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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系统的构建分析 

杨　英，芦　鹏

（湖南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在两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株洲应根据其经济、地理、人文特点和城市理念，构建自身的两型城市品牌形象理念识
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视觉识别系统、空间环境识别系统，以推动两型城市建设的深化和全面发展，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两

型城市品牌形象。

［关键词］两型城市；城市品牌；形象系统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４２－０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ＴｙｐｅＣｉｔｙＢｒ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Ｚｈｕｚｈｏｕ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ＬＵＰ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ｔｙｐｅｃｉｔ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ｔ’ｓｔｗｏ－ｔｙｐｅ
ｃｉｔｙｂｒ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ｉｄｅ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ｐａ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ｕｍａ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ｉｔ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ｙｐｅ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ｙｐｅｃｉｔｙｂｒａｎｄｉｍ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ｗｏ－ｔｙｐｅｃｉｔｙ；ｃｉｔｙｂｒ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城市品牌形象是历史积淀与现状情况的综合
反映，体现了城市的品质、性格、身份、地位和职能，

前者是城市最宝贵、最持久、最有潜力、最具价值的

要素，是城市魅力和活力的彰显，是城市品牌形象

的精神和灵魂；后者是城市资源在时代发展过程中

的重新整合规划，是城市潜在实力的再开发，是城

市品牌形象建设的内容和重点。当然，能把历史文

脉、资源环境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使两者在城市

品牌形象建设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和价值是最好的，

如被称为“岛城”的青岛和“滨城”的大连可以说是

既遗传了优良的先天基因，又充分利用并创造了后

天环境，赋予了其历史名城、旅游城市、花园城市、

品牌城市、工业之城、文明城市等诸多殊荣，在国内

城市综合竞争力位居榜首。

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的建设就是要结合株

洲的发展历史、现实情况、未来愿景，把株洲建设成

为长株潭两型社会的典范和标杆，甚至是国家两型

社会的示范城市，树立两型品牌形象。经过八年的

努力，株洲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园林城市、宜

居城市、交通模范城市，为我国城市走两型化发展

道路树立了新典范，但要把株洲建设成为具有独特

地域文化特征、形象鲜明的两型城市的标杆，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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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的品牌理论指导城市建设。长株潭两型社

会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针对城市品牌形象

方面的研究甚少，仅有株洲城市品牌形象调查与营

销启示－基于城市居民视角，［１］株洲城市形象的定
位研究，［２］长株潭一体化中株洲城市旅游形象的塑

造，［３］长株潭城市形象品牌效应研究［４］等若干，而

株洲两型城市品牌的研究基本没有。根据孙湘明

城市品牌形象系统研究［５］提出来的四维系统结构，

两型城市品牌形象主要由精神、行为、视觉、空间环

境等四大识别系统构成。精神识别系统是两型城

市品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导向；行为识别系统

是两型理念和城市精神的行为外化表现；视觉识别

系统是精神理念通过视觉设计后的物化形式；空间

环境识别系统是两型理念在宏观的城市规划、中观

的空间环境设计和微观的两型技术上的三维、四维

及多维化体验。这四个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

图１　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识别系统

　　一　株洲两型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就是要唤起市民主体意识的觉醒，确

立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的坚定信念，让城市

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的振兴。从宏观来看，城市精神是城市整体价

值观念与市民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城市品牌形

象的抽象概括和哲学表达，是城市存在的灵魂；从

中观来看，城市精神是城市的职能定位、发展理念、

发展战略与目标；从微观来看，城市精神是城市资

源、能源、经济、产业、人口、交通、环境等方面的规

划建设，可以通过城市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空间环

境识别的建设使其具体化、具象化，是城市精神的

物化表现。

（一）株洲市城市定位、职能

株洲市城市总体规划第６次（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中将株洲城市性质和职能定位为我国南方重要的

交通枢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湖南省新型工

业基地，中南地区重要的商贸和现代物流中心，面

向海内外华人的炎帝历史文化纪念地。

（二）两型理念与株洲精神

根据历史沿革及现状，结合城市定位、性质和

职能，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

象的精神理念可以提炼为：高新技术主导下的工业

精神，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商贸、物流、交通一

体化的服务精神，彰显了优越的地理位置；炎帝文

化符号导向下的本土文化与现代开放多元的时代

文化融合后的生态、宜居、乐工、尚学、康娱的休闲

精神，体现了株洲人的生活态度。两型工业、两型

服务、两型休闲的城市精神凸显了株洲的经济基

础、地理优势、人文历史，因此，经济、自然、人文构

成了株洲精神识别的三大结构体系。这与长株潭

城市群城市形象由三个重要部分组成：城市经济、

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文化［６］不谋而合。

　　二　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行为识别系统”

