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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研究，探究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遵循的基本规律与系统设计方法。结论  城市品牌视觉识别形

式语言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不断革新，开放性与通用性是未来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之相对应，城

市标识语言日益高度凝练，城市核心图形扩展识别系统设计逐渐呈现叙事性复杂推广趋势，设计师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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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spiratory and Growing" Brand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of the City of Po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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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Architecture, Yantai Universti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new trend of city brand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in digital media era.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city logo design modes, cultural identity of city logo colors and open interpretation of city 
core graphics, an in-depth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case of Porto city’s brand visual identity design, and the basic rules 
and systematic design methods followed by the city brand visual identity system were explored. The formal language of 
city brand visual identity is continuously innovat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Openness and universality are the in-
evitable trend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orrespondingly, the city logo languag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ncise, and the design of the city core graphic extension identity system is gradually showing a narrative and compli-
cated popularization trend. Designers prefer to use core graphics to state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city, such as his-
tory, humanity and region. In the design of city brand visual identity system, the open platform and the enthusiastic par-
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have given the design language more room for "living state" evolution. 
KEY WORDS: brand visual identity system of the city of Porto; city logo design; core graphic design of the city; open-
ness; universality 

波尔图是葡萄牙北部的一个美丽、历史悠久的港

口城市，是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图省省会及北部大

区的行政中心。2014 年 6 月，波尔图市政厅委托当

地的白色工作室设计波尔图新的城市品牌视觉识别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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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市政厅标识。设计团队经过多方考证，最终认

为波尔图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的定义远远超过单

纯的城市品牌视觉识别本身,新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应该反映的是波尔图独一无二的城市生活、城市中的

故事、城市的个性,涉及到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要能

展现每个公民心目中的波尔图，展示城市中存在的一

切领域。设计团队一致认为，新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不应该是一种固定的形式，标识每天都需要“呼吸和

生长”，应该呈现一种“活态”。基于以上观点，设计

团队从遍布整座城市的蓝色瓷砖中获得创意灵感，设

计了一套全新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2014 年 10 月，

波尔图市政厅公布了新的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和

市政厅标识。新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完全打破了标识

语言单一固定的模式，以一种开放的设计形态出现在

众人面前。并且，品牌视觉识别系统本身设置于开放、

通用的展示平台，可以伴随着公民的参与和输入主题

的变化，不断生成新的图形符号语言，视觉识别设计

也会随之日益完善、延伸、演变。在当今数字传媒时

代，波尔图新的城市品牌视觉识别设计，为未来的城

市品牌视觉识别语言“活态”演化确立了一个新的设

计方法与途径。 

1  灵活多变的城市标识模式组合 

波尔图城市标识设计（见图 1），直接以几何无

衬线字体"Porto"作为标识设计的主体元素。设计团队

认为"Porto"这个城市名称已经足以代表整座城市，它

非常简单直接地传递了“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

信息概念。"Porto"直接告诉众人波尔图这个城市无可

争议的特性。从字面上分析，波尔图（Porto）在葡萄

牙语的意思是港口，同时也是城市名称、波尔图酒名

（Porto）、波尔图足球俱乐部名（FC Porto），更是

葡萄牙（Portugal）国家名字的起源。相比城市其他

代表性的景观符号元素，文字"Porto"丰富的内涵及其

蓝色主色调，足以体现城市独一无二的品牌个性特

征。标识的作用就是以尽可能简洁的方式去指向或标

示[1]。设计团队直接将城市名作为城市标识，也体现

了当今视觉传媒语境下城市标识设计日益趋向简洁、

直观、抽象的设计态势。 
 

 
 

