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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產學研究案以巨豐多媒體有限公司為例，

針對其整體視覺系統(Van den Bosch, De Jong & 

Elving)，透過視覺傳達設計之整合應用，系統性

的將企業形象、精神、理念與服務等抽象語意與意

識透過設計程序轉換企業標誌、標準字、標準色等

視覺符碼，欲意型塑其獨特的企業視覺形象與識別

意象。 最後透過半結構式訪談了解公司經營團隊

與工作團隊對於公司主體視覺識別系統設計之傳

播與感染力的期許，要求以正確的視覺傳達語言適

度的結合創新與創意的設計元素，發展出理論與實

踐兼具的的企業識別設計。 

 

高雄市巨豐數位多媒體有限公司多年來致力於數

位影片以及數位音樂的拍攝、剪輯與製作，由於現

階段市場資訊網路化以及公司原始性質於資訊技

術以及行銷包裝技術的缺乏上，營運管理依舊有非

常大的可發展空間。藉由產學研究的合作模式，本

研究計畫幫助巨豐數位重新建置一個具備完整設

計流程的視覺識別系統，融合傳統與創新元素於視

覺設計的呈現，藉此協助雖已深耕於南部業界，口

碑與戰績豐碩但依舊必須仰賴口耳相傳的舊式行

銷手法，提升其於市場的辨識度，透過視覺識別系

統設計的完整建置，也協助企業本身的國際能見度

相關競爭力的提升。 

 

關鍵詞：品牌、視覺識別系統、企業辨識度、設計。 
 
 
1. 前言 
 

    品牌價值不僅指企業的標誌，其涉及層面深入

企業內部的精神與文化，顯於企業對外的服務與品

質，一個企業的品牌價值與企業形象產生緊密的關

係及連繫。 品牌甚至可以是一間公司或是一個企

業總體競爭力的表現，品牌的具體化表現形式不僅

單指公司的標誌即可一語概之，其具體化呈現於一

連串系統性的視覺識別(Van den Bosch, De Jong & 

Elving)設計系統。 隨著網際網路以及行動裝置的

高普及率，已提供台灣各種規模的企業體系於各大

入口網站傳達企業形象與產品的多元機會。 於視

覺識別系統設計中，錯誤使用色彩，可能造成企業

目標對象對於企業識別上的辨識產生混淆、認知上

無法產生共鳴，甚而降低了解公司或企業經營理念

的意願，因此視覺識別設計上色彩系統規劃的謹慎

可以對於企業的傳達錯誤的聯想、破壞企業識別形

象等問題。 

 

    CIS設計中的CI是為Corporate Identity (企

業識別)的縮寫，其於設計範疇中主要的含義是指

整合一間企業的文化與經營理念後所產生的識

別，並透過系統性的整體視覺設計，透過視覺符碼

傳達企業營銷概念以及主體精神架構于公眾，其藉

於此使大眾對企業主體產生一致性的認同，並加深

企業於大眾心中的印象，傳遞企業良好的形象，進

而達到企業產品或服務的銷售目標。 企業識別(CI)

是由三個架構所組成的系統，1. 理念識別

(MI-Mind Identity)、2. 行為識別(BI-Behaviour 

Identity)、3.視覺識別(VI-Visual Identity)。 
 

高雄市巨豐數位多媒體有限公司目前尚未有

系統性的企業識別系統建置，因此也沒有對外行銷

的官方網站，為了幫助多媒體產業於南部的發展，

並且有機會透過全面的行銷管道讓更多人可以了

解南部也具備十分專業的多媒體相關技術與人

才，進一步讓更多消費者可以擁有更多元的選擇機

會，因此，我們透過此研究計畫重新規劃與建置了

巨豐數位多媒體有限公司的視覺識別系統。 整體

視覺識別系統以公司主體企業識別系統為根基，除

了針對視覺識別系統設計的重新規劃，也提供網站

的視覺設計規劃，期許企業整體視覺設計有更一致

性的視覺效果呈現，以利後續企業品牌形象可以更

深植消費者的心。 

 

