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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響汽車造型美感的因素很多，幾何尺寸比例為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本研究嘗試以美學原理的比例原則探討當今歐、美、

亞地區中型房車 前視主要幾何尺寸比例的差異程度，並探討以平均法則建構具美感前 視造型的可能性。研究中以歐洲、

美國、亞洲地區近年上市之中型房 車為樣本，以貝茲曲線貼近每一車型前視外觀造型輪廓方式予以簡化 ，由相鄰曲線交

點取得控制點，相對於輪距將控制點座標標準化後， 由各個對應座標點平均值建構平均車型。另將樣本車前視主要造型元

素(頭燈、水箱罩、進氣孔、霧燈)以直線描繪簡化取得控制點，將座 標數值平均化取得造型元素平均位置，最終整合平均

車型外觀輪廓與 造型元素平均，進行美感評價。 第一階段選擇四部與平均車型差異較大之樣本車?同平均車型請受測者 進

行美感評價排序；第二階段就平均車型輪廓設計三組不同特色的前 視造型元素，分別賦予五種不同比例配置(含平均配置)

，以兩兩比對 方式進行美感評價。結果顯示平均車型由於均化結果，比例較為勻稱 ，被視為最具美感，由此顯示以平均

法則創造轎車前視美感造型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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