图 1  波尔图城市标识设计 
Fig.1  Logo design for Porto City 

 
与静态、沉稳的文字型城市标识语言相呼应，

"Porto."城市标识右下角的小圆点和蓝色边框线条，

让静态的标识设计语言产生了无限的延伸空间，为浓

缩的城市标识"Porto."的开放多元形态设计作了巧妙

铺垫。一个单词、一个圆点，一条蓝色边框，将在人

们口语中反复出现的"Porto"以可视化的品牌标识形

态展现出来，令人遐想。同时,设计师并没有把"Porto."
标识作为单一的个体，而是结合城市的风貌特征开发

了七十多个城市图形符号。经过精心的设计与部署，

新的标识系统设计在类似于瓷砖网格排列的规范、秩

序的模式组合下，一方面通过简洁、易于识别的文字

传递城市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几何图形灵活生动地传递

城市复杂的内容，设计语言富有鲜活的城市生命力。   
新的市政厅标识，就是在这一模式组合下作了大

的调整。波尔图市政厅新旧标识对比见图 2，可以发

现波尔图市政厅新的标识设计形态更为简洁直观。它

改变了旧标识以图形为主的设计形态，在瓷砖网格排

列 模 式 的 组 合 结 构 下 ， 以 静 态 的 几 何 无 衬 线 字 体

"Porto"作为设计的原点，方框左边呈现的是市政厅的

文字信息，方框右边为波尔图标志性建筑莱瑞科塔的

几何型图形符号，整体形态与波尔图城市标识一致。

直观简洁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体现了波尔图城市的

个性以及高辩识度的城市品牌信息和价值,诠释了信

息化时代背景下,现代视觉形象设计的时代气息。在

严谨的模式组合结构背后 ,通过变化主题和几何图

形，可以展示城市中存在的一切领域、主题，而其下

属的标识系统在文字与图形构成的巧妙语境诠释下

得以形象地展现（见图 3）。波尔图开放多元的标识

设计系统，在灵活多变的瓷砖网格排列模式组合结构

下，化一为多，结合一系列城市图形符号语言衍生成

为其他系列下属标识，主体标识与下属标识采用高度

统一、灵活多变的形式，来展现城市方方面面的复杂

内容。  
 

 
 

图 2  波尔图市政厅新旧标识设计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new and old logos for Porto City Hall 

 

 
 

图 3  波尔图其他下属标识设计 
Fig.3  Other logo design for Port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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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蓝白”标识色彩的文化认同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作为核心识别要素的城市