　　（一）“行为识别系统”的结构体系
从行为识别的主体可将其分为政府、企业、公

民、城市活动等。政府行为识别是行为识别系统的

导向和主体，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包括政策、政府

群体行为、政府行为与形象；企业行为识别是城市

形象识别的代表和标杆，是城市形象的窗口，分为

企业内部识别和外部识别行为；公民行为识别是城

市识别的显性表现，是最直接和影响最广泛的因素

之一，包括公民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公民行为与地

域文化；城市活动是城市行为识别建设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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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方法，包括城市节日、经济活动、公益活动、

品牌营销与推广。

（二）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行为识别系统”

建设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是行为识别建设的重点，

公民行为识别是行为识别建设的难点，城市活动是

行为识别建设的助推器。

政府行为识别主要体现在政府行为、政策行

为、政府形象。株洲市政府行为应树立为绝大多数

人服务、关爱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

观，提高政策落实、管理协调、公平廉政执法、公共

服务能力及效率等，体现行为的倡导力、行动力、创

新力。建立健全城市规划管理法规、城市环境保护

法、城市交通法规、阶梯水价电价政策、垃圾无害化

回收处理政策等，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

营等各部门的行动上，努力建设公平、正义、法制、

廉政、诚信、低碳、环保、节能、文明的两型政府

形象。

株洲市是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工业基地，现已有

电力轨道中国南车（中车）、航空工业６０８所、电力
机车研究所、时代新材、北汽集团、硬质合金等具有

高新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建

成了栗雨、田心、董家
#

工业园，但这些能够凸显两

型产业升级转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对外、对内宣传方

面与株洲的联系甚少，没有达到通过企业宣传、展

示城市的效果。那么，须把两型社会建设与两型企

业建设融为一体，构建企业内部与外部行为识别系

统，把企业的生产建设和员工的行为、语言、举止等

内部行为识别做成株洲市两型社会行为识别的亮

点，使企业对外展销、宣传、交流等行为及企业形象

成为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对外的窗口，通过产业、企

业、产品传播城市形象，通过义务捐助、公益活动、

公益广告、产品推广等行为活动树立两型城市品牌

形象。如青岛、深圳、义乌通过家电企业、科技研

发、小商品及电商为这些城市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并

走向世界。这一点在株洲市两型城市建设中是一

个薄弱环节，有待努力提升。

公民行为识别是株洲市两型城市品牌建设的

重点，亦是难点。两型城市的建设要落实到个体的

人的行为上并形成自觉的群体行为才具有实际意

义，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公民个体行为具有随意

性、多样性、复杂性，但恰恰是这部分占了较大比重

的市民是两型城市品牌建设的决定性要素，因为两

型社会、两型城市品牌的构建最终是由人创造，也

是由人决定的，如果每一个个体不践行“两型理

念”，不落实“两型行为”，两型社会、城市终会流于

理论、政策、形式，在没有管理人员强制性监督的情

况下株洲市民穿越城市道路的现象频频出现。虽

然株洲有炎帝文化、茶陵南宋古城墙和工农兵政

府、渌江书院及杜甫、朱熹、徐霞客诸多历史人文文

化，但其只能成为历史文化符号，而不是现实的文

化需求。因此，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建设公民行为

识别体系，一是通过制度、法规来约束其行为；二是

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的宣传教育引导个体行为；三

是通过城市文化建立城市精神并潜移默化地熏陶、

影响其行为。前两种更多的是通过管制约束，后一

种是通过城市精神文化的内化改变公民的思想意

识，使其形成自觉的行为习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

中沉淀成株洲人的精神理念，最终形成具有株洲地

域特征的文化符号，这是最为彻底和持久的，也是

最难实现的。

株洲两型城市活动可通过以下途径创建，以

“两型”为主题的义务植树、节水节电家庭或社区

评选、街道公园河道清洁、搭载乘车低碳出行（私家

车可借用“滴滴”系统）等城市节日；以地域文化及

品牌推广为特色的服饰文化节、商贸交流展示节、

美食节；以关爱为主题的孤寡老人帮扶、孤儿及留

守儿童扶助、旧物捐赠或互换活动等。正如 ２０１６
