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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汽车造型中的工程属性与情感属性存在的映射和对应关系，以及对于设计评价的

影响。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和实验分析，揭示了汽车造型中的工程属性与情感属性的映射和转换关

系。结论 造型中的工程属性能与情感属性存在内在的映射与转化关系，可以提高设计方案在跨学

科研发团队中的沟通效率，提高设计创意的“编码”和“解码”。对于汽车创意和评价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可以提高设计方案在跨学科研发团队中的多向沟通效率，提高设计方案的接受度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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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mapping and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gineering attributes and emo-

tional attributes of car styling, and its impact of design evaluatio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anal-

ysis, it reveals the mapping and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gineering attributes and emotional attributes in 

the car styling. The intrinsic mapping and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gineering attributes and emotional 

attributes can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design process during the cross-disciplinary R&D teams, and 

improve the "coding" and "decoding" of the design creativities.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ar styling forma-

tion and evaluation. It can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in the cross-disciplinary R&D teams, and improve the 

acceptance and feasibility of the design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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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造型是产品设计中形态复杂、与情感关联

度高，同时与工程技术高度配合的综合性工业产品。

汽车造型中工程与情感属性是激活用户评价的关

键信息，Desmet 提出了情感与产品映射结构模型，

认为产品是从态度、标准和目标 3 个维度刺激情感
[1]，进而形成对于产品的评估和反馈[2]。工程师将

技术整合成为功能性的代步工具，设计师将情感融

入形态使汽车成为感性的商品，消费者通过评估和

体验选购“满意”的产品[3]。汽车产品的生命周期，

其实就是工程属性（技术、功能）与情感属性（造

型、体验）在不同角色间的“编码”与“解释”过程。 

1  情感与工程 

形态不单是产品外观的存在形式，更是承载了

产品内在的形式规律、关系和技术，包含着极其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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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内涵信息。认知心理学家诺曼在《情感化设计》

