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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那森·巴奈特（Jonathan Barnett）在《重新设

计城市》中曾提出：“城市设计不是一张静态的设计

蓝图，而是一个动态的决策过程（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1]。”作为城市整体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视觉形象设计不仅是对城市 VI（Visual Identity）

系统的设计，更应结合城市特色和风貌，对城市视觉

元素进行系统整合与规划，形成完整的城市视觉形象

体系，但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形象设计案例看，多数

城市选择了以城市 VI 为主的城市视觉形象策略，而

在城市意象、城市景观等方面的系统设计有所欠缺。

本文选取欧洲的威尼斯、巴黎、马德里作为分析对象，

经研究发现，三座城市分别代表了三种城市视觉形象

设计思路：城市意象、城市标识、城市景观，而这三

种设计思路可以相互借鉴和融合，形成城市视觉形象

体系的基础、内涵、延伸，建立完整的城市视觉形象

系统，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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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意象：城市视觉形象的基础 

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其著作《意象城市》中提出

了城市意象构成的五个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

点和标志物。而在这五个元素中，他特别强调了构成

视觉意象最重要的三个元素：一个可读的城市，它的

街区、标志或是道路，应该容易认明，进而组成一个

完整的形态 [2]。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就通过城市标志

物、街道、区域三个视觉意象，塑造了一个立体、丰

富的城市意象层次，这对城市视觉形象的建立起到了

重要的基础作用。 

2.1  城市标志物 

城市意象的第一要素是城市标志物，即城市意象

的点。根据城市意象理论，城市标志物提供给观察者

一个参照点，它作为一种地标和线索，提供给观察者

了解城市的亮点和起点，同时标志物具有高度唯一性

和不可替代性，将城市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人、事、物

等多重因素符号化，并与公共设施融为一体[3]。威尼

斯的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就是这座城市

的城市标志物，见图 2，图片来源于腾讯网《来一场

欧洲之旅 集齐所有浪漫与尊贵》。从圣马可广场的空

间设计看，来到这里的人从威尼斯城门进入后即可看

到象征威尼斯大门的白色石柱和威尼斯城徽——飞

狮。正式进入广场后，可以看到圣马可广场由几个主

要建筑组成，总督府、行政官邸大楼、圣马可时钟楼、

圣马可大教堂、科雷尔美术馆等，这几座主要建筑分

别承担了政治、宗教、文化功能，形成了圣马可广场

的主体建筑群。其中最负盛名的圣马可教堂，其建筑

风格在古罗马风格基础上融入了拜占庭、中世纪哥

特、文艺复兴等多种艺术风格元素，从外观到内庭设

计都精致考量，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历史、精神、文化。

因此，圣马可广场不仅是一座广场，更是威尼斯历史

和城市发展的记忆载体。 

2.2  城市街道 

城市意象的第二要素是城市街道，即城市意象的

线。根据城市意象理论，人们习惯于去了解道路的终

点和起点，通过对城市街道的视觉识别了解城市。由

于威尼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城市设计者用

水路取代马路，交通方式由车变为船。从整个城市交

通网格设计看，威尼斯不到 8 km2 的城市由一百多个

小岛组成，每个小岛之间通过桥连接。对居民来说，

近距离的行程可以通过步行实现，而远距离的行程如

自城北向城南，则需要借助船。整个城市由北向南 S
形的运河，也就是威尼斯市区的主干道。从威尼斯的

街道局部设计来看，对空间的巧妙运用将运河改造成

主干道路，同时也形成了城市最让人深刻的城市意象

视觉要素。威尼斯著名的人文景观“叹息桥”所在的

街道（见图 3）具有典型的威尼斯城市意象特征：  

 
 

图 1  城市视觉形象系统的基础、内涵、外延 
Fig.1  Basi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city image system 

 

 
 

图 2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Fig.2  Piazza San Marco in Venice 

 

 
 

图 3  威尼斯的街道 
Fig.3  Streets in Venice 

 
威尼斯特有的交通工具贡多拉船与威尼斯的水、桥、

建筑、人一起构筑了威尼斯独特的城市街道意象[4]，

也令许多人在置身现场时会产生“你在桥上看风景”

的诗意体验。 

2.3  城市区域 

城市意象的第三要素是城市区域，即城市意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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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根据城市意象理论，区域是观察者能够想象进入

