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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近年来地域文化介入城市公共交通视觉形象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方法 通过归纳城市

公共交通形象的内容与特点，结合地域文化的类型、特征与构成，归纳了站域空间和车辆设计中地域文

化融入的方式。梳理了移情设计、视觉隐喻与叙事空间设计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方法，对地域文化在不同

层面，不同侧重点融入设计的方式进行了归纳，分析了文化符号的辨识、提取、转换、应用和评估的流

程框架。同时从旅客的角度，对交通形象中地域文化的感知特点、认知特征、体验模式和体验评价进行

了概括。结论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地域文化介入城市公共交通形象设计研究的现状作了归纳

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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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Experi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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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ummarize research status of regional culture involved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 visual 
image in recent years. By summing up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ublic transport image, combined with the 
typ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osi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the way of integrating regional culture into station space and 
vehicle design was summed up.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of empathy design, visual metaphor and 
narrative space design were sorted out, the ways of integrating regional culture into design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with 
different emphasi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flow frame of identification, extraction, transformation,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was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ssengers, the perception char-
acteristics,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experience mode and experienc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traffic image were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regional culture involved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 image design is summarized and posi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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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环境往往被看作是城市的标志门户，由

站域环境、道路沿线与运行车辆等构成，既是运送乘

客的综合系统，又是人们在城市空间中定向与识别的

重要场所，同时也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具有

地域特色的公共交通系统，不仅可以展现民族文化和

承载城市历史，体现城市形象的文化与活力，而且也

加深了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1]。将

地域文化融入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增加了大众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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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间的互动，相互之间紧密联系和互有影响[2]。

当城市交通系统展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时，会增

加公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现代性浪潮席卷而来的情况下，产生城市形象

差异化的地方性特色，正面临着的同质化和分崩瓦

解，技术的趋同使差异性的基础受到冲击，城市形象

也呈现出非地方和无地方性。我国公共交通的形象设

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特色等

问题。尽管在车站建筑外观设计中，在一定程度上对

历史与文化特色进行了积极探索，然而车站空间环境

由于标准化的限制，容易导致其机械化、材料单一使

用等问题，对创新形成障碍，容易出现出千城一面、

辨识度低的问题 [1]。而车辆设计由于制造条件的约

束，在设计中“车—站”风格的分离，使车辆设计不

能很好地融入到城市文化当中。因此，如何发挥设计

这种创造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在设计过程中把握好文

化的独特性，理解文化融入的感知体验，提高对地域

文化融入的认同感，对提升城市交通形象与文化的传

承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1  城市交通形象中的地域文化 

城市交通形象反映地域特征，同时也是设计的产

物。设计是知识的物化，能面向市场和用户提供有竞

争力的“产品”[3]。在技术同质化的当代，深厚的文

化内涵成为竞争力的有效保障[4]。城市交通带来通行

功能，同时也是旅游体验产生的因素之一，是城市的

特色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体验具有功能性、短

暂性和时空转换变化的特征，与城市其它构成因素一

起，共同形成了城市的独特性与差异化，为大众提供

了可以体验城市文化、感受城市特色的场域[2]，车站

作为交通节点，承载了文化传达的功能。以文化提升

城市竞争力，应以文化艺术为导向，公共空间为载体。 

1.1  城市交通形象的内容与特点 

在城市公共空间中，交通是与大众生活最为密

切、接触频次最高的部分。城市公共交通形象是指人

们对公共交通在建设、使用和参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具体感官认知、总体的印象和综合性评价以及形象整

合[5]，包含理念形象、视觉形象、行为形象和声音形

象[6]，与城市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7]。明显的地域差异

对城市形象整合[8]，城市独特形象体验，以及城市的

“特色服务”、“人文环境”和“令人向往”[9]密切相关。 
在交通形象地域化指标研究方面，陈楠[7]采用了

问卷调查和认知地图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城市交通工

具与方式意象、街道意象、交通标识意象、交通行为

意象、交通枢纽意象和交通总体印象。周雅琴等人[10]

