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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可持续发展的视觉传达设计，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方法方法 通过阅读和整理

可持续发展的视觉传达设计的相关文献，结合市场的要求对可持续发展的视觉传达设计进行研究和

分析。结论结论 视觉传达设计朝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为可持续发展的视觉传达设计更准确地应用

到现实生活中提供方法，以获得更多的市场，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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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researches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meet the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Based on reading and sort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market requirements，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re⁃
searched and analyzed. To better study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e road ahead，and this design can be used to provide better and more accurate method in real life，in order
to gain more market，get more people recog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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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思想也跟着时代的脚

步一直前进，人们对待事物也是与时俱进的，为了占

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得到更多客户的认可，设计师的

观念也要跟随着时代的发展，并结合时代的发展，将

当代元素融入设计里。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人

们议论的一大热点，因此视觉传达设计也要在一定程

度上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

视觉传达设计就应运而生了。

1 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既涉及了生产关系和上层

建筑的问题，又包含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问题，它

不仅针对当前的发展，还将目光放在较为长远的以

后[1]。它不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必须在社

会实践中有所涉及，也是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的组成

部分，而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就要求

可持续发展也要以人为中心，既要保证当前社会的人

们的利益，又不能破坏子孙后代享受这些利益的权

利，尽可能地为子孙后代营造更良好的生存环境。

2 视觉传达设计的定义及基本要素

视觉传达设计是向消费者传达一定信息并以某种

目的为先导的一种可视的艺术形式，而且它能够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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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通俗来讲，视觉传达设

计其实就相当于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的设计师也

就是所说的平面设计师[2-3]。信息的发送者是设计师，

而信息的接收者是传达对象。可将视觉传达划分为视

觉符号和传达两个概念，所谓视觉符号，就是人类的眼

睛看到的一些可以表示一定事物的符号，比如说文字、

电影、电视、摄影作品、音乐、古钱币等。传达就是信息

由一方传到另一方的过程。视觉传达设计就是设计一

些人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来传送各种各样的信息，例如

电视里的广告，马路上的指示牌，展会上的商品摆设等

都属于视觉传达设计的领域。

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要素是图形、文字和色彩，

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就是色彩，有关研究表明当人们

第一眼看到某个事物的时候，大部分的感觉都是对颜

色的感觉，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少，直至和形

体感觉各占一半。色彩的冲击力可以瞬间夺去信息

接受者的眼球，因此，视觉色彩效果比较强的设计更

能得到公众的关注。

3 可持续发展理论下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色彩应用

3.1 色彩与标识设计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各行各业也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更需要注意的是人们的生活节奏

也越来越快[4]，大量的企业标识充斥着人们的眼球。

当需要对某项产品进行营销的时候，最能吸引公众眼

球的就是色彩，因此，人们更应该注重色彩在视觉传

达设计中的应用。

1）色彩在设计商品标识中的表现。在现代社会的

商品世界中，人们能强烈感受到标识色彩的神奇力

量。色彩分为冷色和暖色，冷色以白色、绿色和蓝色为

主，给人清脆深邃之感，而暖色以黄色、橙色和红色为

主，给人温暖欢乐的感觉，能更快地吸引人们的注意

力，因此大众产品基本都会采用暖色调来吸引消费

者。比如麦当劳商品标识，见图1（图片摘自麦当劳官

网），其主要颜色就是黄色和红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M的金色拱门能够给人一种活泼欢乐的感觉，从

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也更好地宣传了企业形象。

2）色彩在设计商品标识中的应用。视觉传达设

计的色彩有着很强烈的超越性和思想性，设计的成功

与否由色彩运用的好坏直接决定，如果需要将视觉传

达设计提升到它应有的高度，就应该合理地把握色彩

的所有配置[5]，一般采用原色配合、同类色配合和补色

配合这3种颜色配置方式。原色配合就是用单纯、鲜

艳夺目的原色来传播良好的艺术效果，它的传播效果

比较好；同类色配合就是采用过渡色来给人一种动态

感；补色配合就是用对比较为鲜明的颜色来给人强烈

的视觉冲击效果。这3种颜色配置的方式各有各的特

点，需要根据具体的产品来选择合适的配置方法。

一般来说，人们会将纯度较低的金、银、黑、灰等

含蓄的色彩运用于时装行业或者化妆品行业，因为这

些颜色能给人一种时尚、内敛的感觉；冷色系较多运

用于高科技信息产品行业，因为这些颜色会给人理智

冷静的感觉；另外，人们通常会将暖色系的颜色运用

于食品行业，因为这些颜色可以激起人们的食欲，并

给人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百雀羚产品标识见图2

（图片摘自360图片网），这是一款化妆品的应用图例，

主色是绿色和蓝色，它将绿色的健康活力与蓝色的安

全稳重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以绿色的叶子给人可持续

发展的感觉，更能促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3.2 色彩与可持续理论下的包装设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由于商品众多，人们很

难选择正确的商品，而且同一种商品都有着很多规格

和品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迅速吸引消费者眼球

的包装就可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设计师需要通

过独特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商品包装色彩来突出商

品的个性。

设计者需要让消费者看到商品包装时就能很容

易地联想到商品的特性，因此包装的色彩设计就要与

商品的属性相符合，也就是要让设计出来的颜色与商

品本身的内容相一致。比如说果粒橙的外包装就是

用橙色让人们知道包装盒里面是橙汁。可口可乐的

包装就采用了鲜红色的背景和白色的字，给人一种强

烈的视觉冲击，特别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因此在全

球赢得了很大的销售市场[6]，可口可乐产品标识见图3

（图片摘自昵图网）。乐嘉的《性格色彩书》告诉人们

图1 麦当劳商品标识

Fig.1 The logo of McDonald′s

图2 百雀羚产品标识

Fig.2 The logo of SP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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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性格都可以用颜色表示出来。蓝色，象征

