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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族品牌汽车 SUV 的设计理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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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成都 611756） 

摘要：目的 以中国民族汽车品牌下的 SUV 汽车造型设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分析，从造型基因、
品牌意象，以及东西方汽车设计理念的视角，探究我国民族品牌汽车的设计思想。方法 选取国内外行
业中具有设计代表性且已取得良好市场销量的汽车案例，分析汽车个体及其家族造型的设计特点与规
律，对比东西方设计理念下的典型汽车设计案例，寻找适合中国民族品牌汽车的发展方向。结果 在东
西方设计理念融合的大环境下，设计了一款具有东方民族意象感的汽车方案。结论 归纳总结出了一套
适用于中国民族品牌汽车造型设计的理念与方法，对如何提升汽车自主品牌形象、传达中国民族文化、
增强本土品牌汽车市场竞争力，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或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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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Ideas Focusing on National Brand Auto SUV 

LI Jin-chen, LI Ra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Chengdu 611756,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design ideas of Chinese national brand ca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deling genes, brand 

image, and eastern and western car design concepts by taking the modeling design of SUV under Chinese national car 

brand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 car case with representative design and have achieved good market sale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industries, analyze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individual car and their family models. Compare the 

typical car design cases under the East and West design concepts to fi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suitable for Chinese 

national brand ca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design concepts, a car solution with an im-

agery of the eastern nation is design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a set of ideas and methods applicable to the design of 

Chinese national brand car, which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or enlightenment for how to improve the independent brand 

image of the car, convey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brand car in the market. 

KEY WORDS: national car; brand; SUV; design concept 

中国汽车产业正处在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

型的重要历史时期[1]。所谓汽车强国，必须拥有具备

国家竞争力的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拥有支持汽车工

业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和研发体系[2]，因此，中国

设计产业需要自己的知名设计品牌[3]，在汽车行业树

立起个性鲜明且能够被广泛认可的自主品牌形象。品

牌形象源于消费者认同，随着汽车性能的同质化，消

费者更趋向于追求情感需求。我国自主品牌应当根植

于本土文化，在品牌文化中注入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与

价值观，丰富自主品牌的情感形象，赋予产品精神内

涵，创造独特的品牌价值，提升品牌文化的号召力，

让消费者去体验，产生共鸣[4]。本文选择国内自主品

牌的 SUV 车型为研究对象，分析与探讨自主品牌汽

车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设计发展道路，为我国汽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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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与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或启示。 

1  SUV 车型特性及国内前景 

SUV 的 英 文 全 称 是 Sport Utility Vehicle 或

Suburban Utility Vehicle，中文译为“运动型多功能

车”，是一种乘坐空间大、通过性强、兼具城市行走

和野外运动功能的多用途车型。SUV 广义上包括城

市 SUV 与越野 SUV，两者的关键区别是前者采用了

承载式车身结构设计，后者选择非承载式车身结构设

计[5]。从狭义上来说，SUV 就是指前者，其优势特点

是在满足道路行驶通过性的同时还兼具轿车的舒适性。 

近年来，SUV 车型的市场关注度持续上升，许

多原本没有这一车型的品牌，如捷豹、宾利、劳斯莱

斯等也纷纷推出 SUV 车型以填补品牌线空白。在国

内，SUV 的多功能特点十分符合中国人的用车需求，

受到了消费者的肯定与偏爱，发展趋势迅猛。长时间

以来，国内 SUV 市场形成了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两

分天下的局面。2019 年 1 至 11 月，SUV 车型占中国

汽车份额的 33.7%，共销售 770.9 万辆[6]，销量排名

前 30 中就有 14 款是自主品牌，2019 年 1—11 月国

内 SUV 销量排行榜见表 1，中国本土 SUV 汽车代表

见图 1，哈弗 H6 与吉利博越更是包揽了销量冠亚军。 

2  品牌汽车发展要素 

汽车品牌是消费者对该汽车品牌造型及风格特

征的综合认知[7]。其中，造型基因与品牌意象是构建

并形成品牌汽车形象的两大关键要素。前者是汽车品

牌家族化的基本构成粒子与内在规律原理，后者是一

个汽车企业品牌文化与设计理念的具体承载体。如果

说造型基因是品牌汽车的骨与肉，那么品牌意象就代

表着品牌汽车的灵魂。 

2.1  汽车造型基因 

遗传与变异是生物界普遍发生的现象，也是物种

形成和生物进化的基础。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

递到子代，使后代能呈现出与父代一致的性状，但变

异的存在致使父子又不可能完全一致。张文泉、赵江

洪等通过对多代汽车及其特征的研究分析[8]，发现并

提出了汽车造型同样存在着类似于生物基因的“汽车

造型基因”，汽车正是通过基因遗传与变异两种方式

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汽车品牌造型传承性的创新与

发展的。其他研究还发现，遗传与变异的平衡控制对

品牌认知非常重要，造型的相似性是聚类的关键，而

过于新奇则会对品牌的认知度造成损害[9]。 

品牌汽车造型基因具体表现为某种特殊的、具有

品牌意义或属性的造型特征。特征在英文中是“Feature”