最後本計畫主持人也協助巨豐數位多媒體有限公

司進行視覺識別系統設計相關應用的教育訓練，讓

公司員工能夠更熟悉，視覺識別系統可運用的範圍

與設計運用流程，希望藉由此研究計畫完整的設計

規劃，可以振興南部多媒體製作公司的品牌形象，

擴展公司發展與業務，進一步提升南部相關產業的

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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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2.1 企業識別 (CI) 

 
    當產品與企業競爭活動於市場中進行的過程

中，消費者會透過企業的品牌名稱與企業的識別象

徵去辨識以及判斷產品本身的質量與企業服務相

關的品質。 因此為了讓企業形象可以深植顧客的

心，企業視覺識別( Corporate Visual Identity- 

CVI) 是企業總體識別規劃中很重要的一環，除可

以達成顧客對於企業的印象進而可以加深顧客對

企業的記憶 (Melewar & Saunders 1999)。構成視

覺識別的三大主要元素為: 1.企業的名稱、2.企業

的精神標語、3.圖像。 圖像中亦是由三個元素所

組成: 1. 象徵企業的標誌、2.代表企業的符號、

3.詮釋企業的字體、4.表現企業的色彩。 當這些

元素組成為一個系統的時候，企業便可以透過視覺

語言傳遞出有組織並且清楚的視覺意象與品牌形

象 (Henrion & Parkin 1967)。 

 

    優良的企業視覺識別(CVI) 可以正確地將企

業經營理念以及企業形象傳遞給消費者，針對有子

公司的企業體系更可以產生正面的效益，因為不一

致的企業形象會使消費者對於企業的認同感產生

疑慮甚至品牌認知產生混淆，透過CVI的規劃與建

置將可以形塑企業形象與品牌的一致性，達成良好

的傳播與溝通效益 (Ind 1990)。 研究者更進一步

指出顧客的消費傾向是為了製造者是誰而進行購

買的行為。因此可見的企業視覺識別對於跨國的大

型企業或者本土的小型公司於顧客的忠誠度與滿

意度皆具有不可小覷的影響力(Gale 2002)。 

 

商業識別已於商業及學術領域被廣泛的討論以及

引起許多相關研究者的興趣。研究者指出商業識別

之總體概念從學術以及商業角度分析，應該包含了

三個面向: 

1.企業識別 

2.組織識別 

3.視覺識別 

 

企業識別亦可解釋為理念識別，組織識別亦可解釋

為行為識別，必須注意的是，總體商業識別必須環

繞於公眾的角度來檢視 (Balmer & Balmer 2001)。 

 
 
 
2.2 企業視覺識別 (CVI) 

 

    研究者指出，一個企業要脫離或改變其現有的

企業視覺識別(CVI)系統，必須具備非常強而有力

的理由 (Van den Bosch, De Jong & Elving 

2005)。 企業視覺識別(CVI)其涵蓋的符號與圖像

元素皆是為表達一個組織的本質所存在。 相關研

究者指出儘管企業視覺識別(CVI)截至目前是最顯

著並且有形的商業武器資產並且被廣大數量的企

業與組織利用為與外界互動的工具，然而企業視覺

識別(CVI)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企業於外在形象

的影響相關研究上依舊極少被提及 (Van den 

Bosch, De Jong & Elving 2005)。 事實上，企業

視覺識別(CVI)其存在感與其重要性，在台灣企業

的心中是極低的，這個現象普遍存在於中南部的小

型企業或組織，由於缺乏國際性的視野，以及在地

產業經營者對於相關知識的貧瘠，對於設計學認知

的不足，導致對於企業視覺識別(CVI)的嚴重誤

解，多數人甚至覺得企業視覺識別就是商標，商標

不就是英文所謂的“MARK＂，＂MARK＂不就是拿起

筆來畫一畫就好了，上述等錯誤的觀念。 

 

