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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汽车内饰设计的感知线索和评价要素研究，明确汽车品质感的内涵，为自主品牌设计

品质提升，实现国家品牌战略寻找一条设计之路。方法 在与中国重汽合作的轻/中型卡车平台设计案例

基础上，从感知的角度，采用案例跟踪和特征分析方法，对比和归纳了内饰设计评价与设计品质的关系，

探讨和总结感知评价要素。结论 研究表明，内饰的设计评价本质上是一种感知品质的评价，功能体量、

部件特征和内饰氛围是感知评价与设计品质提升的 3 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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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perception clues and evaluation factors of car interior design. a clear sense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ar quality is built to find a design method to improve China's national brand design quality, and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brand strategy. Based on the design cases of business cooperation with the light/medium truck plat-

form of Sinotruk(CNHTC), this research uses the case tracking and feature analysis, compares and summariz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interior design evaluation and design quality, explores and summarizes the elements of perception eval-

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ception. Study shows, the essence car interior evaluation is a perceived quality estima-

tion. Functional volume,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ior atmosphere are the three evalua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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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业的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是自主品牌提

升品牌价值的必经之路，也是国家品牌战略中“质量强

国”的核心。产业转型是设计和制造技术累积实现汽车

产业的创新，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1]。如何

获得汽车设计的品质感以及如何评价品质的提升是

品牌战略的关键。 

汽车造型设计是典型的复杂性系统设计，设计质

量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设计评价指标复杂

且缺乏系统。尤其在汽车内饰中，用户的品质感是由

直接知觉和认知意象共同构成[2]。汽车内饰品质感是

材质、色彩和表面处理，人机交互等多种设计要素有

“品味”的“知觉”。在企业实际的内饰设计过程中，内

饰设计缺乏针对品质感的设计和评价方法，是自主品

牌汽车内饰难以提升价值的原因之一。本文从感知的

角度，结合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与中国重汽从自

2010 开始合作的两个卡车平台的设计案例，研究汽

车内饰设计的感知线索和评价要素，为构建基于感知

品质的内饰造型设计创新和品质升级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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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车内饰造型设计品质和评价 

汽车内饰并不是一件单一的产品，内饰设计是一

种十分复杂的系统设计 [3]。受到汽车工程领域的影

响，设计过程中通常将汽车内舱看作是由众多功能部

件组合形成的。汽车工程中有品质工程这一专业，对

样车进行细节的感知质量监控。设计品质相对于品质

工程是一种前期品质干预，设计品质提升是从设计的

理念出发，将汽车内饰看作一个复杂系统进行整体把

握，对产品品质的感知的控制过程。汽车内饰的评价

是制造，工艺和装备等物理指标综合形成的造型质量

感知判断。 

Stylidis 等人以 Volvo 为案例，研究设计师将感

知价值转化为产品属性的过程，以及用户如何通过产

品属性来感知价值的过程[4]。刘胧以汽车座舱中控台

设计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基于感性工学的产品设计工

作流程，发现中控台的造型的外轮廓整体形状和对比

度能产生“精致感”的品质[5]。Chitoshi 等人运用感性

工学对汽车内饰的宽敞感和压迫感进行研究，指出内

饰的舒适品质主要来源于对汽车内部空间的知觉，并

以此建立了一个诊断系统提供评价[6]。Karlsson 等人

提出了语义环境描述方法（SMB），并对 4 个品牌的

车型进行了 8 种类型的感觉测量，发现用户的感知评

价不仅受到用户背景知识的影响，同时受到品牌因素

的制约[7]。Emel Ünlükal İlhan 在 Fiat Tipo 案例上，总

结了汽车的感知质量包括风格、材料、纹理、色彩、

配合、表面处理和技术等因素[8]。可以说，汽车内饰

设计评价，是以造型为对象，以用户需求和工程制造

为标准，强调驾乘操纵性，坐姿舒适感，造型风格审

美，面料材质色彩等指标的评价。 

Garvin 对有形产品感知进行了研究，提出产品的

性能、特征、可靠性、一致性、耐用性、服务性、审

美 性 产 品 或 品 牌 形 象 是 感 知 评 价 的 主 要 内 容 [9] 。

Ebenfeld 提出了汽车内饰的体验和评价取决于心理

感知要素，包括形面、材料、色彩等构成的设计象征

因素和家庭感、优雅、运动等组成设计整体意象[10]。

刘芝鹭以模型作为研究对象指出了汽车造型的外观

模型是检验体量、型面高光和图形表现，内饰模型饰

为了检验形体、空间和人机匹配。同时提出油泥模型，

尤其是内饰油泥模型在设计流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11]。姬雷雷等人提出了在设计过程中增加原型件的制