的相对大一些的城市范围，人们通过区域自身特点，

感受到城市区域独有的场域效应，形成城市意象。威

尼斯城市地理构造决定了其版图由若干小岛组成，其

中最适合作为城市意象区域的就是被称作童话世界

的布拉诺岛，见图 4（图片摘自新浪微博《环球时尚

旅行》）。不同于威尼斯市中心圣马可教堂的庄严肃穆

和商业街道的繁华喧嚣，布拉诺岛由静谧多彩的建筑

群组成，曾有诗人形容这里是亚得里亚海的宝石。在

意大利，如威尼斯、西西里岛的一些区域，百姓喜欢

自发用彩色装饰自家房屋外观，经过长期积累，彩色

房屋形成了视觉的聚集效应，形成了与工业城市、现

代城市截然不同的城市意象。由城市色彩组成的城市

视觉元素辨识度高，成为很好的城市区域符号[5]，彩

色岛也成为威尼斯重要的城市名片。 

2.4  威尼斯城市意象设计经验与启示 

2.4.1  设计理念 

威尼斯悠久的人文艺术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奠

定了其城市视觉形象的基调。威尼斯城市意象的设计

理念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1）城市特色原则，

每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标志物、街道、节点、区域都

可能成为城市意象的载体和城市视觉形象表达的元

素，但选取其中最具特色的元素才能充分表达城市视

觉形象；（2）以人为本原则，威尼斯城市意象的设计，

除了考量其视觉美感和审美要素外，同样注重实用性

和功能性，无论是街道、桥梁、广场设计都蕴含了人

文关怀和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3）生态设计原则，

威尼斯城市设计者充分考虑了威尼斯特有的地貌环

境、城市功能、居住环境，将生态与人文融为一体。 

2.4.2  设计方法及理论工具 

威尼斯城市意象的设计方法及理论工具主要有

两种。 
1）语义差异法（Semantic Differential）。语义差

异法较常运用在对城市形象态度、心理、认知的调查

研 究 中 ， 主 要 通 过 设 计 语 义 差 异 量 表 （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s）测定城市形象的若干要素属性，

在语义差异量表中针对每个属性以形容词作为量表

的评级指标，通过综合指标结果分析得到用户需求意象
[6]。语义差异法已较为广泛运用在城市形象设计的调

查研究阶段，对城市形象尤其是城市意象的提取、选

择、设计过程有较大参考意义。 
2）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遗产廊道理

论由美国率先提出并运用在各类项目中，该理论认为

遗产廊道是一种服务于新型休闲方式的生态基础设

施，以遗产和乡土文化景观休闲活动为核心内容的休

闲方式，意味着游憩、生态和文化保护多目标融合的

统一体，并催生了“遗产廊道”的衍生形态——“环境 

 
 

图 4  威尼斯的彩色岛 
Fig.4  Colorful island in Venice 

 

 
 

图 5  威尼斯城市意象设计流程 
Fig.5  City image design process in Venice 

 
廊道[7]。遗产廊道理论的核心理念在于将历史文化资

源的保护与人、环境的和谐融为一体进行设计。 

2.4.3  设计流程 

在威尼斯城市意象建立过程中（见图 5）可以看
到多种设计理念、设计方法的融合：（1）通过对城市
要素的梳理和用户需求的调研，运用语义差异法缩小
城市意象范围，确立圣马可广场为城市标志物，以圣
马可广场为核心延伸城市视觉意象；（2）基于威尼斯
水道、街道、交通系统、城市构造、建筑的特征，将
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景观、街道完全保留并融为城
市街道的一部分，主要通过合理控制建筑高度、形式、
风格来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视觉形象，同时对街道宽
度和交通工具进行规范设计，营造了威尼斯街道诗情
画意的视觉效果及完整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将遗产
廊道理念融入其中；（3）为避免城市意象要素的单一，
威尼斯城市意象中的区域包含了具有城市色彩属性
的城市区域——布拉诺岛，在秉承了威尼斯城市视觉
基本设计理念的前提下，布拉诺岛通过色彩区域的设
计，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历史厚重感，展现了威尼斯多
彩和包容的视觉形象。 

