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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题组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经由城市历史特点、资源条件、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等资料的系统收

集与分析,提出了“世界激情之都”这一新重庆城市形象定位。2008 年 5 月，市委宣传部组织专家进行了研讨，后

经媒体报道，网友积极参与讨论，部分专家和网友也提出了异议。为明辨是非，本文将这些质疑观点归纳为以下三

类：第一种观点是赞成用“激情”定位重庆城市形象，但对定位语中加入“世界”有异议；第二种观点是不赞成“世

界激情之都”，认为其词义太抽象、宽泛、空洞等；第三类观点是建议用“两江文化名城、山水之城、英雄之都等”

作为定位语。然后，重点从城市形象定位的真实性、专属性、导向性、美誉性和认同性等原则出发，对这些质疑的

观点逐一进行剖析，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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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一直是政府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关心、思考和研究的热点，究竟应该塑造一个什么样的重庆城市形象，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整体城市形象定位来看，主要有“宜居城市；活力之都、魅力之都；激情之都、动感之城；西部之都、

人人重庆；神奇西部、热力重庆；生活之都”等六种提法。这些定位虽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重庆的优势，但有些定位是一个城

市的终极目标，如宜居城市；有些定位缺乏相应载体支撑，如神奇西部，而且西部的概念也过于宽泛；有些定位有雷同之嫌，

如动感之城［1］。 

总体上看，这些定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城市诉求和发展目标不明确。从次级城市形象定位来看，各种定位语分别涉及经

济、历史文化、科技、功能、环境、交通、旅游、休闲、消费、饮食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部分定

位其实是重庆在某个方面的发展目标；其次，每一方面的定位语都较多，比如对经济的定位，就有十一种不同的提法，交通有

六种不同的说法［1］。 

为了准确定位重庆城市形象，笔者在 2008 年承担了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新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与塑造研究》，课

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经由城市历史特点、资源条件、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等资料的系统收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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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出 28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分别是饮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重庆火锅、渝派川菜、饮食品牌、饮食街、

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山水都市、长江三峡、乌江画廊、文化遗产、不夜城、茶楼、温泉、长江上游购物之都、时尚理念、

消费市场、驰名商标、名牌产品、行业标志性品牌、区域品牌、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增长极、制造基地、城乡统筹等；然

后，由 28 个概念归纳出 8 个范畴——“文化、美食、美景、旅游、休闲、时尚、品牌、经济中心”；再由 8 个范畴归纳出 5 个

主范畴——“中国文化名城、中国美食之都、国际山水旅游之都、西部时尚之都、中国品牌之都”［2，3］。 

通过对这 5个主范畴的深入分析，发现“激情”是最能代表重庆个性特征的独特资源。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化名城”诠释

的是重庆充满激情的人文精神和城市文化；“中国美食之都”诠释的是重庆充满激情的“麻、辣”美食；“国际山水旅游之都”

诠释的是重庆大山大水的都市风光和壮美的三峡景观；“西部时尚之都”诠释的是重庆充满痛快休闲、激情娱乐、穿着时尚的生

活特质；“中国品牌之都”诠释的是“旺盛”的经济发展和创业激情。 

因此，可以从 5个主范畴归纳出 1个核心范畴——“世界激情之都”，它是对重庆“历史特点、城市文化、特色资源、现实

优势和发展趋势”的最佳表达。因此，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新重庆城市形象的整体定位就是“世界激情之都”（简称“激情之都”）；

次级形象定位是“中国文化名城、中国美食之都、国际山水旅游之都、西部时尚之都、中国品牌之都”［2，3］。 

同时，课题组前期还从定位原则、定位的诠释与解读、重庆人文精神大讨论、外地人看重庆的十大关键词、政府部门和专

家的意见调查等多个角度，对“世界激情之都”这一新重庆城市形象定位进行了全面论证，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同［2］。本课题在

结题鉴定时，也得到了评审专家的一致认可。同时，政府部门的许多工作也契合了该定位，比如：2008 年 7 月，市旅游局把重

庆旅游总的宣传口号定为“激情重庆”；2009年 6月，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办了“城乡统筹新重庆，激情活力小城镇”的评

选等。 

当然，也有少数专家，特别是参加市委宣传部 5月 18日组织召开的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与塑造研讨会的专家，还有一些网友