标准色彩的设计与定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市品牌

视觉识别设计的革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优秀的

城市，都是潜心设计和规划过城市的色彩的，这一点

在波尔图视觉识别色彩设计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统

一醒目的“葡萄牙蓝”，在整个城市空间环境中演绎

了蓝色色系独特的视觉风貌。蓝色会令人联想到美丽

的港口城市波尔图洁净的空气、湛蓝的大海、蓝色手

绘瓷砖等独特的自然风光，代表着沉着、冷静、知性、

未来、希望等。深度解读波尔图城市标准色彩的设计，

其展现的是对波尔图“蓝白瓷砖”文化的高度认同。 
在波尔图，几何拼装的蓝白瓷砖几乎渗透了这座

城市的每个角落，无论是波尔图大教堂、市中心的圣

本托火车站，还是街道标识牌、景点示意图、住宅外

墙等，都可以看到蓝白瓷砖构建的艺术世界，特别是

艺术家乔治·拉索的作品，即镶嵌在波尔图城市墙上

的两万块以蓝色为主色调的手绘瓷砖，早已经成为展

现城市公民人文生活的靓丽风景线。蓝白瓷砖，不仅

仅是在波尔图，在整个葡萄牙这都是人们生活中缺一

不可的重要部分。瓷砖已融入了葡萄牙整个国家的血

液中，数以万计的瓷砖被装饰在城市中的每个角落,
葡萄牙人以它为背景,哭泣、拥抱、亲吻、道别[2]。蓝

白瓷砖俨然成为了整个葡萄牙国家文化的象征。 
设计团队在思考城市品牌标识色彩时，敏锐地扑

捉到蓝白瓷砖的色彩魅力，直接沿袭了蓝白瓷砖特有

的色彩形式，体现了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的特

征，突出了波尔图城市历史及文化的多元性。了解国

际惯例、互相尊重彼此文化，是进行跨文化沟通的基

础[3]。设计团队没有刻意地通过设计演绎城市的悠久

历史和人文精神，而是巧妙地通过蓝白瓷砖色彩印

记，将统一的蓝色视觉图形语言在新的视觉符号载体

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城市色彩是构成城市形象差异化

的重要元素[4]，明净的蓝白色彩符号让城市历史传统

与现代文明理念相互融合、相互碰撞，它们见证着整

座城市的历史与发展，让市民对城市有了更加深层的

文化认知，并且加深了外地游客对波尔图城市的直观

印象。在波尔图的大街小巷，如城市的信息栏、高速

列车、候车厅等，都能看到作为波尔图城市重要视觉

识别载体的、统一的蓝色视觉符号，城市的历史、生

活通过新的“蓝白瓷砖”现代设计组合得以“活态”

展现，让人耳目一新（见图 4）。 

 

   
 

图 4  蓝白瓷砖构筑的的波尔图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Fig.4  Blue and white tiles spread all across the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of Porto City 

 
3  几何拼装核心图形的开放演绎 

如果说波尔图城市品牌标识系统和标准色彩体

现的是现代主义简洁至上的设计原则的话，那么核心

图形的扩展识别设计则体现了标识传播应用的可变

性与多元性。设计团队根据标识设计语言的现代主义

风格演变趋势，采取了简化品牌标识与核心图形复杂

推广的设计语言。以遍布全市的蓝色瓷砖为核心图形

的创意灵感，通过现代设计手法不断地演变，以配合

它所肩负的城市营销的时代意义。 
设计师们从充满理性与浪漫情怀的视角来看待

城市的标志性事物,并用简洁的线性图形标识将其描

绘出来,推广到波尔图城市的各个角落,极富视觉感染

力。设计团队通过创建七十多个不同特征、不同几何

形状的视觉图形符号来叙述城市的故事、历史、精神、

生活，见图 5。图形符号包括克莱瑞科塔、水晶宫、

波尔图大教堂、僧侣塔、杜罗河口、自由广场、圣本

托火车站等波尔图城市代表性景观符号，以及与人们

生活息息相关的几何型图形符号，如轮渡、公园、银

行、图书馆、咖啡厅、列车等等城市中的事和物。这

些图形符号会逐渐成为城市的视觉代码。七十多个图

形符号，在特定的、有序的网络秩序下，经过不断地

蔓延生长，逐渐形成新的边线以及形态各异的图形，

最终成长为连续的城市品牌标识。主体标识“Porto.”
与不同的图标组合，在严格的瓷砖网格排列模式下，

演绎不同的城市图景，见图 6。方块元素经过不断的

延伸、组合，拼合成了一幅幅生动可变的生活图景，

最终呈现出多图标、灵活可变的标识设计语言。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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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核心图形设计 
Fig.5  Core graphic design 

 
图整套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都充满着理性的几何

形网格数理关系，核心图形设计经过不断生长、延伸、

变化，由一个转变为多个个体，延伸为新的造型设计

组合形体。城市品牌标识设计不再是单纯的视觉构成

形态，核心图形设计始终保持着严谨有序的生长态

势，呈现出多元无限变换的可能性，展现了一座城市

的历史与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生活。 

 
  

  
 

  
 

 
 

图 6  核心图形应用延伸设计 
Fig.6  Extended design based on application of core graphics 

 
 

开放多元的标识系统不仅仅表现在核心图形的

无限延伸上，还包括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平台的开

放性与通用性，图形标识语言是无止境的。设计师通

过采纳公民的建议及采访调研，尽可能地收集更多的

城市故事、城市新事物，每周产生几个新的城市图标，

生成新的瓷砖模块。公民的想法和参与，赋予了城市

标识无尽的生命力，视觉识别系统在一个动态、可变

的环境中不断地成长和更新。要想设计出更符合屏幕

环境的图形，就要更多地利用多形态、动态可交互、

自生成、自适应、体系化的图形设计方法[5]。开放的

平台以及不断生成的图形标识，传达了城市背后的意

义，即波尔图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与热情的城市，

是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特征的魅力城市，它各式各样的

城市标志性建筑、城市中公民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城

市中的各种景观，都在动态的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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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得以展现，蓝色瓷砖在精心设计和部署中找到

