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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CI——城市形象营造的新方法 

作者：万敏 郑加华   发表：《城市规划》 评论(2) 打印 

  一 CI简述 

  CI是Corporate Identity 的缩写，还有个说法就是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意思是企业形象识别

系统。该概念于1905年由德意志制造联盟贝伦斯率先发轫；1955年IBM公司导入CI，一举成为计算机业的“蓝巨

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CI驻足日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传入中国。CI的主要含义是指将企业文化与经营理

念统一设计，利用整体表现体系（尤其是视觉表达系统），传达企业营销概念与公众，使其对企业产生一致的认

同，以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最终促进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销售。CI有MI（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BI（行为

识别--Behaviour Identity）、VI（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三方面组成。狭义的CI即指VI，它以各种视觉

传播为媒体将企业活动的规范等抽象的语意转换为标志、标准字、标准色等视觉符号，塑造企业独特的视觉形

象。在CI中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是最有传播和感染力的，也易为公众所接受，且具有新奇和整体等特点。CI发展至

今已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并有许多成功的范例。[注1] 

  二 城市CI的概念 

  城市CI是将CI的一整套方法与理论嫁接于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全称为城市形象识别系统。近十年来我国在实

施城市现代化的更新与改造中有相当力度的投入，很多城市均在创造有特色的城市面貌方面作出过探索与努力，

但城市面貌在唤然一新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千篇一律。个中原因很复杂，但我国现行城市规划体系过于注重城市

的物质性与功利性而忽视这些物质与功利要素的美学组合应为其因之一。我们将CI理论导入城市设计，即是想弥

补此不足。城市CI正是利用CI系统的理论、方法与城市设计结合，实现城市规划和艺术设计学科的边缘交叉。 

  城市的总体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综合印象和观感，是人们对城市价值评判标准中各类要素如自然、人文、

经济等形成的综合性的特定共识。自然环境如：城市的气候、地质、地貌、水文等特征；城市人文因素如：民

族、民俗、政治、宗教、文化、军事等；城市经济因素如：人口规模、产业构成、经济布局等。所有这些因素的

突出点均可能成为影响总体形象的关键所在。城市CI即要在这些因素中提取关键，并用图式的语汇来表述，然后

在城市设计中针对各种景观构成要素进行统筹的安排。这里所说的图式语汇我们称为城市视觉识别系统。城市视

觉识别系统是一个城市静态的识别符号，是城市形象设计的外在硬件部分，也是城市形象设计最外露的最直观的

表现，它来之于城市又作用于城市。这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视觉方案是城市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高度概

括。通过城市CI的研究，突出城市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提高知名度，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可以说，完整提升城市形象将创造城市的发展优势，并利于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 

  三 城市CI与CI的异同 

  城市CI虽由CI嫁接而来，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表现为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的不同，理念抽取的范围

不同、作用对象的目的不同、实施范围的大小不同。城市CI的行为对象是城市中人,CI的行为对象是企业的员工；

城市CI的行为主体是城市、CI的行为主体是企业。CI的属性提取强调企业性格及经营策略，有功利目的；城市CI

则强调城市性格与城市发展战略，属公益目的。城市构成错综复杂，包含政治、历史、宗教、经济、文化等多种

门类并有很强的综合性；企业则较为单一。城市占据的空间较之企业要更为广阔，其规模也远较企业为大。这些

均为两者间的不同。 

  城市CI源自CI，因而具备很多共性。首先两者的方法论相同。CI是通过对企业进行整体包装，城市CI则对城

市进行整体包装，两者就方法论而言均是概念的图式化与形象化的结果。其二，两者使用的概念一脉相承，如形

象设计、行为对象、CI设计、理念等。其三，两者均强调视觉的传媒效应，因而二者均以人为本，着重研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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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与行为对象之间的信息传递及信息反馈。 