或“Character”，对于形态实体而言，主要是指形态

独特或显著的部分，可以说是作为标志性、区别性的

显著形态特点[10]，在设计领域内以特征线形式最为常

见，但也可包括体量、图形和形面层面[11]。其中，与 
 
表 1  2019 年 1—11 月国内 SUV 销量排行榜 
Tab.1  Ranking of domestic SUV sales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in 2019 

排名 车型 1—11 月销量/台 

1 哈弗 H6 344699 

2 吉利博越 207900 

6 长安 CS75PLUS 164607 

9 宝骏 510 139795 

10 荣威 RX5 137157 

13 哈弗 F7 130437 

14 吉利缤越 126216 

15 长安 CS35 125312 

21 捷途 X70 112576 

24 奇瑞瑞虎 8 102444 

25 长安 CS55 101071 

26 哈弗 M6 99798 

28 名爵 ZS 91269 

30 广汽传祺 GS4 90263 

 

 
 

图 1  中国本土 SUV 汽车代表 
Fig.1  Representative of national SUV ca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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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相关的造型特征就是品牌造型特征，是品牌造型

基因的视觉几何形态实体[12]，是用于建立具有品牌属

性汽车形象的基本造型元素[13]。如今，构建并强化具

有品牌属性的汽车形象，有助于获取更好的市场前景

与品牌忠诚度，已成为各汽车企业的共识和发展目标[14]。 

2.2  民族品牌意象 

意象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凝聚的人类情感活动，它

是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所传递的表象信息在思维空

间中加工而成的客观形象，即对物体心理上的期待感

受[15]。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象征性的暗喻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而意象又与象征暗喻极为密切[16]。

以龙为例，龙是国人的图腾意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象征与寄托。古代皇帝为宣扬自身地位与权力，用龙

的形象作为关键标识，绘制或雕刻于衣服、雕塑、建

筑中，中国龙形象是皇权的标识见图 2。在民间，龙

往往有祥瑞、崇高之意，故有“人中龙凤”、“龙凤呈

祥”、“龙马精神”等描述词汇；此外，龙还代表了强

大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如“龙卷风”、“龙争虎斗”。 

意象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具有审美本体的意义，其

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隐”与“奇”。“隐”即象征性、

含蓄性, 它是意象的最基本特征；“奇”即神秘性、

奇异性，与“正”、“平”相对，强调其文辞的艳丽与

不凡。两种审美特征的构成，使意象既有呈现于表层

的、能够直观的具体有形的形象，又有由此暗示出来

的、需要审美主体自行领悟的无形的景象[17]。此外，

国人在意象的选择上，也有着独特的东方审美偏好。

中国自古就以刻画自然事物的形状作为表达手段，但

这种刻画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描摹，而是超越自然

形态的抽象概括。简而言之，中国注重自然，更注重

超越自然，这种超越是在“意”上发挥的[18]。 

近十年来，汽车意象造型研究及其设计已成为我

国汽车工业的重要研究内容[19]，对品牌意象的研究与

应用在学术与行业间均已取得一定成果与成效。目

前，比亚迪、吉利、奇瑞等国内汽车主机厂，逐渐设

计出了具有强烈中国民族意象感的品牌系列产品，在

工业设计上具备了与国外企业一争高低的底气。 

3  民族品牌汽车造型案例分析 

3.1  比亚迪王朝系列造型分析 

中国本土民族品牌比亚迪汽车，坚持脚踏实地，走

自主研发、独立设计之路，且拥有开放、包容的发展

态度，矢志将中国文化融入汽车中，设计出东西方文

化、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汽车。比亚迪立足于中国悠久

的历史文化，积极构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品牌

意象及其设计语言，推出了“王朝”系列汽车。企业

通过不断深挖中国文化与在此基础上的持续设计创

新，使品牌设计理念在具体造型设计中得到了质的飞跃。 

比亚迪“王朝”系列汽车前脸造型特征线见图 3。

两车前脸造型的共有特征是前大灯、格栅与雾灯造型 
  

 
 

