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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线上零售市场的快速增长，品牌Logo作为公司的视觉象征，在电商领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基于Logo在品牌战略的核心地位和面孔认知探讨了面孔品牌Logo对于市场竞争的重要性。首先简述

了面孔图形品牌Logo的发展概况、分类和优势，包括高度辨识性与记忆性、情感共鸣与品牌人格特征、

跨文化传播能力。然后基于品牌战略从品牌可识性，品牌忠诚度，品牌国际化分析品牌Logo在市场竞争

的核心地位。更进一步基于面孔加工机制理论探讨面孔图形Logo的独特优势。最后，基于此为面孔图形

Logo设计提供相应策略并指出未来研究应更多地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营销策略，

以不断提升Logo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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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online retail market, brand Logo as a visual symbol of a compan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e-commerce secto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face brand Logo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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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centrality of Logos in brand strategy and face recognition. Firstly, 
it briefly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verview, classification and advantages of face graphic brand 
Logo, including highly recognizable and memorable,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br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en, based on brand strategy, we ana-
lyze the core position of brand Logo in market competition from brand recognizability, brand loy-
alty, and br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Furth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ace processing mechanism, we 
discus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face graphic Logos. Finally, based on this study, we provide a strat-
egy for the design of face Logos and point out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con-
sumer’s point of view, and explore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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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 年上半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到了 70,991 亿元，同比增长 9.8%。这

一显著增长表明，线上电商平台正逐渐成为人们购物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Media Research 的数据指出，

在 2024 年中国消费者线上购物渠道百花齐放，在此购物环境中，当商品的质量、数量和价格相近时，消费

者往往会优先考虑品牌 Logo 的视觉呈现或品牌知名度。因此，成功的品牌 Logo 设计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

场中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人物图形 Logo 能够为品牌创造显著的竞争优势，成为品牌战略中的关键元

素。而人类对面孔的加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它在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

此，理解人们对面孔的加工机制，将有助于设计出更具吸引力的品牌 Logo，从而提升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2. 面孔图形的品牌 Logo 发展概况 

Logo，如同人的面孔，是品牌的独特标识，它通过独特的图形或文字符号，不仅使得消费者能够轻

松地识别和记忆品牌，还承载着传递品牌信息和情感的重要作用。面孔图形品牌 Logo 旨在利用人们对面

孔的天然关注和识别能力，通过模拟人的面孔特征，如眼睛、鼻子、嘴巴以及表情并进行一定的结构调

整，从而提高品牌的记忆度并向消费者传达一定的情感。早期对于面孔图形标志并非应用在品牌 Logo 中。

在古代文明中，面孔图形往往以守护神的形象出现在壁画和雕塑中，承载着宗教与信仰。随着科技和广

告业的发展，人们渐渐地将面孔图形标志与品牌建立起联系。人们通过提炼面孔特征、简化线条、运用

色彩对比等手法，创造出既具有辨识度又富有美感的面孔图形 Logo。例如：1963 年，伍斯特一家保险公

司在经历一场合并后，为鼓舞士气，公司请设计师设计出第一张笑脸图标。同时根据 LogoLounge 发布的

2024 年标志设计趋势报告，设计师们正越来越多地在 Logo 中融入面孔元素，即使是静态的图标，也会

通过添加类似眼睛的点来赋予其类似面孔的特征从而给人一种亲切和细心的人性品质。 
总之，Logo 作为品牌的视觉象征，越来越多的品牌利用面孔图形这一强大的视觉符号，通过对面孔

特征的巧妙提取与再创造，从而赋予 Logo 独特的辨识度和情感价值。未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升级

和品牌竞争的日益激烈，面孔图形品牌 Logo 将成为品牌差异化战略的关键要素，帮助品牌在市场中脱颖

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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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孔图形品牌 Logo 分类 

根据面孔来源我们可以将面孔图形品牌 Logo 分为两种，分别是真实面孔图形和艺术面孔图形。 

3.1. 真实面孔图形的品牌 Logo 

真实面孔图形品牌 Logo 指的是直接采用或灵感来源于现实世界中具体人物的面孔图像。这些图像

可能是名人、品牌创始人、历史人物、或具有象征意义的普通人的面孔肖像。在设计 Logo 中，这些图形

往往保留了人物面孔的原始特征，包括但不限于面孔轮廓、表情细节、肤色和纹理等。这种对现实世界

人物面孔特征的精确捕捉和再现，可以向消费者传递一种真诚、可信以及亲近感。如肯德基的 Logo 上以

品牌创始人山德士上校肖像为主体所设计的一个慈爱的老人图标，这一形象向消费者传递了品牌的温暖

和友好。并且以真实面孔为主体的 Logo 易使消费者将品牌与该人物形象以及背后的故事进行关联，从而

通过对这些真实面孔的认知迅速建立起对品牌的初步印象和情感连接。 

3.2. 艺术面孔图形的品牌 Logo 

而艺术面孔图形品牌 Logo 则不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物，而是通过设计师的想象力或

