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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根据不同品牌间产品形象的差异性，打造具有品牌识别特征的工程机械产品造型。方法 提

出以产品形象为原理的工程机械品牌造型设计方法。根据产品形象视觉和理念的识别构成，结合造型特

征识别实验与评价的数据分析，提取具有高识别度的造型特征加以分析；通过语义差分法提取产品意象

风格要素，分析其造型识别语义；最后融合两者进行品牌造型创新设计。结果 以三一重工起重机造型

设计项目为例，根据视觉形象和理念形象的分析结果设计出具有三一重工识别特征的全新造型。结论 融

合产品形象原理进行设计分析，能有效得到产品造型的品牌识别要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可

为其他工程机械产品造型设计提供较好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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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and Modeling Identification Design of Engineering Machinery  

Based on Product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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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University of School of Design, Changsha 410082, Hunan,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reate the engineering machinery product modeling with brand recognition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product image between different brands. The design method of engineering machinery 

brand modeling based on product image wa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oduct image by vision and 

concept, combined with the data analysis of identification experiment and evaluation of modeling features, highly recog-

nizable modeling features are obtained and analyzed. The semantic difference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the style 

elements of product image and analyze the modeling recognition semantics. Finally, both of them are used for the brand 

modeling identification design. Take the Sany heavy industry crane modeling design project as an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visual image and concept image, a new shape with Sany’s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is designed. 

It is feasible and scientific to integrate the product image principle into the design analysis, and can effectively obtain the 

brand recognition elements of the product modeling, which can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modeling 

design of other engineering machiner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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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建设的飞速发展，工程机械行业面向

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想在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产品

造型具有品牌识别性十分关键。产品是品牌形象外显

化的载体，也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但近年来工程机械

产品造型的同质化现象严重而难以形成品牌识别性，

因此实现产品造型差异化尤为重要[1]。 

随着工程机械产品的逐渐成熟化，品牌独特性的

塑造成为行业竞争的新趋势，品牌识别的研究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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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视。姚君[2]等人基于品牌文化的差异性，提炼