图 2  中国龙形象是皇权的标识 
Fig.2  The image of Chinese dragon is the symbol of imperial power 

 

  
图 3  比亚迪“王朝”系列汽车前脸造型特征线 

Fig.3  The front face modeling characteristic of BYD “Dynasty” 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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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特征走势与相互间的空间关系，形成了一张“龙

颜”的前脸造型，龙的形象与比亚迪唐的“龙颜”前

脸对比见图 4。“龙颜”造型源于对中华图腾龙的意

象的提炼与创新，时尚、现代又不失东方底蕴。在“龙

颜”的基础上，新一代的“王朝”系列设计了一条从

中央 Logo 向两侧延伸，承接腰线并继续向后的金属

格饰条，营造出了龙在高速飞行时“龙须”随风而动

的意象，强化了汽车的运动感和速度感。值得注意的

是，各车型“龙须”又各具特点，例如在格栅设计上， 

“唐”走势平稳、持重、大气；“宋”是五条模仿古

代战甲造型的格栅，增添了威严、勇猛之感。 

3.2  吉利 SUV 系列造型分析 

吉利汽车品牌将中国传统美学和现代设计融合， 

树立起了属于品牌家族的造型特征。吉利系列 SUV 

汽车前脸造型特征线见图 5，它们在包括格栅、前大

灯、雾灯、引擎盖等重要特征方面，都表现出了家族

式的统一感，这种统一感最为直接的造型体现是各车

型均继承了品牌前脸独有的“涟漪”式进气格栅特征，

并与吉利品牌标志的家族性盾型进气格栅外轮廓相 

呼应，吉利盾牌标志与吉利博越 Pro 的前脸特征对比 
 

见图 6。同时，吉利的家族式造型在具备统一的造型

基因基础上，也有意通过特征的个性化设计拉开家族

不同成员间差异。图 5 中吉利品牌下不同车系的 SUV

汽车，既彼此相似，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有较高

的可识别性，是国内较优秀的汽车家族设计典范。 

3.3  奇瑞瑞虎系列造型分析 

奇瑞品牌的设计语言取自大自然，强调东方文化

底蕴和审美情趣的融合，力图把感性情绪注入到车身

设计中，使整车外观如动感雕塑般独具特色。旗下的

“瑞虎”系列以虎为设计意象，奇瑞“瑞虎”系列汽

车前脸造型特征线见图 7，通过设计高低两条具有高

辨识度与层次感的横贯线，构建了“虎踞”式前脸造

型特征。其中，瑞虎 8 采用了长矩形切角的“虎瞳”

式前大灯设计，加之点状矩阵式前格栅，横贯车头的

镀铬饰条，以及细长的日间行车灯，更好地塑造了威

猛、厚重、大气的汽车外观视觉效果，强化了猛虎意

象，并诠释了“静若虎踞，动若急湍”的设计理念，

虎脸与瑞虎 8 的前脸特征对比见图 8。虎的意象及其

设计理念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不仅富有极高的辨识

度，而且成为了家族化设计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基石。 

 
 

图 4  龙的形象与比亚迪唐的“龙颜”前脸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dragon and the front face of BYD-Tang 

 

图 6  吉利盾牌标志与吉利博越 Pro 的前脸特征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the front face feature between 

Geely Shield logo and Geely Boyue Pro 
 

 
 

图 5  吉利系列 SUV 汽车前脸造型特征线 
Fig.5  The front face modeling characteristic of Geely SUV cars 

 

 
 

图 7  奇瑞“瑞虎”系列汽车前脸造型特征线 
Fig.7  The front face modeling characteristic of Chery “Tiger” cars 



第 42 卷  第 8 期 李津臣等：聚焦民族品牌汽车 SUV 的设计理念研究 179 

 

 
 

