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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描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形象设计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展示以形象设计作为研究

对象的各门学科的衍生态势。方法 检索以“形象设计”作为篇名或书名主题词的中文期刊文献、学位

论文、图书文献，通过数据变化直观地显现形象设计研究的规模扩张状况；通过提取上述文献的前缀主

题词和后缀主题词展现形象设计研究对象域的横向拓展和纵向拓展状况。结论 形象设计研究的已有成

果正在经历学科化梳理过程而聚合为一个新的学科群组——形象设计科学，其中包括来自于局域学科化

聚合的企业形象设计学、包装形象设计学和来自全域学科化聚合的形象设计美学、普通形象设计学等。

形象设计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形象设计科学各门学科的衍生，归根结底是社会需求拉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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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image design research after the 1980s, to present derivation 

status of each image design discipline. Based on related data of journal articles, degree thesis and books titled as "image 

design", the scale expansion of image design research was directly reflected by the data change. The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expansion of image design research field was reflected by extracting key words of prefix and postfix in the 

above literatures. Results of researches of image design are going through a disciplinization process to be converged to a 

new discipline group—image design science, including corporate image design and package image design from local dis-

cipline-based convergence and image design aesthetics and general image design from universal discipline-based conver-

gence.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iscipline group derivation of image design in China is driven by social require-

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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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中的“形象”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

意指人、物的相貌形态。现代意义的“形象”通常指

公众对评价对象的总体印象。形象设计是指人们为提

升客体（个人、社会组织和实物等）在公众心目中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而进行的形象构思、形象完善方案谋

划活动。本文依据期刊文献、学位论文和图书文献梳

理了形象设计研究在中国的规模扩张和对象域拓展 

状况，提出在形象设计研究已有成果基础上推进形象

设计科学创建和发展的初步构想。 

1  从文献看形象设计研究的规模扩张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形象”一词主要用于

文学艺术评论领域，常见词组有“人物形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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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形象思维”等。20 世纪 80 年代初，公共关

系事业和公共关系学经由香港在内地开办的独资、合

资企业的示范和引介而进入中国内地。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中文期刊、图书文献中开始出现“企业形象”

一词，随之又出现“形象设计”这个新颖的术语。1988

年，广东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地导入 CI（企业

形象识别系统），通过塑造良好企业形象推动了企业

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由此进入 CI 时代，“形象设计”

由关注个人形象逐渐延伸到各个社会领域，从而也为

形象设计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拉动力。 

笔者近期以“形象设计”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

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和《中国优

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进行“篇名”的精

确检索，检出期刊文献 2291 篇、学位论文 461 篇（其

中博士学位论文 6 篇），起始年分别为 1987 年[1]和

2000 年[2]。同时，笔者借助“读秀学术搜索”平台，

以“形象设计”作为检索词在《读秀图书数据库》中

进行“书名”检索，检出有确切出版年度的中文版图

书文献 598 部，首部出版于 1986 年[3]。 

1986—2017 年期间，“形象设计”研究 3 种文献

数量的年度统计结果，见表 1。表中文献数量的变化，

表征着形象设计研究的规模变化。从表 1 的数据可以

直观地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初，

形象设计研究经历了艰难的起步阶段，“形象设计”

概念还不为人们所熟悉，期刊文献连续 3 年出现空

白，图书文献连续 4 年出现空白。1993 年以后，期

刊文献、图书文献尽管个别年度数量略有下降，但总

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2000 年以来，研究生

加入形象设计研究的行列，以“形象设计”作为篇名

主题词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同样呈现出

明显的增长趋势。2012 年至今，形象设计研究 3 种

文献进入规模扩张的稳定期，其中期刊文献近年的年

产出量达到 170 篇以上，学位论文近年的年产出量达

到 60 篇以上（在检索时点，各数据库的 2017 年文献

数据尚录入不全）。 

形象设计研究在中国的规模扩张，是形象设计社

会功能的认知度逐步提高的结果，其表现是一方面各

个行业的相关人员纷纷投入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不同

领域的期刊积极地为研究成果提供交流的园地。以

2017 年期刊文献为例，文献作者除普通高等学校、

军事高等学校、职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和研究生之外，

既有文化、教育、体育、科学技术、市场管理、街道

社区等公共部门的领导者、管理者，又有工业、农业、

商业、金融等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这些文献的来

源期刊，除高等学校学报之外，既有包装装饰类、工

业设计类、经济类、商业（市场营销）类、产业（茶

业、服装业、旅游业）类期刊，又有新闻传播类、教

育类、文化类、艺术（美术）类期刊。 
 

表 1 “形象设计”研究 3 种文献数量的年度统计（1986—2017） 
Tab.1 Annual statistics of image design research in journals, degree thesis and books 

