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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形象管理研究述评
The Narrative and Comment on the Management of City’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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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形象管理正日益成为城市管理发展的趋势。我国学者对城市形象的内涵及构成、塑造城市形象的必要性、城市形象

定位、城市形象设计、城市形象更新、城市形象传播与营销、城市形象评估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几乎可以构成一个城市形象管理体系。

学者们可以从更好地把握城市形象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关系、更系统地梳理和更深入地探讨城市形象管理体系、更好地把握城市形

象调整的内涵、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做更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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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city’s imag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management. Scholars 

reseached the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image of the city, the necessity of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the location of urban image，the design 

of city image, the updation of the city image, the communication and updation of urban image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city image . These 

can almost form a management system of city image. Scholars can do further efforts from the following: Disentang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ty image and the city management, deepe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city image and grasp the connotations,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ci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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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形象管理研究现状

城市形象管理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早，最初是以建

筑师、规划设计师等为主体，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有奥地利建

筑师卡米诺·西特、法国建筑师勒 . 柯布西耶、芬兰建筑师伊

利尔·沙里宁、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美国城市

规划先驱凯文·林奇等等。其早期的理论成果带有理想化色彩

且实验性极强，多数在现在看来有些幼稚和片面，但是它们为

现代城市形象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现代城

市形象管理研究发展到今天，在西方已经开始从单一角度的研

究发展到多学科相结合的形象建构体系 [1]。

在我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管理问题已经

成为 21 世纪的热点课题。城市形象管理作为城市管理的一个

重要分支，在城市现代化建设历程由量化转向质化的今天显得

尤为必要和突出。学界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塑造城市形象

的理念，开始了对于城市形象理论的探讨，以后不断有城市规

划、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加入，但直

至今日，对城市形象理论的建构、对该如何进行城市形象管理，

学界还没有比较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进

行了研究：

1.1 城市形象内涵和构成研究

对于城市形象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国

外学者较为经典的定义是城市形象是一个公众印象，是多个印

象的迭加。国内学者对城市形象的定义主要分为 3 个派别 : ①

印象派 : 城市形象是城市在社会大众中的总体印象与评价；②

形象派 : 城市形象是城市景观特色，是城市性质、结构和功能

的表现形式；③精神派 : 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文化精神，是城市

重要的无形资产 [2]。

关于城市形象的构成，学者们虽然表述不同，却是有着大

致类似的见解，一般认为城市形象的构成要素有硬件和软件两

方面，硬件指看得见的外在的东西，软件指内在的精神和文化

方面的内容 [3、4]，也有的学者把它分为理念识别系统、视觉识

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等三个系统 [5]。虽然划分的框架不同，

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大同小异，都包括城市的精神理念、城市中

群体和个体的行为、以建筑物、构筑物为主体的人工环境和自

然风光等等。

1.2 塑造城市形象的必要性研究

对于塑造城市形象的必要性，学者们达成了共识，都认为

城市形象竞争已成为 21 世纪世界城市竞争的主要方面，良好

的城市形象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前提，它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使城市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而扭曲的形象信息能给城市的发展

带来障碍和灾难。概括而言，学者们研究了塑造城市形象的原

因、价值、作用、功能。如蒋琨、蒋观祯认为城市形象的塑造

是城市创新工作的内容之一，塑造个性化城市形象已成为城市

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形象具有识别性、文化性与地

方性、规范性、标识性、凝聚性的功能 [6]。刘颂认为城市形象

是一种外部性极强的城市公共产品，对城市内、外部公众表现

出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具有对内的整合作用和对外的传播作用，

塑造城市形象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劳动力、管理力、资本力、开

放力、文化力、秩序力、环境力、设施力 [7]。

1.3 城市形象定位研究

城市形象定位是指从城市长期发展战略出发，在充分挖掘

城市现有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把城市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

方向紧密结合，对城市形象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进行定位。[8] 目

前学者们认为进行城市形象定位应遵循将城市的历史、现实、

未来相结合的原则、环境、功能与理念相统一的原则、兼容性

和特异性相统一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时代性和前瞻性相

统一的原则。[9] 城市定位的视角有哲学理论视角、营销定位理

论视角、城市竞争力理论视角、公共关系理论视角、建筑规划

理论视角 [10]，城市形象定位体系包括资源定位、产业定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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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定位、属性定位、综合定位等方面。另外有一批学者对某一

具体城市的形象定位进行研究，分析其科学定位的方式与途径

以及定位方式的得失 [11、12]