  四 城市CI的内容 

  就应用层面而言狭义的城市CI最具有现实意义。狭义的城市CI即城市视觉识别系统（类似CI中的VI）主要处

理城市的公共界面，如广场、街道（步行街）、滨江滨湖滨海地带、公园和绿地等城市景观。这种景观大可至城

市或街区，小可至建筑或软硬质景观。狭义的城市CI对城市总体形象营造有战术意义。 

  广义的城市CI，除囊括上述所有狭义内涵外，还是对该地城市环境、城市活动、城市构成、城市规模等各类

要素的总体概括。如有些城市提出的“市训”即是城市精神文明战略的目标；有些城市提出“市民行为准则”是

对市民文明行为的倡导；现行的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更趋于对城市物质目标的追求，因而具有物质文明特性。这些

均属城市CI的理念。由广义的城市CI所形成的理念可以成为一个城市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是城市的精神文明与物

质文明建设的总体反映。因此广义的城市CI对城市总体形象营造具有战略意义。 

  狭义的城市CI对下列所述的城市设计内容在总体形象方面有实践指导意义。（以下的城市CI均意指狭义的城

市CI） 

  1、广场：广场类型多种多样，一般有疏散、休闲、购物、文化、集会、纪念等功能，多数广场均是上述功能

的复合。广场在城市中有特殊地位，而城市中心广场又被喻为城市的客厅，是一个城市对外展露的窗口，因而也

是城市形象表达的关键。广场的形象意义已不在于广场本身，而是城市整体形象及面貌的客观反映。这正是城市

CI的用武之地。 

  2、步行街：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城市CI表演舞台。步行街商业繁荣，人流密集，具有广褒的吸纳能力，是城市

中的磁性点；也是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之间的一个极佳交互场所，是城市标志性的空间，具有形象的传播意义。

步行街的设计不仅要在缤纷繁杂的商业气氛中寻找城市的整体统一，而且还要弘扬城市的地域文化特点，宣示出

城市的时代特征。而这正是城市CI所涉猎的内容及要达到的目标。 

  3、滨江、滨湖、滨海地段：这些地段均为城市的重要展示界面。江河湖海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全景的空间场

所。城市音乐化的轮廓、万家灯火的气度、充满神秘幻想的空间在此得到充分的展现。城市CI应当仁不让。 

  4、城市软硬质景观：软质景观为城市植被。花草树木的季相变化色彩纷呈，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历来好以植物

作为颂咏的题材，久而久之使很多植物均具有人文色彩及人格化意义；植物的芬芳对人的感官有直接作用，所有

这些均是城市CI的资源。硬质景观指道路铺装、围墙、栏杆、标牌、电话亭等城市组件。该部分内容与人关系最

为亲和，是人可触摸范围，也是视觉可精细辨别的领域，具有城市CI中触媒意义。这些城市设施及城市组件最需

用城市CI的方法进行整理。 

  五 城市CI设计 

  下面依城市CI设计工作的步骤来叙述每一部分的内容。 

  1．形象定位与概念抽取 

  城市CI在操作过程中首先要慎重处理城市形象定位，并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城市形象定位即从城市自然、

人文、经济等错综复杂的对象中抽取其中的要点并概念化。这些要点及概念应能综合反映出城市的地域性、文化

性、时代性特征。地域性特征主要反映城市的地理面貌、乡土特点等方面；文化性是城市政治、经济、宗教、民

族、科教、历史、文物、民俗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时代性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空间意义的地域与文化特

性的补充，三者的结合能充分表达城市脉络，体现概念对城市的时空意义，推演出城市鲜明的个性。通过对这些

要素的整理和抽取，城市CI力图创造城市的整体统一，而这也是城市规划及设计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但现行的

城市规划与设计对城市形象要素的整合是分布于专业工种的分项工作中，缺乏一总体的安排；各专业的实施，规

划部门也缺乏使之统一的有效的控制管理目标，以至于部门间各行其事。因此城市CI对城市规划管理也具有方法

论意义。由此可见城市CI中的核心工作——形象定位与概念抽取的重要性。 

  2、概念的图式化过程 

  CI操作的第二步就是依据上述形象定位及分析得出的概念进行图式化处理。图式化处理即为图案设计，该图

案应能比较准确的表达概念的意义，这是城市CI设计的关键。图案应在多方案比较中产生，并需海纳百川，以期

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概念的图形可有多种，但一定要主次分明。因为城市之广褒，非能以一图形而涵盖之。 



