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工程 第 37卷  第 10期 
·142·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年 5月 

                            

收稿日期：2016-01-08 

作者简介：马庆（1989—），女，江苏人，江南大学硕士生，主攻工业设计及理论。 

通讯作者：于帆（1968—），女，江苏人，江南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创新理论与方法、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 

          展研究与设计管理。 

电动车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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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构建电动车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的意义，优化电动车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方法 通

过实地考察与专家访谈的方式，全程跟进和了解电动车色彩的设计流程，深入地将电动车色彩设计流

程相关内容铺开论述，并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对电动车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进行分析与优

化。结论 电动车色彩的实现要经过色彩定位、烤漆打样、评审校对、贴花设计这 4 个必要阶段，不同

阶段所投入的时间和力量不同，合理地优化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可以有效地推进新品的发布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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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Research of the Design Management of Electric Bicycle Color 

MA Qing,YU Fa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electric bicycle color, and optimize the man-
agement process of the electric bicycle color. It discusses the design process of the electric bicycle color by means of field sur-
vey and expert interview, deeply spreads out the related content about electric bicycle color design process, analyzes and opti-
mizes the design management process of the electric bicycle color by finding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lectric b icycle color should pass four necessary stages, color orientation, proofing，proofreading and lacquer design,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strength of different stages is different, reasonably optimize the color design management process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new products releasing and facing to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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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的观念深入人心，电动车因其环保、便

捷的特质受到人们的青睐。许多企业多集中关注电动

车的技术和性能来提升品牌优势，缺乏对设计管理和

流程管理的关注，在运用产品设计打造品牌形象时，

借助色彩计划体现视觉优势更是一条捷径

[1]
。虽然有的

企业开始逐渐关注电动车的色彩和搭配，但是仍没有

把色彩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部分来看待。色彩具有先声

夺人的作用，成功的色彩设计可以为产品增加

15%~30%的附加值[2]
。重视色彩管理要从流程管理开

始，因此，这里从流程管理角度，优化电动车色彩设

计管理流程，明确电动车色彩从无到有的具体细节，

积累电动车色彩设计经验，为推进电动车行业的发展

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1   构建电动车色彩设计流程的意义 

电动车色彩设计虽然不像汽车色彩设计那样繁

琐复杂，但是仍是一项专业性的、严谨的工作，并

非随心所欲。通过规范化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3]
。美国

设计管理学会指出：凡是成功的设计，必定伴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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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随心所欲。通过规范化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3]
。美国

设计管理学会指出：凡是成功的设计，必定伴随成

功的设计流程

[4]
。而创建有效合理的电动车色彩设计

流程的意义在于：（1）降低产品设计创新风险，规

范电动车行业色彩设计流程的前后顺序，使得工作

稳步推进；（2）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明确设计工

作的目标和要求，有效提高电动车色彩设计效率；

（3）防止分工混乱，让色彩设计师积累专项技能和

经验。 

2   电动车的色彩设计管理流程 

2.1   电动车色彩的一般设计管理流程 

电动车主要是由塑料件、减震、车座、轮毂、

踏板和后备箱（非必备部件）6 个部分构成，电动车

车身色彩的构成见图 1（文中图片均由笔者绘制）。

从视觉识别先后角度来排序，依次是塑料件＞车座

＞后备箱＞踏板＞减震＞轮毂。塑料件都是构成电

动车色彩的主要部分，塑料件的色彩包括塑料件烤

漆色和贴花颜色。 

 

图 1  电动车车身色彩的构成 

Fig.1 The structure of the electric bicycle body color 

对电动车企业的实习和对电动车色彩相关设计

人员的访问，总结出目前电动车行业色彩的设计管

理流程，主要经过色彩设计定位、烤漆打样、色彩

评审校对、贴花设计这 4 个主要环节，电动车串行

色彩设计流程见图 2。电动车色彩的一般设计流程

中，所要涉及的合作对象有塑料件造型设计企业、

油漆公司以及贴花设计，在品牌内部进行的工作有

色彩的定位和评审校对工作。 

2.2   电动车色彩的设计流程解析 

首先，色彩的设计从设计定位开始，在对电动

车色彩进行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除了

使用环境、消费习惯等影响因素之外，也会受到汽 
 

 