(1986—2017)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期刊文献 0 1 2 0 0 0 3 6 25 26 34 49 47 70 71 35

学位论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图书文献 1 0 0 0 0 1 2 5 12 16 10 13 15 14 14 15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期刊文献 50 63 61 74 65 84 97 109 140 141 146 145 179 199 179 186

学位论文 1 5 4 4 13 17 15 13 27 19 45 49 37 63 72 75

图书文献 25 14 21 37 28 22 35 27 22 41 39 34 49 35 27 24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1 日。 
 

2  形象设计研究的对象域拓展 

30 年来，形象设计研究的对象域不断拓展，研

究论题越来越广泛。具体而言，形象设计研究对象域

的拓展，可以从横向、纵向两个方向上来看。 

首先，形象设计研究对象域的横向拓展，表现为

研究对象按活动领域、主体类型的细分化。笔者在检

视“形象设计”3 种文献篇名或书名的过程中，提取

附加了前缀的主题词（如职业形象设计、媒介形象设

计等，统称为形象设计前缀主题词组），经过分类整

理，将前缀主题词组粗略地划分为 5 个类别，见表 2。

如“社会组织设计类”包括国家形象设计、城市形象

设计（城镇形象设计）、区域形象设计、政府形象设

计、非政府组织形象设计、社区形象设计、企业形象

设计、高等学校形象设计、医院形象设计、图书馆形

象设计等。显而易见，形象设计现今已经渗透到社会

活动的各个领域。“产业产品设计类”包括包装形象

设计（对“包装”可以做广义理解）、产业形象设计、

产品形象设计、机械产品形象设计[4]、商标形象设计、

品牌形象设计[5]等。需要说明的是，列入表中的前缀

主题词组之间并非都是并列关系，例如旅游城市形象

设计、城市品牌形象设计、城市景观形象设计应当视

为城市形象设计的下一层次研究对象。领袖归属于公

共领导者的范畴，公共领导者归又归属于干部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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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形象设计研究对象域的横向拓展示例 
Tab.2 Samples of horizontal expand of image design research object fields 

个人群体设计类 媒介演艺设计类 社会组织设计类 产业产品设计类 实体实景设计类 

职业形象设计 媒介形象设计 国家形象设计 包装形象设计 外观形象设计 

职业女性形象设计 报纸形象设计 城市(城镇)形象设计 产业形象设计 视觉形象设计 

职工形象设计 期刊形象设计 旅游城市形象设计 体育产业形象设计 空间形象设计 

求职形象设计 书籍装帧形象设计 区域(地区)形象设计 旅游产业形象设计 公共空间形象设计 

公共领导者形象设计 广播电视形象设计 政府形象设计 旅游商品形象设计 公共空间雕塑形象设计

领袖形象设计 网络形象设计 政府部门形象设计 商业形象设计 建筑形象设计 

干部形象设计 动漫产品形象设计 非政府组织形象设计 产品形象设计 建筑物立面形象设计

企业家形象设计 卡通形象设计 社区形象设计 机械产品形象设计 建筑物动态形象设计

军人形象设计 演员形象设计 企业形象设计 家具产品形象设计 工业建筑形象设计 

教师形象设计 主持人形象设计 高等学校形象设计 商标形象设计 住宅形象设计 

大学生形象设计 角色形象设计 职业院校形象设计 品牌形象设计 装饰形象设计 

中学生形象设计 艺术形象设计 医院形象设计 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古村落形象设计 

个人礼仪形象设计 舞蹈形象设计 幼儿园形象设计 城市品牌形象设计 景观形象设计 

服饰形象设计 声乐艺术形象设计 图书馆形象设计 企业品牌形象设计 城市景观形象设计 

着装颜色形象设计 民间美术形象设计 博物馆形象设计 网络品牌形象设计 生态环境形象设计 

 
畴，所以干部形象设计、公共领导者形象设计、领袖

形象设计三者之间存在着递进包容关系。一些作为研

究对象的前缀主题词组，今后还将随着研究的推进而

逐步细分化。企业形象设计可能细分为工业企业形象

设计、农业企业形象设计、金融企业形象设计、保险

企业形象设计、跨国公司形象设计等。当然，这类叠

加型前缀主题词组仍有进一步细分化的空间。 

其次，形象设计研究对象域的纵向拓展，表现为

研究对象具体内容的细分化。笔者在检视“形象设计”