图 8  虎脸与瑞虎 8 的前脸特征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the front face feature 

between Tiger Face and Tiger 8 
 

3.4  小结 

通过对上述三家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品牌汽

车造型分析，可从中获得如下几点：（1）国内品牌偏

好选择中国广大消费者耳熟能详的事物为设计意象，

且择优选择中国特有或代表中国的内容与形式，并应

当是祥瑞、幸福、积极向上的；（2）汽车造型特征取

自设计意象相关形态，在通过艺术抽象与设计概括

后，强调“写意”而非“形似”；（3）家族式造型在

品牌内具有统一性与相似性，在品牌外具有区别性与

差异性，同一品牌下的不同车型，在形态特征基本统

一的前提下，还要体现其个性。 

4  东西方汽车设计理念与应用 

汽车首先是一种全球性商品，其次才是一种具有

地域民族色彩的产品，狭隘地将造车理念局限是不可

取的。同时，各国的汽车品牌和造型又带有该国家与

民族的烙印，反映出其独有的造车文化与风格。近年

来，国内各大主机厂通过提升车辆性能、品质、功能，

逐渐站稳了国内市场，并开始挖掘与确立具有民族意

象的品牌造型形象，逐渐建立起了具有中国审美的汽

车设计理念，从而实现了自身品牌力的全方位提升。 

4.1  东西方汽车设计理念比较 

东方设计根源于东方文化与哲学，是建立在此基
础之上的设计哲学、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是适应现
代社会审美和功能需求的设计理念[20]。东方设计理念
所承担的重要任务，是完成对博大精深中国文化与思
想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转换，以设计对历史、人文、思
想价值的再现、诠释与创新，强调精神层面的感受与
体验。相比之下，西方设计理念下的现代设计更突出
科学精神，更强调创造性与个性特征，更注重逻辑分
析[21]。可见，东西方的设计理念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
向，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同样是汽车速度感的意象表
达，不同文化下的汽车品牌就采用了不同的形式。 

在东方，对意象的表达往往更加倾向隐晦、含蓄、
感性的方式。以马自达为代表的日本汽车设计，就很
好地展露了具有传统日式审美风格的设计理念。马自
达 CX-5 魂动特征意象 

见图 9，作为马自达品牌“魂动”设计理念下的
产物，在造型设计上不拘泥于进气格栅形状或车身线
条尺寸等具体指导设计规则，而是摒弃纷繁，通过做
“减法”来精炼与强化东方所独有的留白之美。CX-5
削减了大量用于营造车身造型流动感的锋锐线条，改
用曲面来营造细腻的光影，并凭借光影变化来表现雅
致而鲜活的造型，以一种化有形于无形的设计手法和
极具东方韵味的艺术表现方式赋予了汽车鲜活的生
命力。此外，CX-5 在表现运动感时，以风为设计意
象，通过侧面两条若隐若现的腰线造型，营造出了“幡
动而知风吹”的东方动态意境 。 

西方意象表达则更直白，造型往往较为具象，且
视觉冲击感强烈。以美国道奇蝰蛇为例，道奇蝰蛇与
蝰蛇的形态对比见图 10，其车型外观造型采用高度
仿生的设计思想，前脸特征线在视觉上具有压低引擎
盖的造型功能，直观地模仿出了蝰蛇匍匐身体准备攻
击的瞬时姿态，彰显了一种具有攻击性的速度感。车
身的特征线、车灯、进气格栅等部件造型也高度借鉴
了蝰蛇的形态造型，进一步强化了迅捷、强劲、霸气
的跑车态势。 

  

 
 

图 9  马自达 CX-5 魂动特征意象 
Fig.9  Imagery of Mazda CX-5 Spiritu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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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道奇蝰蛇与蝰蛇的形态对比  
Fig.10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between Dodge Viper and Viper 

 

 
 

图 11  丰田超霸与其硬派的意象 
Fig.11  Toyota-4runner and its hardcore imagery 

 
4.2  东西方设计理念融合下汽车发展 

日本丰田品牌下的超霸是一款主要面向北美市
场的日本汽车，丰田超霸与其硬派的意象见图 11。
丰田品牌曾有著名的硬派越野普拉多，在全世界各个
国家市场都很畅销，却不受北美市场的认可。在设计
上，北美消费者认为普拉多的造型过于中庸，不够硬
朗、粗犷和凌厉，与他们所认同的硬派越野意象不符，
因此，针对北美市场，丰田品牌推出了另一款有着西
方风格的东方设计代表，即硬派越野车超霸，其外观
造型方正，前脸与车身侧面特征多采用平直流畅的走
向，但依然通过简洁明快的特征形态、外突的侧翼子
板、粗壮的金属进气格栅条、清晰的型面凹凸感、夸
张甚至有些怪异的脸部元素布局设计，凸显了其强劲
彪悍、皮实耐用的硬派越野车特点，并由此获得了北
美市场的好评与热销。 

