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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与建设 

李 艳
1 

(四川大学，成都 610064) 

【摘 要】:本文在企业识别系统 CIS经营原理基础之上，运用城市旅游形象识别系统 CIS，从人一地感知和人一

人感知角度入手，提出了建设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诸多措施，使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与建设更具有说服力和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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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旅游形象概述 

城市旅游形象是指城市旅游者在游览城市的过程中，通过对城市环境形体(硬件)的观赏游览和对市民素质，民风民俗，服

务态度等(软件)的体验所产生的城市的总体印象[1]”。城市旅游形象是一个综合概念，它不仅反映了整个城市作为旅游产品的特

色，还对指导城市建设、发展城市旅游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城市作为一种新的旅游资源，学者们对城市旅游形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国内主要有李蕾蕾的《旅游形象定位初探

一兼析深圳景点旅游形象》，何银武、彭剑的《塑造成都旅游形象》，金卫东的《城市旅游形象浅析》以及庄志民、屈海林等人

的论文。国内第一本系列探讨旅游形象的专著是李蕾蕾的《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书中提出了形象策划 TDIS这一新模式。 

本文对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研究着重从游客认知角度出发，对人一地感知和人一人感知两个方面进行详细地论述，提出了

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与建设所需要的方法和措施。通过运用城市 CIS原理，意在为城市旅游形象的建设提供新的思维方式，

使区域旅游规划更加务实和有效。 

二、重庆城市旅游建设现状与问题 

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它不仅拥有众多的旅游资源，还拥有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重庆的城市旅游形象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三大广场(人民广场、朝天门广场、解放碑广场)、滨江路、灯饰工

程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传重庆城市旅游新形象的作用。 

虽然重庆城市旅游形象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重庆的城市旅游形象建设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

题:对旅游市场的识别与分析不够全面;没有特别强调重庆的地方文化，没有加大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不高等。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观念滞后，没有长远规划，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实施重

庆城市旅游形象战略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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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重庆城市旅游形象战略(城市 CIS 原理) 

城市形象识别系统 CIS 即 City Identity System，是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 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基础之上提

出的，包括城市经营理念、城市精神、市民形象等内容。它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市场识别、文化识别、视觉识别和行为识别。 

(一)城市 MI(Market Identity)要素的建设 

市场识别在整个城市旅游形象识别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关系着城市旅游形象的定位，关系着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市

场识别分为区域背景下的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形象定位三部分。 

对于重庆，国内旅游市场主要是以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主，以西北、西南、华中以及东

北地区为辅。海外旅游市场:重庆接待入境旅游者主要来自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其中美国和日本游客人数

最多，仅 2000 年，美国游客就达 5.97 万人次，日本游客达 4.58 万人次，二者占据了整个国外客源市场的 60%，是国外客源市

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德国、英国、法国、韩国等来渝游客数量相对较少，旅游发展空间大。从港澳台旅游市场来看，2001 年上半年，仅香港同

胞的增幅就达到 36.2万人次，同比增长 20.3%。目前港澳台旅游市场发展稳定，是我市旅游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将重庆的目标市场进行如下定位:以港澳台，美国，日本，以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角洲地

区为核心目标市场，做好城市旅游形象定位;以东南亚地区以及西北，西南，华南地区为基本目标市场，扩大宣传的力度和广度。 

总之，从 MI的识别来看，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必须考虑目标市场的需求。多年实践证明，核心目标市场中的大部分游

客对重庆抗战文化并不感兴趣，他们喜欢的是长江三峡，山城夜景等自然景观。同时因为中国北部有北京，西部有西安，所以

重庆以“西部陪都’夕作为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必将处于两大古都的形象遮蔽之下，旅游发展将会受到很大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以“魅力新山城”作为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重新定位更为贴切，既突出新世纪，新重庆，新气象，又着重

指出了重庆迷人的新魅力。 

(二)城市 CI(Culture Identity)要素的建设 

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具体化的物质实体。共有的价值观和意

义体系在都市中表现为历史遗存，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判断标准[2]。 

城市旅游形象向游客展示的是某种文化的内涵，以促成游客对该文化的认识与参与。 

重庆远有古巴渝文化，中有抗战文化和红岩革命文化，近有现代都市文化，在各阶段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化，这在很多城

市中都是不多见的。随着直辖市的确立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重庆的都市文化、饮食文化、节庆文化、商贸文化更有名扬四海

之势。 

在文化识别方面，重庆市已经做了一些努力，例如利用媒体大力宣传巴渝文化等活动。但是就整体来看，城市的特色文化

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体现。要加大城市文化内涵，首先，要通过多种形式有意识地宣传重庆的地方文化。其次，进一步做好

文化传播，通过电视、广播、报刊以及互联网，加强对重庆文化的宣传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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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重庆丰富多彩的文化要加大保护的力度。 

