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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探讨文化与区域形象的关系，分析了文化定位的含义及其对于区域形象的提升作用，论述了区域形象识

别系统构建的原则和方法，认为区域形象识别系统应该结合区域的文化特色，以视觉形象识别为基础，结合理念和

行为识别，透过可见的视觉符号，对外传达区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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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the regional image, it analyzed the cultural

positioning of the meaning and to enhance the role of the regional image. It discussed the regional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of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regarding that the regional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should be in

combined with reg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to visual image recognition as the foundation, combined with concept and

behavior identity, through visible visual symbol, foreign communication area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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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君 基于文化定位的区域形象识别系统构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各地区的合作日益加深，区域形象问题也得到更多的

关注。良好的区域形象，能够强化该区域的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的内外部环境，增强区域的核

心竞争力、凝聚力和吸引力[1]。

区域形象识别系统的导入，就是启用符号形象将

区域内复杂多元的信息进行提炼和归纳，使其以简洁

明了的形式让大众所接受。这种以视觉形象出现的

信息元，它的功效是文字所不能企及的。

1 区域形象

区域形象是区域展示给区域内外各种对象的一

种定位，是外界对该区域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它包括

区域的自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既反映区

域的自然风貌和历史，也反映地域特征和气质。区域

形象分为硬形象和软形象。硬形象是指那些具有客

观形体或可以精确测量的各种因素，如自然资源、地

理位置、区容区貌、基础设施等，见图1—2。软形象则

图1 北京城市风景

Fig.1 Beijing city sce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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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精神理念、经济发展、文化氛围等。

不同的词语也被用来描述区域形象，比如上海是

海派文化、万国建筑、东方时尚；重庆是巴渝文化、山

城、蜀绣。这些词语是外界对区域形象的一种外在

性、公众性的评价，体现的是区域的精神理念、文化氛

围，是区域形象中的软形象部分。

2 文化与区域形象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

念、行为、风俗、习惯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

来的一切活动。区域内的文化是在区域特殊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色的文化实体和现象，是多

种文化形态构成的复合体。

要提升区域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达到促进区域

发展的目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区域内的

文化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挖掘。区域的文化特色被外

界和公众认可后，区域形象就在人们心中留下良好的

印象，从而给区域的发展带来各项益处。

区域的文化发展直接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资源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文化对于区域形

象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2]。

3 文化定位

区域的文化反映了区域精神，区域精神是区域形

象的重要体现。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文化作为

发展的基础是显而易见的。塑造独特的区域形象，就

需要对区域内的文化进行定位。文化定位包含两个

方面的含义：一是区域历史文化的传承，二是文化的

创新。

历史文化资源是区域文化个性的生动体现，由于

发展条件的不同，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在发展

过程中更加突出地表现出特殊的性质，如文化习俗，

它们是区域个性的重要识别因素。正是历史环境带

来的多样性，才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因此，要尊重

历史文化，传承区域的历史文脉，使这一区域的文化

资源能够成为区域形象建设的名片。

区域的创新同时也是文化的创新，文化是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文化的创新要在保持本土文

化的基础上，找寻有利于区域形象建设和发展的新内

涵，更深层次地考虑地域性和现代性的相互嵌入，加

强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创新，使文化在渗入和影响其

他区域同时，也要具有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文化定位关系到区域形象的准确定位，区域形象

的价值要通过文化的核心功能来体现，文化的个性、

优势、包容和扩张力都是区域精神的浓缩，区域要获

得长足的发展，需要精心定位、传播自己的形象，因

此，文化定位是区域形象建设的根本。

4 区域形象系统结构

1955年美国 IBM公司开始了表现企业特性和统

一化的形象设计系统的开发作业，成为率先导入企业

识别系统理念的企业。企业识别系统由3个层次的识

别组成：Mind Identity（理念识别），Behavior Identity（行

为识别），Visual Identity（视觉识别）。三者共同组成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企业识别系统）。企业形象

识别系统结构见图3。

企业识别系统的导入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有

重要优势起很大的作用，因此，它很快被推广，其有效

图2 上海城市风景

Fig.2 Shanghai city scenery

图3 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结构

Fig.3 Enterprise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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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之后被区域研究的学者注意，并逐步引用到区域