  3、标志物与标志图案 

  基本图形确定后，下步应考虑图形的适合对象。主要图形应选择城市结构中的要点，它可以是建筑、构筑

物，也可以是广场。选用建筑物和构筑物能借助其空间体量“作秀”，视觉冲击力强；选用广场则可利用其在城

市中的特殊地位及空间的亲和，增强心理凝聚力。其二，标志图案、标志物与城市的联系应有机，对于一次规划

分步实施的新城，这种有机在设计阶段就应得到解决；对于城市综合整治工程，则需因地制宜，结合既有的已为

大众所接受的地物标志进行安排；其三，同一标志图案应在平面及空间的形态上做多样化构成分析。例如将平面

的标志图案依照图案关系做拉升处理形成空间构成，可能产生多种多样的不同形态，这些形态可用于小品、城市

设施甚至建筑。即使是平面的图案也需做不同的适合纹样设计，以适应地面拼花、指示路牌、窖井盖板等的需

要。 

  4、标志色 

  城市的标志色应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城市的总体色彩，主要由建筑构成。如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规

定以灰色调为主的复合色是北京的标志色。该色彩是在北京800多年建都史中形成的，并和北京的地域及气候特点

相适宜。国外许多大城市都有色彩规划，如巴黎的标志色是米黄色，伦敦的标志色是土黄色等。 [注2]第二个层

次为近人尺度的城市硬质景观色彩，主要由人行道及广场铺装、各种标示广告牌及城市设施的用色。两个层次的

色彩作用面不同，体现了城市标志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辨证关系。 

  第一层次标志色的确定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一为反映城市历史及现状的色彩因素，该因素强调色彩的时间

连续，防止城市色彩的断层与“代沟”；二为反映城市地域及气候因素，意即自然条件对城市色彩具有挑选及淘

汰的作用。该因素是客观规律的结果。[注3]第二层次标志色的确定主要与城市的人文情感有关，色彩的选择空间

较大。该层次是与人有触媒作用的公共空间界面，在这个公共界面中的色彩应反映城市构成单位的个性，这是城

市各构成单位自身的要求。如银行系统的用色、某些商业连锁机构的用色、某些国家职能单位的标准用色等。我

们强调的城市第二层次色彩并非要改变城市单位的色彩个性，而是要在缤纷繁杂的色彩中强调某种与城市整体有

关的色彩成分，建立一脉落明确的城市色彩主线，使城市公共界面的色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城市公共界

面的视觉统一性。第二层次色彩丰富多样，是对第一层次色彩的补充；虽然各式鲜明的色彩在微观上差别很大，

但宏观上所有色彩是经人眼调色综合作用后的结果，这种色彩的空间视觉调和作用印象派色彩理论有很精到的理

解。第二层次色彩正是通过参与这种调和而作用于城市第一层次色彩的。 

  城市的标志色也可导入分区概念，城市的不同区域可用不同的色彩作标识，这种标志色的分区应顺应城市结

构，以创造丰富多彩的城市格局。标志色的研究对城市规划是个新课题，希望有更多的同仁投身其中，作出更多

的探索。 

  5、城市景观元素的CI设计 

  （1）建筑小品 

  建筑小品包括花坛、座椅、围墙、栏杆、书报亭、小商亭、喷水池、广告栏等；城市设施包括电话亭、公交

车站、人行天桥、垃圾桶、邮箱、指示标牌及灯杆等。建筑小品与城市设施种类繁多，影响面大且权属单位复

杂，缺乏统一的规划控制。城市CI要求将它们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统一管理。这些构成元素也就成为城市CI设

