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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年轻消费者群体对轿车前视造型相似性的认知特性。方法 依据排量和品牌筛选出的轿

车前视造型，进行相似性判断消费者调研，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进一步对获得的分类结果和

消费者知觉图进行定性分析。结论 在消费者认知空间中，76 款轿车前视造型的分布与设计特征变化存

在着明确的规律。这些规律反映在知觉图的横向与纵向维度上以及各个象限中，体现为整体造型风格和

局部设计特征两个层面，此外，多数分类中轿车前视造型具有各自的共同设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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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young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the similarity between passenger car forms in 

front view. Based on investigation into consumers' estimate on the similarity between passenger car forms in front view 

filtered by displacement and brand, cluster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were completed. The resulted classifi-

cation and consumers' perceptual map were further analyzed qualitatively. It is found that in consumers' perceptual space, 

the distribution and design feature change of 76 passenger car forms in front view are presented regularly along the hori-

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and in each quadrant in the perceptual map in terms of overall form style and local design 

features. Furthermore, car forms in most categories look alike by corresponding common desig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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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在影响消费者购买轿车的 14 个主

要因素中，轿车造型因素已经跃升到第 4 位[1]。在观

看轿车外观造型的五个常规角度中，前视角度是消费

者比较重视的造型方向[2]；在影响汽车造型的三项关键

要素中，前脸造型又最能够传达汽车造型风格信息[3]。 

在轿车前视造型方向，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在轿车前视造型的设计方法上，赵卫辉等人[4]构

建了前脸的认知模型，归纳了汽车前脸造型因子，提

出了汽车前脸表情设计的具体手法和应用；方海燕等

人[5]提出了“仿生概念设计”，为汽车前脸设计找到了

一种新的设计形式。在轿车前脸家族特征的研究方向

上，张悦等人 [6]阐述了汽车前脸造型及产品族的定

义、概念与作用，以及前脸造型特征在产品族中的运

用方式；朱云峰等人[7]借助语义差别法，对汽车整体

轮廓、前脸、侧腰线等部位的特征感知进行了定量分

析，研究了轿车造型家族特征的感知机理和演变模

式。在消费者对轿车前视造型的认知和偏好上，郭伏

等人[8]运用感性工学理论，以三厢轿车的前脸造型为

对象，应用神经网络算法建立了用户偏好与感性评价

词的关系模型以及用户偏好与设计变量关系模型；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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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雁 [9]基于格式塔理论对汽车前脸造型进行分析研

究，探索人们在对汽车形态进行视觉识别时所具有的

视觉组织规律。 

上述关于轿车前视造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设计

方法、家族特征、用户偏好等方面，而在消费者如何

判断轿车前视造型相似性、识别轿车前视造型个性方

面的研究，略显匮乏。另一方面，2014 年南方周末

联合新华信完成了关于轿车消费行为历时 5 年的调

查，结果表明，1980 年后出生的年轻消费者群体占

比达 72.5%[10]，已经成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本文着

重于探讨年轻消费者对轿车前视造型相似性的认知

及其特性，有助于面向年轻消费者进行差异化的轿车

前视造型设计。 

1  研究方法与过程 

1.1  前期准备 

在前期准备中，选取 2016 年度中国市场上发动

机排量在 1.5~2.4 L 的三厢轿车作为研究对象。共收

集和整理出 76 款主要品牌的轿车前视造型（图片），

涵盖北京奔驰、北京现代、比亚迪、东风、东风本田、

东风标致、东风雷诺、东风起亚、东风日产、东风雪

铁龙、观致、广汽、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华晨宝马、

奇瑞、上汽 MG、上汽大众、上汽荣威、上汽通用别

克、上汽通用雪佛兰、上汽通用五菱、一汽、一汽奥

迪、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一汽马自达、长安、长安

福特、长安马自达、长城等 31 个品牌的量产车型。 

为了尽量避免造型以外因素对被试产生干扰，还

对 76 款造型图片做了预处理：统一图片中车身的大

小、位置和朝向；将车辆主体放置在白色背景上；把

图片处理成灰阶图；去除图片上品牌标识、张贴等元

素以及杂乱光影。最后将造型图片依次编号为 V1~V76。 

1.2  研究过程 

首先，在调研阶段与数据采集阶段，邀请年龄在

18~35 岁、具有不同行业（专业）背景的人员作为被

试进行调研。最后回收有效数据共 33 份，其中来自

男性被试 17 份，女性被试 16 份。 

然后，完成聚类分析。将调研所获数据进行处理，

计算相似性矩阵和不相似性矩阵后，进行聚类统计分

析，依据得到的树状图，确定轿车前视造型的分类数。 

接下来，完成多维尺度分析。获得消费者知觉图，

定性分析消费者心理认知空间中轿车前视造型的分

布规律。 

2  数据分析与结果 

2.1  聚类分析结果 

进行聚类分析时，依据所得的树状图以及分类的

相关原理[11]，将轿车前视造型分成 6 个分类最为合

适。将各分类依次编号为 G1，G2，G3，G4，G5，

G6；它们分别包含 11 个、14 个、13 个、14 个、13

个、11 个样品。 

2.2  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多维尺度分析得到的消费者对 76 款轿车前视造

型的知觉图，反映了造型在消费者（被试）认知空间

中的位置与相互关系、消费者对造型的心理认知差异

判断[12—13]，见图 1。图 1 中将各类别中轿车样品分别

用不同颜色加以标记。进一步将 76 款轿车前视造型

图片逐一放置在知觉图对应位置，见图 2，进行定性

分析，探寻并发现知觉图中轿车前视造型分布与变化

的如下规律，即年轻消费者对轿车前视造型差异的认

知特性。 
 

 
 