者以神话人物为灵感来源，通过线条、形状、色彩等抽象元素构建出来的面孔意象。相较于真实面孔图

形品牌 Logo，由于它更加夸张、抽象等表现形式，使得它往往能够激发出消费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吸

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同时由于是艺术面孔图形，设计者可以融合不同文化的

元素，创造出跨越文化界限的品牌形象。如星巴克 Logo 的灵感来源是双尾美人鱼塞壬，借助该神话人物

神秘、优雅和略带诱惑力的特质，通过将眼睛和面孔表情抽象化以及加入一些细微不对称的面孔特征，

从而赋予 Logo 一种神秘色彩和更多的温暖和人性化特征。同时通过采用绿色色彩为主体，向消费者传达

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一理念是跨文化性的。2024 年巴黎奥运会会徽也是由金牌、圣火和玛丽安

娜的面孔三个元素构成，这一设计打破了传统，体现了运动的包容性并且通过将嘴唇颜色改成金色，使

其更具全球性。 

4. 面孔品牌 Logo 的市场竞争力分析和设计策略 

4.1. Logo 在品牌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品牌战略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建立消费者忠诚度的重要手段。而 Logo
在品牌战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企业身份的象征，更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

梁，承载着品牌的理念、价值和故事。 

4.1.1. 品牌可识性 
所谓品牌识别度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程度和记忆能力。其中一个衡量指标就是品牌可识性。在

市场竞争中，品牌可识性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品牌能否在众多竞争者中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从而脱颖而出。

Logo，作为品牌的视觉标识，是品牌识别的重要载体。具有高度的辨识性和记忆性。一个独特且富有创

意的 Logo，能够迅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并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视觉上的独特性使得

消费者在众多品牌中能够轻松识别出该品牌，从而建立起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一个优

秀的 Logo 可以提高品牌可识性，使得品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为品牌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1.2. 品牌忠诚度  
在品牌战略中，品牌忠诚度是顾客对品牌感情的量度，反映出一个顾客转向另一个品牌的可能程度，

也是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在现如今的市场中，只有从心理和情感上赢得顾客，才能真正赢得市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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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牌忠诚度离不开品牌的情感营销。所谓情感营销就是当顾客购买产品时能够满足情感上的需求，对

品牌产生认同感，从而产生偏爱，形成一个非该企业品牌不买的忠实顾客[1]。而 Logo 不仅是一个视觉符

号，更是品牌价值和理念的载体。通过巧妙的设计，Logo 能够将品牌的核心价值、使命和愿景融入其中，

向消费者传达出品牌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例如，一些品牌选择使用简洁明快的 Logo 设计，以体现其

注重效率、追求简洁的品牌理念；苹果公司的 Logo 以简洁的苹果图案和咬一口的创意设计，传达了创

新、简约和个性化的品牌理念。而另一些品牌则可能采用富有创意和想象力的 Logo 设计，以展现其勇于

创新、追求卓越的品牌精神。这种视觉传达不仅有助于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还能够激发消费者的

情感共鸣，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4.1.3. 品牌国际化  
品牌国际化是指企业通过将品牌推广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以实现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

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际化程度的品牌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源与合作者的青睐，从而在与其他企

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显著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要想提高品牌国际化，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建立

国际化品牌形象。而 Logo 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具有强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通过设计具有普遍性和共

性的 Logo 元素，可以帮助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品牌认知度，这对于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至关重要。例

如，微笑、拥抱等表情符号在多数文化中都具有积极、友好的含义，因此被广泛用于品牌 Logo 设计中，

以传递品牌的正面形象和友好态度。 

4.2. 基于面孔加工机制分析面孔图形 Logo 在市场竞争中的独特优势 

由于 Logo 在品牌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所以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离不开一个优秀的品牌 Logo。
面孔图形 Logo 作为 Logo 外部形象的一种，因其与人类面孔的天然联系，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源