徐工压缩式垃圾车的造型特征来进行概念识别设计；

张云帆 [3]等人以激光切割机为例验证了以品牌意象

基因指导产品族造型设计，能较好继承品牌意象基

因；殷晓晨[4]等人基于品牌视觉语言，结合品牌核心

价值与定位，分析机床产品造型、色彩、材质等要素

的设计规律，皆以品牌文化融入产品设计来提高品牌

识别性。产品形象是实现品牌产品差异化的一个重要

途径 [5]，品牌识别往往是通过产品形象的识别来完

成。产品形象是品牌的无形资产，是消费者进行购买

时必然考虑的因素，强化产品的形象识别是提升品牌

市场竞争力的手段和方法[6]。因此，本文以产品形象

作为理论依据，从产品本身出发提出一种系统、全面

的品牌造型识别设计方法，实现产品造型差异化，以

此提高品牌识别度。 

1  产品形象原理 

任何事物都有“形象”，这种形象是内在的也是外

在的，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人们利用感官获取事物

的信息并进行分析，通过联想、认知等情感活动，最

终在脑中形成事物的整体形象感知。产品作为一种有

形的载体，必然有其既定的形象[7]，产品形象的概念

慢慢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产品形象可分为内外两部

分，外在指产品的整体外观特征，内在指产品在人们

心中的品质形象，其承载了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感价

值，是人们对产品印象的总和[8]。 

1.1  与品牌识别的关系 

产品形象融合了多种领域背景，涉及了企业文

化、品牌识别、产品设计等相关理论与知识，其作为

服务于品牌个性的手段，与品牌理论的关系对产品形

象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9]。品牌是市场竞争下的产

物，企业试图通过建立独特的品牌个性来表达自身文

化、精神和理念，但这些无形的信息需要通过产品作

为媒介来传达给消费者[10]。产品是有形的载体，和消

费者有最直接的互动接触，其产品形象直接影响着消

费者品牌识别的形成。 

产品形象的特点可分为同一性和差异性，同一性

使品牌产品之间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而差异性则

让产品有异于其他品牌的不同特征，两者既矛盾又统

一，共同作用于品牌识别的过程和构建中[11]。消费者

是产品形象信息的接收者，通过产品形象的同一性和

差异性能体会到品牌个性独特的文化和理念，若产品

的使用体验或价值理念符合个人需求，将会形成对该

品牌的追随和依赖，从而构建起自身对品牌的识别行

为[12]。这种来自消费者的回馈将作用于产品形象的不

断优化与改进中，再而强化品牌识别的构建，最终发

展成强大有生命力的品牌，在同质化市场竞争中胜

出，产品形象与品牌识别的关系见图 1。 

 
 

图 1  产品形象与品牌识别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image and brand identity 

 

 
 

图 2  产品形象与产品属性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image and  

product attributes 
 

1.2  与产品属性的关系 

产品形象的核心在于产品，产品的功能类型、消

费对象、使用场景等属性决定着产品形象的方向和定

位。有些产品的形象定位是多变而且宽泛的，有的则

较为固定和局限，而工程机械属于后者。如何在固定

局限的范围内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形象，对工程机械

产品形象设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Wangqun Xiao[13]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机械产品的形象识别系统

设计理论进行了初步研究，探讨了产品形象对工程机

械产品的意义，并论证了该理论的可操作性和可靠性。 

在功能类型方面，工程机械属于典型的技术导向

型产品，是以功能实现为首要目的的装备类产品[14]，

造型多服从于功能实现，无论是造型还是技术均出现

同质化现象，导致品牌识别薄弱、造型模仿明显，产

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和影响力等问题[15]。在使用场

景方面，工程机械产品工作强度大且具有危险性，多

使用在建筑、开发等环境恶劣的工地，产品必须给人

一种安全、稳重、坚不可摧的印象。在消费对象方面，

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工程机械都是提供专业功能

给特定行业市场的产品，其发展速度慢，更新换代周

期长，生产购买成本高。这三个方面的产品属性决定

了工程机械产品开发、生产的容错率低、投资风险大，

需要在开发初期就对产品形象进行规划，提高产品的

独特性和识别性，打造符合产品语义的形象，同时在

产品换代升级中加以强化，加深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

印象以赢得更多的青睐与稳定客户，产品形象与产品

属性的关系见图 2。 

1.3  产品形象的识别构成 

产品形象是产品设计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个新

研究课题，其作用于人的识别，是用户或消费者对品

牌产品产生的一种相同或相似的认同感的一个重要

环节[16]。而人是如何接受信息、分析信息、最后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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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视觉形象识别过程 
Fig.3  Visual image recognition process 

 
识别作用的？本节从用户识别的角度，分析产品形象

的识别构成原理，可分为视觉形象识别和理念形象识

别[17]。 

1.3.1  视觉形象识别 

产品的形态、色彩、材质、界面等外在因素共同

构成了产品的视觉形象，人们对产品的识别往往先从

外观特征开始。人之所以能够识别出产品，很大程度

来自于对产品的形态识别、色彩识别、材质识别和界

面识别等视觉识别因素，这类识别要素反复出现，加

深了用户的认知。通过把识别要素信息储存在大脑当

中，当再次看到时便能识别出来，这便是视觉形象识

别过程，见图 3。 

其中，形态识别和色彩识别是引起用户记忆与辨

识的最直接有效的视觉识别要素，也是被运用和研究

最多的方法和角度。形态识别是为了构建一个相同或

相似的形态特征，形成稳定统一、具有识别独特性的

产品形象，促使用户记忆识别的形成[18]。如汽车著名

品牌宝马的 BMW 系列车型，反复在产品设计中运用

“双肾型进气格栅”造型，使其具有极高的识别性，

最终发展成典型的形态识别特征，成为人们对 BMW

系列车型稳定的认知，宝马“双肾型进气格栅”造型，

见图 4。色彩识别能代表一个企业品牌的理念文化，

进行产品色彩规划并运用在不同产品上，能形成稳定

的产品视觉形象识别性和延续性。如中联重科的企业

色“星耀灰、砂砾灰、极光绿”，绿色代表“绿色制

造”的理念，同时广泛运用在旗下的产品中，形成产

品家族系列化，从而提高用户对产品品牌的辨识度。 

 
 