图 2  电动车串行色彩设计流程 

Fig.2 Serial color design process of Electric bicycle 

2.2   电动车色彩的设计流程解析 

首先，色彩的设计从设计定位开始，在对电动

车色彩进行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除了

使用环境、消费习惯等影响因素之外，也会受到汽

车行业色彩趋势、社会热点事件以及流行色等因素

的影响。其次，烤漆打样。烤漆打样阶段主要是设

计和油漆厂之间的配合。电脑中的显色只能作为色

彩设计意图、方向的示意，而无法表现真实的色彩。

从设计到实施，需要解决色彩与材料结合后在使用

空间中的总体效果，因此当设计师对电动车色彩进

行确定之后，会将效果图发给油漆公司进行烤漆和

打样，为了避免误差和方便交流，设计会采用和油

漆厂相互吻合的色彩样板信息，包括客户名称、品

名、编号和日期等。色彩样板信息见图 3。第三，

评审校对。评审阶段一是看实际色彩效果是否和初

步设计阶段有出入，这一阶段一般来说会排除掉

1~3 种色彩。二是要考虑色彩在后期使用过程中的

持久度，哑光磨砂质感的色彩相对于光滑质感的色

彩，更容易被磨损使得表面色彩发生变化，难以维

护，在评审校对阶段就会相应地减少这种哑光磨砂

质感色彩的推出。最后的环节即电动车贴花设计，

好的贴花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既传达给消费

者特定的信息，又能给人美的享受，因此贴花设计

十分重要

[5]
。在设计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与造

型相匹配，无论造型是硬朗还是圆润，贴花都要符

合车身线条的走向和特征；（2）与车身色彩协调，

无论是近似色还是互补色，都要与车身色彩协调一

致；（3）体现品牌要素，在进行贴花设计时，要结

合商标、型号、企业名称等要素，更好地突出原车

的气质

[6]
。 

2.3   电动车色彩的设计流程管理评价 

1）色彩设计流程展开的起点滞后。色彩设计是

产品造型开发的一部分，不同产品的外观开发设计

流程不一样，相对应的，色彩设计工作的展开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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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色彩样板信息 

Fig.3 Color sample information 

也有所不同。比如汽车这一类造型相对比较复杂的

产品，其色彩设计的启动介于造型定位工作完成后

[7]
。

电动车色彩设计工作的展开和汽车类似，色彩的设

计流程也是在造型确定之后才展开。电动车塑料件

部分是由专门设计生产塑料件的企业来提供设计服

务，一套塑料件模具的开发成本非常高，一旦塑料

件生产设计企业有新塑料件外观设计出来，各大品

牌就会引入到自己品牌的整车上使用，然后对其塑

料件色彩进行色彩创新和贴花设计，这时候，最先

推出新色彩产品的品牌就占有市场先机，电动车色

彩的设计如果还在造型设计之后开展相对来说就会

比较滞后。 
2）串行设计流程拉长产品开发周期。串行设计

流程的特点前后衔接，由于每一个部分都是独立开

展工作，样品打样是由油漆公司负责，贴花设计由

贴花设计部来负责，企业要做的就是审核、色彩定

位设计以及电动车其他部件的采购工作。色彩从平

面效果到打样试制就会有反复校对和修改的情况，

如果在样品打样阶段时间往后推迟了两三天，那么

评审校对工作就会相应往后延迟，而且色彩设计本

身就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来回修改的情况。

反复的修改和调整会使得开发周期被拉长，影响产

品推向市场的时间。 

3    电动车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优化 

3.1   构建电动车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 

电动车行业因其特殊性，使得色彩相对于其外

观造型有更大的发挥和设计空间，更有利于一个品

牌建立自己的视觉识别特征，因此在对电动车色彩

设计管理流程进行优化时，将色彩定位放在了流程

的最前端，形成一个串行和并行共存的设计流程结

构。串行部分结构依次是色彩定位、色彩选择与评

估、烤漆打样、评审校对、贴花设计；并行部分结

构分别为新造型设计定位和色彩选择与评估同时进

行，色彩实现阶段的评审校对和色彩入库同时进行；

色彩库和最前面的色彩定位之间关联密切，是相互

影响的关系。优化后的电动车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

见图 4。 

 

图 4  优化后的电动车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 
Fig.4 The color management process of electric bicycle after 