(三)城市 VI(Visual Identity)要素的建设 

作为城市视觉要素的构成，从广义上包括人一地感知系统和人一人感知系统的综合规划和设计，如旅游地标识符号系统、

旅游服务、居民行为、地方风俗等等。城市的视觉识别是城市旅游形象建设成败的关键。 

1.人一地感知系统的建设 

人一地感知形象的建设侧重于城市形象硬件给游客的感官感受，特别是视觉感受，是游客产生满意度的前提。所谓形象硬

件是由城市内部及其周围的风景名胜区，城市园林，城市建筑，绿地，街头小品，博物馆，纪念地和旅游服务设施等环境形体

组成，它主要是通过对感官上的直接刺激，给城市旅游者产生一个物质形态上的印象。 

形象硬件是城市游览的主要对象，也是城市旅游形象形成的物质基础。良好的形象硬件将会使旅游者产生良好的审美效果，

留下深刻的印象。 

旅游地标徽:旅游地标徽包括旅游地的标志和徽章。重庆的标志性建筑是著名的解放碑，但在徽章的设计与制作方面目前还

是一片空白。重庆旅游形象的徽章设计可考虑长江三峡、大足石刻、朝天门码头、重庆人民大礼堂等特色景点，通过徽章的设

计和宣传，使游客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形成固定思维，有利于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传播与强化。 

以人为本:不要过分追求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应该着重强调城市“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人性化”的因素[3]，多设立步

行街、草坪、多功能广场，使现代化的都市真正成为市民喜欢的人性化城市。 

重庆近几年来投入资金修建了三大广场、解放碑步行街，使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人性化。不过我们还应注意的是在广

场、步行街的规划和设计上要多考虑市民的实际需要，同时注意建筑物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等问题。 

城市出入口:城市出入口是城市对外的窗口。对于重庆而言，江北机场、火车站、朝天门码头就显得相当重要。虽然重庆已

经对这些窗口进行了必要的整治，但在体现文化方面还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应该在这些城市出入口处多设立一些具有地方文化

标志的小品，特别是能够体现巴渝文化的龙蛇标志等。 

景区景点:城市及周围的著名景点将是城市旅游开发的主要载体。重庆近几年来加快了景区建设，设立了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不仅如此，还修建了永川野生动物园、金刀峡、天坑地缝等景区，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忽视了保护方法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要注意，对于一些自然保护区，人工建筑要融于自然，不能破坏山水的意境;对于人文景观，

恢复其本来面貌是关键，切忌一些破坏性建设。例如，磁器口老街上不能有现代化的建筑物和街头小品，否则，老街的文化价

值将大打折扣。 

旅游饭店:截至 2000 年底，全市星级饭店 83 家，其中三星以上饭店就达 30 家，星级饭店的建设基本上达到旅游饭店的要

求，但是就重庆整个饭店业而言，还存在着数量多，质量低，分布不均，结构失调的问题，应该在全市建设以星级系列饭店为

主，以普通饭店为辅，高中低档结合的旅游饭店体系[4]，同时加强饭店个性化服务，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突出地方文化。 

2.人一人感知系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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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人感知形象侧重于旅游地的民风民俗，居民态度等能深刻影响旅游者内心感受的形象软件。它虽然不能直接给城市旅

游者产生物质形态上的印象，但对整个旅游形象的形成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反映的是城市的主体一人的精神面貌，这种

精神面貌所产生的印象和城市物质形态印象经过城市旅游者心理叠加共同形成一个城市完整的旅游形象。 

民风民俗:重庆作为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民风民俗，例如:磁器口的庙会，铜梁的龙舟会，南山的樱花节

等等。由重庆市旅游局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的各项民俗文化节，使重庆特有的民风民俗得到了很好的宣传。 

我们在开发此类旅游项目时，不只是对民风民俗加以保护更重要的是让这些民风民俗得以传承! 

居民形象:重庆人给人的印象是“耿直”、“豪爽”，这只是停留在浅层的文化上。从深层文化来看:重庆人勇刚烈、勤劳勇敢、

精明能干。但是，如此可贵的重庆精神却受到许多恶习的影响。 

例如:部分重庆人不讲文明礼貌，不遵守交通规则等。因此，我们对这些现象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大力提倡做优秀市民，做

热情好客，文明礼貌的重庆人，为重庆旅游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氛围! 

(四)城市 BI要素的建设(Behavior: Identity) 

城市旅游行为形象主要是旅游业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与水平，旅游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水平以及旅游市场法规等。通过良好

的行为形象的塑造，能使游客强化心中的视觉形象，并使这种形象升华为综合的感知印象，这种升华体现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 

从业人员管理:一直以来，重庆市都很重视对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技能培训，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开展教育培训工作，

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市应该在此基础之上强化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严格专业训练，提高服务质量，树立重庆旅游行业

文明、进取、健康的新形象。 

旅游企业管理:重庆市旅游局完成了“重庆长江三峡旅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备组建工作，实施了重庆海外旅业集团的改革

等等。但就整体而言，重庆仍旧缺乏实力雄厚的旅游大公司，多为一些中小型旅游公司，甚至很多家庭式旅游公司，这些企业

不能承担风险，没有质量保障。 

因此，我们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树立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大力发展跨国旅游公司，建立国际旅游企业联盟。 

旅游市场管理:重庆市近年来加大了市场执法力度，狠抓了旅游质量监督管理。由于加大对旅游市场管理的力度，仅 2002

年春节“黄金周”的旅游投诉与 2001年春节相比就下降了 66.7%。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加大对旅行社、旅游市场的管理监督力度，组建旅游稽查队伍，建设游客投诉中心，确保国内外旅游

者的合法权益。 

总之，城市旅游形象识别系统 CIS是城市旅游形象建设的重要保证，它将为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和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相信，在祖国西部大开发的春风中，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重庆城市旅游形象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重庆的明天将更

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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