图 4  宝马“双肾型进气格栅”造型 
Fig.4  The modelling of BMW double  

kidney type air intake grille 
 

1.3.2  理念形象识别 

产品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等内在因素共同构

成了产品的理念形象，其蕴含的文化信息和情感信息

能指导产品设计[19]，同时也能让人产生感性认知。人

们在观察、使用、接触产品的过程中，造型、触感、

使用感受等信息刺激着人的感官系统。人们对信息进

行理解、分析和综合，最终形成固定的认知，储存在

大脑中形成了产品的理念形象。理念形象识别过程见

图 5。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对产品定义感性意

象，通过塑造和定义感性意象打造产品，是构建产品

理念形象的有效手段[20]。如日本著名家具生活品牌无

印良品系列产品，见图 6。其产品会让人产生一种“简

约、朴素、圆润”的感性意象，当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之后，人们看到类似风格意象的产品便会联想到无印 

 

 
 

图 5  理念形象识别过程 
Fig.5  Concept imag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194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5 月 

 

 
 

图 6  无印良品系列产品 
Fig.6  MUJI product series 

 

良品，这便是理念形象识别的过程，即便产品身上并

没有任何品牌标志，产品形象也诠释了极简主义的品

牌理念。 

2  产品形象识别设计方法 

根据产品形象的识别构成原理，设计方法可分为

视觉形象识别要素提取、理念形象识别要素提取和产

品设计三个部分。杨颖[21]等人分析了产品形象识别的

方法有造型与语意的识别、界面的识别、材质与工艺

的识别、人机交互的识别以及企业文化的识别，其中

造型与语意的识别就是本文所运用的方法，目的是从

用户识别的角度，研究用户对产品造型和意象的认

知，融入到产品造型的品牌识别设计。 

2.1  视觉形象识别要素提取 

视觉形象识别要素提取主要分析产品的造型特

征，工程机械的大部分造型设计围绕着形态和色彩，

两者共同塑造出产品的视觉形象识别要素。形态方

面，谭征宇[22]等人基于时序性造型关系提取机械造型

的识别要素进行再设计；谭正棠[23]等人从机械造型的

线型、图形特征运用在异代同类和同代异类产品中的

规律，构建起品牌产品识别表达模型；陈国强[24]等人

运用数学模拟评价法和识别共性指数运算法对造型

特征进行分析，建立产品族评估体系来验证机械造型

设计的识别性。色彩方面，高慧[25]曾分析产品色彩对

提升工程机械的产品品质、增加产品价值方面的重要

性，提出色彩是品牌产品识别特征的第一视觉要素；

李江泳 [26]验证了产品色彩对增强品牌识别和产品竞

争力的有效性与实用性，提出基于品牌识别的工程机

械色彩设计方法；刘永[27]等人运用符号学和色彩学，

对中国中车 RHC 系列铁路救援车进行产品识别设

计。这两者影响着工程机械产品造型的品牌识别度。 

2.1.1  目标产品处理 

工程机械形态十分复杂且体积较为庞大，在对整

体造型识别时往往难以得到准确有效的识别结果，这

时机械产品的某个部件造型会成为用户对其识别印

象的主要依据[28]。因此，在进行识别实验与评价前，

先对整机造型特征样本化处理，结合专家评估拆分成

若干个造型特征部件。 

2.1.2  评价实验步骤 

收集数个目标产品的竞品样本，同样拆分成相同

的特征部件后，与目标产品组成实验样本，让测试者

了解目标产品的整体产品形象后进行识别实验，研究

去掉商标、色彩等影响因素时各部件的识别正确率，

再让其对目标造型特征部件进行识别性评价，利用

问卷调查和量表题目总结人们对各特征部件的识别

评价。 

2.1.3  数据与特征分析 

结合特征识别和评价实验二者数据，利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数据处理法（T，Test），分析识别实验与特

