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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旅游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计与应用研究

陈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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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重要性，并结合目前我国旅游城市导向系统设计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论述了

城市信息导向系统的设计应在城市的大系统中统筹考虑，提出了创建旅游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计的原则，既要

注重旅游城市的地域性特点，也要兼顾与整体环境、人性化等因素的相互协调，为国内这方面的设计者和参与者提

供具体的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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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public information-oriented system. Combined with a range of issues of

tourist city in China-oriented system design, it discussed city information guide system design should consider

coordinated system of the city from various and proposed to create a tourist city public information-oriented system

design principles.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t city,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that coordinate with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humane, designers and participants in this regard to provide specific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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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城市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

着城市的急速扩大，人们生活环境的日趋繁杂，带来

了人们对城市空间和环境认知的混乱，因此，城市的

秩序、生活的节奏，都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导向系

统。现代化大都市的交通情况日益复杂，对于导向系

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能瞬间识别，而且还要

能传达出更为复杂的路面情况。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计将会成为人与空间、人与周围环境认知的一种重

要媒介，将是引导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迅速抵达目的

地的重要设施。它包括街道上为行人提供的文字导

向、图形导向、符号导向等设施，如各种指示牌、广告

牌、招牌、导游图指示等。这些导向设计不仅能发挥

其本身的功能，还增添了城市的繁荣，它是文明的载

体，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1]。

1 旅游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重要性

城市的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是人与环境的媒介，

是环境布局、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重要环节，它不

但有着引导、说明、指示等功能，还是营造风格、塑造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它从另一个方面增强了城市

的功能，提高了人们活动出行的效率，节约了包括时

间在内的大量资源。例如，当在一个城市中发现“马

踏飞燕”的雕塑，人们会马上反应到身处在一个旅游

城市之中，因为“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

旅游业的图形标志，这正是公共标识给大家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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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多，旅游已

变成生活需求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城市现代化的结

果之一就是扩展和繁荣了许多旅游文化名城，为了能

更便利快捷地向广大外来旅客展示其城市文化历史

内涵和功能，达到简单高效、组织合理、服务周到和热

情友好的效果，我国各地不断进行旅游城市、旅游景

区的开发和建设，制定了一套系统、合理、科学的针对

旅游城市功能的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这不仅可以优

化其旅游环境，还能提升旅游文化品位，进而拉动旅

游经济的链条。

国内城市与国外先进城市的距离正在逐渐缩短，

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许多新与旧的交接中

出现了很多不协调的现象；公共交通导向系统的设计

远远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滞后了许多现代化的

设施，成为当前设计中的盲点和弱项。如果没有公共

信息导向系统，城市将会是一片混乱，不去重视它，不

去更有效地规范和强化它，将会影响城市的发展。随

着城市的发展，这一问题愈加严重，矛盾愈加突出[3]。

2 我国旅游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计存在

的问题

在众多的旅游环境空间中，导向系统不仅仅作为

公共环境中的一部分，还应该与城市之间有着某种相

同的思想文化内涵，但目前我国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

计的水平远远地滞后于道路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大多数旅游城市，尤其是一些历史文化古

城就欠缺从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和城市规划的角度出

发建立一套与其城市规划、空间结构特点相应的导向

标识体系，在有代表性的城市特色环境中，导向标识

系统设计的缺失以及和环境相应的文化特征不相吻

合，从而影响到这个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1 “功能关注”与“人文关注”不对等

从国内现有的导向系统来看，很多设计都是在

“为功能而功能”，一方面盲目地增加导向设施来弥

补功能漏洞；另一方面城市的空间脉络也显得越发

的凌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了，却没有起

到预期的效果。现在很多旅游城市都着手进行过一

系列的导向系统改造，斥巨资在重点旅游景点设立

新型的国际化路标，这一举措是有成效的，因为它至

少构建了一个“功能化”的城市空间导向系统，为导

向系统的“人文化”奠定了基础。客观上说国际化和

标准化的导向系统固然重要，但并不适用于所有城

市，生搬硬套和一概而论的结果就是让城市形象僵

化，不同的旅游城市有不同的文化积淀，这些积淀应

该体现在城市空间的导向设计中，成为城市形象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2 缺乏整体、科学、合理的规划

