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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深入探讨城市品牌文化战略背景下的环境设施设计问题。首先

就城市品牌文化战略和环境设施的基础知识进行论述，其次科学分析城市品牌文化战略与环境设施设计之间互促

并进的关系，最后以天津市为例，提出了基于城市品牌文化战略背景下天津市环境设施设计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品牌文化战略；环境设施设计；对策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3）14-0127-04

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Design Based on City Brand Cul⁃
ture Strategy
ZHANG Hai-li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e of great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prosperity, it discussed strategic

city brand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design problems. Firstly it discusse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ity brand culture strategy and environment facilities, and scientific analyzed city brand culture strate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tually promot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design by hand. Finally, taking Tianjin city as an

example, it presented the strategy of brand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ianjin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design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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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推进，文化被直接植入城

市发展核心策略；同时被视为构建城市内涵的提升新

动力，全国许多城市纷纷提出了打造城市品牌文化，

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这里正是基

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城市文化的环境设施显性体现

为研究对象，并以天津市为例，探寻基于城市品牌文

化战略背景下，天津市环境设施设计的对策和路径。

1 城市品牌文化战略和环境设施概述

1.1 城市品牌文化战略的定义及内容

城市品牌文化战略是指一个城市在观念文化、行

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等方面，形成的具有自身“三位

一体”的鲜明特色，集中代表该城市并显著区别于其

他城市且在社会中产生良好的印象，易于人们所认知

的形象文化表述。因此，城市品牌文化战略主要有城

市观念文化、城市行为文化以及城市物质文化 3个方

面的具体内容。城市观念文化也称为城市文化理念，

主要指城市精神,它是构成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核心要

素；城市行为文化主要表现为广大市民的素质以及企

业文化；城市物质文化主要指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种环

境设置和城市景观等，比如城市雕塑、广场建筑、商业

街区以及文化设施等。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品牌文化

是其鲜明的特色与风格、实力与形象的有机统一，集

中体现着该城市的功能理念、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

1.2 城市品牌文化战略的背景及意义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国许多城市纷纷

以打造文化品牌来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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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社会影响力，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城市经济的又好

又快发展。实际上，在品牌经济时代，良好的城市品

牌文化就是现实的生产力、竞争力和传播力。于是，

无论是我国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二线城市如郑州

武汉，三线城市如银川贵阳，都使出浑身解数将文化

品牌的打造和建设，上升到城市的经营和运营层面上

来。也许，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城市文化经营

品牌，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太极故里”以及

“休闲之都”可谓最好的证明。在这方面打造和开发

较为成功的主要有：山东曲阜的孔子文化城市文化品

牌、安徽黄山的徽州城市文化品牌以及甘肃敦煌的敦

煌城市文化品牌，它们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城市文化品

位和社会形象，并以强大的文化品牌效应推动和促进

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1.3 城市环境设施的内涵及主要表现

城市环境设施是指在一个城市的公共环境或者

城市社区环境中，给广大市民和社会公众能够提供工

作生活便利的各种服务设施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设

施视觉识别系统的统称。概括起来，城市环境设施的

主要内容，集中表现为一个城市的广场道路、公园雕

塑、路牌广告以及其他各种造型独特、风格鲜明的建

筑，它是城市文化直观而又具体的写照。随着我国工

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环境设施的地位和作

用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提供了必要的城市功能，展现

了城市的文化品位，更集中体现了城市广大居民的精

神面貌和文明素质。上海黄浦江畔的外滩环境设施、

武汉江汉路步行街的服务设施以及北京王府井大道

的别致建筑，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大都市印象，错

落别致的苏州园林，更是给人们留下了江南园林城市

的鲜明印记。可以说，城市环境设施作为城市品牌文

化的物质内容和重要构成要素，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2 城市品牌文化战略和城市环境设施设计之

间的关系

2.1 城市品牌文化战略对环境设施设计的引领作用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城市品牌文化尤其是城市

