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設計科  (S1-3)                                                                                標誌設計 

   
z 相關學習範圍(甲)：設計的基本涵義/本質、(丙)：設計技巧 
z 相關單元(1.5)：視覺語言、(3.4)：平面設計、(6)：文字造型 
 
 

 

標誌是一種大眾傳播符號，它以精練的形象表達一定的涵義，並借助人們的符號

識別、聯想等思維能力，傳達特定的信息。譬如，人們看到煙的上升，就會想到

下面有火。煙就是火的一種自然標記。在通訊不發達的時代，人們採用煙(狼煙)
作為傳送與火的意義有關聯的(如火急、緊急、報警、求救等)信息之特殊手段。這

種人為的“煙＂，既是信號，也是一種標誌。它升得高、散得慢，形象鮮明，特

徵顯著，人們從很遠的地方都能迅速看到。這種非語言傳送的速度和效應，是當

時的語言和文字傳送所不及的。 
今天，雖然語言和文字傳送的方法已十分發達，但像標誌這種令公眾一目了然、

反應快捷，並且不受不同民族、國家、語言、文字束縛的直觀傳送方式，更加適

應生活節奏不斷加快的需要，其特殊作用，仍然是任何傳送方式都無法替代的。

標誌傳達信息的功能很強，在一定條件下，甚至超過語言文字，因此被廣泛應用

於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國家標誌(國旗、國徽)、企業標誌、商品上的商標、

工廠的廠標、大型運動會的會標、安全標誌、示意標誌、操作標誌等。概略來說，

標誌包括“商標＂(圖 1)、“標徽＂(圖 2)和“公共標誌＂(圖 3)。 
 

1á 2  3  
 

  (* 此部份的內容較適合於 S1-3 級教學) 

( )  

(1)  
具象型的標誌是指對人物、動植物、宇宙現象或自然景物等具體形象進行修飾、

簡化、概括、誇張而形成的具體圖形。由於客觀條件的要求，具象的標誌應非常

簡練大方和易於識別、記憶的，如圖 4。 
 
(2)  
抽象型的標誌是用點、線、面等視覺元素構成的幾何圖形、有機圖形和無機圖形。

這類標誌可以表達眾多的意念，具有強烈的時代感、較好的視覺效果和傳播的方

便等特點，但也有理解上的不確定性，如圖 5。 
 
(3)  

30/03/05                                                               學習資料     1 



基本設計科  (S1-3)                                                                                標誌設計 

文字型標誌是用中外文字、數字加以裝飾、變化而形成的標誌形象。文字型標誌

能直接傳遞企業和商品的有關信息，具有可讀性的特點，但其識別性、記憶性不

及圖形標誌。 
 c 外文字：多數由 26 個英文字母所組成的標誌形象，包括漢語拼音字母的  
   組合，如圖 6。 

 d 中文字(漢字)：漢字的歷史源遠流長、有篆、隸、楷、行、草等字體，美 
       術字有宋、黑、變體等。漢字字形本身就是美麗的圖形，有極高的藝術造 
       型。漢字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之功能，如果弄清其相 
       關係，漢字造型就會成為標誌設計無盡的源泉，如圖 7。 
 
(4)  
綜合型標誌是指運用以上兩種或多種手法設計的標誌圖形，它集中了以上兩者的

長處，克服了兩者的不足，具有可視性、可讀性、視覺傳達和聽覺傳達的綜合優

勢，在現代標誌的設計中被廣泛應用，如圖 8。 

4   5   6  

7   8  
 
 
( )  

(1) 國家和城巿標誌，如圖 9。 
(2) 紀念標誌。 
(3) 公司、企業標誌。 
(4) 商品和產品標誌。 
(5) 質量標誌，如圖 10。 
(6) 包裝儲運指示標誌。 
(7) 公共場所指示標誌，如圖 11。 
(8) 安全標誌，如圖 12。 

9    10  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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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禁止標誌。 
(10) 交通標誌，如圖 13。 
(11) 工程符號標誌，如圖 14。 
(12) 社會團體及會徽標誌。 
(13) 體育標誌，如圖 15。 

13   14    15  

( )  

(1) 規則形標誌：此類標誌有圓形標誌、三角形標誌、四方形標誌、多邊形標誌、

橢圖形標誌、心形標誌等，如圖 16。 
(2) 不規則形標誌，如圖 17。 
(3) 對稱形標誌，如圖 18。 
(4) 不對稱形標誌，如圖 19。 

16   17     18    19 

 

 
 
 
 

  (* 此部份的內容較適合於 S1-3 級教學) 

( )  

20

(1) 具有獨創性。 
(2) 能表達符號標誌擁有者的屬性。 
(3) 圖形清晰美觀，容易辨識。 
(4) 容易製作。 
(5) 具有適當的標準色彩。 
 
( )  