提出了“知识共享、文化传承”轨道交通的形象体系，

其构成要素为：外部形象、基础设施形象、服务形象、

职能履行形象、文化形象。魏峰[5]以形象识别理论为

基础，提出了由理念识别、服务识别和视觉识别三个

部分构成的城市公共交通形象识别系统。 

1.2  地域文化的类型、特征与构成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经过长期发

展和积累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

产生活方式、观念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诸多文化元素的

总和，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中地域性是地域文化

最显著、最根本的特征[9]。 
“地域文化”关键在于“地域”的限制，而并非

仅仅是“文化”。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研究包含

“复杂的在地化知识”，强调文化研究的在地化和介

入性[11]。从文化全球化、文化间性、文化认同、文化

振兴再到文化震撼，其中，文化自觉、文化提炼和文

化重建是三个紧密相扣的环节[12]。白欲晓[13]认为，

文化的“地域要素”指标包含：自然、族群、经济、

政治和行政等方面；“文化风貌”指标包含：方言、

饮食、服饰、婚丧习俗等民风民俗，文化的价值取向

和人的文化性格、精神气质等；“文化认同”指标包

含：地域人群的文化认同。张凤琦[14]认为，地域文化

的不同产生于不同群体行为和思维形式的差异，并将

地域文化归属于物质、制度和哲学。徐伯初等人[2]则

将地域文化归纳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

其中物质层面包括自然风景、动植物、服饰用品、地

方特产等；制度层面包括行为习惯、制度法规、风俗

传统、方言文字等；精神层面包括特定地域的人群心

理结构、哲学宗教思想等。李杰[15]根据人们对地域文

化的认知程度，将地域文化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易

于认识到的显性地域文化形态，主要通过其造型、材

料、色彩、空间物理环境、结构技术等要素的设计予

以表达；另一种是不可以直接感知，较难认识到的隐

性地域文化形态，指营造非物质的文化载体，为大众

营造具有归属感、地域特色的空间场所。 

1.3  站域空间与地域文化 

车站是城市品质构建的重要部分[16]，环境的文化

氛围建设是车站的灵魂所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与变革，车站己经不再是单纯的交通节点，还是展示

城市形象和传播城市文化的载体。城市交通的地域文

化，包含地域文化内容的广泛性、独特性及多样性。

一个城市的交通形象，一般具有相似的地域文化因

子，产生表现形式的系统性与直观性以及功能的审

美性与导向性 [2]。公共交通系统设计中地域文化的

融入，可以表达出文化符号的功能，提升设计的主

题性与认知功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愉悦感，并带来

持久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站域空间作为旅客途径和候车的

场所，目前研究侧重站点的交通功能与地域文化兼容

问题。如铁路客运站的地域化一般在强化功能的前提

下，侧重对传统建筑形式的借鉴。针对站点的文化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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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营造方法，研究从地域文化设计表达方式[17]、文化