形象研究中来[3]。

借鉴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结构，笔者认为，区域形

象识别系统应在区域形象系统结构之下，因此，首先

建立的是区域形象系统结构，见图4，在系统结构下分

三部分：区域文化定位、区域形象识别系统以及区域

形象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形象和区域形象的识

别系统构建是在完全不同的定位上展开的，因此，尽

管区域形象研究受到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的启发，但二

者还是存在本质的不同。

区域文化定位是指在对区域内文化的发展进行

思考和论证后，确定区域的文化个性，指导区域建设

的走向，并塑造良好的区域形象的战略定位。区域形

象评价是在符合公众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

搜集整理信息和数据来对区域形象设计进行评价，其

目的是促进区域形象的良性发展。区域形象识别系

统是区域形象的视觉部分，也是重要的塑造以及传播

区域形象的方法和手段。区域形象识别在大方向上

包括自然和人文2个方面的物态识别。它可以参考企

业形象识别的方法，细化各部分信息并将各个项目与

基本要素结合，从而传达区域形象。比如在企业识别

系统中，对系统的定义是理念识别系统（MI）、行为识

别系统（BI）、视觉识别系统（VI）三者协调运作后的整

合性成果。那么将其运用在区域形象识别系统中，可

以认为理念识别系统是指区域的发展目标、文化的个

性内涵等；行为识别系统是区域理念的具体化实施；

视觉识别系统是区域形象中最直观的表达。企业识

别系统体现的是单纯的经济回报，而区域形象识别系

统是与文化定位、区域形象评价相互交融的，它体现

的是区域更加长远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5 区域形象识别系统的构建

5.1 构建原则

（1）个性化原则。区域形象识别系统应该能够反

映区域内全体公众的意志，汲取区域内独有的或者明

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元素，最终使之成为独特的区域

文化表达。

（2）优化整合原则。面对丰富的文化，必须进行某

种提炼，抽绎出能够总结区域特殊与优势的形象要素。

（3）传统与创新结合。区域形象识别系统的构建

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工程，这个创新既要在理念方面创

新，也要在行为、视觉方面创新，同时还要使传统文化

部分能够得到充分展示。

5.2 区域形象识别系统的构成

区域形象识别系统分为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

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 3个部分，其下分别有若干个子

项目，见图5。

5.3 理念识别系统的构建

区域的理念内涵包括：区域的文化发展、区域的

社会发展和区域的经济发展[4]。区域理念展示的是区

域的精神、观念。独特的理念，对区域的个性和特色

图4 区域形象系统结构

Fig.4 Regional image system structure

图5 区域形象识别系统的构成

Fig.5 The structure of regional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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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挖掘起到积极的作用。从大众的角度来看，区域理

念来自于传统文化、思想观念，是区域人格化的表达。

我国早期的区域和城市理念在文化的塑造上较

为滞后，近几年，许多地方推出的精神标语中也有一

些积极的词语，据统计，标语里“创新”被提及的频率

最高，“开放”第二，“和谐”第三。由于有着明显的雷

同性、相似性，缺乏差异和独创性，这些理念发挥不了

应有的作用。

区域是文化多元化的综合体，在理念的表述上，

必须寻求文化个性，遵从文化的唯一性原则，在文化

中提炼出具有优势的要素转换为能被大众感知的形

象要素。比如广东梅州定位为“世界客都”，因为梅州

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区，所以它成为了客家文化的代

表区域。

区域理念识别系统的构建应以文化为“灵魂”，将

文化“软实力”通过视觉系统展示，并贯穿到区域形象

中，使区域形象具有更强的识别性。

5.4 行为识别系统的构建

区域行为识别系统包括：政府形象、大众群体行

为和区域文化活动形象[5]。区域发展的力量是由各种

因素构成的，其中最核心要素是人的素质，尤其是公

众的整体文化素质表现，这种表现体现在人的行为方

面。人是区域形象的载体，只有形成社会大多数人的

价值观，才有可能创造区域特有的文化与文化行为。

通过这种创造，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行为，这是区

域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形式。

行为识别系统和区域的文化品味、文化氛围、大

众文化修养、文化活动等各种文化要素密不可分。文

化被物化到人们的生活中，比如文艺演出、体育运动

会、文化交流活动等，在人们的群体行为中，发挥了区

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开发了区域特有的行为文化，

是区域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很多地方

都有成功的群体活动的表现，如上海的白玉兰电影

节、珠海的航展、大连的服装节、潍坊的风筝节等，地

方特色鲜明，传统文化个性突出。

区域行为识别系统应该做到在区域形象的建设

中，让社会全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共同的文化认

知，在多样化的群体行为中，在与社会互动的同时创

造新的文化行为，构建区域形象。

5.5 视觉识别系统的构建

区域是被人们感知的存在，感知来源于人的视

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在这些不同方式的感知

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视觉。文字、图形、颜色等都可以

成为表达区域形象的符号。比如旅游宣传片，通过区

域中各部分资源的组合，产生整体的视觉冲击力，这

些宣传片中所选取的符号代表了各地的文化内涵，不

可复制，因此人们会印象深刻。

山西宣传图片利用自然风光和文字展现当地的

形象，尤其是“晋”字的使用，既有“尽”之音，又是山西

的简称，将地域文化表现得恰到好处，见图6。山东宣

传图片仅用文字组合来表现，其中包含拼音、英文以

及中文，在色彩运用上非常活泼、醒目，“好客”二字体

现了山东的精神内涵和区域魅力，见图7。

构成区域的要素还有历史街区、城市空间、雕塑

等，它们的造型、外观、体量、色彩，是直接可视化的区

域外在形象，对于区域内活动性主体的人而言，是容

易留下深刻印象的。

区域形象的视觉系统，是区域历史变迁的表现符

号。视觉识别系统应注重文化与区域形象的关系，以

（下转第12页）

图6 山西宣传图片

Fig.6 Shanxi publicity picture

图7 山东宣传图片

Fig.7 Shandong publicity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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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来决定视觉识别设计的思路，结合区域自身

的自然、历史、人文资源的特殊性，以区域内大众的新

观念、新价值以及和谐为导向，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

提高其文化品质，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使视觉要素变

成可积累的财富，具有恒久的美感[6]。

6 结语

区域形象体现的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

向、路径和基础，体现的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

合。而文化是区域发展的动力之源，区域形象的发展

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战略的文化定位。在把握

区域形象建设的前提下，应将区域形象识别系统中的

理念识别、行为识别以及更直观的视觉识别三者有机

结合，使文化这一重要的内在理念传承其中，并适当

强化系统的科技和品味，塑造出更和谐的区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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