一个城市的街道标识导向设计应该与城市的整

体形象特质协调，没有空间的一体化规划，仅依靠标

识本身并不能创造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导向[4]。目前国

内城市标识导向设计缺乏整体、科学、合理的规划，对

“标识牌”的设计与构造是很多设计者理解的“导向设

计”，所以综合公共空间一体化的信息架构就显得缺

失。在一些旅游城市，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城

市道路、商场、机场、车站、景区的导向设计“各行其

是”，没有整体性，因此，城市空间导向系统的设计、实

施和推广应有计划，结合不同区域的特点，进行整体、

科学、合理的规划。

2.3 导向系统的风格与环境存在差距

导向设施的设计风格与环境风格不协调在国内

很多旅游城市不是个别现象，很多的旅游城市导向设

施设计都在罗列符号，而不考虑这些符号在环境中的

位置与关系。在设置导向设施的时候通常只是考虑

过去和现在环境的特点，而没有考虑到未来这一区域

功能和容积的变化，这样使得一些区域的导向设计总

是处在不断修正、更改和补充当中。有时候干脆不去

考虑原来的风格，而另起炉灶，这样一来，无论从形

式、材质还是内容上都难以与先前相协调。

3 我国旅游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计应遵

循的原则

旅游城市识别系统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具有

独持的识别性，即把城市及其产品或服务同其他旅游

城市及产品或服务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二是具有整体

的统一性，即把城市旅游的识别标志贯穿于城市旅游

产品信息传播的各个方面以及所有环节之中[5]。

3.1 整体及系统性原则

现在的旅游城市大都是集游玩、居住、休闲娱乐、

购物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旅游城市导向系统是

为游客提供隐性服务的一个有形物，它所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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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加深和加强游客对整个城市的整体形象认知，在

明确了旅游城市这一特定属性后，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要遵循整体和系统性原则，主要是指城市空间和功能

上的系统化，包括整体视觉的延续和系列化的设置[6]，

有利于人们对环境的整体识别，这就要求导向系统的

标识设计连贯统一，位置安排整齐有序，不能随心所

欲地自由创造，而是必须在政府或有关部门的统一指

导下进行设计制作。标识指示牌在设置时，应周全地

考虑环境整体与局部的有机关系，力求规范、准确，使

导向标识系统设计的视觉要素和形式与周围环境关

系构成节奏感和秩序化的有机统一。

3.2 注重旅游城市的地域性特点

城市空间导向标识应展现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

如此才能对城市形象的塑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域性特点，地域文化的个性往

往由可见的山、水、建筑等表层视觉元素和不可见的

“地方精神”、“地方意识”、“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这

些深层文化因素体现出来，因此在设计中应找到城市

的地脉和文脉，提炼地域文化的视觉符号，并将其合

理地组织运用到具体的导向设计中，才能向城市的访

客作条理清晰的介绍。

北京专为 2008 年奥运会而建的通向奥体中心的

地铁 10号线，站内标识导向系统设计采用传统的“青

花瓷”为主要元素，打造出地铁中独具东方魅力的空

间系列。10号线这些独特设计理念所体现出的文化

气息吸引着全世界人的目光，成为北京这座古城中一

抹靓丽的风景线。线上的主要站点“北土城站”正是

因为有了“青花瓷”元素的融入，所以更显中国韵味，

该站正好位于元大都城墙遗址，也是奥运地铁大动脉

的起点站，因此就出现了“一站两台”的不同创意设

计，向世界介绍着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地铁10号线导

向设计见图1。

3.3 与整体环境的协调性原则

导向标识是对环境起说明作用的设施，应与城市

景区环境浑然一体，不能喧宾夺主，要结合不同的环

境氛围对城市景区导向标识设计进行整体规划、统一

设计。从标识的形态设计上来看，它的整体风格、样

式要根据景区的类型、特点及环境特征确定；从制作

材料来看，标识的材料应与环境相和谐；从色彩上来

讲，标识所运用的色彩应该尽可能形成协调的氛围，

给人以美的感受 [7]。例如江西笔架山风景区导向设

计，见图 2。导向标识使用景区内的圆木作为制作材

料，体现了与环境协调性的设计原则。

3.4 人性化原则

景区导向标识的设计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结

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倡导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是

指尊重人的特性，充分考虑对游客游览心理的影响。

设计从整体上到细节上都要体现人性化[8]。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占地面积约 6 km2，在世博

园区内，每个路口大家都能看到醒目的方向指引标志

和一张所在位置的详细地图，上面明确细致地标出了

餐饮店、购物店、厕所，甚至连各家银行的ATM机都标

得清清楚楚。这些标志导向牌上分别用了中文、外文

和标识图形来设计，并且由黑白色构成的图形标识显

得异常醒目和确切，让人一看图标就很容易理解导览

内容，充分地体现了人性化的原则。

4 结语

世界很大，但通过这些导向系统的指导，世界又

变得“很小”，大家可以轻松地到达目的地。在国际

（下转第104页）

图1 北京地铁10号线导向设计

Fig.1 Oriented design of the Beijing metro line 10

图2 江西笔架山风景区导向设计

Fig.2 Jiangxi Bijia Hill scenic area orient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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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城市的公共标识设施规范与否，也反映了该

城市的文明程度。导向设计是实用的艺术，也是艺术

的设计，集使用性、目的性、艺术性于一身。作为国际

化的旅游城市，城市的面貌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

与规划，应用准确、规范、客观的信息导向系统是城市

对人们有序生活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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