年春天“天易集团”在神农湖公园种植樱花树苗及

个人认领活动，见图２，既体现了企业践行两型理
念，同时又是企业宣传的窗口，加强了企业与城市

的联系，树立了良好的“两型”企业形象。诸如此类

的活动就可以作为城市公益活动节日固定下来，成

为株洲市城市活动行为识别系的一类。株洲城市

活动行为识别的发展还有赖于发动政府、结合企

业、联合市民，不仅要凸显“两型”行为，而且要体现

人文关怀、人情关爱。

图２　株洲神农湖公园天易集团种植的樱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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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视觉识别系统”

　　（一）“视觉识别系统”的构成要素
城市视觉识别系统的核心是视觉符号，即通过

文字、图形、色彩、形态等视觉元素使复杂的城市信

息用简约、理性、条理化的符号进行表达，以提高城

市识别力，增强城市记忆，强化城市文化内涵。广

义的城市视觉符号包括城市所有的二维和三维物

象符号，如城市标志、色彩、导识、空间环境等。狭

义上的则指城市标志、城市象征物，城市标志是核

心，代表城市整体形象，城市象征物是城市标志的

补充，以更形象化的视觉传达城市中非物质化的精

神与理念，给人以心理暗示。如重庆的城市标志用

两个人组成一个“庆”字，即“双重喜庆”形象地阐

释了城市的名称和“以人为本”的城市精神。普遍

的视觉识别主要指狭义的城市标志和城市象征物。

图３　重庆城市标志

（二）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视觉识别”的建

设思路

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的标志应体现“两型社

会”和“株洲城市”的双重特点和本质属性，是株洲

历史发展、时代变迁、文化精神、未来愿景的浓缩。

标志设计可从精神理念、人文情怀、地域特征、发展

战略等四方面进行城市内涵要素的整合。首先应

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及“火车头带动下的现代

工业文明”等城市精神、文化价值等作为核心，对城

市性质、发展方向及意向有共同的认识，并产生归

属感；其次可将株洲炎帝农耕文化、革命根据地文

化、服饰商贸文化、交通物流服务文化等传统与现

代、本土与外来文化融为一体，凸显株洲的人文风

貌、时代特征等文化价值体系；再次可依托山水环

绕、青山绿水的地理地貌、气候特征等，强化生态园

林城市、滨水风光城市的理念；最后可将以上三者

融合成城市发展战略体现在城市标志中，深化并细

化城市品牌形象的可操作性。

城市象征物主要包括市树、市花、市鸟、吉祥物

等，株洲可从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经济特点、代表

建筑提取设计要素，使城市象征物集中体现株洲精

神，以得到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可。第一要抓住株洲

的地形、气候、地质、水文、植被等特征，如罗霄山、

酒埠江等自然风景是城市象征物的本体，是构成城

市视觉形象的物质基础。第二以炎帝文化遗址、茶

陵南宋古城墙、茶陵工农兵政府、渌江书院及杜甫、

朱熹、徐霞客诸多历史名人和现代化工业新城等历

史人文景观体现城市人文特色的视觉形象符号。

第三可从典型形象入手，将能够代表株洲城市象征

物的建筑、雕塑等识别要素图形化、符号化为能够

彰显株洲独特个性魅力的视觉形象，如悉尼歌剧

院、巴黎埃菲尔铁塔、北京故宫和央视大楼都是该

城市的标志象征物。

　　四　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空间环境识别系
统”

　　（一）“空间环境识别系统”的两个层面
城市空间环境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由物质

空间环境和人文空间环境融合而成的为特定的城

市人群所使用的存在于城市建筑实体之外的开敞

空间和环境等物质实体。土壤、山体、岩石、水体、

阳光、大气、植被等所形成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与

人工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设备、设施、绿

地、花卉、景观构成了城市空间环境的物质层面，他

是人们对城市最为直接和感性的认识。同时，城市

空间环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空间环

境下而产生的，因人的存在而被赋予了时代的印

迹，反映了一个城市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科学技

术、经济贸易、政治导向、政策方针、历史文化、民俗

风情、审美情趣、情感需求、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等

不易被觉察但却真实存在的隐性文化，是城市空间

环境的精神层面，他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显性存在

的城市物质空间环境，同时，物质空间环境亦是城

市精神文化理念的直观反射。

（二）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空间环境识别”