征评价之间的数据显著性，保留同样具有显著性的数

据，根据识别评价结果选出具有高识别性的特征部

件，最后分析特征得出视觉形象的识别元素。 

2.2  理念形象识别要素提取 

理念形象识别要素提取主要分析产品的意象风

格，在意象风格的研究过程中，词语描述是研究基础，

用户对产品的理念感知可用词语来描述。而感知往往

来自用户对产品造型的评价，邓建玮[29]等人基于特征

匹配原理，验证得出轮廓造型是影响消费者进行风格

感知最明显的因素。为了识别产品的风格意象，探讨

其识别的感知机制，Chan[30]研究了产品风格与特征

的关系，提出“风格可被量化”的结论。苏建宁 [31]

等人为了延续品牌风格，以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提取

机械产品的感性意象和造型特征。黄琦[32]等人将特征

作为产品风格感知的基本单元，把产品按风格特征强

弱进行划分，以此构建产品风格的相似性识别模型。

因此，本文通过用户对机械产品造型的意象风格评价

来提取理念识别元素。 

2.2.1  风格词汇获取 

通过网络、文献、问卷等形式，收集大量有关工

程机械产品的风格词汇。然后通过用户焦点小组研

究，以目标类型产品为对象对词汇进行初步筛选。最

后邀请语义情感研究领域人士组成专家小组筛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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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并获取最终的风格词汇，一一配上反义词形成若干

词汇对。 

2.2.2  风格评价与分析 

选取目标品牌产品旗下的不同典型型号产品，利

用语义差异法把词汇对形成感性意象评价量表，发放

问卷收集用户感知产品外观后的产品风格评价数据。

通过聚类分析提取最终产品风格，并利用语义法分析

风格词汇得出目标产品理念形象的识别元素。 

2.3  创新设计与流程模型 

通过分析和理解特征元素和意象元素，结合新时

代的设计方向趋势对目标产品进行创新识别设计，并

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进行三维建模，最终得出基于产

品形象的工程机械品牌造型识别设计模型见图 7。 

 

 
 

图 7  基于产品形象的工程机械品牌造型识别设计模型 
Fig.7  Design model of engineering machinery modeling 