    企業視覺識別(CVI)中所包含的各項元素通常

被使用在傳播以及各式的應用上，例如企業的建

築、交通運輸工具以及員工的制服等等。 總體來

說，企業視覺識別(CVI)提供的是賦予企業被辨識

的能力 (Balmer & Gray 1999)。 

 
簡單的說，企業視覺識別(CVI)可被理解為企業識

別系統中所有可見的元素 (Balmer et al. 1997)。 

一個組織的視覺識別象徵著組織或企業對外的承

諾，例如代表組織旗下產品對於消費者的承諾，組

織對外的溝通以及存在於環境的形式 (Jefkins 

2012; Shee & Abratt 1989)。 也有研究者指出企

業視覺識別(CVI)的五大基本元素是為:1.企業組

織的名稱、2.標誌與符碼、3.標準字體、4.標準色

彩以及5企業的精神標語 (Dowling 1994; Melewar 

& Saunders 1999; Olins 1990)。 而企業或組織

的負責人，更應該要了解並且謹記，企業視覺識別

(CVI)的每一次重要革新與改變必須透過大量的時

間以及實質的在投入於傳遞新的名稱這項工作

上，並且又必須於企業設計以及對於新存在的改變

加強對外的宣傳，並且強調整體企業視覺識別(CVI)

改革後的視覺意象的獨特性(Van den Bosch, De 

Jong & Elving 2005)。 
 
 
3. 個案研究 
 

巨豐數位多媒體有限公司位於高雄市區，主

要營運項目為影片拍攝、影片剪輯、影片製作、音

樂製作、音樂剪輯、數位影像合成、數位影像製作、

數位影像輸出等多項多媒體業務。 公司主要性質

為影片與音樂為主。 該公司於在地深耕逾十年，

公司之執行總監於相關產業界已逾二十年的資深

經歷，憑藉深耕在地，口耳相傳，公司近年來業務

皆以穩定數據向上成長，但因管理階層皆為影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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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音樂製作相關專長為主，因此較無平面設計與商

業設計相關的涉略。 
 
 

3.1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方法是進行公司組織視覺識別系

統規劃和制訂視覺識別應用與延伸相關策略時，了

解對設計程序、開發與應用各項影響因素的一種可

行性評估的研究方法。 SWOT 分別說明如下: (1) 

Strengths (2) Weaknesses (3) Opportunities (4) 

Threats。此研究計畫引入 SWOT 分析方法，針對巨

豐數位多媒體品牌視覺進行深入分析，同時以此為

巨豐數位多媒體公司視覺識別系統設計的重要設

計程序與理論之基礎及依據。 

 

 

本研究計畫針對巨豐數位多媒體有限公司其

目前的企業形象識別作了 SWOT 分析，所得出的

結論如下： 
Strength (優勢)  
 
1. 逾十年的在地經營基礎。  
2. 在地市場客源穩定。 
3. 良好的企業品牌。 
4. 收費合理。 
5. 給顧客的價值感高。 

 
 

Weakness (劣勢) 
 
1. 區域不同，喜好不同。 
2. 難以與已有策略性視覺識別設計的公司抗

衡。 
3. 公司尚無策略性的品牌行銷。 
4. 公司尚無策略性的視覺識別設計。 
 
 
Opportunity (機會)  
 
1. 策略性視覺識別設計的規劃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 
2. 若能增添英文網頁和英文 DM，將可以讓公

司品牌形象國際化。 
3. 在本地打下公司品牌形象基礎，成功後容易

於外縣市拓展公司業務。 
4. 執行與決策團隊於在地具有知名度，未來可

以將公司品牌朝國際路線推廣。 
 
 
Threat (威脅)  
 
1. 受同性質的數位影片製作威脅。 
2. 若無建立品牌忠誠度，易容易流失客群。 

 
 

3.2 視覺識別設計系統 
 
3.2.1 公司標誌設計 (Logo) 

