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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形象策划的操作模式研究 

程金 龙 

(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1191) 

摘 要 城市旅游形象策划的操作模式是城市旅游形象开发规划实践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 

运用系统论思想、可持续发展理论、市场营销学原理和管理学等基本理论，尝试构建了城市旅游形象策划的 

操作模式框架，并对城市旅游形象策划的核心流程进行了系统分析。 

关键词 城市旅游；旅游形象；操作模式 

A Study of the Operation Mode of Urban Tourism Image Planning 

CHENG~nlong 

(ShengDa Economics，Trade&Management Colleg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1191，China) 

Abstract：The operation mode of urban tourism image planning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conceming urban tourism 

image planning practices．Guided by system theor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and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the— 

ory，the article attempts to build an operational mode for urban tourism image planning and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re procedures of urban tourism image planning practices． 

Key words：urban tourism；tourism image；operation mode 

我国当前对城市旅游形象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 ，很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探 

讨[卜引。城市旅游形象研究大部分现有的成果，几乎都沿袭这样一个模式：提出相关概念或指出构建旅游形 

象的必要性——分析评价城市旅游资源——形象定位——设计出城市旅游形象或提出旅游形象口号——营 

销推广。这种模式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以致不同学者对不同地域的形象构想和分析有雷同倾向，在研究方法 

上也缺乏创新，可操作性不强。 

本文在参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和考察国内城市旅游形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城市旅游形象的 

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式，并试探性地提出了一套可操作的城市旅游形象策划流程，希望能为城市旅游业的健康 

快速发展提供帮助。完整的城市旅游形象策划实践，一般应包括如下 7个步骤：形象调查分析与诊断、形象 

定位模式与竞争分析、主题形象策划、微观形象策划、形象要素空间配置与协调、形象塑造推广与传播、形象 

评价与管理。 
一

、 城市旅游形象调查、分析与诊断 

(一)成立城市旅游形象工作委员会 

城市旅游形象的调查分析与诊断应在城市旅游形象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应在旅游局和政府宣传 

部门的组织下，由相关部门参与协作，成立领导小组，与科研机构合作，邀请专家和公众代表，组成工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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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城市旅游形象策划的操作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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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 市旅游形 象专 家工作委 员会 

会，共同组建设计队伍(见图 1)。其任务是确定目标、制定工作计划和技术路线、进行部门协调和调查研 

究、提交方案、宣传促销、督促实施等 4̈J。 

(--)形象调查与分析 

1．形象调查 

形象调查主要包括时间调查和空间调查。在时间上，调查显然要包括各项内容的过去、现状及未来发 

展，可称为历史形象调查、现实形象调查、发展形象调查；在空间上，调查则分为内部调查和外部调查，如市场 

分析中的形象认知调查既要调查城市内、也要调查城市之外的有关部门和公众，了解他们对城市旅游形象的 

看法和评价。调查的方法可应用定点和随机等方法，可以是现场考察、问卷和座谈等多种形式。 

2．形象分析 

形象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地方性分析、市场分析及形象替代性分析。 

(1)地方性分析 

地方性分析，也可称为地格分析，或叫地脉与文脉分析，内容包括 5个方面：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传 

统、社会心理积淀、旅游产业现状和城市经济发展。 

自然地理特征分析旨在把握旅游城市在地理方面与区域内外其它城市截然不同的特征 5̈ ；历史文化传 

统分析主要是对旅游城市的历史过程和文化传统进行考察分析；社会心理积淀分析更多地揭示城市所在地 

域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地域文化所折射出来的市民心态；旅游产业现状分析旨在明确旅游城市产业发展的 

整体现状，从而为确定城市旅游核心形象、辅助形象、延伸形象提供依据；城市经济发展分析主要是从旅游业 

的关联性与乘数效应的角度出发，构建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平台，从而为形象产业价值链提供逻辑支撑。 

(2)市场分析 

市场分析主要是分析旅游者对城市形象的认知与偏好，目的在于揭示公众对旅游城市的认知、态度、印 

象和预期。 

(3)形象替代性分析 

形象替代性分析是在城市旅游发展背景和形象现 

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城市所在区域内外的其它城市的 

形象空间格局和联系，以及未来可能发展和创新的方 

向，为独特性形象的构建提供依据(见图2)。 

(三)形象导向模式的确定 
城市旅游形象 自身具有多样性，但它并不意味着一 图2 城市旅游形象替代分析图 

个城市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旅游形象。城市旅游形象导向模式的确定主要依据目的论和比较优势论。 