optimization 

3.2   流程优化解析  

1）色彩定位先行。色彩先行是先于新产品外观造

型。目前，大部分的电动车企业不具备自主外观设计

能力，只能以外包设计的形式交由塑料件设计生产企

业来做。原因之一是电动车的塑料件外观设计主要分 4
类，即都市女性车、龟王、迅鹰以及中沙，甚至电动

车周边产品比如电动车减震也是按照这 4 类来定义自

己的产品类型。龟王主打人群是年轻时尚的青少年和

学生人群；迅鹰主推人群为追求个性化和炫酷视觉效

果的群体；而中沙类型电动车整车形体偏大，主打中

年人群。不同品牌电动车会对上述 4 种类型从营销角

度再进行类型细化，比如绿源电动车将“龟王“类型

称之为“星系列电动车”，而爱玛电动车却定义为 mini
系列。原因之二是电动车市场有淡季和旺季之分。在

旺季，各大品牌会不断地推出新色彩，想要在这个时

候获得市场先机，就必须以快取胜；在淡季时，一方

面要强调色彩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也要对色彩进行深

度的评估和选择，根据市场反馈数据不断地调整色彩

的搭配和使用。综上所述，电动车企业可以依据外观

和相应人群定位，提前对色彩进行设计预测，建立品

牌独有的色彩使用规律，只要有新产品需求推出，就

可以从色彩搭配库中进行选择和评估，再结合车型的

变化进行适当的色彩调整，这样做可以让色彩的定位

和产品的类型一样形成系列，在电动车行业处在一个

发展迅速却不规范化的情况下，率先从色彩定位入手，

对色彩的设计和管理流程有一个科学化的认识。 
2）减少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时间和投入力量。电

动车新产品色彩推向市场周期前后对比，见图 5，灰

色区域是电动车色彩从新产品外观造型定位到贴花

设计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投入力量总和，从图 5a 和

图 5b 之间的对比，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优化之后，

色彩管理流程所要花费的时间和投入力量都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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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电动车新产品色彩推向市场周期前后对比 
Fig.5 Time which the new color of electric bicycle facing to 

market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减少。图 5a 作为现阶段电动车色彩的设计流程，新

产品外观定位是整个流程的起点，色彩的设计与定

位投入的时间和力量都相对较少，反倒是在色彩实

现阶段，也就是烤漆打样和评审校对阶段，所投放

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这也是串行设计流程结构的

弊端，即反复地来回修正和评审。而图 5b 即流程优

化后，色彩定位成为电动车色彩管理所花费的时间

和投入力量最大的部分，在优化之后的色彩设计管

理流程中，色彩预测和定位是在新外观造型定位之

前，当新产品造型设计定位工作开展的同时，也会

对色彩进行快速选择和评估，这时候的选择和评估

工作，主要是在前期积累的色彩定位库中进行考量

和选择，选择适合车身造型的搭配方式和色彩，因

为之前已经做过大量的色彩效果测试，所以产品后

期的烤漆打样和评审工作就会减少很多精力。 
以无锡欧派电动车品牌的酷车车型产品色彩开

发设计为例，当车型开发需求提出来时，就从前期

已经积累的酷车车型的色彩库中进行选择，这样，

一旦酷车车型外观确定，就可以立即进行打样、校

对和贴花设计。一般来说，按照传统的串行设计流

程走，从接到色彩设计需求到样车色彩定稿大约需

要 14~20 天，如果把色彩的定位在任何时候都放在

一切工作的前端，在每一款车型的开发中就可以节

约 7 天左右的时间，这对于竞争激烈的市场来说，

就是利润。 

4   电动车色彩的设计流程管理的相关因素 

4.1   成本的控制    

    产品设计流程是企业构思、策划、设计和商业

化一种产品的步骤或活动序列，产品色彩的设计管

理流程亦是如此。电动车一经推向市场，市场的反

应就是检验电动车的车型以及色彩是否成功的重要

参考因素。观测市场的反应首先有助于决定是否需

要对某款色彩加大生产量，如果一款色彩在市面上

反应良好，会适当地对这款色彩根据市场需求加大

生产量，相反的，如果这款色彩推出在市场上的反

应不是特别好，这款色彩就会维持现有数量，尽量

避免产品库存堆积。 

4.2   团队人员的组织管理 

色彩设计管理不仅要对设计职能部门进行管

理，而且还要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协调，以顺利完

成设计目标

[8]
。色彩设计流程的顺利推进需要市场调

查员、设计师、采购人员等共同协作。市场调查员

的主要职责是了解电动车色彩趋势以及市场反应；

设计师的职责主要是对色彩进行搭配和设计，也要

深入市场和其他领域，全方位地了解与色彩相关领

域的知识；采购人员要完成各部门所需物品，比如

油漆和零部件的采购工作。  

5   结语 

对目前阶段电动车色彩的设计管理流程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简单剖析，根据现存问题对其管理流程

做了优化，以求能推进色彩在电动车行业发展中发

挥的作用

[9]
。对企业来说把握色彩设计流程，对流程

中的每一步都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并不断地总结和改

善流程中的问题，不仅可以有效提升整体色彩设计

流程管理水平，而且也有利于加深和不同合作方之

间的合作。同时在品牌日益壮大后，更要有秩序地

推进色彩设计工作和其他部分的合作和衔接，不断

地优化设计进而提升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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