于人们对于面孔的记忆在认知加工上是独特的。相比于对其他类型物体的记忆，人们对面孔的识别更依

赖于整体加工。 

4.2.1. 高度辨识性与记忆性 
人类对面孔有着天生的敏感度和识别能力。有研究发现，从出生开始，人们就对面孔或类似面孔的

刺激产生视觉偏好，该结果表明人们的面孔知觉能力似乎具有先天固有性[2]。因此相比于其他图形 Logo，
面孔图形 Logo 能够更快地吸引注意力，并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人类大脑在加工面孔信息方

面具有独特性与优越性。在过去大量的面孔识别研究中都发现面孔是作为一种整体表征来编码、存储和

提取的，其中面孔的特征(眼睛、鼻子、嘴巴)及其构形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表征中。这种整体加工机制能

显著提高面孔识别的准确性与记忆性。有研究者发现相比于其他物体，人们对于正立面孔存在视觉短期

记忆优势[3]，这一现象很可能源于人类对面孔信息的整体加工偏好，即大脑倾向于将面孔视为一个整体

单元进行快速而有效的编码与存储。 
这种整体加工策略不仅提高了面孔识别的效率，还增强了记忆的稳固性。基于此优势，将面孔元素

融入品牌 Logo 的设计之中，不仅可以有效吸引消费者的视觉注意力，在众多品牌 Logo 中脱颖而出，还

可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记忆，从而有助于建立长期的品牌忠诚度。 

4.2.2. 情感共鸣与品牌人格特征 
人们对面孔的观察和识别几乎伴随着整个生命过程，面部感知可能是人类最发达的视觉感知技能。

它不仅涉及识别面孔的身份，还包括理解面孔在社交互动中传递的丰富信息。这种能力可使我们在社交

互动中能够对周围的人进行快速而重要的判断[4]。研究发现人们对面孔社会属性的推断离不开整体加工。

它影响着我们如何快速而准确地从面孔中推断出他人的社会属性。例如：研究者使用倒置范式发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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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龄、性别、吸引力、可接近性、智力和可信度的感知会受到面孔倒置的干扰[5]。此外这些社会属性

的判断都涉及不同的面孔区域。例如，嘴部区域对于判断可接近性至关重要，而眼睛区域对于判断吸引

力较为重要。但当我们单独呈现这些面孔区域时，会发现会不同程度的损害对相关社会属性的判断[6]。
除了面孔特征和构型会影响对他人人格特征的判断，面孔表情同样起着重要作用[7] [8]。例如，有研究者

通过采用囚徒困境任务发现，相比于愤怒面孔表情，微笑和中性面孔表情会诱发人们产生更高的合作行

为。这是因为对于微笑的面孔，人们对该人所产生的信任知觉更高，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7]。 
因此通过将具有特定面孔特征，面孔结构以及传达特定情绪状态的面孔元素融入品牌 Logo 中可有

效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与合作意愿，迅速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使消费者更快地产生情感共鸣。 

4.2.3. 跨文化传播 
面孔表情作为一种非语言行为，它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超越了语言和地域的

限制，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沟通方式，能够迅速而有效地传达情感和态度。有研究发现整体加工也会

影响在对同种族成员的面孔表情的整体识别上，即相比于识别他族面孔表情，人们往往更善于识别本族

面孔表情[9]。但有研究表明面孔表情与情感表达之间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一致性，人们对于完整面

孔的基本表情识别是无显著差异的[9]。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企业和品牌不仅需要吸引本土市场的消费者，

更需要跨越国界，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建立联系。 
因此，相比于其他 Logo 图形，面孔图形 Logo 可通过设计特定的面孔表情有效地跨越文化障碍，在

全球范围内传达出一致且积极的品牌形象，与全球消费者建立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提升品牌的全球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 

4.3. 面孔图形 Logo 设计策略 

基于对面孔认知的整体加工机制的深入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策略设计出既独特又具有影响力的

面孔图形品牌 Logo。 

4.3.1. 强化整体加工特性 
由于人类大脑对面孔的整体加工具有记忆性和准确性，设计面孔图形 Logo 时应尽量保持其整体性

和完整性。设计师应避免将面孔拆分成过多的部分或过于复杂的细节，以免干扰消费者的整体识别。例

如，通过简化眼睛、鼻子和嘴巴等关键特征，同时保持它们之间的比例和谐，可以创造一个既易于识别

又富有吸引力的 Logo。此外，利用组合面孔范式中的原理，可以通过将不同面孔特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或者通过创造独特的面孔特征，如特殊的眼睛形状或微笑的嘴巴创造出独特而富有记忆点的 Logo。这种

设计不仅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还能激发他们对面孔整体性的感知，从而加深对品牌的记忆。 

