到增强，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品牌的运动

概念。从图2可知，样本组三的各项数据对应的轿车

家族特征感知明显增强，这主要源自福特品牌实施了

全新的家族特征战略，其中前脸的变化脱胎换骨，虽

然进气格栅外廓特征变化不大，但位置更加凸显，和

前车灯、标志牌的组合也更为紧密，造型简洁且易于

识别。进气格栅和雾灯周边普遍采用镀铬处理，搭配

黑色面板，使得运动特征感知强烈。值得一提的是，

福特新车酷似人们熟悉的豪华品牌阿斯顿·马丁的大

嘴进气格栅的家族特征，这并非是一种剽窃，因为后

者同样是福特集团的下属品牌，这也可以认为是统一

公司总体品牌形象的一种战略。

从图2可以看出，侧腰线的特征感知强弱对整车

轮廓的特征感知以及最终的家族感形成，内在联系非

常紧密，只要是车身侧腰线特征感知强的，对应的车

身整体轮廓特征与汽车的整体家族感同样强烈。

2006款福特汽车，车身侧面比较浑厚，腰线数量少，倾

斜小，线条直挺，在车身表面不凸显，容易在视觉上被

忽略，调查数据得出的家族感也差，到了2013款福特

汽车，车身腰线数量增多，线条流畅，个性化强，贯穿

汽车全身，提高了整车的动感特征感知，进而促进了

家族特征感知的提高，见图3。

另外，尽管福特各款车都非常注重轮毂的造型设

计，其与车身整体风格的配合也较好，但由于其位置

不突显，形成的特征感知较弱，对整体家族特征的决

定性作用不大。

2.2 福特家族特征演变模式分析

从图2以及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福特在打造品牌

家族特征时，前后的演变过程大体经历了两种模式。

在样本采集车型对应的2006-2011年间，福特家族特

征塑造的主要依赖手段，着重打造标志性的实体元

素，从突显轿车的局部特征感知入手，尤其是车身前

脸部位的视觉感。依托进气格栅、前大灯和车标3个

元素的造型及位置组合来实现，见图4。将3个元素给

人的视觉感知与企业品牌精神进行吻合，并保持3个

元素各自轮廓造型和位置关系不变，系列车前后代之

间以及各系列车型之间，只作局部微妙调整，让元素

的特征不断重复延续[13]，加强印象，增强识别性。该方

法是欧美一些老牌汽车公司维持品牌家族特征的惯

用手法[14]，运用时间长且经久不衰。造型元素主要聚

集在汽车前脸，位置醒目便于识别，且在设计中考虑

了仿生手法，易于让人感觉亲近，但该方法固化了前

脸的表现形式，约束了新生代车造型创意的设计空

图2 3组样本的特征感知SD曲线图

Fig.2 The SD graphs of characteristics perception of three sample

groups

图3 2006款与2013款蒙迪欧侧腰线与车顶特征线比较

Fig.3 The Comparison of side waist and roof characteristic line of

Mondeo between 2006 style and 2013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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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无法统筹引领汽车的整体特征风格。在样本采集

车型对应的2011-2014年间，福特在优化前脸家族特

征的同时，开始塑造整车的概念感知，这主要通过汽

车的整体轮廓和车身侧腰线来实现，尤其是侧腰线特

征的强化，对提高整车轮廓特征感知以及最终的家族

感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模式依据清晰的消费

人群定位，兼顾概念与实体，统筹整体与局部[15]，通过

感知福特品牌运动、品质与科技的概念，从整车视觉

上加强对品牌家族特征的识别。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福特品牌的家族特征演

变，经历了从单一塑造标志性实体元素，到现今统筹

局部特征与整车概念设计相结合的模式，其特征感知

不断增强且与品牌理念吻合。该模式也是现今各大

汽车品牌家族特征演变的趋势。

3 结语

在本研究中，SD法是一个核心工具，通过设计特

征语义差别量表，对汽车整体轮廓、前脸、侧腰线等部

位的特征感知进行定量数据采集，通过SD曲线图，研

究轿车造型家族特征的感知机理和演变模式。通过

本次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将心理学SD法

运用到产品造型特征的评价是可行的；第二，汽车造

型的家族特征不仅应重视前脸实体元素设计，同时也

要突显侧腰线的风格特征，车身侧腰线特征感知的强

化，对相应车身整体轮廓特征以及整车的家族感都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次研究调查的区域范围较小，研究样本较局

限，采集的数据量也略微偏小，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

要设计出更具科学性的语义差别量表问卷和更具操

作性的调查方法，选取更多品牌车型作为研究样本，

并增加与本土品牌汽车造型家族特征的对比分析，以

便提出更多可供国内企业借鉴的方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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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组样本前脸特征演变

Fig.4 The evolution of front fac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sampl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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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沟通，削弱了老年人在智能时代的遗落感。

4 结语

由当代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趋势点出时代背景下老

年人产品设计的现状，对现状进行分析的同时，了解老

年人这一特定群体所具有的较于其他群体更为显著的

心理与生理特点。从老年人的心理感知特点引出对交

互设计的启示，结合交互设计的开放性设计思维，用户

体验层面是人性化设计的初始点，无脑体验层面也就

是生理条件反射性行为意识。运用介绍实际案例的形

式，讲解笔者所要表达的我国当代老龄化社会下的交

互性产品设计关注方向[9]。笔者的研究尚处于探索层

面，而对于老龄化社会下的交互性产品设计发展方向

这一课题的研究，还需要更深层次地掌握各个与之相

关的知识范畴，来补充这里的不足之处，将老龄化社会

下的交互性产品设计发展方向这一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的研究命题不断丰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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