含义构建、文化意象形成、地域性设计方法[18]等进行

了探索。在文化载体应用方面，目前北京、南京、西

安、成都等地兴建的地铁车站空间内融入了大量具有

叙事主题的室内设计、站内景观、壁画等公共艺术，

这些室内景观突破车站刻板印象，形成城市地标，承

载了城市的品质与文明[19]。 
城市交通的形象设计既重视显形模式的表达，又

强化隐形意念的追求，在展现城市的个性特征的同时，

综合反映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服务和发展水平，遵循

地域文化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人性化原则[5]。

目前研究侧重于站域环境与周边地区、道路外围空间

的景观设计的融合关系。通过将地铁工程与古迹保护

及文物展示相结合，成为“地铁站+博物馆”的设计形

式[20]，达到功能与艺术的结合。或者在空间设计中引

入公共艺术，加强地域感塑造的作用。车站道路结合

周边建筑外立面形象、组群布局、开放空间、环境要

素等因素进行形象设计，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基础上，

反映文化脉络、历史传承、乡土风情和人文情怀，继承

地方文化，形成既鲜明又完整统一的城市面貌[21-24]。 

1.4  车辆设计与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构成要素及文化载体，为交通工具的

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设计元素。由于地域文

化具有物质和非物质性特点，在车辆外观的表现上具

有认知性、普遍性、约束性和特殊性[25]。认知性是指

文化符号的运用需要具有强大的认知性，即是人们能

够理解的、可视的造型元素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普遍

性是指设计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易于为大众所认知；

约束性是指设计元素的实现需要满足车辆制造条件

的约束；特殊性则是在于提取的设计元素应具有独特

性。在应用方面，目前的研究探索了高铁、地铁及空

铁等多种车辆外观及内室造型中地域特色符号的提取

和应用，呈现出多样化并且各具特色的风格特点[26-28]。 

2  地域文化的设计再现 

地域文化只有以某种可以被感知的形式呈现，才

能够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形象中得以应用和体现。通

过认知审美与情感化设计等设计方法，能够让文化渗

透入城市交通形象中，这是需要理论探讨和实践验证

的问题。 

2.1  移情设计 

移情（Empathy），一般指审美主体把自己的情

感、意志和思想投射到审美对象上[29]，从形取意，由

意生形。移情设计以人为中心，基于情感体验，使设

计师在符号、产品和用户之间找到共识[30]。在设计中，

“移情”符合一种同理心行为，是指站在用户的角度，

设身处地地体会用户感知，了解和认同用户对与产品

相关的事与物的感觉。移情设计在应用中分别对应视

觉、行为和社会三个层面。这种方法需要设计师设身

处地考虑设计问题，获取符合用户认知的符号、情感

和动机等因素，采用类比、联想和沉浸等思维方式构

建使用情境和产品特征。 
移情设计是基于心理认知理论，研究设计师与用

户之间的同理心[31]，采用“自然映射”或“情感映射”

的方法[32]，基于个体对形式感、交互行为和群体社会

性的感知，将个体对文化符号的外界情感映射到与之

相关的产品造型上，也就是将蕴含在设计作品上的造

型、交互和系统服务原型与人们的心理模型进行匹

配，建立形式、交互、服务等方面设计法则与情感之

间的投射关系，构建个体或群体的视觉感知模型、行

为模型和心智模型。不同的自然与艺术审美、文化符

号认知的差异性、用户感受和期待等对建立情感投射

具有较大影响作用，这种投射的作用有助于用户对设

计意象、交互场景和服务体系的理解、识别和认知[33]。 
目前移情设计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文化元素的

提取及装饰，并应用于视觉体验层面[30]，在所选取的

与当地文化内涵相关的视觉形象中，梳理并抽象概括

出具有典型代表的、能够反映目标地域核心精神的关

键词作为核心设计理念，并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造型

元素与感知意象之间的关系[34]，获取用户体验的量化

信息。在符号抽象方面，文献[26-28]探索了从传统文化、

建筑、自然中的典型视觉符号提取方法，抽象造型元

素，并应用到车辆造型设计中。此外，设计主题可采

用多元组合的方式，对当地传统技艺、手工艺、气候

特点、地理文化、民间歌舞、传说故事的提炼以及按

照功能、结构、情趣、模块等方法形成的多元化和多

层次的组合方式[35]。在行为层面的移情设计方法有情

景地图[36]、模拟工具[37]、层次化移情模型[38]、情感

启发过程模型[39]等。 
城市轨道车辆作为城市大运量通行的重要组成

部分，车辆的造型设计在城市面貌的识别性、民族性

和时代感等方面进行了探索。考虑到地域文化的层次

性 ， 文 化 产 品 的 属 性 [40-41] 可 划 分 为 ： 外 显 有 形 层

（Outer "Tangible" Level），包括物质化的有形属性

（如造型、色彩、材质、纹理、线条等），主要表现

为视觉设计；中间行为层（Mid "Behavioral" Level），

包括操作性、功能性、安全性等，主要表现为（使用）

行为设计；内隐无形层（Inner "Intangible" Level），

包括产品特色性、故事性、情感性、文化性内涵，主

要表现为理念设计。因此，可以从理念设计层面、行

为设计层面和视觉设计层面三个方向提出典型地域

文化元素的提取与转换方法及策略，并对应体现到轨

道车辆的设计理念、使用行为和造型形态、涂装和色

彩材质方面。设计前可通过辨识、提取文化元素，再

进行转化和应用评估，提出了具有西藏、内蒙、云南

等少数民族主题特色的车辆内室设计[42]。地域文化载

体与车辆产品的映射关系[43]见图 1，考虑地域文化融

入的轨道交通工具设计程序[43]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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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域文化载体与车辆产品的映射关系 
Fig.1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cultural carriers and vehicle products 