对此也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4-10］。作为课题组有责任对这些异议进行剖析，以进一步说明该定位语的正确性。希望通过本文的辨

析，能为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和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同时，也欢迎更多专家、市民以及关心重庆发展的朋友积极参与讨论。 

二、观点辨析 

第一类观点：赞成用“激情”定位重庆城市形象，但对定位语提出了异议。认为“世界”二字多余，建议就用“激情之都”

或“中国激情之都”；而有的政府部门建议用“激情重庆”。 

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之所以要加“世界”，这取决于三个方面： 

一是“激情”元素的影响力，是不是在世界范围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发展趋势； 

二是重庆本身的影响力，重庆是不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或者未来是不是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 

三是中国的国际地位，未来在世界的地位是否是国际化的。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那么就应该加上“世界”，显得大气，具

有国际视野，特别是在广告宣传和制作广告牌时有用。当然，在平时的交流中，可以简称“激情之都”，显得轻松。 

那为什么命名“激情之都”，而不叫“激情重庆”呢，首先是考虑到“之都”符合城市形象定位语的习惯，也契合了国际化

大都市的称谓；其次，从语义学的角度，“激情重庆”属于同一定义（即循环定义），意思就是“激情重庆”是“重庆”，这种命

名不妥当。当然，“世界激情之都、激情之都、激情重庆”都是指重庆，都需要进行商标注册，都可以使用，但官方的正式定位

只能有一个——即“世界激情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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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观点：不赞成“世界激情之都”。主要观点是：有的认为“激情”这个词容易从负面理解；有的认为“激情”过于抽

象；有的认为“激情”没有完整概括重庆；还有的认为“激情”这个词太宽泛、空洞，什么场合都可以用。 

（1）个别专家和部分网友认为，“激情”这个词很容易从负面理解，觉得是一个“成人化”的词 

事实上，多数词汇都可以从正面和负面来理解，比如：巴黎和大连的“浪漫之都”，“浪漫”不也可以仅仅理解为“谈情说

爱”吗；杭州的“休闲之都”，“休闲”不也可以理解为“不思进取”吗。“激”，在大多数汉语语境中，是一个欢腾、跳跃、豪

气的词，司马相如曾作《上林赋》：“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毛泽东也有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

激”。激情，《现代汉语大词典》释为“强烈激动的情感”，这种强烈激动的情感可以触动人的性格、融入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人

的精神和状态，它是人生的活水，是生活的电光石火。 

激情，便是洒脱奔放、热情豪爽的性格，是乐观向上、直面人生的生活态度，是永远昂扬、无所畏惧的斗志，是对命运、

对选择、对环境奋斗不屈的精神，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对生活充满希望、对每一种美好事物执著追求、尽情享受的心理状态。

生活需要激情来添彩，事业需要激情来推动，人生需要激情来描绘，城市需要激情来点燃。激情作为人类共有的情感，是推进

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我们把新重庆城市形象定位为“世界激情之都”正是这个寓意。北京奥运的宣传口号不也有“激情成就梦想”吗，它代表

的是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境界。 

总之，“激情”有太多正面的涵义，更重要的是“雄伟壮丽的三峡、大山大江的自然风貌、豪迈大气的性格特征、鲜香麻辣

的美食、富有动感的城市建筑和道路桥梁等等”都赋予重庆“激情”，那为什么不可以用“激情”来定位城市形象呢？ 

（2）有专家认为，“世界激情之都”过于抽象 

理由是：城市形象定位语不应该有过多的解释。从理解的难易度，可以把城市形象定位语划分为“抽象”和“写实”两种。

通常，“写实”的定位语通俗易懂，比如：维也纳的“音乐之都”；长春的“电影梦工厂、绿色汽车城”；景德镇的“中国瓷都”；

洛杉矶的“国际影都”等，但这类城市多数都是优势资源突出或较少，这些资源已经产生相当的口碑效应，易于定位。 

而对于城市形象资源丰富的城市（如重庆），应该采用“抽象”的定位语，否则无法涵盖城市历史、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

