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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符合大众审美、对汽车销量有预见性的汽车造型审美评价理论。方法 基于传统的汽车

造型审美理论，将一般性人物评价方法的 4 个层次引入汽车造型审美评价理论，建立汽车造型审美评价

的 4 个层次，即相貌、表情、气质和精神，并通过近年来的上市车型和部分概念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 

得出了基于一般性人物评价方法的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能够较好地对车型进行审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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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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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automobile styling aesthetic evaluation theory which is with the demand of the public ap-

preciation and has the foresight to sales volume. Based on traditional automobile styling aesthetic theory, it introduces the 

general character evaluation method into automobile styling aesthetic theory and constructs automobile styling aesthetic 

evaluation level theory: appearance, emotion, temperament and spirit, and verifies the theory by analyzing styling of pro-

duction cars and some concept cars. Automobile styling aesthetic evaluation level based on the general character evalua-

tion methods could evaluate automobile styling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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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汽车最直观、最富感染力的部分，汽车造型

已经成为汽车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1]。而在

汽车设计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较多的评价与决策，通

常需要通过设计师或决策者根据个人的经验或者审

美喜好进行方案的评价与筛选，这就对汽车设计方案

的评价标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具有美感的汽车造

型符合人们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美学原则。优秀

的汽车造型设计师应在把握美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结合汽车造型所处的时代、地域、民族、文化等大背

景，针对潜在消费群体的需求进行设计[3]。通常，人

们会潜意识地依据所处的社会时代、文化背景等进行

汽车造型的审美评价，但评价结果往往过于直白或口

语化，比如“大气”、“中庸”、“看起来就很霸气”等评

价词句。对中国文化理解不深的年轻设计师或外籍设

计师来说较难把握评价结果的尺度，在进行语义转化

以及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在这种情况

下，建立一种符合大众审美且通俗的汽车造型审美评

价理论显得尤为重要。 

1  基本概念 

1.1  一般美学规律 

一般美学规律是人类在创造美的形式和过程中，对

美的形式规律的经验总结和抽象概括。一般美学规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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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统一与变化、比例与尺度、对比与调和、对称

与均衡、稳定与轻巧、节奏与韵律、过渡与呼应等[4—5]。 

1.2  汽车造型语言 

汽车造型语言是汽车行业评价汽车造型的专业化

指标，目前比较盛行的造型语言分类为：比例、姿态、

线面、图形特征和体量几种[6]。比例和姿态是一辆汽车

最为标志性的特征，包含了侧视轮廓、车窗车身比例在

内的一系列元素[7]。以宝马的“火焰曲面”为代表，线面

造型已经成为汽车造型语言乃至于品牌形象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图形特征是汽车造型中最常用的创新手法，