 

 
 

图 2  考虑地域文化融入的轨道交通工具设计程序 
Fig.2  Design procedure of rail transit considering regional culture integration 

 
2.2  视觉隐喻 

视觉隐喻（Visual Metaphor）以人类的认知和思

维模式为基础，通过相似性联想，实现从源领域向目

标领域的映射，通过已知事物来认识和了解未知事

物，实现对隐含义的表达。同时，隐喻也是一种借此

喻彼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借助人们对熟悉事物的

已有经验来领悟和认知未知事物[44]。隐喻设计的来源

与目标的表征差异越大，表现力就越丰富，也越比来

源和目标更具启发性，这种“求同寻异”的思维过程

会引导人们去体会表象之下的隐含意义或本质意义[45]。 
隐喻的相似性映射包括形态、结构、图案、色彩

等方面的物理相似性，也包括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心

理相似性。当图像符号的隐喻发生并形成大家认可的

映射规则后，最终会固定在文化之中，从社会文化系

统中获得隐喻意义[46]。 
交通车辆，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内容和表现手段的

设计载体[2]，可利用隐喻来增强产品的吸引力，帮助
设计师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属性，最终将功

能、社会、心理和文化意义传达给用户[47]。而交通环
境中地域文化符号的隐喻，以物质的形式语言表达抽
象的精神内涵[14]，产生审美体验来激发心理联想，并
在直觉中塑造文化意象，是感性并具有内涵的表达方
式[48]。文献[49]探讨了高速列车头型中隐喻的动势、
表情，这些含义由整体造型、细节处理和色彩涂装共
同影响，由于高速列车的技术高度集成以及具有的社
会影响力，各国车辆的设计中都主动追求本土造型
观，反映了当地的审美偏好，形成了不同于别国的形
象特征，使通行环境成为了解国家文化的窗口。地铁
和有轨电车更具有区域性，因此在造型体现上更加丰
富和夸张，尽管没有具象符号，但整车的型色意趣象
征了如海滨、山地、古都等城市风貌[33]。 

2.3  叙事空间 

叙事设计的方法可以将基于文本和事件的概念
空间，转化为基于想象和体验的体验知觉空间，也就
是依靠叙事逻辑启发设计者的设计构思过程，并在设
计者与体验者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通过叙事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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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组织故事内容，唤起体验者想象共鸣和情感体验。
中国的传统园林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境生象外，人们
可以体会到诗一般的意境、画一般的情趣。 

叙事性的思维逻辑是将现实或者未来生活中的

相关事物作为设计叙事的载体，再结合空间环境中可

以运用的任何元素（形体、空间、外立面、建筑结构、

楼梯、门、窗、光、空气、甚至声音、味道、触感等）

作为媒介运用在设计中，将设计师的所想所感传递给

空间体验者。 
叙事空间的表达方式使当地的交通形象更加打

动人心，主题图形常常被用来陈述城市的历史、人文、

地域等精神内涵[50]。在中国台湾宜兰连接新旧城区的

廊道中，将本土漫画家幾米的漫画作为创意的脉络，

串联各个不同的功能分区和观光资源，融合于城市整

体的生态观、文化历史脉络，同时契合了“未来主题”