3  城市标识：城市视觉形象系统的内涵 

城市视觉形象的结构是立体多层的，城市意象作
为城市视觉形象系统的基础，向人们呈现了城市视觉
形象的基本面貌。在此基础上，城市形象设计者通过
对城市核心元素的提炼，形成城市标识、城市事件标
识、城市标识应用构成的城市标识系统，赋予城市形
象丰富内涵。而法国城市巴黎，在城市标识系统设计
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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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城市主标识 

城市主标识设计，是城市标识系统的核心要素。

城市的标志和企业标志的功能一样，能够提高城市的

识别度，展现出一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该地

区整体形象的浓缩[8]。法国巴黎是欧洲较早实施城市

标识设计并广泛推广的城市，2019 年巴黎推出了全

新的城市视觉标识，见图 6（图片摘自标志情报局网

《巴黎启用全新城市 LOGO》），该作品由巴黎品牌设

计公司 Carré Noir 设计完成。本次城市标识设计作品

中，图案设计方面，采取简笔的形式以曲线勾勒帆船

的形态赋予帆船一定动态感。文案设计方面，以简单

的法语 Ville de Paris（巴黎），简洁鲜明地突出巴黎

的主题。色彩设计方面，选取深蓝色作为背景主色调，

设计者希望通过深蓝色传递给人的视觉感受和记忆，

表达巴黎深远的历史和广博的包容性。总体上，设计

的符号、图案、字体、色彩都采取了简约的风格，设

计团队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主题是：“巴黎是自豪的，

巴黎是美丽的，巴黎是多元的。” 

3.2  城市事件标识 

城市标识体系除了象征城市的城市标识（市徽）
外，如奥运会、艺术展等城市大型活动以及博物馆、
艺术馆、市政广场等城市重要文化机构的品牌标识设
计可以作为对城市形象视觉体系的有益补充 [9]。在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徽标的设计上，设计团队希望将
奥运精神与巴黎的历史、人文结合，通过巴黎奥运标
识设计向世人呈现奥运精神和巴黎精神，见图 7。巴
黎奥运标识由圆形金牌、奥运圣火、玛丽安娜女神三
个主要图案构成，奥运圣火和金牌象征了理性、自由、
包容的精神，玛丽安娜女神作为法国历史的象征性人
物，是法国历史的缩影。两个图案的组合也体现了巴
黎奥运设计者希望传递的奥运与巴黎融合的理念。在
字体设计方面，作品创造了新字体并命名为 Paris2024，
该字体的视觉风格来源于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
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法文的书写美感。巴黎的奥运标识
设计，对城市形象标识进行了补充，针对全球的奥运
会、体育运动观众，覆盖了更多观众群体，同时在设
计主题方面很好地把巴黎精神、法国历史与奥运精神
融合起来。 

3.3  城市标识应用 

城市标识应用，是城市标识系统的广泛呈现和运

用。巴黎城市形象标识应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宣传手

册、文化用品、文创产品方面，见图 8（图片摘自标

志情报局网《巴黎启用全新城市 LOGO》）。城市宣传

手册主要面向城市游客，设计理念注重信息的高效传

递。在具体设计元素方面，封面设计美观吸引读者视

觉注意力，在内页中适当采取引导，以图片、图案对

巴黎城市概况进行介绍，合理安排城市标志的比例。

文字设计方面通过设计多种语言，主要包括法语、 

 
 

图 6  巴黎城市标识设计 
Fig.6  City logo design in Paris 

 

 
 

图 7  2024 巴黎奥运会会徽 
Fig.7  Emblem of Paris Olympic Games 

 

  
 

 
 

图 8  巴黎城市标识应用 
Fig.8  City logo application in Paris 

 
英语、中文等，向游客介绍巴黎概况。在文创产品方

面，设计理念注重产品的创意性和纪念价值，考虑到

巴黎拥有众多历史、文化资源和场馆，能吸引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文创产品的设计更突出具有巴黎城市

特色的文化、社会、民俗，在主题视觉标志外，著名

建筑、地标、场景等都可作为文创产品的视觉元素。

文化办公用品方面，设计理念注重简单大方，契合办

公用品的功能性和环保性，名片、公文纸类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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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巴黎城市标识设计流程 
Fig.9  City logo design process in Paris 