1．目的论 

政府在决定城市旅游形象的优先发展权时，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首先，某一形象是否符合城市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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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第二，该形象的发展潜质 ；第三，市民的接受程度；fg四，兼顾旅游者乃至国际社会的认同。由此遴 

选出来的城市旅游形象应该对未来的旅游者有足够的吸引力，以使二者互惠互利，达到双赢的目的。 

2．比较优势论 

城市旅游形象具有个性化的特征，这决定了政府在根据城市旅游的发展方向选择形象的同时，还必须充 

分考虑到城市旅游形象的比较优势。这主要表现在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旅游功能优势和外部竞争优势，而旅 

游功能优势表现在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产业三个方面。 

二、城市旅游形象的定位模式与竞争分析 

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就是城市旅游目的地根据资源、市场等优势，通过有效的宣传，在旅游者心 目中树立 

起独特的风格和吸引特质。定位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领先定位法、比附定位法、逆向定位法、空隙定位 

法、重新定位法(再定位)_6』。 

形象竞争分析是制定形象战略的重要基础，主要包括 6个环节：找出谁是竞争对手、描述竞争对手状况、 

分析竞争对手状况、掌握竞争对手方向、洞悉竞争 

对手意图、引导竞争对手的行动和战略。一般而 

言，有 4种因素影响城市旅游形象的竞争，即区域内 

外城市旅游形象的竞争、新的替代形象的威胁、公 

众对形象的压力，以及城市旅游供给中某些要素的 

威胁。 

三、城市旅游形象中的主题形象研究 

主题形象是城市在前期形象调查分析诊断、形 

象定位分析和竞争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 自身特点与 

条件确定的方向性战略发展 目标，是城市旅游资源 

和产品所表现的中心思想。主题形象是标志形象， 

是质量级别、知名度 、影响力最具有垄断的形象，是 
一 个城市旅游形象的代表。对城市旅游形象进行 

设计，关键是主题形象的设计。 

主题形象也是城市旅游地主动对旅游市场进 

行细分的反映，是城市旅游地市场差异化战略的表 

现，其本质是反映出城市最具优势与特色的资源和 

产品，以及主要 目标市场的选择。其内容可分为 3 

类，一是一次性节庆活动形象，二是年度性专题形 

象，三是全面性、长效性的形象。主题形象的确定 

应遵从以下原则 ：总结性、艺术性、简洁性、一致性、 

点题性、系列化。 

四、城市旅游形象中的微观形象研究 

微观形象是由区位、资源、环境、设施和项 目、 

服务、客源、经营管理等要素组成的结构系统，其研 

究应从城市旅游支持系统形象、城市旅游服务系统 

形象、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系统形象、城市旅游游憩 

康乐系统形象等方面进行(见图 3)。通过综合分 

析、评价并优化城市旅游微观形象系统结构，可调 

控旅游形象系统的运行，以达成旅游形象系统的最 

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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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城市旅游形象微观形象要素框架 

城市旅游支持系统形象二城市旅游服务系统形象一 一城市旅游服务系统形象一 一城市游憩康乐系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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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 城市旅游形象策划的操作模式研究 

五、城市旅游形象空间配置与协调研究 

(一)城市旅游形象空间配置的内容 

城市旅游形象系统策划的成果最终要在空间上落实，在城市的各个旅游功能区中体现。城市旅游形象 

空问，主要指城市中的外部空间，它们是由建筑物的实体所围合的，并在建筑物实体之外的空间形式，大体可 

分为点状景观要素(或节点空间)、线状景观要素(或线状空间)和面状景观要素(或面状空间)。 

点状景观要素，最典型的就是以不同街道相互交叉而成的“十”字形、“丁”字形、“x”字形、“Y”字形等路 

口为代表的节点空间。线状空间是指通过形体的排列所限定的空间形式，具有立体的形态美感。与点状要 

素相比，线状要素的尺度和规模更大，涉及到的景观元素也更多，具体主要包括街道和边界线(天际线和城市 

轮廓线)。面状空间是指多样而复杂的立面空间，它由平面空间和曲面空间所构成。城市中，最主要的面状 

空间就是广场。 

城市景观各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城市中人的活动、汽车穿梭、时间改变、季节 

转换、云彩、植物色叶的变化等都会影响到景观要素。在进行旅游形象空间配置时，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影响 