的设计构想[51]。 
如伽达默尔所说：“一种审美体验总是包含着某

个无限整体的经验”。美和美感的历史性、社会性，

强调审美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这种故事性的设

计表达，可以看作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视觉叙事方

式，设计由造“物”行为转为造“像”行为，需要更加

真切地认识设计范畴中的物品、过程、服务和系统[52]，

并形成印象的集合体，形成了设计的焦点“体验”。

而体验具有的“沉浸感”使人们对于物质性和实在性

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设计活动转变为依据一定的视

觉规则，阐释视觉表意的过程，突出“物”化景观的

文化意义。与人具有社会或文化属性相关联，体验包

含叙事空间中隐含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及文化关系。因

此，设计师的工作是使“物”的实在性成为有意义的

“图像”，探索认知限度和技术限度，让“不可见的

东西可见”。 

3  城市公共交通形象的感知体验 

从体验的视角来看，城市公共交通形象的感知及

印象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由寻找、出行、乘车等多

个环节串联而成，形成整体印象。良好的交通形象蕴

含社会、历史和审美三个方面价值[52]。其中社会价值

（Social Value）是指设计、产品或实践，对特定文化

群体以及其所在的社会产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认同

感、独特性和交际性上；历史价值（Historical Value）

是指设计可以拉近传统和现代的距离，让历史与当代

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稀有性、独特性和

包容性上；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是指设计的

视觉、感官和感知体验。这些价值内容反映了旅客对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期待。 

3.1  感知形象与感官印象 

“地方感”是旅客对交通环境形成的独特的认知

体验和情感体验，影响了建构的地区文化意义和体验

质量[53]。“地方感”包含了对特定地理区域的认知和

情感成分，是一种基于景观、活动、意义的整体性、

综合性体验，包含了旅客在交通环境中的互动经历，

同时人在旅行的过程中也赋予交通以意义和价值，车

站和车辆会由于人的乘坐而生动，都不能脱离人而独

立存在。“地方感”具有主体性，因人的经历、日常

体验、社会关系等不同，地方性的描述、地方感的建

构都会有所差异。地方感是拥有相同生活世界者们共

同的生活标记，是人类对地方特质与个性的主观体

验，表征着人对地方依附的情感和认同。然而，运输

工具的增加，削弱了地方感，因此，为了提升地方感

的独特性，需要在人与环境动态的交互中，发挥主体

性创造城市或地域特色，赋予不同地区的交通环境以

独特的精神或特质[54]。 
旅客对于交通系统的认识不只包括感知形象，还

具有感官印象。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符号包含的双

层表意结构是感官印象及客体吸引力的来源。而感官

印象的心理生成机制与感知体验不同，是体验者的身

体感官对刺激和体验进行筛选后留下的身体记忆[55]。

通常只有那些独特、深刻、有价值的感官刺激和体验

才能最终留下印象，低于感官阀值的刺激或旅游者感

觉平淡无奇的体验往往无法形成感官印象。因此，感

官印象就成为环境体验质量最直接的反映与衡量工

具[56]。交通形象的符号化传播可以用拉斯维尔的“5W 
模式”进行概括，以设计师和管理者作为地域文化的

传播者，传递当地经过筛选和提炼的代表性地域文

化，选择适当的物质载体，如交通工具、站点环境、

道路景观等，并将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作为受众，最

后对信息传播后的效果及其影响进行评价[2]。 

3.2  交通形象的体验模式 

交通体验来自于由时空的变换而带来的新鲜感，

交通环境展现地域精神与文化脉搏，当个体充分参与

旅游时，可感受到当地不同的人文气质及生活方式，

在意识中产生的“难忘”感觉，具有不同于其他提供

物的特征，是主体对客体的刺激产生的内在的、个性

化的反应和感受[57]。因此体验也是个人感受及印象建

构或重构的过程，体验并不是而由连续事物组成，而

是个体对这些事件和情境的不断建构的过程形成了

体验[58]。 
不同地域的交通应使人感受到差异性，从而带来

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来自于形态和象征的符号表象在

人脑中形成的感知和印象，一般分为直觉性审美、理

解性审美和情感性审美三个层面。其中，直觉性审美

是意识的本能反应，是旅客对空间的整体形象的第一

印象，具有直接性与快速性的特点。而理解性审美，

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审美形式，在文化程度、知识构架、

情感经历、社会经验的影响下，由旅客的对文化创意

理解与接受的程度，进行思考和整合而形成。不同的

人感知相同的对象会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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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审美是在直觉和理解的基础上融入自身情感的一