(1) 構思深刻、構圖簡潔。 
(2) 新穎別緻、獨具一格。 
(3) 形象生動、易於識別。 
 
圖 20 是一間人壽保險公司的標誌，用成語“風燭殘年＂比喻人到了衰老將死的晚

年，手掌擋住了風(生活中的習慣動作)，使蠟燭不至被風吹熄而繼續燃燒，生動地

表達了人壽保險的積極意義。你認為此標誌的設計是否達到了上述的要求，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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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了上述的原則呢？ 

  (* 此部份的內容較適合於 S2-3 級教學) 

標誌設計可說是一種視覺藝術，人們在觀看一個標誌圖形的同時，也是一種審美

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們把視覺所感受到的圖形，用社會所公認的相對客觀標

準來進行評價、分析和比較。在標誌設計中，應遵循的形式美法則(組織原理)有以

下數項： 
 

( )  

任何一個完美的標誌圖形，必須具有統一性。當圖形具有統一性時，人們看了圖

形必然會產生暢快的感覺。但只有統一而無變化，則不能使人感到有趣味，美感

也不能持久。變化是刺激的源泉，有喚起興趣的作用，但變化也要有規律，否則

無規律的變化，必然引起混亂和繁雜。因此，變化必須在統一中產生。 
 
( )  

世界萬物大都是對稱的，對稱是生理和心理的要求。對稱的形式多種多樣，在標

誌圖形設計中，我們一般採用左右對稱(圖 21)、放射對稱等。均衡是在不對稱中求

平穩，除了圖案造型的均衡外，還有量的均衡、色的均衡，在標誌圖形設計時必

須相應考慮。 
 
( )  

節奏與韻律是物體的構成部份(包括圖形構成)，作有規律的重複之一種屬性。節奏

的形態美，就是條理性、重複性和延續性等視覺形式之表現。韻律美則是一種抑

揚有度的重複和有組織的變化。簡潔來說，節奏是韻律的條件，韻律是節奏的深

化。在標誌圖形設計中，如果將線的長短、粗細、曲直、方位等進行不同程度的

變化和巧妙組合，便會創造出不同感覺的“律＂來，如圖 22。 
 
( )  

調和的內容具體包括表現手法的統一、形體的相通、線面的協調、色彩的和諧等。

如果利用這些構成的差異性，採取不同的視覺效果，差異大者則為對比。在標誌

設計中，對比與調和應用極廣。如在大小、方向、虛實、高低、闊窄、長短、凹

凸、曲直、多少、厚薄、上升下降、集中分散、動靜，以及離心與向心的對比。

總的來說，對比是標誌圖形取得視覺特徵的途徑，調和則是標誌完整統一的保証。 
 
( )  

任何一個完美的圖形，都必須具備協調的比例和尺度。在標誌圖形中，常用的比

率有整數比和黃金比等(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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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總而言之，標誌設計的形式美法則，不能孤立和片面地理解。因為一個完美圖形

的設計，往往要綜合利用多種法則來表現。這些法則是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相

互穿插、相互重疊和相互促進的。隨著時代的演進，審美標準、設計手法也不斷

變化，優秀的標誌設計總是好的意念，與適當的表現形式相互結合的產物。 
 
 

  (* 此部份的內容較適合於 S2-3 級教學) 

標誌的主題、素材是設計的根本依據，好的創意必定來自對主題本身的挖掘。因

此，只有牢牢把握住主題，展開幅射式思維，全方位地探索，方能找到最佳的設

計定位點。標誌的主題一旦確定，造型要素、表現形式與構成原理才能展開。不

重視主題的選擇，或者帶有隨意性和主觀性的做法都會使設計事倍功半。下文試

以一些商標為例子來說明數種選擇主題的方式： 
 
( ) ( )  

日本三菱公司的標誌用鑽石的圖形來體現公司追求一流質量、一流服務的宗旨(圖
24)。 
 
( ) ( )  

圖 23 是一電影公司的標誌。 
 
( ) ( )  

Kodak 膠卷的標誌就是由單詞字首集合而成，而且它的圖形簡練，使人很容易辨別

出字母“K＂的造型來(圖 25)。 
 
( ) ( )  

這是近年來在商業市場中較為流行的做法，即所謂字體標誌(LOGOMARK)，它可

以直接傳達商業資訊。圖 26 是日本新力公司的標誌。 
 
( )  

此類標誌多採用具有裝飾風格的圖案或卡通形式，來生動、簡約地突出其個性，

如圖 27 就是一間(法國)巴黎公司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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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5       26            27 
 

  (* 此部份的內容較適合於 S2-3 級教學) 

