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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隐性服务的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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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旅游景区隐性服务的开发状况，分析了标识系统的概念、功能和分类。论述了以提高隐性服务质量为前

提的标识系统在景区中的总体布局。并针对景区内标识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基于隐性服务的旅游景区标

识系统设计应遵循的设计原则。在此基础上从题材和形态、色彩和材料、体量和尺度等多个角度提出了标识系统的

设计手法。讨论了标识系统设计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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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cessive service of tourism scenic spots for the enlightenment, it analyzed the

the concept,the fun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dentification system.And elaborated the overall layout to improve recessive

service quality. Aiming at scenic areas marking system, it proposed some existing problems of tourism scenic spots

marking system desig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design. Based on this, from themes and form, colour and material,

volume and multi-scale multiple angles, it proposed identification system design technique and discussed the marking

system design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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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

投入到旅游活动中去，为此，旅游服务水平亟需提

高。而旅游景区的服务质量、设施建设和管理措施

都与旅游景区的标识系统密切相关，因此，旅游景区

标识系统设计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旅游景

区，是指具有吸引国内外游客前往游览的明确的区

域场所，能够满足游客游览观光、休闲娱乐等旅游需

求，并提供服务的地域空间。其服务包括显性服务

和隐性服务，所谓隐性服务是相对于显性服务而言

的。显性服务即行业规范的服务及其过程或流程，

诸如接待顾客、咨询服务、规范的买卖程序等，是顾

客现场可以感受到的正规经营行为。隐性服务则是

顾客感受不明显、容易产生感觉偏移的后台活动，有

些也是为前台显性服务所做的准备

[1]

。例如告知游

客旅游产品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告知游客旅游过

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不规范消费；告知游客同类旅游

产品的多种选择等。而旅游标识系统也是景区为旅

游者提供的隐性服务的一种工具，是景区旅游服务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寺院景区中可以通

过标识系统标明正规的素食店、佛具店、佛书店等具

体方位，避免不规范消费。隐性服务没有统一的规

范和标准，但是优质的隐性服务在提高游客的舒适

度和满意度方面效果明显。

目前，有些旅游景区在建设过程中强调以直接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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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项目为主，而对景区隐性服务开发不足，标识的应

用比较薄弱，加之景区的场地大、地形复杂多变以及

标识自身功能的辅助性、服务的隐蔽性、地位的从属

性，使得经营者和管理者忽视了标识系统的规范化处

理，导致景区的标识系统比较混乱，缺少系统的分类

和规划设计

[2]

。因此，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设计应

该强调为游客提供隐性服务，资金方面增加投入，设

计方面加大力度。

1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功能与分类

1.1 标识系统的概念

标识和标识系统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目前，中国

众多学者研究了国外相关理论，认为标识是指具有象

征意义的有形或无形的人工构筑物，它能够对自然景

物或空间进行解释、导向和说明，对人类行为进行警

告、提示和引导

[3]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是一种环境对

游人发出的以视觉传达为主的语言。它是由不同的

标识要素，包括图形、文字、数字、方向标等，通过一定

的物质载体在特定的场所按照科学的方式组合，而形

成的供游客辨识的标识组合整体。

1.2 标识系统的功能

标识系统是景区旅游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个完整的标识系统通常具有服务功能、管理功

能、教育功能和景观功能

[4]

。它可以通过提供相关的

信息来满足游客的需求，并激发游客好奇心而对景区

进行游览和赏析，加深游客对所描述目标的理解与认

同。通过标识的独特功能，可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

资源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形成良性互动，而这种对话

和沟通就是景区提供的一种隐性服务。从一定角度

讲，传达信息准确到位，使游客在节省时间，节省金

钱，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的前提下欣赏景观、受到教育

是隐性服务的作用。

1.3 标识系统的分类

标识系统根据信息要素类型可以大体分为以下

几类：

1）综合信息类：其信息包括总平面导游图、图例、

图表、文字等说明景区的总体规划布局，景点概况和

游览路线等，见图1。

2）方向指示类：多为设置在道路交叉口的路向指

示牌，标明各方向的景点的名称、距离等，也可配以图

片说明，见图2。

3）景点说明类：包括古迹旧址的历史典故，景观

小品的设计构思，服务设施，市政设施和新技术应用

的常识普及等，见图3。

4）场所标识类：用来说明所处场所的用途和注意

事项等，见图4。

5）行为提示类：为保证游客安全进行提示的标

识，见图5。

图1 综合信息

Fig.1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图2 方向指示

Fig.2 Direction indication

图3 景点说明

Fig.3 Introductions of scenery spot

图4 场所标识

Fig.4 Sign of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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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隐性服务为前提的标识系统规划设计