3 种文献篇名或书名的过程中，还提取了一系列附加

后缀的主题词（如形象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创新等，

统称为形象设计后缀主题词组）。后缀主题词组的类

别划分有一定的难度，笔者暂且将其分为 3 组。第 1

个主题词组同形象设计理论和方法相关，包括形象设

计理论、形象设计理念、形象设计原则、形象设计思

路、形象设计标准、形象设计审美原理、形象设计文

化因素、形象设计艺术、形象设计方法、形象设计模

式、形象设计范式、形象设计技巧、形象设计动漫技

术、计算机辅助形象设计、形象设计创新等；第 2 个

主题词组同形象设计教育活动有关，包括形象设计教

育、形象设计人才、形象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形象设

计专业建设、形象设计专业师资队伍、形象设计课程、

形象设计专业教学策略等；第 3 个主题词组，包括不

能归入前面 2 组的形象设计战略、形象设计策略、形

象设计系统、形象设计管理、形象设计企业、形象设

计产业等。后缀主题词组作为研究对象，也有向下一

个层次延伸的空间，例如形象设计课程之下的形象设

计课程设置原则、形象设计课程体系、形象设计专业

课程结构、形象设计网络课程资源建设等，都可能成

为新的研究对象。 

科学学科演进发展史表明，研究对象的拓展或细

分化是没有终结点的。作为研究对象的形象设计前缀

主题词组与后缀主题词组之间纵横交织，还会出现

“旅游城市品牌形象设计标准”一类多重叠合主题词

组。主题词组的网络状组合，必将进一步扩展形象设

计研究的场域和疆界，推进相关研究成果的深层积累

和学科化聚合。 

3  形象设计研究成果的学科化聚合 

形象设计研究对象域的持续拓展，为研究成果的

学科化梳理和聚合，为创建形象设计科学奠定了重要

的学术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伴随着“形象设

计”课程进入高等学校的课堂，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

应该建立一门以形象设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1999

年，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形象设计》，

该书前言中第一次出现了“形象设计学科”一词[6]：

“形象设计学科的建立，不是哪个人灵机一动的产

物，而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需要，

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由形象设计在

社会交际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同年，《现代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发表对《形象设计》一书的一篇

评介文章，其篇名中同样使用了“形象设计学科”这

个词组[7]。当时，一部分研究者对“形象设计学科”

研究对象的理解，尚局限于个体形象或个人形象的设

计。正如《形象设计》一书所说：“形象设计是研究

人的外观与造型的视觉传达设计[6]。” 

在研究对象域不断拓展、相关文献持续增多的背

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以个体形象或

个人形象为对象的“形象设计学”，而是看到了爬梳

和聚合形象设计已有研究成果、在形象设计领域建立

多门学科的发展前景。就覆盖范围而言，形象设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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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的学科化聚合有局域聚合和全域聚合两种类

型，可以衍生出两类学科。 

首先，看形象设计研究成果的局域学科化聚合。

局域学科化聚合，是指以形象设计某个前缀主题词组

作为对象的已有研究成果聚合为相应的学科。这类学

科称之为局域聚合型学科或分化型学科。由《读秀图

书数据库》检索结果可知，中国迄今已经出版了《服

饰形象设计学》（2006 年）[8]、《旅游地形象设计学》

（2012 年）[9]2 部以学科名称命名的形象设计科学分

支学科专著。同“服饰形象设计”“旅游地形象设计”