recognition based on product image 

3  实例验证 

通过参与三一集团 STC250 起重机设计项目，利

用基于产品形象的工程机械识别设计方法进行创新

设计来验证方法的可行性。 

3.1  视觉造型分析 

进行实验样本的材料准备。起重机属于大型工程

机械装备，外观造型复杂，需要对其进行部件单元化

处理。根据起重机的功能区域和造型视角，最后分成

了 9 个特征部件。STC250 起重机特征部件示意图见

图 8，分别是：驾驶室正脸、驾驶室侧脸、侧护板、

车架、起重臂、操纵室正脸、操纵室侧脸、机棚、配

重。根据各部件位置选取合适的角度图片，对图片进

行标志和色彩的处理，再利用李克特 5 级量表生成特

征部件的识别度情感评价问卷。最后选取 7 个竞品进

行同样的部件处理和图片处理，形成识别性实验材

料，造型特征识别实验驾驶室前脸样本见图 9。 

在开始识别实验和评价前，针对起重机的消费人

群和接触用户，选取 30 名被测，包括 14 名工业设计

从业者、6 名工程机械从业者和 10 名普通群众。首

先让测试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熟悉了解目标和竞品，间

隔一段时间开始识别实验，让测试者在 8 个相同部件

不同品牌产品中选出目标产品，无法选择为弃权。实

验结束后，对实验数据进行标记，识别正确标记“1”，

识别错误和弃权标记“0”。然后对目标 STC250 起重

机的九个特征部件进行识别度情感评价，分值区间为

（1，5），分值越高代表识别度越强，反之越弱。最

终得到各特征部件实验数据与识别评价，见表 1。把

所得实验数据和评价数据输入 SPSS 软件中，通过独

立样本 T 检验进行数据分析，各特征部件识别数据独

立样本检验结果见表 2。 

从表 1 数据能看出，驾驶室、侧护板、操纵室的

识别率均高于 50%，是用户进行记忆和识别产品时较

为关注的造型特征。从表 2 显著性数据得出车架、操

纵室侧脸和机棚的显著性数据均大于 0.05，差异显著 

 

 
 

图 8  STC250 起重机特征部件示意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STC250 cran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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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造型特征识别实验驾驶室前脸样本 
Fig.9  Front cab face sample for modeling feature identification experiment 

 

表 1  各特征部件实验数据与识别评价 
Tab.1  Identify evaluation and experimental data of each feature component 

 驾驶室（前） 驾驶室（侧） 侧护板 起重臂 车架 操纵室（前） 操纵室（侧） 机棚 配重

识别率 73% 60% 53% 20% 27% 67% 53% 40% 23%

评价值 3.63 3.40 3.20 1.47 1.93 3.47 3.37 3.07 2.60 
 

表 2  各特征部件识别数据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Tab.2  Identify data independent sample test results of each feature component 

95%置信区间 
 t 均值差 标准误 显著性（P）

下限 上限 

驾驶室前 1.911 0.639 0.334 0.033* −0.046 1.324 

驾驶室侧 1.806 0.739 0.409 0.041* −0.099 1.576 

侧护板 2.080 0.800 0.385 0.024* 0.012 1.588 

起重臂 5.766 1.255 0.218 0.000** 0.753 1.756 

车架 1.393 0.611 0.439 0.087 −0.287 1.510 

操纵室前 1.842 0.699 0.379 0.038* −0.078 1.476 

操纵室侧 0.879 0.361 0.411 0.196 −0.480 1.203 

机棚 1.586 0.533 0.336 0.062 −0.155 1.222 

配重 1.735 0.616 0.355 0.047* −0.111 1.344 

注：“*”表示 P<0.05，差异显著；“**”表示 P<0.01，差异非常显著 
 

不明显，因此弃却其数据。结合表 1 的识别评价值，

得出 STC250 起重机具有高识别度的造型特征是驾驶

室正脸、操纵室正脸、驾驶室侧脸以及侧护板，最后

进行造型特征分析，造型特征分析与识别元素提取见

图 10。 

3.2  理念意象分析 

广泛收集与工程机械产品有关的意向风格形容

词汇，通过焦点小组研究，针对起重机产品进行词汇

过滤和筛选，然后由专家小组基于产品的“造型”、

“体量”、“气质”3 个方面选取最终的 8 个意象词，

意象风格词汇筛选结果见图 11，最后配上反义词形

成意象词对，意象评价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见表 3。 

选取包括 STC250 起重机在内的 3 款三一起重机

作为评价样本，使用语义差分法建立意象评价问卷，

分值区间为（−2，2）。发放问卷并收回有效问卷 20

份，结合信度分析（如见表 3）得到理念意象为“硬

朗”、“张扬”和“现代”。最后对目标意象进行意象

解析、意象造型与意象延展的语义分析，意象风格词

汇语义分析见表 4。 

3.3  起重机造型创新设计 

根据项目的实际设计任务，结合造型特征和意象

语义的分析结果，对 STC250 起重机的整机造型进行

创新设计，运用计算机三维辅助设计得到全新的造型

方案效果图，三一 STC250 起重机造型识别创新设计

方案见图 12。 

新造型整体配色以黄色为主，黑红色为辅。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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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造型特征分析与识别元素提取 
Fig.10  Modeling feature analysis and  

identifying element extraction 
 

 
 