包括了格栅、车灯、进气口等配件的形状，以及侧面车

身棱线的形状等[8]。体量在现代汽车中的出现较为单一，

而在许多概念设计中出现地较为多样。 

2  理论构建 

在中国人对汽车造型的理解中，奥迪的格栅通常

被中国消费者称为“大嘴”，宝马的格栅被称为“双肾”，

保时捷的前大灯被称为“青蛙眼”。在汽车的侧视中，

最重要的一条特征线被称为“肩线”。除此之外，人们

也经常把车尾直白的称为“车屁股”。这些都表明汽车

造型具有潜在的拟人化特性。尝试从人物评价入手，

有助于理解中国式汽车造型审美。 

在广义的一般性人物评价过程中，人们经验性地

从身材比例、面部表情、言谈举止和内在品质等 4 个

层次依次对评价对象进行审美评价，评价等级依次升

高，符合人们通过现象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的一般性规

律。随着评价等级升高，评价难度会不断增加，但对

于更深层次的评价内容，规律性也更强，相比对事物

外在的评价更加稳定。例如，相貌和表情体现得较为

直观，人们在进行判断和评价时相对容易，但对于深

层次的精神的判断与评价需要较长的时间和经验。 

基于对形式美法则和汽车造型语言的运用，通过

大量的例证分析和长期的项目验证，将一般性人物评

价的 4 个层次依据汽车造型评价标准进行转化后，中

国式汽车造型审美评价体系的 4 个层次，见表 1。 

表 1  中国式汽车造型审美评价体系的 4 个层次 

Tab.1 Four levels of Chinese automobile styling aesthetic 
evaluation system 

评价理论 第1层 第2层 第3层 第4层 

一般性人物
评价 身材比例 面部表情 言谈举止 内在品质

中国式造型
审美评价 相貌 表情 气质 精神 

不同的相貌、表情、气质和精神，见图 1，图 1a

是不同的身材比例体现出来的不同相貌层面的对比，

图 1b 是不同的面部特征构成的不同表情层面的对比，

图 1c 是不同的言谈举止构成的气质层面的对比，图

1d 是不同的内心和外在构成的精神层面的对比。 

 
a 不同的样貌                                            b 不同的表情 

 
c 不同的气质                                            d 不同的精神 

图 1  不同的相貌、表情、气质和精神 
Fig.1 Different appearances, expressions, temperament and spirits 

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分为 4 个层次：相貌、表

情、气质和精神，关系见图 2。该层次定位为面向汽

车市场、注重销量、针对大众的汽车造型普遍性审美

规律，应用于在已有汽车造型设计方案的情况下进行

设计评价。由于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审美差

异，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源自中国文化与汽车市场，

因此在中国汽车市场更加适用。 

相较于具有严谨逻辑层次的汽车造型审美评价

层次，形式美法则的基本点是分散且地位平行的，没

有形成有深层次逻辑性的评价系统。以汽车造型审美

评价层次的 4 个层次为分类标准，对形式美法则中的 

 

图 2  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X=1，2，3，第 X+1 层包

含但不限于第 X 层） 
Fig.2 The relationship of four levels of Chinese automobile 

styling aesthetic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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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键词进行分类，形式美法则与汽车造型审美评价

层次的 4 个层次的类比见表 2。可见，汽车造型审美评

价层次能够很好的概括形式美法则所包含的基本点。 

表 2  形式美法则与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的4 个层次的类比 

Tab.2 Classification of form beautiful principle's key 
components based on Chinese automobile styling aesthetic 

evaluation system 

4个层次 相貌 表情 气质 精神 

形式美 
法则 

尺寸 对比 重心 和谐 

比例 平衡 节奏 统一 

对称 — 韵律 联想 

专业化的汽车造型语言分类中，比例，姿态，线

面、图形特征和体量等几大类语言，具有一定逻辑关

系但又相互交叉重叠，比如体量语言中对曲面的概括，

比例对图形特征的概括等，但曲面、图形特征等设计

语言分类又不可或缺，因此，在造型审美评价方面，

高度专业化的汽车造型语言分类不如汽车造型审美

评价层次的规律性更强，不容易被大众运用。 

综上所述，相较于通用的形式美法则和高度专业

化的汽车造型语言分类，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是更

接近汽车市场表现且相对通俗的造型审美评价标准。 

3  实证分析 

根据初步构建的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对市场

上已经存在的车型进行设计分析。为避免品牌印象对

造型评价造成影响，对所有待评价车型进行去色处理，

将能够体现品牌特征的标志等处进行隐藏处理。实例

分析中提到的车型以面对市场的量产车型为主，在分

析车型设计的同时，提出在中国本土进行汽车造型设

计中需要注意和避免的地方，并以正面例子举例说明

符合中国本土的设计品味。 

3.1  第 1 层次 

“相貌”层次分析见图 3。 

3.1.1  站姿不稳 

站姿不稳主要表现为“头重尾轻”、前低后高，通

常给人不安分、不平稳的感受。车尾上翘主要在侧视

和后视图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见图 3a。这一类相貌

特征，在侧视图中可以直观感受到头部和尾部的较大

落差，加上大角度倾斜的主要特征线（常为肩线）等

的视觉引导，强化了头重尾轻的视觉印象，从而产生

不平稳、不安全的心理感受，与中国人传统印象中源

于“轿子文化”的平稳的轿车形象不相符[9]。需要说明

的是，在量产车型中，适度的头部与尾部落差能够营

造一定的运动感，但过度的落差就会产生不良的视觉

引导。 

 