中提出了人类的行为属性是由大脑的不同思维层

次引起的，分为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3 个层

面互相作用形成人对于形态对象完整的感知与理

解。Lottridge 提出了情感是与个人的性格、心情状

态和当前情绪存在密切的关系[4]，具有个体的差异

性和不稳定性，用户中很大比例都是通过直觉（本

能）为直接依据进行造型评价活动。相对而言工程

是以可靠与稳定的功能为基础，是产品解决问题的

基本属性之一，而且实用性的设计都是与行为或功

能紧密相关。 

可见，造型中的情感和工程属性是评价设计质

量的重要依据，情感属性与直觉（本能）紧密相关，

工程属性与功能（行为）对应。Jocelyn Smith 提出

了整个人类视觉认知过程包含 3 层结构，即感知过

程、思维过程和认知过程[5]。对于造型设计评价的

情感和工程属性分解与提炼，也符合此流程。 

2  工程与情感的映射与转换 

造型设计的核心任务是使产品对象具备美学

品质、品牌识别、体验超凡，核心能力是赋予产品

“情感”属性。工程设计则是确保批量制造的可行性

以及产品性能的稳定，保证产品的“合理性”。造型

设计和工程设计的知识既紧密关联，同时又是多目

标矛盾，构成知识沟通和优化障碍。汽车造型是艺

术与工程协调融合的产物，既要满足设计师和高层

的期望目标，同时必须满足各工程技术的限制与约

束，合格的汽车创意必须同时满足造型与工程的需

求。造型脱离工程就容易使设计创意只是情感化的

艺术创作，而不是具备功能和产品属性的汽车设计；

工程脱离造型使得汽车只是技术的功能原型，不具

备审美情趣，汽车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则难以保证。 

造型中的设计信息是通过两个领域间的信息

交换而获得的。设计活动的一个核心属性是期待尽

快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6]。李雪楠提出了

造型特征与语义的一致性表达方式，提出用“思维

导图”的方式整合动态因子，将造型特征的动态性

特点与语义的多义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可行的

表达形式[7]。王贞剖析了工程与造型的约束关系，

实现调整工程参数直接辅助前期创意[8]。欧静研究

了多维情感—动作—产品形态间的关系，发现不同

层次情感可以对应操作的基本动作以及产品形态、

工程技术关联的规律[9]。可见，设计过程中的感性

部分，正在从模糊的不确定性向可计量化的方向发

展，汽车造型的工程与情感属性是可以实现相互的

映射转换。情感和工程属性都是激发创意发散和收

敛的关键因素，唤醒设计师的创作灵感，连接工程

师和用户的重要信息载体。 

3  实验 

3.1  目的 

（1）汽车造型的构形认知关系，即工程构件

与形态直接是否存在映射关系；（2）工程师与设

计师对造型的认知解释的共通性。 

3.2  方法 

1）样本选择。1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设计师或

工程师，深度参与过汽车设计全流程。样本的选择

满足实验目的，能较为清晰地研究汽车造型中工程

师与设计师对于情感属性和工程属性的认知差异

与共通性。 

2）过程。采取手机微信或 QQ 的方式填写网

络问卷，便于填写和收集统计。题量为 20 道。问

卷浏览量为 77，回收量为 40，回收率为 51%，平

均完成时间为 12 min。因为问卷内容的专业程度较

高，需要被测对象具备参与过实际项目的经验，所

以对问卷回收率有明显影响。 

3.3  实验结果 

统计共抽取了 40 份有效问卷作为样本。80%

的被测对象在 26 岁以上，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占

85%；在对于汽车造型的偏好调研中，统计得出造

型美观、性能卓越、空间舒适、品牌影响力是影响

用户偏好的主要原因，分别占到了 80%，67.5%，

70%，57.5%；在汽车造型评价方面，55%认为设

计师与工程师有共通性，32.5%认为两者有共通性，

但是不明显。设计师与工程师对于汽车造型沟通载

体的统计分析见图 1。 

在设计师与工程师的沟通载体层面，物质层面

（80%）、数字载体（80%）、数据化表达（50%）

和图形载体（45%）被认为是主要的沟通信息载体，

表明设计师和工程师都认可实体模型和数字模型

的沟通载体，可以直观地进行沟通和协调具体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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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计师与工程师对于汽车造型沟通载体的统计分析 

Fig.1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ar styling communication 
carrier between designers and engineers 

 

题，两者共同的特点是直观、物态化、便于修改，

可以实现同步优化。另外，工程术语也显示出较高

的比重，原因是其描述的精确性，利于项目过程中

的具体操作。 

汽车造型的情感属性统计分析见图 2，统计得

出体量（空间、攻势、御势）、形面、图形（前脸、

灯光）占据大部分比例。可见，汽车造型情感属性

与三者紧密相关，可将其归为情感属性的载体，作

为链接情感属性的重要元素。三者可构成汽车造型

的评价信息层，从整体到局部的逐级分析与评审，

对于提升现有评审方法体系具有重大价值。三者也

能逐层激活对于设计师的形态创意生成，对于形态

溯源和理念归纳也具有良好的引导性。比如，起亚

将老虎前脸的形态特征抽象成特征线条融入到前

脸造型，形成具有品牌识别性的“虎鼻”造型，唤起

用户对汽车造型形成威武、力量的情感反馈。 

 

图 2  汽车造型的情感属性统计分析 

Fig.2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motion attributes in car 
styling 

 

汽车造型的工程属性统计分析见图 3，统计得

出功能（通过性、驾驶视野、操控范围）、机构、 

 

图 3  汽车造型的工程属性统计分析 

Fig.3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ngineering attributes in car 
styling 

 