1.4 城市形象设计研究

在对城市现状做充分考查的基础上，慎重地进行城市形象

定位并根据形象定位进行设计，是城市形象塑造中非常重要的

环节。学者们认为城市形象塑造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突

出特色、注重实效、适当超前为原则，从改善人居环境、提高

城市的综合质量出发，结合城市在城市性质、城市文化、城市

规划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不同特点来进行设计。设计的内容包

括理念要素（包括城市的理念名称、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发展

口号、城市发展规划等）、视觉识别体系（包括城市市名、城

市市徽、城市市花、城市的标准字、标准色、城市标识、城市

规划、城市建筑、城市景观、城市市容等等）、行为识别系统（包

括公务员行为规范、企业行为规范、居民行为规范等要素）[13]，

学者们还分析了形象设计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如刘进平、张燚、

张锐分析了重庆城市形象定位语 [14]，成朝晖探讨了城市形象系

统设计的认知、城市形象系统设计的定位、城市形象系统设计

的建构、城市形象系统设计的运作与管理系统等等 [15]。

1.5 城市形象更新研究

“城市更新”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管理

领域提出的一个概念，现已逐步地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城市

更新包括两方面内容 : 一是城市客观物质实体 ( 建筑物等硬件 )

的拆迁、改造与建设，二是生态环境、空间环境、文化视觉环

境的改造与延续，包括社会网络结构和心理定势 [16]。学者们分

析了城市更新管理的的目的、手段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城市更

新管理的核心是通过公平公正地调整好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利益

关系，损毁消耗最少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最大限度地实现

城市发展和公众社会福利的提高，让各个相关利益群体在城市

更新中都能分享到城市进步的文明成果。由于体制性利益主体

缺失、城市更新管理研究滞后、社会关注的物质技术化倾向以

及城市更新共识科学标准缺失，我国城市更新管理还存在很多

问题，在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与合理调整各社会群体利益的前提

下，在城市更新中推动第三方评估制度，实现利益主体的监管

到位和城市规划主导城市更新，完成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

定位可以推动城市更新管理健康发展 [16、13]。

1.6 城市形象传播与营销研究

城市形象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手段与方式，把城市形象传送

到城市内外的社会公众心目中，以扩大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从而增加城市无形资产，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活动。有学者

认为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经历了计划管理城市—经营

城市—营销城市的转变。城市形象传播的过程顺应并促成了城

市从“经营”到“营销”的过程。[17] 学者们研究了城市形象的

传播模式、城市形象营销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媒体选择对城市

形象的影响与作用，如陈放、武力认为城市形象的传播有品牌

传播、体育传播、事件传播、名人传播、城市定位传播、知名

企业传播、会展传播等七种传播模式 [17]，陈红通过对我国城市

形象营销现状的分析，找出了我国在城市形象营销中的不足之

处，并提出了自己的对策 [18]。李勇、周谊认为随着互联网的

出现和科技的发展，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日益丰富多样，单纯

依靠某种媒体来传播城市品牌形象已无法覆盖大部分的目标受

众，并且传统媒体受自身的局限也不能完全展示出城市形象。 

新媒体的出现，恰恰弥补了传统媒体的缺陷。 因此，充分利用

各种新媒体，进行整合营销传播活动成为塑造城市品牌形象的

重要途径 [19]。

1.6 城市形象评估研究

城市形象评估是指根据城市形象建设的目的和要求，对城

市形象建设的效果和成败因素进行分析、评价的活动。学者们

研究了城市形象评估的步骤、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如周朝霞

认为对城市形象活动进行评价可以采取选择评估人员、收集原

始记录、归纳分析城市形象塑造的不足之处与改善途径、得出

评估结论等方法和步骤 [20]；陈国生按“系统综合性”的原则，

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城市形象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综合

评价的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模型 [21]；杨莹以西安城市为例，应

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城市形象定量评价与定性描述相结合的系

统模型，指出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城市形象评价模型可为城市形

象建设提供依据，为城市创造和谐人居环境提供新的支点 [22]。

2. 城市形象管理研究评价

城市形象塑造正日益成为城市管理发展的趋势，城市形象

管理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但是在城市形象管理过程中，出现了

很多背离建设初衷、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而，尽

快开展城市形象管理理论的研究，为决策部门提供必要的理论

指导，是适应时代社会要求的大事。城市形象管理研究是通过

城市形象塑造来有效解决我国现阶段城市发展思想不明确、主

题不鲜明、个性不突出、缺乏文化内涵和城市精神、缺乏城市

与人的情感联系等问题，因而加强城市形象管理研究，能指导

城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城市形象管理在我国经过二十年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虽然关于城市形象管理的研究更多的是散见于城市经