了最佳的作为品牌视觉识别系统的组合方式。在严谨

的现代构成设计方式背后，会呼吸和生长的动态标

识，在开放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中，顺应时代潮

流，呈现了多样化的设计风貌，展示了城市鲜活的状

态，充满了生机与魅力。 

4  波尔图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的启

发意义 

通过上述对波尔图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的解析，为山东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构建总结

了至少三方面的启示。首先，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的形式语言要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革新。新媒体介

入城市形象设计改变了传统城市形象设计的呈现方

式，随着科技创新速度的提升，以纸质印刷为代表的

工业时代媒介正在被迅速取代，电子媒介、数字媒介、

交互媒介等成为时代的主流[6]。在此背景下，视觉识

别系统设计也势必要以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完成自

身的进化[7]。山东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需要随

着时代潮流的变化不断探索自身的设计语言。城市品

牌视觉识别系统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静止的视觉符

号,通过化一为多的方式，其形式变得更为多元、多

变，城市标识语言也逐渐倾向于向综合、立体、多元

的态势发展。 
其次，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核心图

形设计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人类经历过四次在信息传

达上的冲击变革，即语言的使用、文字的诞生、印刷

技术的发明、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出现[8]。在现代这个

数字多媒体时代，具有视觉感染力和冲击力的核心图

形将大受推崇。核心图形，在未来的品牌视觉识别系

统设计开发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设计师更青睐于运

用可变多元的核心图形来陈述城市的历史、人文、地

域等精神内涵，这也是未来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波

尔图的抽象几何型核心图形设计，在严格的网格数比

关系中，采用叙事性设计方式，衍生成大量开放多元

的视觉形态语言，为山东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未来的进化提供了参照依据。山东城市品牌视觉识别

系统设计应该在齐鲁文化发展战略的统筹规划下，从

齐鲁历史文化、齐鲁民俗文化、齐鲁海洋文化等方面

梳理地域文化资源要素，挖掘、提炼、传承、创新齐

鲁文脉资源，强调山东地域文化的圣人气息、人文内

涵、民俗特征，针对山东代表性的齐鲁文化人物符号、

景观符号、民俗符号、城市符号、饮食符号进行城市

信息视觉符号的优化整合，化一为多，采用叙事性核

心图形衍生设计的方式来丰富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

统设计。 
最后，开放性与通用性的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设计，离不开公众的热心参与。不同于一般品牌形象

设计，城市品牌形象设计需要得到受众的认同 [9]。波

尔图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通过开放的公众平

台，让公众参与其中并不断生成新的图形符号语言，

品牌视觉识别系统随之不断更新与延展，充满激情与

活力。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也不是设计师单方面的操作，它与公众认知紧密关

联，公众的热心参与赋予了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新

的生机与活力。城市不仅是成千上万不同阶层、不同

性格的人们在共同感知（或是享受）的事物，也是众

多建造者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建设改造的产物 [10]。因

此，山东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要加大作为视觉

识别行为主体的“人”的参与，从而在精神层面增进

人们对城市的情感和归属感，提升城市的附加值，加

深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度，扩大城市的知名度，最终构

建丰富、可变、多元的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为齐

鲁文化“走出去”注入新的活力，推进山东城市品牌

视觉识别系统构建，达到提升山东城市品牌价值的 
目的。 

5  结语 

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随着时代潮流的变

化不断探索自身的设计语言，开放性与通用性是未来

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优秀的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设计，打造了清晰独特的视觉环境，满足了人们对城

市品位和物质精神生活的需求，提升了城市的美誉度

和知名度。波尔图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案例，

为山东城市品牌视觉识别设计提供了参照依据，对今

后山东城市品牌文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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