 
公司標誌設計是視覺識別設計系統的設計核

心。 設計發想過程應該結合公司特色、文化與歷

史和對外行銷與經營策略等理念。 透過視覺傳達

設計將文化整合於視覺表現上，並將欲對外傳遞的

公司識別形象圖形化後簡化，去蕪存菁，產生公司

的辨識標誌，最終將公司對外形象的質感透過品牌

的建立提到一定的高度，進而提升公司營銷的質與

量。為了幫助巨豐數位多媒體有限公司提升經營上

的層次，我們以產學研究的方式進行合作，針對公

司視覺識別設計系統重新修正與建置，透過完整的

草圖繪製程序，最後產生一個公司經營團隊認同的

最終版標誌圖為公司 LOGO，圖一至圖五為發想過

程的簡略說明。 

     

 
圖一. 使用傳統底片作為 logo 的發想根基 

 

 
圖二. 使用傳統底片結合文字的發想 

 

 
圖三. 使用傳統底片與影帶結合文字的發想 

 

 
圖四. 使用傳統底片結合文字的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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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使用傳統底片結合英文公司名稱的發想 

 
 
 
3.2.2 標準色 

 
    標準色指的是視覺識別系統中所定義的一至

多種色彩，而此組色彩運用於企業對外形象的整體

視覺識別設計上。 不同的色彩對使用者的認知以

及心理影響所產生的效果都不同，並且同樣的設計

圖像透過不同的色彩所呈現出來的視覺影響也會

不同，因為同樣的圖像套用不同的色彩其視覺形象

也會傳遞出不同的情感訊息。 本產學研究計畫報

告中，色彩即為討論的重點之一。 
 
    色彩於設計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其重要性往

往甚至高於圖像外形的設計 (Bottomley & Doyle 
2006)，比造型更直覺，更直接的影響使用者的認

知以及心理，因此標準色的定義過程是經過非常繁

複的討論、評估才可以被指定為企業視覺識別系統

中的指定用色。 研究者們也指出色彩對於企業內

部對於自家品牌的認同以及企業外部品牌形象的

建立呈現積極並且交互影響的狀態，同時色彩於視

覺識別系統中的重要性是不容許絲毫小覷的 
(Labrecque & Milne 2012; Labrecque, Patrick & 
Milne 2013; Underwood 2003)。 而於色彩心理學中

也有許多相關研究針對色彩對於人類認知與感知

的影響作了許多非常深入的調查與了解，並透過研

究數據證明，色彩的確影響人類的認知與感知，不

同的色彩更是會傳達出不同的訊息與情緒語言 
(Hupka et al. 1997; NAz & Epps 2004; Sato et al. 
2002)，甚至文化的不同對於色彩的認知以及產生

的情緒反應也會不同 (Gao et al. 2007)，年齡的差

異也是影響色彩心理的重要因素之一 (Boyatzis & 
Varghese 1994)。 所以從心理學的角度探討色彩已

經有許多嚴謹的相關研究與架構，雖然相關的研究

還是持續為研究者討論以及持續不斷的實驗，但是

也再次證明色彩於品牌設計中的設計地位與不容

取代的重要性。 
 
    更有研究者們透過文獻回顧相關研究報告指

出許多公司的品牌經理因為憑藉自己的經驗與喜

好作出視覺識別系統設計中顏色的定義，他們並沒

有透過正確的設計程序以及科學的資料進行色彩

的定義，導致作出錯誤的選擇，同時，最令人擔憂

的是這些品牌經理甚至不懂得何謂色彩計劃 
(Gorn et al. 1997; Labrecque & Milne 2012)，當然這

不可避免的會有偏見與主觀意識融入設計程序

中，於視覺識別系統的定義與開發上是有極大風險

的，因為許多研究證明了色彩是整體視覺識別設計

系統中可以透過其內部隱喻的力量與特性進而反

映出品牌以及名稱的重要設計元素 (Bottomley & 
Doyle 2006; Keller, Heckler & Houston 1998; Klink 
2000)。 在企業品牌的相關研究中甚至從各種角度