的战略解析及困境分析

在两型社会建设的推动下，株洲市河西新区在

规划和改建中“空间环境”有了质的提升，场所识别

性强，精神符号明确；但河东老区基于历史和发展

的多重矛盾，某些片区“空间”秩序混乱，“环境”质

量较差，空间及精神识别性弱。

利用株洲山、林、江、河等自然资源及景观要素，

构建株洲辖区、市区、核心区山水相依、绿树如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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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环境场所。保护好东南部云阳山、罗霄山，桃源

洞国家森林公园和原始次森林，大京、官庄、酒埠江

水库和珠廉、龙渣、东坑瀑布景观以及罗霄山及其余

脉，为山水城市、园林城市、环境友好城市建设奠定

生态基础。将市区西侧、北侧、东南侧的山岭和山林

建设成外围生态圈，通过组团生态隔离带将城区外

围的生态要素引入市区，与城区内绿林、绿地、公园

有机结合，建设面（城市公园、森林公园、休闲公园、

植物园）、线（湘江、河港、道路、园区）、点（交通广场、

桥头绿地、住区游园、零散绿地）互为融合的绿地景

观系统，形成园、环、楔、廊有机联系的城市绿地系

统。以湘江水域为主体，结合枫溪、建宁、白石、霞湾

四港及湖、塘、池、溪和洼地设计水景，并使其与绿

化、花卉、亭廊榭桥等融为一体，塑造观玩皆宜、动静

兼具、丰富多样的水景景观。通过自然和人文融合

后的地标性景观及空间环境强化地域识别性及株洲

的精神文化，如一桥西桥头广场用蒸汽机车、电力机

车、动车、株洲铁路史壁画凸显了株洲工业城和火车

头精神，沿江风光带的河岸沙滩、长廊古道、酒吧文

化街、圆形剧场、革命文化墙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

场所，以炎帝雕像为中心的神农太阳城则把商业文

化与公园景观相融合，创建特有的空间环境场所和

城市品牌形象。

当然，株洲河东老城区的空间环境存在一定的

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河东芦淞火车站服饰商贸

中心建筑密度大、人流量大、空间拥挤、环境质量

差，缺乏立体交通疏散设计的老火车站周围交通量

大与交通容量小之间矛盾突出；合泰路小服饰加工

业造成空气、噪音污染大，特别是合泰路服装运输、

物流等大型货车与手推车、摩托车、汽车混行，不仅

堵车严重，而且加大了交通危险性；服饰商贸中心

的购物环境缺乏人性化设计，步行商业街没有任何

休息服务设施，商贩地摊乱摆放，吵杂的音乐和叫

卖声使行人只能匆匆而过。火车站、服饰商贸城、

金融中心是河东老区的核心地段，中心区交通环境

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提高也有助于中心区服务业

的集聚，［７］因此，首先要把服饰制造业和物流移到

市区外围，对服饰产业、物流交通进行系统规划；其

次是对火车站老城区的商贸、交通、环境进行改造

整治，缓解因人口多、道路窄、建筑密集、交通拥堵、

环境恶劣引发的矛盾。

城市品牌形象是一个城市内在综合实力、外显

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在公众心目中形成的对城市

的具体感知、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株洲两型城市

品牌形象的构建必须以长株潭城市圈两型社会的

构建为依托，综合考虑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等城

市的职能定位、产业结构、经济重心、交通方式、文

化特色、资源能源、自然环境、人口规模、城乡统筹

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规划、科学管理、技术创新，

使城市发展、经济效益以节约资源能源为基础，增

强环境意识，减少排放、治理污染、改善生态，将两

型理念融入到城市精神系统、行为系统、视觉系统

和空间环境系统的有机统一体中，提高株洲城市的

吸引力和环境竞争力，塑造两型城市品牌形象的典

范。当然，株洲两型城市品牌形象的建设非一朝一

夕，这是一个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系统工程，

从顶层规划到每一个街区或每一栋建筑的高度、形

态、色彩，从国家政府到每一个公民，都是系统里面

的一个要素、一个因子，两型城市品牌形象建设的

优劣不仅取决于宏观的战略规划，更有待于每一个

公民文化素养的改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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