 
纸张材料选择上选用环保材料，突出纸张书写的流畅

和保存的便捷，在公务活动中传递巴黎的城市形象。 

3.4  巴黎城市标识设计的经验与启示 

3.4.1  设计理念 

巴黎悠久的历史和艺术气息奠定了巴黎城市视

觉形象的基调，巴黎城市标识设计理念主要遵循了以

下三个原则。 
1）审美原则。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曾提出“有

意味的形式”的艺术理论，强调了艺术作品组合、排

列带来的形式美感。城市标识设计的过程可以理解为

塑造“有意味的形式”的过程，对巴黎城市标识的设

计应在体现城市特征与城市美感的前提下进行。 
2）易识别原则。巴黎城市形象标识设计，无论

是城市主标识、副标识还是应用元素设计，都体现了

高度的视觉辨识性，让观赏者能快速识别巴黎特有元

素并在记忆、理解环节产生共鸣。 
3）延展原则。设计作品应用与延展是检验设计

作品实用性和审美性的重要标准。巴黎城市标识可以

向文创产品、导视系统、景观设计中延展，丰富巴黎

城市标识系统。 
3.4.2  设计方法 

巴黎城市标识设计主要运用以下两种设计方法。 
1）基于符号学的城市 VI（Visual Identity）设计

方法。现代符号学的概念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他

提出完整的符号应该包括能指和所指，能指是指符号

的外在形式，所指则可理解为符号指代的意义。符号

学在城市 VI 设计中为城市标识的提取、创意、设计

提供了清晰的实施路径。城市视觉符号的提炼，需要

筛选出城市历史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符号元素，经过创

意设计形成城市 VI。 
2）基于 CIS 理论的城市行为识别（Behavior 

Identity）设计方法。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理论（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已被广泛应用于现代企业和城市形

象设计实践中[10]，基于 CIS 系统理论，由城市理念识

别、城市视觉识别、城市行为识别三大方面构建完整

的 城 市 形 象 体 系 ， 其 中 城 市 行 为 识 别 （ Behavior 
Identity）作为城市视觉形象设计的重要方法，在对城

市主视觉标识设计、城市副标识视觉设计基础上，经

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引发受众对事件的关注，从而增

强受众对城市视觉形象的关注，提升城市形象知名

度、美誉度。 

3.4.3  设计流程 

在巴黎城市标识设计过程（见图 9）中，可以看

到多种设计理念、设计方法的融合。 
1）对符号的提取和再设计。设计团队对图案的

选取采用了抽象历史文化符号的方法，在 VI 设计中

使用符号学方法，设计中的主要图案元素帆船象征了

巴黎的历史和故事。从巴黎的历史来看，在古罗马时

期，巴黎的先民居住在巴黎塞纳河畔一带，当时他们

以渔猎为主要方式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帆船成为象

征巴黎历史的符号元素。基于此提取和设计的视觉形

象可以直观地表现巴黎的历史和特征。 
2）城市行为识别设计。在城市行为识别设计中，

城市标识体系除了象征城市的城市标识（市徽）外，

城市举办大型活动、城市重要文化机构的品牌标识设

计可以作为对城市形象视觉体系的有益补充，奥运会

是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借助巴黎奥运会徽标设计和

媒体互动，更多人可以通过巴黎奥运标识设计了解奥

运精神和巴黎精神。 
3）多元的应用设计。巴黎城市形象标识应用主

要体现在城市宣传手册、文化用品、文创产品方面。

品牌标识设计不仅体现在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VI 设计、产品设计、包装设计等领域，结合设计领

域前沿的情感化设计、UI 设计等新兴方向，城市品

牌应用设计延伸范围更宽广。 

4  城市景观：城市视觉形象的外延 

城市景观是对城市意象、城市标识的补充和延

伸。城市景观与城市意象的设计主体、设计目的不同，

城市意象的设计主体是城市管理者，从城市规划的角

度对城市标志物、街道、区域的整体规划和设计，重

在对城市空间点、线、面的整体宏观设计，而城市景

观的设计主体是城市视觉形象设计师或民间艺术家，

自发地对城市视觉形象的创作和设计，其主要表现形

态为公共艺术、公共景观，更突出城市景观的公共艺

术性和公众参与性，城市意象与城市景观分别作为城

市视觉形象的基础和延伸系统。同时，以城市海报为

主的城市户外广告，是城市内涵的重要展现方式，构

成了城市景观的重要形态。西班牙马德里的城市景观

由城市海报、城市公共艺术、城市涂鸦三个主要部分

组成，为城市视觉形象体系提供了更多元的城市视觉

形态。 

4.1  城市海报 

城市海报是城市景观的主要形态之一，马德里城

市海报设计，见图 10（图片摘自标志情报局网《马

德里的拥抱：马德里推出全新旅游品牌 LOGO》），更

注重实际应用价值，它被广泛应用在马德里街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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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马德里城市主题海报设计 
Fig.10  City theme poster design in Madrid 