4.3.2. 情感表达与社会属性的精准定位 
面孔在社交互动中传递着丰富的情感和社会属性信息。因此，在设计面孔图形 Logo 时，应充分考虑

目标受众的情感需求和社会期望，选择能够引发积极情感共鸣和社会认同的面孔表情和特征。例如，对

于希望传达温暖、友好和可信赖的品牌形象，可以选择微笑或中性表情的面孔，并注重眼睛区域的细节

设计，因为眼睛在判断吸引力、智力和可信度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对于希望展现创新、活力和年轻

化的品牌形象，则可以选择更加生动、夸张的表情和更具动态感的面孔特征。同时，设计师还应考虑目

标市场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偏好，以确保 Logo 能够跨越文化障碍，与全球消费者建立情感上的共鸣，例

如：西方人更偏爱厚嘴唇，亚洲人更偏爱高鼻梁等。 

4.3.3. 跨文化传播的适应性设计 
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孔图形品牌 Logo 需要具备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尽管对于基本面孔表情的解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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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遍性，但有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解读面孔表情时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某些文化中，

微笑可能被视为友好和亲切的象征，而在其他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为虚伪或傲慢的表现。同时不同种族在

识别面孔表情时可能对面孔的特定区域有不同的注视模式，西方人相对更多地注视嘴巴以区分各种表情，

而东方人则偏爱眼睛区域[10]。对某一面孔表情的强度感知也具有文化差异，相比于日本人，对于相同的

面孔表情，美国人倾向于在包括快乐、悲伤和惊讶在内的一系列情绪中进行更强烈的评价[11]。因此设计

师在创作面孔图形品牌 Logo 时，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对面孔表情和社会属性的解读方式以及依

赖面孔区域的差异；然后基于这些差异，对面孔图形 Logo 的特征与构型进行精细化调整，如调整眼睛与

嘴巴的比例、强化或弱化特定表情特征等，以确保 Logo 能够在不同文化中产生积极的品牌联想。从而避

免使用可能引起误解或负面情感的面孔表情和特征。此外，设计师还可以通过融合不同文化元素和符号

来创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面孔图形 Logo。例如，结合东西方美学理念，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

代感的设计作品。 

4.3.4. 可持续性与品牌故事 
在设计面孔图形 Logo 时，还应考虑其可持续性和品牌故事的传递。一个成功的 Logo 不仅要能够吸

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还要能够传达出品牌的价值观、使命和愿景。通过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孔形象和

表情，可以巧妙地传达出品牌的核心价值和理念。例如，选择一位年迈但充满智慧和活力的面孔形象，

可以传达出品牌对智慧和经验的尊重；而选择一位年轻、充满活力的面孔形象，则可以传达出品牌对创

新和未来的追求。同时，设计师还可以通过在 Logo 中融入品牌故事或历史元素，来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

情感连接和认同感。例如，在 Logo 中融入品牌创始人的面孔形象或品牌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可以激

发消费者对品牌的情感共鸣和忠诚度。 

4.3.5. 实时反馈与迭代优化 
设计面孔图形 Logo 是一个不断迭代和优化的过程。设计师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反馈和消费者需求的变

化，及时调整和优化 Logo 的设计元素和风格。通过收集和分析消费者的反馈意见和市场数据，可以了解

Logo 在目标市场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设计师可以对 Logo 进行针对性的改进和优化，以提

升其辨识度和吸引力。同时，随着品牌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Logo 的设计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升级。

设计师应紧跟时代潮流和审美趋势的变化，为品牌注入新的活力和元素，以保持 Logo 的时效性和竞争力。 

5. 结论 

面孔图形的品牌 Logo 凭借其高度的辨识性和记忆性、情感共鸣以及跨文化传播的优势可作为一种

有效的品牌识别工具。这一优势的实现，与人类对面孔信息的整体加工机制密不可分。品牌在设计面孔

图形 Logo 需要充分考虑人类对面孔的加工机制和情感需求，以及目标市场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偏好，设计

出不仅能够传递品牌价值和个性，而且能够跨越文化差异、与全球消费者建立情感联系的 Logo。 
本文着重探讨了面孔图形 Logo 在品牌战略中的独特优势、以及背后的原因和设计策略。在不断变化

的多元化市场环境中，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探讨不同面孔图形 Logo 在不同文化

背景的品牌营销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通过消费者的实时反馈来进行迭代优化设计，不断提升

Logo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面孔图形品牌 Logo 的营销策略更加完善，从而为品牌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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