( )  
點是簡潔的形態。最典型的點是圓形的，它的特色是飽滿、充實、柔軟、流動、

輕快和靈巧。點有許多具象的表徵，如眼睛、沙粒、果實、星星、石子、小珠及

計算機(電腦)打孔帶等，這些表徵在設計標誌時經常得到運用(圖 28)。 
 

( )  
直線、曲線、斜線、放射線、黑色的線、白色的線以及我們現實生活中所感覺、

認知的線—我們生活在一個無時不存在的線的世界裡。直線往往使我們感覺到男

性的強健，而曲線則有女性的溫柔感覺；簡言之，直線可表現平穩、速度或方向

的屬性(圖 29)，而曲線則具有流動、起伏及柔軟的感覺。 
 

( )  
透疊形標誌的設計方法是互相重疊，造成一種具透明感的物體形狀，給人一種疑

惑和矛盾(似是而非、虛實)的感覺。透疊形狀相互貫穿滲透的表現，在視覺上常常

造成極強、極生動的吸引力，如圖 30。 
 

( )  
當一個形狀部份地遮蓋了位於它後面的另一個形狀時，就產生了遮疊的效果。遮

疊既可以發生在一個物體內(圖 31)，又可以發生在多個形狀的排列之中。 
 

( )  
曲帶圖形標誌有兩種，即軟曲帶和硬曲帶標誌。軟曲帶一般是展現具有(三維)立體

特性的圖形，曲帶轉折處的前後厚度越加大，其空間感也就越強，層次也更加豐

富。因此，軟曲帶的委婉流暢，顯現出其陰柔之美，如圖 32。硬曲帶轉折處就像

是一折斷的東西，前後沒有厚度，沒有層次；由於此類圖形頓挫有力，便凸顯其

陽剛之美。 
 

( )  
變異圖形標誌在視覺上的展現效果，要比其理論上的探討來得奇特、有趣得多(圖
33)。此類圖形可以將一支鉛筆變成人形，也可以將人形再變成一支鋼筆；我們不

必顧忌形態上的相似性，也不必拘泥於自然的規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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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9      30     

 31     32     33  
( )  
填充圖形標誌是由兩種以上的圖形組合而成的，這種新的複合圖形顯現出多重意

義來。在傳達信息的同時，整幅填充圖形也具有很強的吸引力，如圖 34。 
 
( )  
視幻圖形標誌也稱作矛盾空間標誌，它是利用視點的轉換和交替，在(二維)平面上

表現出(三維)立體形狀來。在此類設計中，尤其是幾何形狀的圖形裡，標誌會顯現

出模棱兩可的視覺效果來，使其本身更具有表現多視點的視幻特性，如圖 35。 
 
( )  
屬於形狀的部份通稱為“圖＂，而襯托形狀的部份則稱為“地＂，又叫背景。圖

與背景的識別，往往由於形狀的位置、方向、大小以及構成方法的不同，很容易

使觀看者一下子就識別出圖與背景來。但有時我們會感到它們之間如果不予區

分，產生一種時而為圖，時而為背景的視覺形象來，就更會增強反轉圖形的視覺

效果。再者，若一個反轉圖形標誌隱含著兩種不同的物件，這在視覺上會有十分

強烈的吸引力，如圖 36。 
 
( )  
旋轉標誌是把相同的單元，依一中心旋轉而產生出來的圖案。旋轉是一種巧妙的

排列，它所產生的運動感、眩目感、豐富感是其他手法無法代替的，如圖 37。 
 
( )  
發射圖形標誌在視覺上有擴張感和耀目感。發射是通過多組線條作向心或離心的

組合，以獲得明顯間隔和交替的視覺效果，從而產生強烈的節奏感來。發射的種

類有：一點發射(圖 38)、兩點發射和多點發射。 
 
( )  
此類標誌生動自然，富有靈活性和人情味，如圖 39。在設計時，我們應注意虛實

相間，黑白相宜，並把握圖形的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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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 此部份的內容較適合於 S3 級教學) 

標誌設計的構思與表現手法極其豐富多樣，並且不斷發展創新，常見的手法如下： 
 
( )  

採用標誌所代表的對象，即與機構、品牌、特性等有直接關聯，而且最典型及最

具特徵的形象為素材。這種手法的好處是直接、明確和一目了然，且易於迅速理

解和記憶。舉例說，表現出版社的標誌可以書的形象為圖形，而表現銀行業的則

可以錢幣的形象為圖形(圖 7)。 
 
( )  

通過具體的形象來表現與之相似，及有關聯的(比較)抽象概念。這種手法大都用人

們所熟悉的成語、俗語，生活中習慣使用的比喻手法來表現。如用鴿子象徵和平，

用雄獅、雄鷹象徵英勇，用日、月象徵永恒，用松鶴象徵長壽，用綠色象徵生命

等。圖 40 是和平會議的標誌。 
 
( )  