图 1  76 款轿车前视造型在知觉图中的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76 passenger car forms  

in front view in the perceptual map 

 

 
 

图 2  知觉图中轿车前视造型图片 
Fig.2 Pictures of passenger car form in front view  

in the perceptual map 



160 包 装 工 程 2018 年 12 月 

 

2.2.1  横轴方向上轿车前视造型的变化 

1）在横轴左端，前大灯造型较为圆润，线条以曲

线为主、转折处多为圆滑过渡，见图 3a。在横轴右

端，前大灯造型较为刚硬，轮廓线条曲率较小，转 
 

折处尖锐，见图 3b。 

2）在横轴左端，进气格栅装饰条多呈曲线，曲率

较大，见图 4a。在横轴右端，进气格栅装饰条曲率

较小、线条较为挺直，见图 4b。 

 
a                                            b 

 

图 3  前大灯特征 
Fig.3 The feature of headlight 

 

 
a                                             b 

 

图 4  进气格栅装饰条特征 
Fig.4 The feature of air-inlet grille    

 
由此，可将图 2 直观化的知觉图的横轴（X 轴）

描述为对应于轿车前视造型特征的“曲-直”认知轴。 

2.2.2  纵轴方向上轿车前视造型的变化 

1）在纵轴上端，进气格栅多处于保险杠的上侧，
前脸造型明显被保险杠分为上下两部分，见图 5a。 

 

在纵轴下端，进气格栅面积较大，向保险杠延伸或跨

越，见图 5b。 

2）在纵轴上端，侧窗和车身侧面之间过渡圆滑，

没有明显夹角，见图 6a。在纵轴下端，两者之间的

连接有明显尖锐的拐角，见图 6b。 

 
a                                             b 

图 5  进气格栅与保险杠的位置关系 
Fig.5 The positional relation between air-inlet grille and front bumper 

 

 
a                    b 

 

图 6  侧窗与车身侧面的过渡关系 
Fig.6 The transi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ide  

window and the side body 

由此，可将图 2 直观化的知觉图的纵轴（Y 轴）

描述为对应于轿车前视造型特征的“离-合”认知轴。 

2.2.3  各象限中前视造型的共同特点 

1）人们通常喜欢将车灯视为汽车的“眼睛”，将格

栅视为汽车的“鼻子”，将进气口视为汽车的“嘴巴”，

而将后视镜视为汽车的 “耳朵”[14]。对于通过前大灯、

格栅、进气口以及后视镜等造型因子所呈现出来的、

类似于人的笑脸的形状，处于第一、三象限的轿车前

视造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见图 7a。而处于第二、

四象限的轿车前视造型，并不明显，见图 7b。 

2）轿车前视造型给人的“肌肉感”，表现为发动机

罩线条多，且表面更加饱满、凹凸起伏更大、层次变

化更多、立体感更强等特点。处于第一、三象限的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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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前视造型，这种“肌肉感”表现得较强，见图 8a。而

处于第二、四象限的轿车前视造型，则表现得较弱，

见图 8b。 

3）在进气格栅与前大灯的位置关系方面，处于第

二、四象限的轿车前视造型中，两者之间多是被隔断

关系，见图 9a。而处于第一、三象限的轿车前视造

型中，两者之间多是连接关系，见图 9b。 
 

 
a                        b 
 

图 7  多个特征构成的不同前脸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front faces  

composed with multiple features 
 

 
a                         b 

 

图 8  轿车前视造型的不同份量感受 
Fig.8 Different feeling of weight of passenger  

car form in front view 
 

 
a 

 
b 
 

图 9  进气格栅与前大灯的过渡关系 
Fig.9 The transitional relation between air-inlet  

grille and headlight 
 

3  结语 

研究表明，年轻消费者依据造型相似性将轿车前

视造型视为 6 个类别。结合消费者造型认知横向和纵

向维度特性，以及各象限中轿车前视造型的共同特

点，进一步分析而得到这 6 类轿车前视造型的特点和

变化规律。 

第 1 类别（G1）主要分布在知觉图的左下角部

分；分析发现该类别中轿车前视造型笑脸状最明显，

“笑意”最强。第 2 类别（G2）主要分布在知觉图的上

半部分；分析发现该类别中轿车侧窗与车身侧面之间

过渡圆滑，没有明显夹角，此外，进气格栅位置比较

靠上，轿车前脸明显被分割成上下两部分。第 3 类别

（G3）主要分布在知觉图的第一、三象限位置；分

析发现该类别中发动机罩棱线较多，且表面更加饱

满、凹凸起伏更大、层次变化更多、立体感更强，给

人的“肌肉感”最强。第 4 类别（G4）主要分布在知觉

图的外围，分布位置呈现出圆环状；分析发现该类别

中轿车前视造型没有呈现明确的变化规律和共同造

型特点。第 5 类别（G5）主要分布在知觉图纵轴的

中间位置；分析发现该类别中轿车前视造型的宽高比

值较大。第 6 类别（G6）主要分布在知觉图的左半

部分；分析发现该类别中进气格栅装饰条较为平直，

前大灯造型较为圆润。 

概括而言，年轻消费者群体对轿车前视造型相似

性的心理认知和判断，依据的是总体造型构成和局部

设计特征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1）消

费者对轿车前视造型的整体构成认知。例如第 5 类别

中轿车前视造型宽高比值；第 1 类别中轿车前视造

型，通过前大灯、格栅、进气口以及后视镜等局部特

征所呈现出的明显笑脸状形态。（2）消费者对轿车前

视造型中局部设计特征的认知。例如第 2 类别中轿车

前脸明显被分割成上、下两部分；第 3 类别中发动机

罩线条较多、表面饱满；第 6 类别中进气格栅装饰条

较为平直，前大灯造型较为圆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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