强调隐性服务的景区与强调显性服务的景区都

设置了标识系统，隐性服务和显性服务在每个经过开

发的景区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强调隐

性服务的景区尽量全面告知一些可能造成游客较少

消费的详情。强调显性服务的景区则以赢利为主，标

识系统忽略游客多方面的感受，过分强调收费设施的

宣传。

2.1 在总体布局中的体现

标识系统的总体布局即各类标识在景区内的分

布。标识系统的合理布局，能保障游客在景区内安

排游览路线、租用游览车、购买纪念品等活动时能够

安全舒适。有些景区为了拉动消费，在缆车、游船、

游车处未标明详细信息，使游客误以为距离非常远，

必须乘交通工具才能到达。实际上，应该在景区内

每个缆车、游船、游车站点布置标识牌，如实标明距

下一站点的距离、票价等信息，以便游客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消费。

标识系统根据功能不同布设位置各异，分布密度

应适当，目前尚无统一规范，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布局，

诸如地形的复杂程度、视线需求等进行分布。力求使

游客在迷惑的时候及时出现标识，告知游客信息。

2.2 在设计构思中的体现

2.2.1 设计原则

1）以人为本与结合自然。标识设计是有社会责

任的，不仅要注重人文关怀，也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考虑游客的心理需求，需要根

据服务对象的特点进行设计。结合自然就是使人感

觉标识系统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人为刻意

强加其上的。

2）趣味性结合易识别性。简洁明确的信息标识

系统为旅游景区提供科学的环境秩序。规范、清晰、

醒目的标识导向系统帮助游客既能到达每一个景点，

又避免走重复路线。而趣味性不但能使游客自觉遵

守，同时还增添很多趣味，使人们如同在与自然对话，

增添了出游的乐趣。

3）审美价值结合实用价值。设计在考虑实用的

同时，须兼顾审美价值。而审美价值又包含文化内

涵，即附着于设计作品上的各种信息和知识，不仅包

括技术上和审美上的知识，还应包括哲学观和人生观

[5]

。设计中应运用科学的设计手法将传统与现代的流

行元素相结合，使标识物造型反映地方文化内涵，并

与其它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相协调。

4）个性化设计结合标准设计。每个景区具备自

身独特的景观资源，因此，要求标识系统有与其相匹

配的个性。个性化设计与标准设计的结合对设计师

提出了挑战。标识设计师在把城市标识的设计当成

艺术创作的过程的同时，需要考虑使用的大多数图形

符号的基本类似性。

2.2.2 设计方法

1）题材和形态。标识设计在传达识别功能的同

时也要表现它的内容和题材。标识可以是标志性的

设计，它的题材主要分文字和图形标识。其中又可细

分为中英文、字首、具象、抽象图案等

[6]

。标识图形设

计取材于大自然的动植物、历史典故以及人类文化艺

术的积淀。标识的灵魂在于创意，创意的内涵在于文

化

[7]

。设计者利用这些反映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图

案能够使游客感受到异域风情，并能了解游览地的文

化习俗、风土民情等，形成了鲜明又独特的视觉感

受。例如瑞士日内瓦英国公园的花钟就是一个成功

案例，见图6。日内瓦是瑞士钟表制造的诞生地，花钟

成为日内瓦市的城市标识，本身也是一个著名景点，

图5 行为提示

Fig.5 Notes of behaviors

图6 日内瓦花钟

Fig.6 Geneva flower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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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上去精巧美观，而且下面还隐藏了机械结构，

保证指针精准运行，它的题材和形态都源于地方的文

化和历史，这种设计也只有在日内瓦才最恰当。

2）色彩和材料。标识的色彩设计有其主观性特

点,不同的颜色可以引发人们不同的联想,带给人们不

同的心理反应。因此在标识设计创作中,不但要有主

观性色彩的积淀和经验,而且要理性地运用各种色彩

为标识设计服务。设计师只有很好地把握色彩的不

同特点,才能更好地达到预期目的。色彩作为视觉效

果中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打造环境氛围、塑造视觉

效果的重要表现手法

[8]

。旅游景区标识物的材料要根

据标识的主要功能进行设计，其中考虑的因素包括材

料的物理性质、表观形态、时代特色、施工条件等

[9]