着生命和自然的力量；紫色，有着高贵迷人的特点；

红色，给人强有力的生命力，代表着冲动和热烈；橙

色，稍微比红色柔和，但同样能给人一种刺激又兴奋

的感觉；白色，象征着纯洁无暇；黑色，象征着绝望与

恐惧；黄色，作为光谱中最容易被吸收的颜色，代表

光芒四射。设计师只有充分理解这些颜色的各种属

性后，才能更好地将它们运用到商品的包装设计里，

从而在激起消费者购买欲的同时更坚定他们对所需

商品的选择。

在进行色彩的搭配的时候，不能在包装上使用过

多的颜色，这样会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如何体现商

品的颜色特征非常重要，设计师们需要在包装设计中

巧妙地将简单的色彩发挥出它最大限度的潜能，并且

要运用色彩规律暗示出消费者所需要的颜色，从而促

使消费者购买商品。

在包装设计中，色彩的形式选择必须要遵循两个

规律：第一，包装的色彩要突出商品的特性；第二，需要

根据不同的消费者选择不同的包装色彩[7]。比如说橙

汁的橘黄色、巧克力的咖啡色等都与商品有一定的相

似性，因此设计师在进行视觉传达设计的时候一定要

注意相似性这个特点。另外，儿童、青年、壮年、老年有

着不同的颜色偏好，设计师需要根据这些偏好对不同

商品的颜色进行较好的定位。比如儿童喜欢红橙黄之

类的暖色系；青少年富有朝气，他们比较偏好于鲜艳的

纯色系；壮年比较成熟，他们更偏向于灰色系的商品；

老年人就更喜欢稳重、肃静的中性色调。另外宗教信

仰也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颜色的偏好，对有些颜色

还会存在着禁忌，设计师需要综合考虑以上的各种因

素来促进消费。比如爽歪歪产品标识，见图4（图片摘

自百度），其包装就用了儿童比较喜欢的黄色为主色

调，给儿童温暖幸福的感觉，不但提高了商品的销量，

而且大大增加了该商品在消费者心中的良好形象。

企业产品最前沿的竞争力就是色彩在包装设计

中的应用，因此，设计师在进行设计的时候，不但要从

经济学的角度来重视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营销功能，

而且还要重视它们的美化效果。设计师需要根据商

品的各种功能和属性选择不同的商品颜色，满足消费

者的心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市场

份额[8]。

3.3 色彩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在广告设计中同样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现在

的广告很多，为了吸引观众，需要在广告上下一番

功夫。同样，广告中的色彩对消费者的心理也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其色彩的整体效果会影响某种产品在消

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如果想要广告发挥出它最强大的

效果，就需要严格选择颜色和策划。在一则广告中，

过多的颜色会让消费者觉得该产品花枝招展，很不稳

重，反而会影响广告的效果。

在广告设计中，恰当地运用色彩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色彩对于广告来说代表生机和活力。每个设计

师都必须熟练掌握每种颜色的意义，比如食品类的广

告大部分都采用红色、黄色、橙色等暖色系的颜色；化

妆品追求安全、健康，因此大部分广告的颜色都是绿

色、白色等中性色彩。设计师不但要针对不同的人群

采用不同的色系，而且还需要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不

同的色系，比如工业机电类行业的广告就需要用蓝

色、紫色和高级灰色调来突出产品的功能和效益。

设计师在进行广告创作的时候需要做到以下4点：

首先，要分析各个阶层的消费者对颜色的偏好，确定所

需要的颜色是让消费者感到耳目一新的；其次，在设计

广告的时候要让消费者清楚地知道该商品的用途、功

效和特点；然后，为了让消费者能够更快地识别商品，

设计师需要在设计广告的时候增加色彩的纯度和明

度；最后，在运用色彩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各个民族与国

家的文化习俗，对于各种信仰也要有所了解[9]，比如哪

些国家偏爱白色，哪些种族偏爱蓝色，哪些教会信仰绿

色，哪些教会视黄色为死亡之色等，诸如此类的习俗都

是设计者需要考虑的。在中国，有素养的人们都会注

重可持续发展，在设计中运用一些能够体现可持续发

展的色彩也是提高销售量的一个重点，除色彩之外，运

用可持续发展的包装也是有必要的。

4 结语

近年来，无论是经济商业活动，物质物品，更甚是

衣食住行，都很讲究“包装”、“设计”，当物质文明到达

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丰衣足

图3 可口可乐产品标识

Fig.3 The logo of Coca Cola

图4 爽歪歪产品标识

Fig.4 The logo of Wah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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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一种内涵、一种文

化，品牌时代已经悄然到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人们

议论的一大热点，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品牌形象应运

而生[10]。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每天都会涌现出一

大批新理论、新工艺和新技术，很多学校都增加了视

觉传达设计的课程，这也说明视觉传达设计在中国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视觉传达设计必

定会拥有更多的空间，同时它也在改变人类的审美观

念和生活方式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持续发

展在中国愈演愈烈，不管是视觉传达设计还是其他的

各种宣传活动，都需要严格遵循可持续发展观，才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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