 

图 11 《1.78 马德里》 
Fig.11  “1.78 Madrid” 

 
筑、交通工具中，使市民、游客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看到。马德里城市海报设计的精髓在图形设计和文字

设计的搭配上。在图形设计方面，核心图案选取了熊

抱图案+Madrid 文字图案组成，熊抱的文化含义主要

有两层：一层蕴含了对城市特色、城市历史的概括，

是当地居民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继承和认同；二层是

象征了马德里作为西班牙首都，对来到这里的人们热

情、友好、欢迎。在文字设计方面，Madrid 文字图

案由英文字母组成，被熊抱图案环抱，整体视觉感受

是简约、温暖的。在背景色方面，考虑到城市海报投

放地点的多样性，选取了红色为主体背景色，红色的

视觉感染力强，能够在城市景观中突出图形和文字，

同时红色代表了马德里斗牛士的勇敢、热情，城市色

彩、城市符号被融合在了城市海报中。 

4.2  城市公共艺术 

城市公共艺术是城市景观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为纪念马德里广场建成四百周年，美国艺术家 Janet 
Echelman 在马德里市政广场创作了《1.78 马德里》

（“1.78 Madrid”），见图 11（图片摘自 Archdaily 网《世

界文化遗产马德里主广场上空飘来了“彩云”》）。这

件作品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的思考与向往。在艺术表现

形态方面，作品呈现的视觉感受在白天和晚上的侧重

点不同，白天主要突出云浮在空中的动态感，晚上则

更突出光线对作品视觉效果的改变，不同的视觉感受

通过材料和光线的变化设计来实现。在空间设计方

面，作品处在马德里象征性的空间马德里广场，置身

现场观众会对时间、空间、自然、历史、文化产生自

己的思考。此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公共艺术中环境、材

质、情感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总体来看，马德里的城

市公共艺术对传播城市形象起到很好的效果，由于公

共艺术的主旨就是考量公共空间和艺术品之间的关

系，公共艺术与城市景观有机融合，城市景观尤其是

市政广场、公园等场所能为公共艺术提供更多观众和

参与者[11]。 

4.3  城市涂鸦 

马德里市区的建筑、街道等户外景观为民间视觉 

  
 

图 12  马德里城市涂鸦 
Fig.12  City graffiti in Madrid 

 
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从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
的城市涂鸦就是城市景观视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马
德里的城市涂鸦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组城市斑
马线。城市斑马线见图 12（图片摘自澎湃新闻网《马
德里的人行斑马线变成了涂鸦，效果怎么样？》，作
者 Christo Guelov 想通过涂鸦艺术表达人们对交通安
全问题的重视。作品视觉方面，以彩色斑马线为主要
图形呈现，图案主要由简单的几何图形构成，颜色主
要包括绿色、橙色、蓝色，经过对多彩图形的组合，
实际视觉效果非常好，现已成为很多游客津津乐道的
城市景观。在城市规范前提下的城市涂鸦创作，作品
承载了作者的美好向往，主要是对和平、绿色、友善
等人类共同追求的向往，也包含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
公众话题。在表现形式上，城市涂鸦对于创作者而言
没有太多材质、环境的束缚，对审美接受者没有较高
的艺术审美要求，创作者表达的情感和经验更多来自
民间，更贴近百姓日常生活[12]。 

4.4  马德里城市景观设计的经验与启示 

4.4.1  设计理念 

马德里城市景观设计主要遵循了三个原则。 
1）公共性设计。通过公共艺术设计，让市民和

游客参与到城市空间中。一方面，在体验城市艺术的

过程中与城市进行互动，通过对城市景观的欣赏形成

对城市精神、理念、特征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对

公共艺术的审美找到对城市的归属感。 
2）体验感设计。城市景观设计充分考虑了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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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空间、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无论城市海报、