济、城市规划、传播学、城市管理等学科的著述之中，且探讨

这个领域的学者数量和研究成果都不很多，但学者们从各自的

研究领域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对城市形象进行了分析，涉及的

内容包涵了城市形象管理的各个方面，几乎已经可以构成一个

城市形象管理学体系。目前的城市理论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学、

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人口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

城市形象管理理论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没有专门的论

著，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因而，有关

研究成果将大大补充、完善和发展城市理论体系。

有关城市形象管理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

一领域还大有可为的空间。具体而言，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对城市形象管理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

2.1 更好地把握城市形象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关系

人们一般认为城市形象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一个分支，在众

多的《城市管理学概论》中，城市形象管理都是作为城市管理

中不太重要的一章而置于书的后面章节，把它视为城市管理的

支流末节，似乎是花里胡哨可以忽视的内容，如王枫云的《城

市管理学新编》全书共 19 章 317 页，城市形象管理为其中的

第 15 章，共花篇幅 9 页。有的《城市管理学》中甚至没有形

象管理的内容，如彭和平的《城市管理学》、杨宏山的《现代

城市管理学》等都是如此。其实城市形象管理是城市化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导致

全国各城市出现了城市形态趋同、产业结构趋同、发展方式趋

同、思维方式趋同的现象，造成全国很多城市空间风貌、建筑

风格、发展模式雷同，缺乏各城市自己的特色与个性。要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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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就必须重视城市形象管理。城市

形象管理的实质是通过对城市的各个方面的管理实现城市形象

的提升，城市形象管理是城市管理的最高境界，也是高于城市

管理其它层面的管理模式，而不是城市管理的一个可有可无、

置于其他方面之后的内容。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要实现对现

代城市的成功管理，必须先对城市形象管理有一个高度地认知

和把握。

2.2 更系统地梳理和更深入地探讨城市形象管理体系

如前所述，关于城市形象的研究已然涉及到了城市形象管

理的各个方面，几乎已经可以构成一个城市形象管理学体系，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城市形象管理进行系统、细致的梳理，

使其自成体系。

城市形象管理是一个包括城市形象内涵及构成、城市形象

定位、城市形象设计、城市形象更新、城市形象传播与营销、

城市形象评估、城市形象调整的体系，如何把它们纳入管理学

范畴之中，从管理的视角出发去探讨各个方面的管理，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关于城市形象的内涵与构成、城市形

象设计、城市形象传播的研究相对较多，关于城市形象评估和

调整的内容相对较少。在 cnki 键入“城市形象”进行搜索，共

有记录一千三百七十七条，这些文章分别从内涵与构成、定位、

设计、传播等方面研究了城市形象；键入“城市形象评价” 搜索，

共有二条记录；键入“城市形象评估”进行搜索，共有记录零条，

这说明目前专门以城市形象评价和评估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非常

之少；键入“城市形象调整”进行搜索，也记录为零。

对城市形象的内涵、构成、定位、设计、传播等已有一定

研究基础的领域我们可以进行更详尽深入的挖掘，并结合实际

做大量的实证研究，对城市形象评估和调整等研究较少的领域

我们应进行填补，比如科学地建立城市形象评估指标体系，准

确评价城市形象构建效果，科学调整城市形象，以更好地构建

城市管理的最高形态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2.3 更好地把握城市形象调整的内涵、原则和方法

城市形象调整是当城市形象建设完成后，发现塑造的形象

与现实的要求存在偏差时对城市形象进行的修正。城市在两种

情况下需要进行城市形象调整 : 一是城市形象评估的结果与建

设初衷差距很大 ; 二是随着时代和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来的

城市形象已经不适应城市的需要。

当城市形象评估的结果与建设初衷差距很大，应根据评估

报告组织相关力量对城市形象塑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以

符合城市形象塑造的初衷或比原来更进一步。随着时代的变化，

原来的城市形象定位虽然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催生许多新的需求，同时这一

城市在周边城市中的地位会发生改变，这就需要城市在原有基

础上重新定位、调整，使新的形象更适应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生

活质量的提高。

城市形象塑造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目前关于城市形

象管理的研究很少关注城市形象调整这一领域。对于什么是城

市形象调整，什么情况下须进行城市形象调整，调整的原则、

方法、途径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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