至于说“不需要过多解释”，这句话是不对的。试想：一个根置于城市人文精神和民俗文化的“抽象”定位，没有经过任何的宣

教过程，大家突然听说，马上接受是很困难的。 

原因不是因为“激情”这个定位不准，而是因为重庆人文精神是什么，至今没有定论，各种理解“五花八门”，比如：火辣、

豪爽、耿直、热情、开放、激情、坚毅等等；而且越是“抽象”的定位，越需要宣传和诠释，越需要利益相关者的长期体验和

感知，才能深入人心。 

事实上，“抽象”的城市形象定位是最有生命力的，最难替代的，因为它根置于文化、民风、民俗等，而且又以现实优势和

发展趋势作为支撑，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底蕴，给利益相关者以遐想空间，也便于传播（因为它本身就是对城市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它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历久弥坚。 

相反，“写实”的定位则缺乏文化底蕴，比如基于某种产业优势的定位，随着时代变迁，难保产业优势不会丧失，而且这种

定位非常单调。比如：“中国药都”很多城市都在“争”，有河北的石家庄、安徽的亳州市、甘肃的定西市、江西的樟树市等。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的“激情”是最值得珍惜的人文资源，因为它已经深深地融入在重庆人“豪迈大气”的性格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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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水”的自然地貌中、鲜香麻辣的美食中、富有动感的城市建筑和道路桥梁中„„可以说，它已经根置于重庆的“人、事、

物”中。这无疑是“城市之福”。 

（3）有专家认为，“激情”这个词太宽泛、空洞，什么场合都可以用 

“激情”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使用较频繁的词汇，但目前还没有城市把“激情”作为形象定位语。如果说“宽泛”，那么巴黎

和大连的“浪漫”、杭州的“休闲”是不是也很宽泛、空洞，什么场合都可以用呢？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考察定位语是否与这个城市的历史特点、城市文化、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相符，

也就是定位语是否具有“真实性、专属性、导向性、美誉性和认同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定位语无疑就是好的。需

要强调的是：城市形象定位语不是简单的喊口号，也不是标新立异，当然也不是创意。 

城市形象定位语一定是城市历史、文化、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的自然生发，越常用的词汇越好，因为它贴近人们的生活—

—真实。城市是由人构成的，市民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和人文精神赋予了这个城市特定的灵气，城市形象定位就是对这些特

质和资源的凝练。 

城市形象定位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向利益相关者传达城市诉求，吸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支持和贡献，从而促进城市更好地

发展，另一方面是要引领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而城市建设和发展又是以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和精

神文化需求为终极目标。由于“激情”是对“火辣、豪爽、耿直、热情、开放、激情、坚毅”的凝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激情”这个词太宽泛、空洞，什么场合都可以用，不正好为重庆城市形象塑造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宣传空间吗？ 

（4）有专家认为，该定位没有完整概括重庆 

理由是：“世界激情之都”无法把重庆城市形象概括完整；重庆的移民文化历史很悠久，这其中就体现了重庆人的大度和包

容；重庆城市形象定位应该有文化味道。 

这里的关键是要把重庆的人文文化弄清楚，有哪些？而“激情”对于重庆而言，恰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词语，因

为它体现在重庆人“豪迈大气”的性格中、“大山大水”的自然地貌中、鲜香麻辣的美食中、富有动感的城市建筑和道路桥梁中；

它也是多数专家、市民和外部观者对重庆人文精神或形象普遍认同的一些词汇，如：火辣、豪爽、耿直、热情、开放、激情、

坚毅等等的凝练。其中，该专家所说的“大度和包容”不就是“开放”之意吗？ 

至于“重庆城市形象定位应该有文化味道”，不知道这个“文化味道”是指什么“文化”，难道上述这些词汇不具有“文化

味道”？ 

第三类观点：不赞成“世界激情之都”，建议用其它词语定位。比如：在重庆城市形象定位语中加入“三峡、山水、山城”；

或直接定位为“两江文化名城”；“山水之城”、“桥都”；“英雄之都”等。 

（1）有专家建议，在重庆城市形象定位语中加入“三峡、山水、山城等”。 

确实有许多城市是以历史、产业、区位、自然等来定位城市形象，但重庆城市形象资源丰富，这是一个幸福的难题。对重

庆而言，不宜用“写实”手法定位整体形象（次级形象可以）。因为首先它无法涵盖城市的历史特点、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缺