图 11  意象风格词汇筛选结果 
Fig.11  Image style vocabulary screening results 

表 3  意象评价问卷数据分析结果 
Tab.3  Image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data analysis results 

 样本 1 样本 2 样本 3 均值 Cronbach α

柔和—硬朗 1.20 1.40 1.10 1.23 0.726 

棱角—圆润 0.40 0.70 0.35 0.48 0.470 

复杂—简洁 −0.30 0.05 −0.10 −0.12 0.818 

传统—现代 0.70 0.60 1.00 0.77 0.816 

小巧—威猛 0.75 0.60 0.50 0.62 0.286 

内敛—张扬 1.05 0.90 0.95 0.97 0.676 

轻薄—稳重 0.60 0.75 0.70 0.68 0.610 

静态—动感 0.20 0.45 0.20 0.28 0.623 

注：“Cronbach α”表示信度，α>0.6 表示数据有参考意义 

 
表 4  意象风格词汇语义分析 

Tab.4  Semantic analysis of image style vocabulary 

 意象解析 意象造型 意象延展 

硬朗

品质感、产

品质量好、

安全性能高

线形轮廓 

刚硬利落 

直线结合小

弧线运用 

张扬

引人注目、

出类拔萃、

视觉冲击感

特征明显 

造型夸张、

用色大胆 

现代

领头羊、行

业标杆性、

潮流引领者

符合造型 

发展趋势 

功能性与装

饰性相结合 

 

 
 

图 12  三一 STC250 起重机造型识别创新设计方案 
Fig.12  SANY STC250 Crane modeling identification innovation desig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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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搭配是重工机械的经典配色，在作业环境恶劣的情

况下能起到警示性作用。而红色是三一集团的品牌标

志色，运用在起重机核心功能部件起重臂上亮眼夺

目，具有极高的识别效果。标志性的涂装元素经简化

演变，运用在前脸、侧护板、起重臂等部件造型上，

整体提高了识别度，也实现了部件之间的搭配与协

调。运用直线与小弧线的造型轮廓，让整机形象更为

硬朗和结实。驾驶室与操纵室运用相同的造型元素，

顶部应甲方要求平顶设计。参考利勃海尔、格鲁夫等

起重机标杆品牌，前脸造型放弃以往的装饰性设计采

用简洁的前脸设计，有效地减少了制造工艺成本。加

上镭射标志等细节处理，呈现出品质感和现代感。侧

脸根据前脸造型基础进行一体化设计，使整个造型流

畅融合。侧护板沿用 STC250 的双层次造型加以改动，

上层较下层体量更大，视觉上避免整机过于单薄，大

大增强了体量感，转角与斜切面处理增强了变化。同

时，在驾驶室和侧护板两个识别度较高的特征部件

上，采用大胆的造型延续，连贯且跨度大的线条流向

呈现出张扬与无畏，成为新的识别特征。 

4  结语 

本文首先提出了产品形象原理，通过产品形象与

品牌识别、产品属性之间的关系，阐述出产品形象的

重要性。分析产品形象的识别构成，提出视觉形象识

别和理念形象识别的识别原理和方式，为设计方法提

供了理论依据。然后根据产品形象原理建立方法的主

要框架，提出了工程机械品牌造型识别设计方法。以

视觉形象识别分析造型特征，提取造型识别要素；以

理念形象识别分析造型语义，提取意象识别要素。同

时，通过建立实验和问卷获取数据，将数据量化运用

到整个分析过程，能更加准确和客观地进行分析和设

计，为产品造型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得出了

基于产品形象的工程机械品牌造型识别设计方法模

型。最后，结合三一集团 STC250 起重机设计项目实

例，利用此方法进行产品造型创新设计，验证了融合

产品形象原理进行设计分析，能有效得到产品造型的

品牌识别要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也为产

品造型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随着“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提出，利用产品

形象指导品牌造型识别设计，对产品的创新驱动有重

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能更好的实现品牌间的产品差

异化，提高工程机械产品造型的行业水平和创新环

境，从而驱动整个行业的升级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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