公共艺术、公共空间的设计都从受众的心理体验、生

理体验、情感体验入手，将艺术公共性与体验感结合。 
3）国际化设计。考虑到马德里作为西班牙首都，

每年接待大量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其城市景观设计

充分考虑了国际化的审美特征，针对不同地区受众审

美习惯进行设计和创作，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世界各地

多元化的艺术设计理念，丰富了城市公共景观。 

4.4.2  设计方法与设计流程 

马德里城市景观设计主要运用以下两种设计方法。 
1）城市色彩管理。随着以密斯凡德罗等建筑设

计师对建筑色彩问题的探索，以及意大利、法国、日

本等地区对城市色彩管理的实践，目前的城市色彩理

论融合了基于城市设计、建筑设计、色彩学等学科方

法，呈现出综合交融趋势。法国学者菲利普·朗克洛

在其著作《色彩地理学》中辨析了城市色彩，他将城

市中建筑、交通、广告等人工部分中的色彩归纳为恒

定色，城市中公园、植被、水体等自然部分则归纳为

非恒定色[13]。在马德里的城市景观设计中，从城市海

报基本色彩的选择、城市公共艺术、城市涂鸦的创作

和设计都需要对城市色彩学的应用。 
2）环境心理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霍

尔的《隐匿的维度》等著作为代表，学者开始探索环

境设计与人的心理问题[14]。环境心理学的迅速发展得

益于心理学对众多社会科学的渗透，其研究的核心内

容在于城市环境与人的心理、行为之间的互动和作

用，通过对公共空间要素分析、内部空间要素分析对

人的活动规律影响为核心展开，其研究结果为城市环

境设计者提供参考。在马德里的城市景观设计中，户

外视觉系统设计、公共艺术设计、城市涂鸦都涉及环

境与人的互动问题，对环境心理学的应用将促进设计

流程的完善。 
马德里城市景观设计流程体现了多种设计理念、

设计方法的融合，见图 13。 
1）对城市符号的提取和转化。马德里城市海报

图案设计，遵循了马德里城市历史符号。据考证，数

百年前马德里附近发现了草莓树和大量聚居的熊，因

此从中世纪开始熊和草莓树便作为城市的象征保留

至今。熊象征历史的符号，最终转化为“熊抱”的图

形符号，并被运用在城市标识、雕塑、建筑等方面。

红色是西班牙斗牛士的象征，也是城市海报主色。 
 

 
 

图 13  马德里城市景观设计流程 
Fig.13  City landscape design process in Madrid 

2）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互动。欧洲城市的共同

特征是，城市一般建设了市政广场，对市民来说，市

政广场是城市政治、文化的中心。对游客来说，市政

广场是城市历史和故事的浓缩。市政广场作为多元文

化交融的空间，是公共艺术家体现作品的平台，也为

城市视觉形象的延伸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同时，公共

艺术的主题价值非常重要，通过塑造有意义的主题，

用艺术的方式唤起人们对某个主题的思考和感悟，加

强民众与城市空间的参与感。 
3）城市涂鸦艺术创作。涂鸦艺术创作在政府引

导下合理规范进行，通过设置文化艺术区域，为涂鸦

艺术建立适合的平台。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建筑、

公共设施、交通系统都有可能成为涂鸦的载体。在对

涂鸦环境和材质的合理选择下，进而对图形、颜色进

行设计，形成内容与形式完美融合。 

5  结语 

从威尼斯、巴黎、马德里的城市视觉形象设计经

验看，三座城市分别在城市意象、城市标识、城市景

观三个方面建立了相应的城市视觉形象体系，而城市

意象、城市标识、城市景观作为城市视觉形象体系的

基础、内涵、延伸，形成了较完整的城市视觉形象系

统。从空间维度看，城市视觉形象设计是立体多维的，

基于城市设计者对城市系统、长远的规划，充分考量

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缘、历史等核心

要素，通过城市意象、城市标识、城市景观三个视觉

层次，向人们展现丰富、立体的城市视觉形象系统。

从时间维度看，城市视觉形象设计不仅是源于历史

和当下的，更是面向未来的，依托智慧城市、花园

城市等新兴城市发展理念及用户体验设计、信息可

视化设计、深度学习等设计领域的前沿设计方法，

未来的城市视觉形象设计的空间将进一步地被丰富

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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