作，以实物模型的提供设计师直观的认知体会，从而

改善设计过程中的评价反馈方式，以缩短了产品开发

的周期[12]。Heecheon 通过对 30 辆汽车内饰材料的客

户满意度试验，构建了满意度模型，并用于确定内饰

设计中相对重要的内饰部件及测试其设计特征的满

意认知倾向[13]。Myung 提出了内饰材料的触摸回馈

感是顾客感知产品整体质量的一个关键元素，并提出

了汽车内饰情感质量检查表[14]。可以看出，目前内饰

设计评价研究主要是分别从造型特征、色彩材质和人

机交互 3 个方面来探讨内饰单个指标，缺乏整体的，

面向品质的评价要素研究。 

2  重汽卡车的“中高档”设计概念与设计品质 

中国重汽，前身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成立于 1956

年，是继一汽，二汽之后我国第三大国有汽车厂，主

要负责重型载重汽车的研发和生产。目前重汽集团是

我国最大的重型汽车生产企业，品牌形象的提升是企

业重大的需求。从企业的历史来看，早在济南汽车时

代，重汽就引进了奥地利斯太尔 91 系列重型汽车制

造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吸收转化，实现了技术创新。

随着不断和 MAN，Scania 等国际品牌的合作，重汽

积累了先进的产品技术和可靠的生产工艺，企业是从

技术出发，由内而外的奠定了行业龙头的地位。从行

业龙头向行业品牌转变，产品技术是核心，生产工艺

是基础，感知体验是关键。感知通常被定义为“了解

环境中发生的事情”。感知体验就是指客观的汽车造

型通过感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以及产生的“情感知

觉”[15]。 

在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商消费需求，适应电商环境

下物流的快速，分散，柔性等特殊要求，重汽将产品

线从大吨位，长距离运输的重型卡车向便捷，城市-

郊区短途运输的轻、中型卡车拓展，从产品类型上完

善品牌的体系。在定位上，关注到目标人群的年轻化，

物流运输行业对内饰的关注从是否满足运输的基本

功能需要，向驾驶的舒适度的附加体验需求转变。中

国重汽提出了“中高档”的概念，强调在保持卡车这一

工具车属性的前提下，将“高档”重卡内饰的舒适用户

体验和对人的关注移植到轻卡/中卡上，达到“轿车化”

的品质感觉，即从局部的概念出发实现整体的品质认

知提升[16]。 

本 文 对 湖 南 大 学 参 与 主 持 设 计 的 中 国 重 汽

HOWO 轻卡造型设计项目和 G5X 中卡造型设计项目

展开案例分析，总结和获取设计评价中的感知线索。

重汽 HOWO 轻卡设计项目自 2010 年开始，历时 1

年，于 2013 年正式投放市场。重汽 G5X 中卡设计项

目从 2014 开始，历时 1 年，于 2017 年正式投放市场。

两个项目属于延续性设计案例，见图 1，项目包含调

研、造型设计、CAS 面、油泥模型、A 面、样车和试

产的完整设计流程，其中造型设计包括设计概念，设

计草图，效果图，设计细化等阶段。值得注意的是，

设计评价是项目进程的标志性事件，而设计评价决定

了设计品质提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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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重汽案例设计流程 

Fig.1 Flow chat of SINOTRUK G5X design case 

3  重汽内饰的感知评价与设计品质 

3.1  “部件特征”的感知评价与设计品质 

“部件特征”是指内饰部件的造型特征，部件特征通

常是一个特征集。汽车内饰空间是由一个个部件，一张

张特征面包络形成的，部件特征的品质直接决定了内饰

的光影关系，是造型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感知评价基础，

因此，部件特征是专业性很强的感知评价要素。 

G5X 项目方案效果图评审过程，见图 2，评价者

在 T 字型、层叠型、环绕型的布局方案中，选择了“以

驾驶员为中心的环绕型布局”方案，其设计概念是主

要特征（部件）都布置在驾驶员可视可及的范围，形

成环绕包围状，使驾驶员产生专注和方便的内饰品质

感。后续方案对细节（空调口，储物箱等）特征进行

了大量的修改，其中尤其关注副驾驶端储物箱、空调

口和驾驶员端仪表台等部件突出面的造型，见图 3，

通过效果图结合数字模型验证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副

驾驶侧空调口位置形状，调整操作面板上诸如点烟

器、USB 接口，小储物箱、急停开关、空调出风口等

部件细节的排布和配合，最终以效果图形式提出了 3

款评审方案，见图 4。在最后的实体模型阶段，对按

键的大小，按键的分块线，按键周围斜面特征的比例

还进行了评价和修改，见图 5。中型卡车是操控复杂

的工具车，通过对细节的完善实现了造型整体和局部

的协调，提高操控作业效率和长途驾驶的舒适度，提

升了内饰的设计质量。 

 
图 2  重汽 G5X 中型卡车方案图评审过程 

Fig.2 Process of SINOTRUK G5X medium-truc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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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空调口部件特征调整 
Fig.3 Revision of A/C ventilator style 