部件是被试主要关注的工程属性，同时体量也与工

程属性紧密相关，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汽车的体

量与功能是对应相关的[11]，可见功能、机构、部件

与之前情感属性中的体量、形面、图形可以形成关

联映射。在汽车项目实践中，设计师与工程师从设

计前期的总布置，方案评审中的形面与内部空间确

认及调整，以及后期的图形与部件关系调配的流程

中，主要沟通任务相吻合。可见，汽车造型的情感

属性和工程属性存在明确的共通性和映射关系。 

4  构形创意激发映射矩阵 

汽车造型设计与工程设计的映射关系主要在

于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时序关系和数据关系的复

杂性。汽车造型设计是多学科、多任务、多层次的

创造性活动，而创造力是一种知识资源[10]。为了使

设计达到设计预期，提高设计的一体化和精确性，

需要正确的知识表达和高效的决策支持的辅助方

法。经过调研证明，造型的情感属性和工程属性存

在潜在的映射关系，可作为设计沟通的重要辅助信

息。 

造型设计师经常采用图形化意象表达创意思

考，草图和图形化是设计师重要的表达载体，而工

程师则明显偏向技术性、数据性和约束性描述。在

现代汽车设计开发过程中，造型阶段的设计草图、

效果图、数字模型在与工程的衔接中，因设计工具、

底层算法的差异，造型数据的一致性程度较低，而

工程师重新构建数字模型则降低造型设计的美学

属性。结合实践观察，在当前汽车开发流程中物化

载体（如油泥模型、树脂模型）还是最有效的沟通

和评价载体，在实验中也可以看出物化载体仍然是

最被认可的沟通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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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验数据可知，设计师和工程师的构形认

知层级都是可以概括为从轮廓到细节的构形过程

认知[11]，同时造型与工程的构形认知分层存在着映

射对应关系，即汽车体量是对汽车类型的区分，汽

车类型的区分是基于不同车型的功能定位，包括内

部空间、通过性、驾驶视野等与造型工程紧密相关

的核心信息；形面是汽车基于机构的外显特征，内

部机构是形面的支撑，形态的调整空间与内部机构

关系和位置关系密切关联；汽车的外露部件与保护

件形成主要的图形特征（如保险杠、车灯、进气格

栅等）。由此可见，造型设计和工程物化的构形过

程是存在底层认知关联的，两者的构形创意与物化

存在映射关系。造型与工程构形认知模型见图 4。 

 

图 4  造型与工程构形认知模型 

Fig.4 Formation cognition model of designer and engineer 
 

在情感与形态的设计研究中，邓建国在对于情

感唤醒造型联想设计的研究中发现，采用意象的 3

种连接方法（传达语义的建立、状态差异的强化、

意象的连接）链接用户情感，而后通过建立设计情

境、设计特征明确化、技术特征的应用、设计张力

的强化 4 个步骤完成形态创意的激发[12]。在本文中，

汽车造型中的工程属性和情感属性通过实验与文

献发现存在内在的关联与映射，可以相互作用辅助

设计创意过程，并可以使工程师和设计师同时快速

解读设计创意与设计评价，优化设计流程，从而形

成构形创意激发矩阵图。工程与情感激发构形创意

矩阵见图 5。汽车造型设计构形创意激发矩阵图，

在认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应用，对汽车造型

映射分解，形成强对应关系。矩阵图可以对设计过

程和创意思维进行追踪与推理，实现更为清晰的

“设计编码与解码”，从而对汽车造型的工程与情感

属性进行映射关联分解，形成明确的构形创意激发

矩阵图。 

 

图 5  工程与情感激发构形 创意矩阵 

Fig.5 Engineering and emotion inspired formation creative 
matrix 

5  结语 

汽车造型设计过程中，情感属性与工程属性是

设计师和工程师共同关注的重要信息，这里通过文

献研究、问卷实验统计发现，汽车造型中的工程属

性能与情感属性存在内在的映射和转化关系，使造

型创意与工程技术产生明确的“编码”和“解码”转

化关系，使创意形态生成过程从不确定性、随机性，

向信息分层、链式关联、逐步明确的方向发展奠定

了依据，对于汽车创意和评价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设计师情感和工程

技术的信息认知层次编码方式，并推理得出转换矩

阵图，为设计师与工程师的协同创新方法研究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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