因素。 

(二)城市旅游形象空间配置的协调研究 

1．与城市软硬件建设的一体化 

硬件建设要求城市规划、设计和市政建设融入旅游和园林意识，努力营造城市旅游环境。软件建设要致 

力于培育城市文化，造就一个社会安定、经济规范、市民文明的旅游发展软环境。 

2．与城市整体风格的一致性 

城市旅游空间的美感是蕴藏在整体之中的，即使那些片段也会激发起人们对城市旅游整体风格的记忆。 

城市旅游形象配置应超越对传统旅游空间物质形态片段的修补，而应在整体旅游环境进化的意义上，探究自 

然环境、文化传统和技术美学的结合。 

3．与城市传统空间的统一性 

城市旅游空间特色的探寻，从城市生活的角度上，应促成现代社会生活与旅游空间实体形成相对固定的 

对应关系；从心理和行为角度上，应塑造有识别性的旅游形象，满足受众的审美要求、文化要求和认知要求； 

从经济角度上，应塑造有个性的旅游形象，寻求城市传统旅游空间文化特征的时代认同，同时，减少商业牟利 

行为对城市旅游空间正常演进的影响和干扰。 

4．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延续性 

历史的轨迹对于今天的城市旅游空间往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对传统旅游空间的更新不仅是城市旅游 

物质形态的延续，同时也是旅游空间生活内容的发展。为此，现代的城市旅游形象空间设计要想超越历史， 

就不应去模仿、掩盖或复制，而应挖掘那些传统旅游空间的文化内涵，真实地反映旅游空间的时代功能，表现 

出尊重过去、重视现在、展望未来的形象设计理念，使传统空间在时间发展轴上留下真实遗迹，在空间形态的 

演进中整合地域风貌。 

5．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旅游空间得以延续的前提，将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城市旅游空间形态的更新 

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传统空间功能的现代拓展。在城市旅游形象的实际设计过程中，宜跳出既定的空间形 

态框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注重引导空间持续发展的对策，借助于优化城市旅游结构、恢复社会活力和提高 

空间效率等措施，来改善城市传统空间的旅游质量，实现其持续发展和繁荣进步的目标。 

六、城市旅游形象的推广与传播 

城市旅游形象塑造出来之后，还必须经过相应的形象传播，才能让目标客源市场全面了解和接受，并最 

终形成强烈的共鸣和引发出游动机。 

就推广组织而言，广义上说，城市旅游形象的推广主体是目的地的全部成员；但从操作层面上看，政府和 

企业联合参与目的地形象推广将是未来旅游推广的方向之一。另一条思路是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实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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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创新。第三条思路是“借力”组建“联合舰队”：当本地推广资金、人力不足时，联合其它地区力量进行整体 

推广，形成资金合力、资源合力和经验合力，进而形成竞争力【 。 

旅游目的地形象测量是针对公众(潜在和现实旅游者)对目的地现状、特征等的主观看法和态度倾向所 

开展的量化研究和调查，是城市旅游形象推广的依据。形象测量方法基本可分为两类 ，即“结构法”和“非结 

构法”：前者的基本思路是选取一系列不同的评价因子，运用标准工具，构建评价模型，之后通过采集和处理 

被访者的评价，得到一地的形象资料；后者则使用自由问卷记录被访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描述。 

在推广策略上，可具体采用形象广告策略、旅游节事促销策略、旅游公共关系策略及 Intemet互联网宣传 

等手段。 

七、城市旅游形象的评价与管理 

在城市旅游形象的研究中，对城市旅游形象评价管理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形象评价和形象管理上的弱 

势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旅游形象发展的主要因素l8 J。 

(一)城市旅游形象的评价 

城市旅游形象评价主要指对城市旅游形象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估 ，检测城市旅游实际形象存在的问 

题，为进一步更好地定位和改善城市旅游形象提供依据。城市旅游形象的评价可从实力形象、服务形象和外 

观形象 3方面展开，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见图4)。 

目标层 子系统层 主题层 评价指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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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形 
象 