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的成功为同为东方文化下
的中国民族品牌汽车设计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
鉴。其成功说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设计理念必须在东西方文化和美学的交流与互
动中不断补充、完善、融合、创新，才能更彻底与深
刻地体现出东方美学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底蕴，使之永
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民族品牌要与国外品牌在汽车市场竞争角逐，就

必须思考、研究总结与创新，找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

品牌的设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兼容并蓄、

和而不同”[22]，而在众多探索者中，哈弗品牌已经成

功地建立起了一套中西融合的品牌设计理念，并赢得

了国内市场的认同。哈弗 H6 造型及其品牌意象见图

12，作为国内 SUV 热销车型，在外观造型上，从长

城形态中直接提炼并设计出大尺寸霸气进气格栅、大

面积中网镀铬材质，规整且有力的侧面车身线条，再

通过这些造型特征，在整体意象层面塑造出踏实可

靠、勤劳能干、宁折不弯的意象和人民大众所推崇的

性格品质，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民族气度，受

到了广大中国消费者的接受和认同。 

5  设计案例展示 

凯迪拉克品牌面向全球征集具有地域性色彩的

概念方案。本文立足中国民族地域与文化特点，同时

注重凯迪拉克品牌造型延续，在融合东西方设计理念

的大环境下，设计了一款具有中国民族意象感的凯迪

拉克概念汽车方案。 

首先，本文对凯迪拉克品牌及其汽车造型与意象

进行了分析。诞生于 1902 年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的

凯迪拉克汽车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1999 年，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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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哈弗 H6 造型及其品牌意象 
Fig.12  Haval H6 modeling and its brand imagery 

 

 
 

图 13  凯迪拉克品牌中的豪华、庄严与力量意象 
Fig.13  The imagery of luxury, solemnity, and power in the Cadillac brand  

 

 
 

图 14  融入太极意象的凯迪拉克汽车的 SUV 造型方案 
Fig.14  SUV modeling solution of Cadillac with Tai Chi imagery 

 
拉克在底特律车展中展出了以“皇冠”、“钻石”作为

其豪华品牌设计意象的概念车 Evoq，建立起了极富

现代感和前瞻性的品牌形象和造型风格标杆，对整个

品牌车系的设计创新与延续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凯迪

拉克 SUV 车型 XT4 为例，沿用了“钻石切割”式的

新锋锐设计风格，用型面相互相交、转折、倾斜，形

成刚劲凌厉、气宇轩昂的交线和棱角，赋予了车体及

其进气格栅、大灯等车身元素以强有力的视觉冲击

感，彰显了凯迪拉克品牌所特有的豪华、庄严与力量

之美。凯迪拉克品牌中的豪华、庄严与力量意象见图 13。 

概念方案的意象原型选择了中国消费者非常熟

悉的“长城”与“太极”，并与凯迪拉克品牌的“钻

石”元素和新锋锐设计风格一同融入 SUV 概念方案

的外观造型设计中，融入太极意象的凯迪拉克汽车的

SUV 造型方案见图 14。为较好延续品牌的家族式造

型，方案保留了盾型格栅造型、泪眼式大灯造型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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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所特有的造型基因，再创造性地进行了某些个性化

设计，例如在格栅中间位置设计了一条粗犷有力的横

向格栅条，使之美国味十足，且更有个性化特色；下

进气格栅与下侧方保险杠造型设计，还有更显锋锐感

的引擎盖特征线，一起构成了对长城意象的一种写

意；坚持且进一步强化了新锋锐设计风格的车体型

面，使之呈现出了钻石般的光影效果，向消费者传达

出了品牌的高贵与豪华感；方案最后还通过对尺寸与

造型的细微调整，力图追求车体视觉比例及其效果的

和谐感，以达到中国太极所讲究的一种内在平衡与稳定。 

6  结语 

比亚迪、吉利、奇瑞等汽车企业作为中国民族品

牌的代表，为研究中国汽车品牌造型设计理论提供了

丰富且珍贵的原始资料。但为了更好地获取民族品牌

的汽车造型设计理论知识与具体实施方法，本文通过

对国外与民族品牌汽车造型基因与品牌意向的分析、

对比，总结归纳了东西方文化底蕴与审美偏好在汽车

造型设计与品牌构建上的特点与规律，为中国民族品

牌汽车设计提供了一种立足本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审

美情趣。汲取外来设计理念，包容又不失创新，并以

此为指导，完成了对凯迪拉克 SUV 汽车中国化的一

次概念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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