。

标识系统的色彩和材料设计均需考虑使用环境的条

件。为使标识和环境自然融合，应避免选择过于跳跃

的色彩和与环境反差较大的材料。如动物园的指示

牌材料选用木质，颜色与自然融为一体，见图7。

3）体量和尺度。标识设计需要设计者更多地依

照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等原理进行设计，以符合

游客的心理感受。标识系统同景观建筑一样被行走

中的游客观察和使用，体量与尺度亦需要考虑动态变

化进行设计。标识系统周边景区的路、树木、景观建

筑、地形变化等因素都是决定体量大小的参照物

[9]

。

在设计中还同时需要考虑人体身高和视线角度

[4]

，应

参照人体的视觉特征和人体尺度，确定界面的高度、

宽度的范围，以及需预留的观赏空间。如动物园入口

标识，见图 8，标识虽然设计简单，但是由于文字和图

案采用了恰当的尺度，并与入口广场的空间搭配得

当，使游客由远及近都能看到明显的标识指引，人未

入园，已从心理上进入一种游览状态。

2.2.3 设计新趋势

密切关注社会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求，是一名标

识设计师必备的素质。提供人性化的服务离不开对

残障人士的关怀，无障碍设计成为未来空间和标识设

计的趋势之一。在国际上一些大城市和公园出现了

盲人地图和盲文标识，奥运会也发行了盲人地图。盲

人通过触摸能了解到周围环境设施，从而在大脑中形

成一幅地图，再结合盲道等设施就能够自由地行走在

场所中。伦敦盲人地图见图9。

另外，醒目而现代的电子标识系统的应用从室内

商业空间扩展到室外旅游空间，为节省能源结合了太

阳能，设计出了太阳能标识箱。随着科技水平的提

高，未来还可能出现更多的标识系统，应用新技术新

能源。

3 结语

标识系统的建设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旅游景区标识

系统的合理布局以及具体设计，都需要多部门协作。

旅游管理部门、景观设计者、标识系统设计者、标识系

统施工者都需要相互沟通。一方面，设计者应该在遵

从标准的同时吸取各部门意见；另一方面，管理者也

（下转第14页）

图7 动物园指示牌

Fig.7 The zoo sign

图8 动物园入口标识

Fig.8 The zoo entrance sign

图9 伦敦盲人地图

Fig.9 London blin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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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庞大的系统，设计师将导视牌通过城市市区标识、

路径导向、城市交通线路图构成一个清晰的指引系

统，行人可以借助清晰的指引系统迅速地熟悉周围的

环境，轻松地获取信息并找到自己的目标路径。

3 结语

由于在目前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高速化与盲目

性，在当代中国的不少城市中还遗留着许多不规范的

街道标识导向设计，严重污染人们的视觉环境，也严

重影响着城市的文化形象，这些都不利于城市的和谐

发展。尤其因为当代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城

市特色文化日益单薄，及时解析国内外成功的标识导

向设计案例，研究其传递的社会文化信息，探索优秀

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的理念，为今后的街道标识导向系

统设计提供指导性的意见，这些都是极具现实性与前

瞻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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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充分领会设计者意图，更多地提高隐性服务意

识，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总之，应通过多

方合作使不同景区具备与之相匹配的一套标识系统，

从而为旅游景区隐性服务的开发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罗越富.旅游业隐性服务问题探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9（9）：8-10.

[2] 卞贝佳.浅谈风景名胜区标识系统规划设计——以鸳鸯溪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白水洋景区为例[J].福建林业科

技，2009，36（3）：219-225.

[3] 徐邦跃.标识系统的特性分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

（4）：156-158.

[4] 盛非.风景区标识系统分类与特征[J].科技资讯，2006（8）：

175-176.

[5] 唐昌乔.标志设计的误区与出路探析[J].包装工程，2010，31

（2）：73-75.

[6] 武敏.以柳巷商业街为例谈商业街标识系统设计[J].山西建

筑，2008，34（26）：55-56.

[7] 杨晓燕，王伟伟.文化导向型的城市标识系统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2010，31（18）：77-80.

[8] 杨帆.浅析色彩在标识系统中的应用[J].大舞台，2010（8）：

82.

[9] 焦涛.以城市标识系统设计建立城市特色形象[J].山西经济

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8（2）：95-98.

����������������������������������������������������������������

����������������������������������������������������������������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