计的重要部分。其设计与布局应以城市CI的概念抽取、理念分析为原则，以城市CI的标志图案为依据，结合城市

的标志色进行总体规划、统一部署。 

  （2）广场及人行道铺装 

  城市中的广场及人行道铺装的色彩、材料也应纳入城市CI设计的统一范畴。城市CI要求铺装的色彩应统一在

城市的总体部署中。色彩布局要依一定的原则进行，如根据街道的方向选用不同的色彩，又如根据城市的环路选

用不同的色彩或以主次干道为原则来确定色彩的布局等。无论哪种色彩分布方式均可达到强化城市标识的作用。

广场、道路铺装材料的选用亦然。此外，标志图案在铺装中的重复使用可以强化城市视觉的连续性，使各种不同

功能及性能的城市组件形成统一。 

  （3）绿化 



  城市CI对绿化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很多城市均确定了市树市花。市树市花可标示城市的地

域特征，而且还蕴涵一定的人文意义。有些城市还将其提升到精神文明层次，如黄山市的松与“黄山松”精神，

武汉市的梅与“傲雪”精神等。这应是城市CI理念构成之一。第二，道路骨干树种的选择与布局和上节所述铺装

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城市CI需统筹规划的对象。第三，花草树木的气息对城市可起到标示作用，不仅丰富城市

的节令文化，而且增加了城市的趣味。 

  （4）亮化 

  城市亮化拓展了城市空间范畴，是城市景观表达的延伸。城市CI 要求城市亮化在整体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亮化

分区，通过不同的亮化色彩来表述城市的空间层次及景深；并在亮化分区的基础上对亮点进行分级，场所的重要

性是区别亮化分级的重要根据。城市的亮化因素经城市CI归纳整理后应达到使城市的夜景空间富有层次又重点突

出的目的。亮化分区可以依据城市结构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达；亮化分级使用的方式更多，如光晕、光色、光强的

变化、运动型灯光的使用（镭射灯光）等。 

  （5）城市的标牌及广告牌 

  城市的标牌有路标、单位标识等；广告有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之分。城市CI要求所有的标牌、标识设计都应

具备CI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中的交通标志本身具有视觉的完整、统一性，已具备城市CI的各种属性，我们应

对其色彩和形象给予尊重。 

  六 城市CI的成果内容 

  综上所述，城市CI应包含以下的内容：城市形象定位与概念抽取、概念的图式化设计、标志色、标志物与标

志图案的确定、景观元素的CI设计。 

  城市形象定位：包括城市精神、市民行为准则、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该部分以文本为主； 

  标志物与标志图案：包括标志物与标志图案的多样化比较设计；根据城市尺度确定的标志物及图案的尺寸要

求；标志物与标志图案的适合纹样设计等（可考虑方形适合、圆形适合甚至椭圆形等不同的类型）。 

  标志色：应根据城市及当前的色彩现状确定第一层次的标志色，根据城市的环境、文化确定第二层次标志

色，选用的色彩应有一个量化标准，并要与标志物与图案纹样的设计配合； 

  城市景观元素的CI设计：包括花坛、座椅、围墙、栏杆、书报亭、小商亭、喷水池、广告牌、电话亭、公交

车站、人行天桥、垃圾桶、邮箱、指示标牌及灯杆等元素，其设计要以标志色为统一，以标志图案为特征。城市

景观元素可采用举证式的设计方法。 

  绿化：包括骨干树种的选取、绿化造型图案设计； 

  亮化：包括灯色的分区以及亮点分级。 

  七 总结 

  城市CI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为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涵盖，只不过这些内容分散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各专业

之中。城市CI却将分散于各处的影响形象的因素提取、整理并作统一的设计组织。这是城市CI的创新之处。因此

城市CI提出的整合城市形象组件的思想对城市规划中塑造城市总体形象具有方法论意义；虽然城市CI的操作与实

施是城市规划管理中的新课题，但城市CI的成果文件中包含很多可以定型化与量化的因素，这将有助于城市规划

的管理与实施。城市CI这个概念也非笔者所创，而是源于艺术设计领域的CI界同仁，正是可谓“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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