相比较，“企业形象设计”“品牌形象设计”“城市形

象设计”“旅游形象设计”等主题词组的研究成果更

多一些，只要研究者形成了清晰的学科意识，自觉地

对现有成果进行学科化整合，企业形象设计学、品牌

形象设计学、城市形象设计学、旅游形象设计学等学

科都将陆续应运而生。例如，在前述期刊数据库和图

书数据库中，目前可以检索到以“企业形象设计”作

为篇名主题词、书名主题词的期刊文献和图书文献分

别为 260 篇和 129 部，第一篇期刊文献发表于 1988

年，第一部图书出版于 1991 年。其中，有多部用作

教科书的图书建构了较为完备的内容体系。以武汉工

业大学出版社 1996 出版的《企业形象设计》一书为

例，该书在概述企业形象的涵义和特征、历史沿革、

意义之后，依次探讨了企业形象系统、CIS 导入的要

点、CIS 导入的程序、企业理念识别规划、企业行为

规范整合、企业视觉传达设计、企业形象系统的优化、

企业形象设计效果评估、企业文化建设、CIS 与市场

营销、企业品牌形象设计、企业形象设计案例分析等

问题[10]。其基本架构已近于完成向学科体系的过渡。 

在研究者逐渐形成学科意识的背景下，以表 2 中

的前缀主题词组作为对象的形象设计研究成果，在今

后一个时期有可能聚合成一系列新学科，除前面已经

说到的几门学科之外，还包含职业形象设计学、公共

领导者形象设计学、媒介形象设计学、网络形象设计

学、艺术形象设计学、国家形象设计学、政府形象设

计学、包装形象设计学、产品形象设计学、视觉形象

设计学、建筑形象设计学、装饰形象设计学、生态环

境形象设计学等，见图 1 上半部分。有些学科还将呈

现分化演进的态势，如旅游形象设计学除已经有专著

问世的旅游地形象设计学之外，还可能衍生出旅游城

市形象设计学、旅游产业形象设计学、旅游商品形象

设计学等。 

其次，再看形象设计研究成果的全域学科化聚

合。全域学科化聚合，是指以各个活动领域、各种主

体类型形象设计的某个共同方面作为对象的已有研

究成果聚合为相应的学科。这类学科称之为全域聚合

型学科或综合型学科，它们的研究对象是遍及各个社

会活动领域的广义形象设计。在《读秀图书数据库》

中，笔者检索到一部以《形象设计美学》（2009 年）

为书名的专著[11]。其内容主要涉及个人形象设计的若

干美学问题，准确地说，这部专著所对应的学科是“个

人形象设计美学”。完整意义的形象设计美学，应全

方位地探讨形象设计中的美学问题，包括形象设计审

美范畴、形象设计审美特征、形象设计审美体验、形

象设计审美文化、形象设计审美鉴赏、形象设计审美

批评等。 
 

 
 

图 1  形象设计科学的学科衍生线索 
Fig.1 Derivation trajectory of image design science 

 

通过全域学科化聚合有望衍生出的学科，还有形

象设计哲学、形象设计史、普通形象设计学等，见图

1 下半部分。形象设计哲学的使命是对形象设计的本

体、客体、原理、手段、演进趋势等进行哲学反思。

形象设计史的任务是梳理形象设计兴起和发展的进

程，总结历史经验。普通形象设计学是形象设计科学

学科体系中的一门标志性基础分支学科，其地位相当

于语言科学中的普通语言学、心理科学中的普通心理

学。普通形象设计学研究形象设计领域的各种普遍

性、基础性问题，主要包括形象设计的特征、分类、

原理、原则、方法、策略、语言、创意思维和设计者

素养、培养路径等。 

现代科学知识体系，通常可以划分为科学部类、

学科门类、学科群组等不同层次的子系统[12]。以上分

析表明，在中国，形象设计的已有研究成果正在聚合

成为一个包含多门分支学科的学科群组，这个学科群

组可以统称为形象设计科学。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

中，形象设计科学的上位学科是设计科学。设计科学

是一个介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科

学学科门类，拥有大量的边缘分支学科。形象设计科

学许多初生和孕育中的分支学科，在今后的演进发展

中应当借力设计科学中已有较好发展基础的关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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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前，设计科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已经出版了为数

不少的中文版专著或译著，其中景观设计学、服装设

计学、设计哲学等，可以分别为景观形象设计学、服

饰形象设计学、形象设计哲学等存在对象关联性的各

门学科提供思路、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借鉴。我们坚

信，只要重视跨学科协作，在设计科学和艺术科学、

建筑科学、旅游科学、公共管理学、工商管理学（企

业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众多学科门类、

学科群组、学科的扶持和辅佐下，形象设计科学的一

系列分支学科必将呈现良好的发展生态。 

4  结语 

“形象设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

潮中出现的一个新术语。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

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形象设计

研究在中国渐成规模，相关图书、期刊文献、学位论

文等在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进入 21 世纪

后，在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积累的基础上，形象设计科

学及其部分分支学科陆续走向创生阶段。回溯形象设

计研究在中国的演进轨迹，梳理形象设计科学及其分

支学科的衍生态势，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学术

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需求。在重视产品和

服务质量、关注社会影响力的时代，任何事物都要经

受公众的鉴赏、品评，因此形象问题无处不在，形象

评价活动无时不有。正如佳能公司广为人知的一句广

告语所说：“形象意味着一切。”从视觉识别、行为识

别到理念识别，无不影响着个人、群体、社会组织的

形象。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的形象设计，在现代社

会中必然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或者说，社会各

个领域对形象设计都有真实而殷切的需求。这种需求

曾经拉动了形象设计研究的兴起和形象设计科学的

萌生，今后还将拉动着形象设计科学及其一系列分支

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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