实 
力 

形 
象 

外 

观 
形 
象 

服务水平 卜__— 办事效率、办公自动化程度、职业道德评价等 

管理水平 卜__— 政府管理素质、廉洁度、政策有效性和稳定性等 

市民形象 卜__— 法制观念、参与意识、竞争意识、精神文明状况等 

文化建设 卜．-— 人均公共图书拥有数、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等 

旅游环境 卜__— 人均绿地面积、空气污染指数、生活垃圾处理率等 

经济水平 卜．-— GDP、人均财政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等 

旅游设施 卜．_— 道路铺装率、每万游客公交车数和宾馆床位数等 

旅游风貌 卜-— 主景区风貌评价、建筑风格评价、旅游标志评价等 

吸引力 人均国际旅游收入、全年城市旅游人次等 

图 4 城市旅游形 象评价 系统 

资料来源：引自张洁，辛建荣，成金华．基于模糊数学的旅游地现实形象评价系统[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O)：134．有修改。 

(--)城市旅游形象的管理 

城市旅游形象的管理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城市旅游形象的动态性、循环性特征，主动及时获取、分析形象 

的最新信息，预测可能出现的形象问题。对已出现的形象问题与形象危机，预备纠正措施方案，根据实际情 

况实施纠正措施，并制定出符合形象实际的科学的形象管理标准。 

八、结论 

旅游城市是多层次、多类型的，按旅游功能类型可分为：资源型，如桂林；历史文化型，如北京、西安；经贸 

型，也称现代综合型，如香港、深圳、上海；宗教型，如麦加、耶路撒冷l9j。显然，对于不同类型的旅游城市，城 

市旅游形象的研究战略和实施策略也应有所不同。本文所探讨的城市旅游形象理论框架与操作模式，主要 

在于总结其一般性规律，在实践操作及应用过程中，应根据对象城市的职能、性质、结构、产业现状等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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囫 城市旅游形象策划的操作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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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积淀 

旅游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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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分析 }．．—— 市场分析 

内部调查 

外部调查 

形象期望 

形象认知 

形象偏好 

形象替代性分析 )_． 可行性论证 

确定城市旅游形象导向模式 

成 
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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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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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城市旅游形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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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性专题形象 l l全面性长效性形象 l J一次性节庆活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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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与设施 I I旅游者认知偏好 I f新增设施项目 

各个旅游功 

能区形象 

系统策划 

城市旅游形象空间布局配置 

形象测量 =二=>l 形象塑造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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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城市旅游形象策划的理论框架与操作模式 

策划新形象或 

改进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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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侧重和修正。 

城市旅游形象策划实践的 7个步骤主要体现在战略决策、计划实施和组织管理 3个层面。从操作实际 

来看，可划分为4个阶段：形象调查分析与诊断阶段、战略策划与实施策略策划阶段、系统策划阶段、实施反 

馈阶段(见图 5)。 

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某个具体城市进行时空两个层面的形象调查，分析该城市的地方特性和市场 

特性，并综合考虑该城市周边其它城市的旅游形象，在形象替代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该城市的旅游形象导向 

模式。 

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结合城市景观、设施、地脉、文脉、旅游者认知偏好及旅游地各类主体的行为，对 

城市旅游形象的总体定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竞争城市旅游形象及该城市现有产品及活动，从核心 

形象、延伸形象和辅助形象 3个角度来确定该城市的主题旅游形象。在主题形象的实施过程中，可将其分解 

为年度性专题形象、全面性长效性形象和一次性节庆活动形象。 

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该城市的主题形象对城市旅游形象进行微观形象策划。微观形象策划主要 

从旅游支持系统、旅游服务系统、空间结构系统和游憩康乐系统 4个方面展开。 

微观形象策划的结果，最终要落实在城市的地域空间上。应结合城市景观设施、旅游者认知偏好、旅游 

设施项目，并综合考虑城市的地域空间特性，对城市旅游形象进行系统策划，并在空间上予以合理配置，最终 

形成形象各异又相互补充的城市旅游功能区。 

第四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城市旅游形象测量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旅游形象的空间配置状况，对城市旅游 

形象进行塑造 、推广和传播，并建立起有效的城市旅游形象评价反馈系统。城市旅游形象管理者、决策者可 

根据城市旅游形象评价反馈系统中的信息，对城市旅游形象进行动态监控管理，并根据实际改进原形象或策 

划新形象，以使城市旅游形象永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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