 

图 4  操作面板部件特征评审方案 
Fig.4 Rendering of center panel parts 

 

图 5  操作面板部件特征油泥模型评审 
Fig.5 Center panel review in clay model 

案例分析表明，部件特征要素是内饰感知评价

的重点，整体的感受是通过部件的细节组成。汽车

内饰造型的感知评价取决于“看”和“评”两个方面。前

者与视觉焦点的移动轨迹有关，受到部件特征的影

响；后者与部件组成的整体感受有关，受到形面的

质量的影响。 

3.2  “功能体量”的感知评价与设计品质 

“功能体量”是指内饰空间所具有的功能性体量

感，是一个“封闭性”的内空间。内饰空间的封闭性是

一种内舱中人的行为、舒适性、安全性和娱乐性的心

理感受，因此，功能是内饰感知的基础，体量是内饰

感知的形式。对功能体量的感知评价贯穿整个造型设

计和模型验证。内饰方案效果及内饰油泥模型见图 6，

图 6a 为 G5X 项目中选的内饰方案效果图，图 6b 是

按照准确的工程布置制作的油泥模型。在效果图阶

段，A 柱的位置，座椅的布置方式和车顶，侧窗，前

窗与车内人员的关系等等定义了感知评价的空间体

量，在这个空间内，评价者对仪表台的功能，车顶储

物空间的利用等要素进行感知判断。而在模型上，一

方面，评价者对实体模型的感知，通过线面、比例、

色彩材质和空间关系，是对设计概念的直观三维感

受；另一方面，设计师通过草图与模型的相互映证，

能够明确表达造型关系和功能创意，最终需要获得空

间与功能合乎逻辑的感知。 

汽车内饰的封闭性决定了体量是整个感知评价

的基础，体量是汽车功能的客观载体。内饰的功能体

量要素是一种关于空间范围与尺度的设计品质，包含

了车型信息，结构工程，同时直观地体现了设计期望

和造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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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6  内饰方案效果及内饰油泥模型 
Fig.6 Rendering and clay model of interior design 

3.3  “内饰氛围”的感知评价与设计品质 

“内饰氛围“是一种内饰“气质品味”的评价要素。

这种气质和品味感知是由材质，色彩，灯光和交互等

多种造型元素的综合形成，是流行趋势与品牌风格所

决定，具有特殊感染力。 

HOWO 轻卡氛围版见图 7a，G5X 中卡氛围版见
图 7b，图 7 中包括了内饰方案的关键词，色彩、材
质选择和意象主题。在轻卡的运动主题中，通过不同
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细节图形的表现分别形成
了高端，城市和运动 3 种不同感知，最后形成了栗色
暖色调和灰色冷色调两套内饰模型渲染方案，见图
7c。为了突出整体氛围主题，图 7 中不仅表现了仪表
台，中控面板等设计部分，还增加了座椅和方向盘等
借用件部分，并将整体模型放置于从右向左渐变色背
景中，让评价者在内饰感知基础上获得审美想象，被
动或者主动的与设计师产生共鸣，并形成内饰品质的
个人视觉“梦想”的叙述表达，因此，内饰氛围评价因
素虽然虚幻难以描述，但确实存在于用户的感知中，
是可以借用色彩、光影、空间、材料等元素来编织。 

           
                                    a                                                     b 

 
c 

图 7  HOWO 轻卡氛围版、G5X 中卡氛围版及氛围渲染 
Fig.7 Moodboard of HOWO light-truck, moodboard of G5X medium-truck and Ambient-rendering 

4  结语 

如何创造高品质产品是实现国家品牌战略的设

计关键点。研究表明，汽车内饰的品质感是材质、色

彩和表面处理，人机交互等多种设计要素有“品味”的

“知觉”；内饰的设计评价本质上是一种感知品质的评

价，部件特征、功能体量和内饰氛围是设计品质的 3

个评价要素。本文研究表明，汽车内饰的设计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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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是以感知评价为基础的；汽车内饰感知存在特征、

体量和氛围 3 个感知维度。重汽 HOWO 轻卡已经于

2013 投放市场，中卡也即将投入，从 2016 年的轻卡

销售指数来看，2016 年中国重汽轻卡板块预计销售

整车超过 7.5 万辆，较上年增长 27%以上[17]。短短 3

年时间，重汽轻卡实现了从零到行业前六的突破。充

分说明汽车内饰的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不仅仅是一

个形态问题，而是贯穿设计和评价的品质感知和审美

情感的认知问题。只有全面的认识内饰的感知品质，

才能有效地提高汽车的内饰价值，实现汽车制造向汽

车品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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