乏底蕴和内涵；其次，“写实”定位也会局限重庆的发展，而且显得很单调，缺乏想象空间和联想；再次，由于“写实”的定位

很单一，因此无法统领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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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专家认为，“世界激情之都”联想不到是重庆，基本上看不到历史文脉，比如抗战文化就未能很好地表达；两江文

化名城这个称谓更适合。由此，重庆的城市形象定位应为“山水之城” 

“山水之城”体现了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呢？再说，重庆旧有形象是“山城”，就是爬坡上坎，这是负面形象，更没有“水城”

的形象，因此，不宜作为城市整体形象定位。因为谈到江城，中国有很多，可以说整个长江边的城市都是江城；何况“山水”

已经被桂林贴上标签——桂林山水甲天下。 

重庆再叫“山水”，能叫得响吗？而且“山水”能概括重庆的历史特点、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吗？不能，因为它顶多就是一

种优势的自然资源而已。当然，重庆的“大山大水”确实独特——推窗即景，应该作为次级形象来定位和塑造，以支撑整体形

象。至于“两江文化名城”就更离谱了，因为“两江”还没有“山城、三峡”知名；而且“两江”是一个非常区域化的称谓，

没有任何知名度和美誉度，连重庆自己都没有使用过。 

如果这样定位，其意思很明确——就是说重庆是两江交汇处的一个有一定文化知名度的城市，这难道不是在“矮化”重庆

吗。再说，截至 2007年 9月，由国务院确定并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就已达 110 座，可以分为七类，即古都型（如北京、西

安）、传统风貌型（如平遥、韩城）、风景名胜型（如桂林、苏州）、地方及民族特色型（如丽江、拉萨）、近现代史迹型（如上

海、遵义）、特殊职能型（如“盐城”自贡、“瓷都”景德镇）、一般史迹型（如长沙、济南）。 

当然，重庆也是其中之一，但肯定不是第一批；而且“文化”是中性词，没有任何寓意，这不正如专家所说“没有特色，

宽泛、空洞，什么场合都可以用”吗。而“名城”就是比较知名，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国务院命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还不够档次吗？ 

（3）有专家提出，把“桥都”作为重庆城市形象定位 

重庆是山城，交通要便利就得多修桥，它能代表什么呢？它充其量是重庆城市的一张“名片”而已。怎么能把“桥都”和

“世界激情之都”这一新重庆城市形象定位相提并论呢？有意思的是：在腾讯·大渝网讯网的调查中，把专家提出的“桥梁之

都”、“世界激情之都”放在一起，让网友选择“你更认可哪一个作为重庆城市形象定位？”，截止目前，“桥梁之都”高居次席。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类属错误，是误导。如果可以，那是不是应该把“美女”也放在一起来选呢，它可是十大名片之首［11］。 

（4）有专家提出，用“英雄之都”来概括重庆城市形象 

理由是：重庆古有巴蔓子，后来有钓鱼城 36年抗击元军，重庆就是一座英雄辈出的英雄之城，这样的称谓才够国际化。 

姑且不说那段故事是否在世界历史上得到了公认，就说中国这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反帝国、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历史

的国度，无数城市都出过层出不穷的英雄，把“英雄之都”仅仅作为某个城市的形象定位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按专家的理解，

江西南昌是否也可以叫“英雄之都”呢，那里可是爆发了“八一南昌起义”；更何况“英雄之都”能给利益相关者传递出何种诉

求呢？它与重庆的现实优势和发展趋势怎样契合呢？它又怎样引领重庆的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文化发展呢？显然，

这种观点是欠妥的。 

三、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声势浩大地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主题活动、形象宣传活动（比如：形象标志设计、形象

代言人评选等），对提升重庆城市形象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重庆城市形象定位模糊，传播渠道较为散乱，部门资源未得到有

效整合，没有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难以在公众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12］，因此，确定重庆城市形象定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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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分析表明，“世界激情之都”作为重庆整体城市形象定位无疑是正确的。但考虑到城市形象定位的重要性、复杂性和

永久性，建议市委宣传部召开多轮研讨会，汇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逐一进行辩论，剔除那些“大而化之”的观点，尤其是对

“世界激情之都”的定位依据进行充分论证，以利于领导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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