种审美形式。 
交通作为一种整体系统的通行的公共服务，还可

以借鉴服务设计中体验的分析模式。文献[59]提出体

验构成 PCI（Past Current Ideal）模式，认为人们的体

验不单只有此时此刻的状态，还会受到过去经历和理

想生活的双重影响，人会基于过往的能力确定行为的

实施和判断现有生活的好坏。因此，设计者需要考虑

用户的过去经历与期待，过去生活的能力和经历。关

于交通或旅行体验的模式，研究者提出基于本质的

体验模式[60]、体验突现模型[61]、体验的情感控制理

论[61]、个人建构理论[62]和最佳体验模式[63]、体验的

EPI（预期、进程、影响）框架[53]。 

3.3  交通形象感知及体验的评价 

交通形象设计的效果是后续优化及管理改进的

信息依据。交通车站和车辆文化性的评价涉及个体或

群体在使用交通环境时产生的地方感和综合体验，评

价内容包括地域文化的设计表达、意义融入与整体特

征等方面。 
在交通环境的文化性评价方面，杨艳红等人 [64]

在使用后评价（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简称 POE）

的基础上构建了"POE+VR"的联动评价模式，有助于

对环境文化氛围的感知程度与整体好感度、认知度的

提升。明确自身文化价值定位，通过“互联网+”的

模式提高公众参与、公众决策程度。龚擎玉等人 [65]

提出车站文化性评价的 4 个主要指标：地域特征的适

应性；人文特征的显著性；时代特征的鲜明性；交通

功能的明确性。 
在文化内涵认知评价方面，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是目前较为有效的评价方法。认知地图是个体

认知对外界空间环境记忆和思维的呈现，也可以反映

人们对某个问题的知觉表征，这种呈现和表征描述了

认知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认知地图反映了主体的认

知逻辑推导和思维脉络，同时也表达了主体的思考内

容[66]，是隐形知识的载体，能够将心智模型进行显性

化表达，反映感知及印象在个体心理的组织过程和形

成 路 径 。 评 价 过 程 可 以 使 用 认 知 地 图 分 析 软 件

（Decision Explorer），对评价的想法和概念进行编

码，再按照四种连接关系进行结构分析：因果连接

（ Causal ）、 内 涵 连 接 （ Connotative ）、 时 间 连 接

（Temporal）和用户自定义（User Defined），同时结

合正面影响（Positive）和负面影响（Negative），构

建环境认知的内在维度，具有层次结构、交叉连接、

抽象概括等特征[67]。 
在交通体验内容的评价方面，文献[68]应用语义

网络分析方法（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该方法

是一种知识的表达模式，采用定量的文本内容分析方

法，并用图来表示知识的结构化方式，通过抽取和分

析认知表达的高频词之间的联系，来构筑反映认知的

心智图示[69-70]。研究基于硬件和软件服务，将体验分

为侧重硬件设施感受的客观环境体验，和针对服务感

知的主观环境体验，通过分析旅行乘客的体验内容、

关注点和影响因素，提出对体验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内

容和改进建议。 
交通及相关服务中的体验满意度，在综合体验满

意度评价方面，文献[71]提出单一期望—价量理论

（Expectancy-Valence），该方法通过对期望和实际结

果进行比较，如果结果达到或超过期望，则产生高满

意度，反之，则不满意。使用多个满意度指标进行测

量也是常用测量方法，如感知表现理论使用多维度指

标测量了地区服务体验和产品的满意度[72]。体验产生

于旅客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体验的

意义和重要性是在体验前后及整个过程中构建的，与

个人背景、生活经历和世界观具有高度相关性。而交

通环境表达的象征和情感价值，基于个体、基于环境

感受而主动构建的主观意义，却很难仅由满意度来评

价。目前体验满意度的评价方法是基于群体或者统计

学上的平均值，忽略了个体及体验的多样性，并且指

标的细分，更多时候仅表达个体对于环境属性的满意

度，因此并不代表整体体验的满意度。 

4  结语 

面对全球性带来的同质化，为了增强民族文化认

同感，同时体现所在城市的独特性与差异化，城市交

通形象设计正面临着对象、内容、理论方法和技术手

段等重新构建的机遇与挑战。塑造具有地域性的交通

形象，需要深植于地方脉络的本土知识，通过文化研

究和设计再现方法，凸显地域性的“差异”。目前设

计理论与方法探索呈现出跨学科、多领域、多层面的

特点，各地丰富与独特地域文化资源为交通形象的差

异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创新素材，深入对地域文化的

提取与再现方法、设计思维、表现技术以及对文化感

知认知和体验形成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了解旅客对地

方认知、情感的形成路径，将为提升城市的文化氛围

以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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