图 3  “相貌”层次分析 
Fig.3 Appearance level analysis 

3.1.2  体量不均衡 

这类相貌特征通常表现为型面外鼓程度较大，给

人肥胖、慢速、不灵活等心理感受。轮胞处圆角弧度

过大，型面外鼓，产生型面特征拥挤、体态臃肿的印

象，与车型本身想强调的可爱或稳健的风格背道而驰，

见图 3b。 

3.1.3  局部设计比例失调 

在汽车造型设计中，镀铬主要运用在门把手，侧围

裙部饰条、车标、格栅灯等部位。镀铬一般分为精致镀

铬和大块镀铬。精致的镀铬装饰在一定程度上让汽车显

得可靠，高档，具有品质感，但大块式过度比例的镀铬

装饰，会像大金牙或暴发户一样显得俗气而不雅致，反

而降低车型本身想强调的高档感受，见图 3c。 

3.1.4  相貌层次的正面设计 

在 2015 款大众帕萨特轿车的侧面中，凌厉的肩

线和平稳的裙部特征让整车表现得稳重、大气，见图

3d。在前脸设计中，前大灯与上格栅的横向一体式分

布给人强烈的整体感，强调整车横向拓宽的趋势。在

尾部设计中，同样运用了平整的线条，标志、尾灯、

排气筒、牌照等元素布置均匀，强调了整车的规整与

平衡。从整体上看，该车设计大气、中庸，讲究规整

和平衡，与当下汽车造型设计中的横向拓宽、稳重大

气等趋势一致。 

3.2  第 2 层次 

在第 2 个层次，表情主要指汽车前脸的多个特征组

合后所营造的视觉感受，这种视觉感受通常以拟人化的

形式呈现在人们对造型进行审美评价的阶段。如今，很

多汽车制造企业也重视脸谱化在汽车设计中的应用，家

族化前脸成为当今汽车设计的一个重要趋势[10]。“表情”

层次分析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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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表情”层次分析 
Fig.4 Expression level analysis 

3.2.1  “凶恶” 

按照上下格栅是否贯穿，可将凶恶类型的表情分

为两类：当上下格栅贯穿或有明显的贯穿特征时，格

栅整体呈正梯形的大嘴形状为主，配以犀利的尖角大

灯和圆形光型；当上下格栅分开时，除格栅的尖角与

前大灯的圆形光型特征外，下格栅多呈现出向两侧撑

开且比例变大的趋势。除以上特征外，引擎盖高耸的

特征线、雾灯呈现的黑洞也会增加前脸表情凶恶的程

度。整体上，此类表情主要表现为比例不协调、特征

的趋势较为极端等，见图 4a。 

3.2.2  “傻笑” 

傻笑表情中格栅整体呈现倒梯形，靠近大灯处尖

角特征明显，且有向外、向上敞开的趋势，见图 4b。

带有尖角的大嘴一体式格栅更能凸显此类表情的特

质，通常给人呆傻、小丑等印象。 

3.2.3  “哀伤” 

哭丧的表情给人的感觉为哀、衰，甚至小气，见

图 4c，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表现：前大灯和上下格栅

的圆角特征突出，上下格栅的横向比例较小，整车表

情中庸偏哀；或者上下格栅贯以黑化形式贯通，下格

栅特征有向左下、右下两个方向拓展的趋势，营造一

种嘴角向下拉伸的即视感。 

3.2.4  表情层次的正面设计 

在前脸表情明显趋向拟人化的时代，微型车主要

以圆润、小巧为主，以Ａ级/Ｂ级车为代表的主流车

型以霸气偏威严的表情为主。在 2016 款宝马 7 系中，

见图 4d，前大灯中的几何化设计与双肾格栅贯穿一

体，构成威严、霸气的神态；下格栅与雾灯等元素也

呈现整体式的布局，向两侧撑开变大，神似人脸中霸

气的大嘴，再加上酷似高耸式眉骨的引擎盖型面特征，

前脸表情整体上给人霸气与犀利的感觉，同时展现出

魄力。 

3.3  第 3 层次 

“气质”层次分析见图 5。 

 
图 5  “气质”层次分析 

Fig.5 Temperament level analysis 

3.3.1  “轻浮” 