去分析色彩於品牌的相關性以及重要性，例如: 
各種情感的角度、消費者的人格特質、銷售員的特

質等等 (Bottomley & Doyle 2006; Grimes & Doole 
1998)。 過去色彩心理學相關研究者透過研究結果

指出，人們對於喜歡的顏色會樂於見到在大部分的

環境中都出現，比較不會因為處境的差異更改對喜

愛顏色的偏好，反而是對於不偏好的顏色，可能會

隨著狀況改變對於該顏色的態度 (Taft 1997)，因此

有研究者就指出顏色的重要性甚至大於標誌的造

型，因為許多人是選擇顏色而接受標誌而不是選擇

標誌的外觀而接受顏色  (Bottomley & Doyle 
2006)。 
 
 
3.2.3 公司標誌設計 (Logo) 以及色彩運用舉

例說明 
 

    Madden et al. (2000) 針對色彩的跨國研究

中，針對來自八個國家同時具有文化差異的學生進

行色彩偏好研究調查，發現對於黑色、綠色、紅色

和白色的偏好上沒有文化的差異，然而其他例如藍

色、金色、橙色、黃色、紫色以及褐色的調查結果

與前述的四種顏色不同 (Bottomley & Doyle 

2006; Madden, Hewett & Roth 2000)。 同一份研

究報告中並且指出，當一個標誌運用藍色以及白色

時所傳達出來的意義相似，但是黑色以及紅色於不

同文化的涵義以及關聯性就有明顯的差距 

(Madden, Hewett & Roth 2000; Walsh, Page 

Winterich & Mittal 2010)，因此不同文化背景如

何看待不同標誌其所產生的視覺傳達訊息也是持

續被討論的重要議題。 下列為巨豐數位多媒體公

司 logo 草案套用不同顏色後的呈現，雖然下列

logo 並非為巨豐數位多媒體有限公司的最終版本

定案的 logo，然而依舊不難發現的是即便不同明

度但彩度相同的色彩，所呈現出來的感覺也會造成

視覺上的差異: 

 
   

 
圖一. C:0 M:100 Y:100 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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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C:0 M:0 Y:100 K:0 

 

 
圖三. C:100 M:100 Y:0 K:0 

 

 
圖四. C:100 M:90 Y:90 K:0 

 

 
圖五. C:0 M:10 Y:90 K:0 

 

 
圖六. C:80 M:80 Y:0 K:0 

 

 

4. 結論與建議 
 
    本產學研究報告，雖然已經透過巨豐數位多媒

體公司之產學合作計畫針對視覺識別系統中的標

誌以及色彩部分作初步的分析，以及概括性的描述

兩者的重要性，然而透過量化數據輔以質化調查之

全面性的分析尚待進一步的分析與討論。 針對感

覺與認知的研究分析與探討以及使用者經驗的調

查都是需要更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針對許多還未

釐清的議題以及未來可以進行討論即加強研究的

部分列出以下幾點: 
 
1. 透過問卷調查了解公司預期之目標對象的色

彩經驗。 
2. 透過問卷調查了解公司預期之目標對象對於

不同色彩所傳遞出形象的情感認知。 
3. 分析文化與年齡對於色彩的情感認知差異。 
4. 本研究報告尚無針對視覺識別設計系統中的

應用系統作更深入的研究探討，若於未來能將

此次產學合作的公司整體視覺識別系統作更

全面性的分析，將會使整體視覺識別設計系統

建立於客觀的設計思維上。 
5. 網站分析是為設計中可以被深入探討的另一

個視覺設計產物，建議日後的研究可以針對網

站的整體視覺呈現，以及於企業之視覺識別系

統所扮演的角色、關係作更進一步的研究與討

論。 
6. 了解顏色與圖形外觀之於目標對象的接受程

度，以及兩這之間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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