品牌文化中的观念文化是一个城市文化的灵魂，它以

自身独一无二的特征形成了差异化的品牌和竞争优

势，对于优化城市的各种资源配置和提高城市的文化

品位具有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我国城市化和

工业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不注意城市文化品牌的

打造，就会很容易成为缺乏个性和“千城一面”的森林

城市，毫无时代特色和文化品位[1]。也许，大连市的海

滨城市文化品牌、昆明的会展城市文 化品牌以及哈尔

滨的冰雪城市文化品牌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并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实际上，城市品牌

文化一经形成，那么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就必须与之相

吻合，尤其是城市的公共环境设施作为城市文化的直

接体现，图形符号就必须与之相对应，并作为一种生

活方式展现在市民面前。总之，城市品牌文化战略对

环境设施设计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它决定了城市环境

设施设计的思路、内容和功能。

2.2 城市环境设施的设计体现独特的城市品牌文化

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具有几十年甚至上

百年的历史，在城市的的发展变迁中形成了其具有

“顺序性”和“同一性”的城市文化个性与特色，它集中

体现了区别与其他城市的氛围与环境，倾诉了人与人

之间不同的习俗和爱好[2]。因此，在城市的环境设施

设计中，既不能脱离历史的文化基础去凭空构造，也

不能进行简单地历史再现，只有充分尊重既定的城市

文化底蕴并不断发展创新城市的文化品牌，才能实现

城市环境设施与城市文化品牌的有机统一[3]。理论研

究和实践表明，只有设计出契合人与环境同文化和谐

共融的环境设施系统，才能最大程度地凝聚并增强独

特的城市文化品牌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毕竟城市环境

设施的设计体现独特的城市品牌文化。在这方面，国

内有些城市已经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努力和尝试，并取

得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如北京的皇

家园林、深圳的鹏程建筑、上海的海滨设施，集中体现

了北京文化的雍容、深圳文化的活力和上海文化的浪

漫，集中体现了城市文化和环境设施的完美结合。

2.3 城市品牌文化和环境设施互促并进的实证分析

关于城市品牌文化和环境设施之间的关系，前文

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指出了前者是后者的引领、后者是

前者的体现及互促并进。国内外关于城市品牌文化

和环境设施互促并进的案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其中

较为典型的主要有以下3个范式。一是基于山城文化

的重庆“棒棒站”设计，重庆是典型的西部山城和沿江

城市，其交通的独特性催生了“棒棒军”这一职业，可

128



张海林 基于城市品牌文化战略下的环境设施设计研究

以说，“棒棒文化”集中体现了重庆市文化的地域特色

与风土人情，于是重庆市“棒棒站”公共环境设施的设

计便应运而生，充分展现了重庆市独一无二的“棒棒

文化”以及美好的发展前景。二是美国的约塞米蒂市

“车站”设计，当地政府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山石和树

木建造的车站可谓该市“生态城市文化”的生动写照，

实现了城市环境设施的设计与粗犷的城市环境文化

的有机统一。三是巴西圣保罗市“汽车站”的设计，巴

西素来以足球文化发达闻名于世，尤其是圣保罗市以

当地世界著名球星为基础设计了“汽车站”从而实现

了球星、球门和车站的完美结合。

3 基于城市品牌文化战略背景下天津市环境

设 施设计的对策

3.1 环境设施设计要集中体现天津独特的城市文化

天津市作为我国的四大直辖市之一、北方经济中

心和北方国际航运中心，自明代建城以来已有 600余

年的发展历史，从古老的“卫城”到近代多国的“租界”