图 5a 中车型的特征线上扬过度，从侧面裙部贯

穿后轮，延伸至尾灯，由此引发主特征过于激进、轻

佻的视觉感受。且尾灯与后保险杆下部的型面有种撕

裂感，给人不完整、不安全的感觉。 

3.3.2  “霸道” 

局部特征如大灯、格栅、雾灯等比例过小而形成

直观的小气的印象；细碎不规整的特征显示整车特征

的分离且逻辑性较弱；一些小转角似有若无，不够明

确。前脸的型面起伏变化剧烈，线条粗狂，给人凶神

恶煞的视觉印象；尖角元素与激进的型面过度给人不

易相处的感觉，见图 5b。 

3.3.3  气质层次的正面设计 

图 5c 中 2015 款大众凌渡的整车宽度比正常轿车

稍宽，加上前脸、尾部横向拓宽的线面特征，让整车

更加显宽，外放趋势增加抓地感，更加稳健扎实；从

侧面看，肩线修长、犀利，为整车增加不少运动感；

尾厢缩短，整车高度降低，拥有类似跑车的姿态，运

动基因更加凸显。整体上看，该车型给人以稳健、自

信、内外兼修的视觉感受，且不乏年轻与时尚的设计

品味。 

3.4  第 4 层次 

“精神”层次分析见图 6。 

 
图 6  “精神”层次分析 

Fig.6 Spirit lev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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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缺乏原创内涵 

在第 4 层精神层面，图 6a 左边车型为山寨设计，

因设计不成熟而在对原创设计进行模仿时，出现了诸

如格栅比例变小、镀铬比例过度增大以及设计语言不

统一的情况，容易给人东施效颦的感觉，缺乏原车型

的内涵与精神。 

3.4.2  过于粗暴、直白 

在中国元素的运用中，主要表现在文化、实物抽

象、图形意向、颜色材质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运用形式过于简单、粗暴[11]。图 6b 将天安门、祥云

浮雕和传统窗棂等元素运用在格栅中，过于粗暴与牵

强附会；将碎裂的青花瓷运用在跑车中展示车型的高

端、豪华，容易让人与碎裂的瓷器产生联想；或将中

国吉祥物龙贴在外饰上发行中国龙年特别版。这些对

中国元素的运用不够深入，传统的、直白的中国元素

并不能代表现代中国人内心实际的审美。 

3.4.3  精神层次的正面设计 

在 2015 款保时捷 Mission E 概念车中，见图 6c，

整车线条流畅，曲面饱满，型面光洁，设计特征较为

简约，从前脸中前大灯与车体的一体化设计中可以窥

见整车集成化的设计特点，显眼的溜背特征极好地体

现出该车型的优雅姿态，设计语言高度精炼与统一，

再加上前脸微笑的表情，在给人优雅、饱满的印象的

同时，又有十足的亲和感。 

4  结语 

这里以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为对象，通过将一

般性人物评价方法的 4 个层次引入汽车造型审美评

价理论，构建出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理论，即相貌、

表情、气质和精神。基于初步构建的汽车造型审美评

价层次，对市场上已经存在的车型和少部分概念车进

行设计分析，提出在中国进行汽车造型设计中需要注

意和避免的地方主要有：相貌层面的站姿不稳、体量

不均衡、局部设计比例失调；表情层面的“凶恶”、“傻

笑”、“哀伤”；气质层面的“轻浮”、“霸道”；精神层面

的缺乏原创内涵、过于粗暴与直白地运用中国元素等。

符合中国本土的设计品味的正面设计主要有：相貌层

面的规整、通俗；表情层面的萌、霸气和威严；气质

层面的自信与时尚；精神层面的精练统一。车型分析

表明：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理论能够很好地对汽车

造型进行审美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理论也随

着时代变化有所进化，比如会跟随不同时代的流行时

尚的变化有所变化，比如人们对张扬另类的造型接受

度更高等，因此汽车造型审美评价层次需要不断扩充

理论内容，使其更吻合当下与未来的汽车市场需求，

以便推广其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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