用具有寓意性的形象，以影射、暗示、示意等方式來表現標誌的內容和特點。如

用傘的形象暗示防潮，用玻璃杯的形象比喻易破碎(圖 41)，用箭頭形象示意方向等。 
 
( )  

此類手法是由一種事物聯想到另一種事物的表示，是與某些事物的美好聯想有關

係。它使標誌圖形別具風格，令人對此標誌形象產生暗示的會意。寓意性的標誌，

比較含蓄，具有一定的典故、聯想和寄托。但必須設計得巧妙，能讓人易記易懂，

否則會使人百思不得其解，反而降低了標誌的傳達功能。圖 42 是一間游泳衣公司

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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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 此部份的內容較適合於 S2-3 級教學) 

( )  

在標誌設計中，色彩的影響作用很大，視覺效果很強，更能引起大眾的注意和引

導他們的聯想心理。心理學研究表明，人的視覺器官在觀察物體時，最初的幾秒

內，色彩感覺佔 80%，而形狀感覺佔 20%；兩分鐘後，色彩佔 60%，形狀佔 40%；

5 分鐘後，則各佔一半，這種狀態會持續下去。由此可見，色彩的視覺效用是多麼

強烈而深刻。 
因此，根據色彩原理和大眾(一般)的色彩心理，來進行標誌的色彩組合和對比，就

成為標誌設計的關鍵因素。主要是因為色彩本身，除了具有知覺刺激、引起生理

反應的作用之外，更是受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社會規範和生活環境的影響，使

人們看到了色彩，就會自然產生多種具體的聯想或抽象的情感來。在這一方面，

我們應該注意如下的主要事項： 
 
(1)  
在各種色相中，紅色、黃紅色、紅紫色、黃色屬於暖色系列，綠黃色屬於中性色，

綠色、紫藍色、藍綠色、藍色屬於冷色列系。一般而言，藥品業、交通業宜選用

暖色系列，而高科技行業如電訊業則宜選用冷色系列。具體情況可參考表 1。 
 

1  

色彩類別 大眾(一般)心理感覺 
紅 
橙 
黃綠 
綠 
青綠 
青 
紫青 
紫 
紫紅 

熱，強烈刺激性 
暖，較刺激 
中性，較安靜 
涼，安靜 
冷，很安靜 
較冷，較刺激 
較冷，較刺激 
中性，少刺激 
稍暖，較刺激 

 
 
(2)  
色彩本身是沒有輕重之分的，但是由於色彩光波性質上的差異，使得人們在心理

上覺得有些色彩重些，有些色彩輕些，詳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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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色          

  紫色         
   藍色        
    綠色       
     紅色      
      青色     
       橙色    
        黃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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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而言，紅色使人產生近距離的感覺，物件雖在遠方，卻恰似眼前；而藍色則

容易使人產生遠距離感。關於色彩距離感的大小，具體可參見表 3。 
 

3  

  紅—黃—橙—綠—紫—藍  

 
 
( )  

一般來說，文化教育水平較低的鄉村，或文明不夠發達的國家與民族(有的則為部

落)，均喜愛鮮艷的原色，尤其是純色，配色也多為強烈的對比色彩。文化教育水

平較高的城巿和文明較發達的國家地區，則對比較富麗、柔和的色調和淺淡的中

間色產生較大的興趣。當然這些也不是絕對的，因為人們對色彩的喜好傾向是多

種因素綜合而形成的，並非僅僅由單一種因素所決定。 
 
年齡對人們的色彩喜好之影響大致如下： 
(1) 幼兒期 — 喜愛紅、黃色(純色)。 
(2) 兒童期 — 喜愛紅、藍、黃、綠色(純色)。 
(3) 年輕期 — 喜愛藍、綠、紅色。不論男女，年輕人均喜愛紅色，據說這是為了  
             抒發內心的一種熱情。 
(4) 中年後期 — 喜愛紫、茶、藍、綠色，傾向於喜愛導致心境安寧效果之色彩。 
(5) 男子 — 喜愛沉實、強烈、熱情的色調。 
(6) 女子 — 喜愛柔和、文雅、抒情的色調。 
 
 
 

 
一個好的標誌設計是可應用於不同的範疇內，我們不妨動動腦筋來創作特色的標

誌，並嘗試應用它們於下列的設計作業裡： 
(1) 文具用品(如信箋)的識別設計； 
(2) 包裝、紀念品的識別設計； 
(3) 制服(如校服、工作服)的識別設計； 
(4) 交通工具的識別設計； 
(5) 建築物、工作環境的識別設計；及 
(6) 廣告牌、旗幟、標識的識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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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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