再到今天的“国家综合改革实验区”，一路走来形成了

具有天津市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构建了以海河文

化、城厢文化、租界文化、移民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

化为基础的“开放多元、包容创新”的天津文化品牌。

因此，在城市环境设施的设计方面，天津市要立足现

实、尊重历史、面向未来集中体现天津市独特的城市

文化品牌。城市文化是一种具有显著性地域特征的

社会文化，是特定历史和人文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具有

精神、物质和制度等多方面内容的文化复合体。在建

设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滨海新区的时代背景下，当

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天津市必须要将城市的环境设

施设计，置于文化软实力打造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地

位和议事日程。在天津市和滨海新区的发展规划中，

不断强化城市环境设施设计的天津文化品牌，着重从

城市的景观配套、服务设施和便民设备等方面，提升

环境设施的文化内涵，增强广大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和

社会知名度。

3.2 环境设施设计要契合天津市文化的整体审美性

现代城市是一个集人流、物流、信息流为一体的

巨大复合体和综合体，它关系到以既定的人力、财力

和物力以及环境资源解决城市的发展问题。城市环

境设施作为城市文化的直接体现和实物符号，其规划

和设计必须以整体审美的角度和视野进行操作。因

此，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在进行环境设施的规划设计

时，无论是“卫城”和“租界”等老城区的升级改造，还

是商业步行街的更新扩建或者滨海新区广场马路的

施工建设，都要进行整体考虑和系统规划，切实做到

“开放多元、包容创新”天津文化的历史和未来、地方

与外临的有机统一，真正体现城市景观、环境设施与

天津文化的相融共生。为了充分体现天津市环境设

施设计的整体审美性，天津市的有关政府部门要切实

对天津的文化特质、环境特征、空间心理和城市景观

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论证，在确定环境设施的

位置种类、材质尺寸、颜色意义以及艺术造型时，力求

做到经济适用、环保生态和审美到位，力求实现环境

设施集天津市的城市文化、服务功能和艺术审美于一

体的优秀环境作品，集中展现天津市的文化品牌、丰

厚底蕴和发展活力。

3.3 环境设施设计要借力天津市文化视觉识别系统

天津市在进行环境设施设计规划时，还要大力借

鉴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形象识别系统，尤其，是其中的

视觉识别系统，不断增强天津市环境设施文化的宣传

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打造天津市环境设施的文化视

觉识别系统，要求天津市的有关部门必须以CIS战略

理论为基础，以天津市的发展定位和文化特色为内

容，充分利用现代城市的景观设计艺术方法，着力打

造一套符合天津市文化发展实际的视觉识别系统。

就基本内容而言，天津市环境设施的文化视觉识别系

统要涵盖广场马路、建筑塑像、交通标志、路灯指引

等；就范畴分类而言，天津市环境设施的文化视觉识

别系统要包括商业设施领域、生活设施领域、服务设

施领域、租界卫城设施领域、海滨设施领域等。比如，

眼下天津市可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街区景

观等万国建筑群，打造独特的天津市风情商业街视觉

识别系统。与此同时，天津市还可以将滨海新区的经

济发展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从而打造创业文化视觉

识别系统。另外，天津市还可以大胆尝试基于色谱的

城市色彩视觉识别系统，将天津独特的“开放多元、包

容创新”的城市文化，进行色彩分工定位，并通过环境

设施进行直接表现[4]。

3.4 环境设施设计要注重天津市文化的创新体验性

文化的创新体验性也是天津市在进行环境设施

设计必须高度重视的内容。天津市“开放多元、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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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城市文化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

更有基于未来发展定位的创新因素。因此，作为市民

生活环境的构成要素，天津市的城市环境设施设计，

一定要符合该城市日益发展变化并不断创新的生活

需要和发展诉求。比如，天津市正在极力打造的海洋

产业和海洋文化，就是天津市文化创新的重要内容，

为此天津市的环境设施设计就要对此进行思考和定

位。再比如，作为国家级的天津市滨海新区正在多快

好省地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那么在进行滨海新

区环境设施的设计时，就要适时考虑加入更多的高科

技元素，如市民智能健身系统和交通自动查询服务设

施等。环境设施的体验性要求天津市在进行相应的

设计时，必须重视人和环境设施的互动、参与。通过

现代化的科技艺术手段进行设施置入，使市民在享受

环境设施良好服务的同时，体验到更大的乐趣，切实

做到天津市环境设施文化的实物体验和艺术感染，不

断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和环境质量，实现天津市环境

设施服务和文化艺术体验的高度融合。

4 结语

每座城市在塑造适宜的人居环境之际，首当其冲

的环境设施配置，既要立足于历史、文化的基因传承，

又要吸取时代的鲜活因素，不断提升、创新城市的品

牌文化形象，促进城市建设实现社会公平、低碳、生

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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