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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形象设计的内容 ,包括旅游规划的目标、

旅游资源的特色、旅游规划管理者的哲学思想和

旅游服务的行为准则。旅游规划的总 目标是什

么 ,各 阶段的分 目标是什么 ,旅游资源有什么特

色 ,要在理念形象设计中予以反映。例如 ,山 西省

平遥古城的一级理念是
“
华夏第一古县城——城

墙围起来的历史
”
,二 级理念是

“
晋商文化通天

下 ,古城英姿冠神州 :中 国近代金融业的摇篮 ,汉

民族城市的遗存景观———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古

文化观光园
”
。此外 ,理念形象设计还要体现旅

游经营管理者的哲学思想和旅游服务行为准则。

2。 理念形象的定位

理念形象定位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必

须强调规划区的个性特征。规划区资源具有什么

特点 ,适 宜于做什么开发 ,应怎么开发 ,规划区未

来的发展将是什么 ,而本身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 ,

这些都是理念形象定位和构筑应当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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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旅 游主题形象设计是旅游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对 开发和经营旅游资源具有重要作用。

旅游主题形象主要包括理念形象、视觉彤象和行为形象三要紊。旅游主题形象的定位必须考虑旅

游地本身的资源特点和优势、市场发展的态势、同行业的竞争状况以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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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管理者和经营者很好的开发和经营

旅游资源 ,人们在旅游规划时首先要对主题形象

进行设计。旅游形象指的是旅游目的地包括旅游

景观、旅游城市、旅游设施、旅游产品及服务等在

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总体印象。旅游主题形象设计

则是通过对旅游目的地或旅游项目的规划 ,使人

们对设计对象产生一种全新的形象识别系统。如

果主题形象设计得好 ,会加深旅游者对设计对象

的印象 ,增 加旅游者外串旅游的欲望 ;反 之 ,会给

旅游者留卞不好的印象 ,降低旅游者外出旅游的

欲望。

- 旅游主题形象构成的三要、紊

旅游主题形象包括理念形象(MI)、视觉形象

(ⅤI)和行为形象(H)。 其构成要素如图 1(见下

页)。

(一 )理念形象(MI)

1.理念形象设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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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目标

资源特色

管理者经营思想

服务准则

景观色调

建筑外观

招牌、旗帜、标识

衣着服饰

交通工具

广告宣传

语言文字

整体视觉

建筑风格

自然景观造型

标志性景观

路标、字体、馓记图案

城市形象

宣传标语、口号

市场调查

产品开发

促销活动

公益文化活动

居民行为

公众参与

干部教育

员工教育

服务态度

服务质量

应接技巧

废弃物处理

图 1 旅游主题形象的构成要素

第二 ,必须考虑规划区的环境特点。包括规划区  象予以感知 ,好 的理念形象才能使旅游者产生良

所在的区域特征 ,规划区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好的视觉识别和行为识别。因此 ,理念形象设计

地位 ,规划区的区位条件、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  必须要有创新 ,否则 ,规划就不可能在原有基础上

件 ,等等。第三 ,必须考虑时代特点和市场特征。  有大的突破。第三 ,统一原则。我们说旅游形,象

一种倩况是时代变化 ,市场需求发生改变 ,随着经  是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 ,并非某一个枝体 ,但总体

济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理念须重新定位、整合  印象又是由每一个枝体组成的,在规划时对每一

和构筑 ;另一种情况是 ,虽然时代、社会飞速发展,  个枝体形象都要进行设计 ,众多的枝体形象就汇

市场需求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原先定位的理念并  合成旅游总体形象。

未过时 ,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而不必重新营造新的

理念。第四,必须符合国倩。旅游规划区的理念

3.理念形象的功能

理念形象有四个功能。(1)导 向功能。理念

形象定位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倩况 ,如 规划区应  形象规定了管理者管理行为的价值取向,为 旅游

当规划为哪一级别的旅游区,面向哪一消费档次  产业确定了发展方向,同 时也是旅游企业制定规

的群体 ,必须根据国情定位。 章制度的依据。(2)渗 透功能。视觉渗透着意

理念形象定位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 ,目 标  识 ,意识又作用于视觉的渗透 ,两者融为一体。在

原则。旅游规划应达到什么目标 ,要在理念形象  旅游形象识别工程策划设计的过程中,在充分地

中得到反映。第二,创新原则。理念形象虽然看  运用视觉渗透和意识渗透之前 ,首先需要形成一

不见,摸不着,但游客可以通过视觉形象和行为形  种战略,进行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渗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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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视觉渗透和意识渗透服务。(3)辐 射功能。

理念形象不仅可以规范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行为 ,

也能改变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认识 ,甚至

形响当地居民的感观意识。(4)识别功能。理念

形象虽然看不见 ,摸不着 ,但可以通过视觉渗透和

行为渗透予以识别。

4.理念形象的构筑

理念形象的构筑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 ,喜

闻乐见的原则。理念形象具有抽象性 ,不 易为人

们所识别 ,在设计理念形象时,尽堡考虑大众的接

受程度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大众在轻松愉快中

接受理念意识。第二 ,形 式多样的原则。理念是

完整统一的,但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如 采用音

乐、美术、书法、摄影、雕塑、景观 ,也可以开展相关

展览活动 ,甚 至举办专题报告、知识竞赛、服务技

能竞赛、公众参与性娱乐活动等形式 ,将旅游地理

念形象传达给员工、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并通过大

众传媒向外宣传 ,提高旅游规划区的知名度、美誉

度。第三 ,重复渐进原则。规划区所有景点都应

注人理念形象 ,每一个景点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同

层次加以反映 ,但整个规划区的设计必须能反映

理念形象的全貌。要达到这一目标 ,又 只有通过

由浅人深、循序渐进的方法才能实现。

规划区理念形象只有一个 ,但构筑理念形象

的方式则可以灵活多样。(1)将理念体现在景观

设计中。旅游地的建筑物、植被景观、地貌、水体、

娱乐设施、人造景观、广告图案、标语、服饰穿着、

言语行为等 ,通过规划师的设计 ,用形象化的东西

将抽象的理念体现出来。(2)把理念形象贯穿于

旅游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旅游管理部门对旅

行社、旅游企业、旅游景区建设的管理 ,要 注入理

念形象。旅游企业对员工的管理也要体现理念形

象 ,可以对员工进行理念教育 ,也可以开展诸如讨

论、演讲、征文活动等形式 ,将理念形象融化于员

工的思想里,落实到行动中。(3)通 过旅游活动

表达理念形象。开展旅游文化活动 ,游 客在活动

参与中体验理念意识。

(二 )视觉形象(Ⅵ )

1。 视觉形象的内容

视觉形象包括旅游地标志性景观、区徽、区旗

设计 ,景区、景点名称标准字体 ,旅游地的标准色 ,

建筑造型设计 ,代 表景点的选择 ,植物、水体景观

设计 ,旅游地特色歌曲、乐曲的制作。就游客所感

觉到的视觉形象而言 ,有建筑艺术风格、色彩 ,景

区道路、绿地、流水、小品 ,树木、花草、路标、路灯、

公共电话亭、服务亭 ,旅游企业招牌、标识 ,办公用

品、办公设备、办公搂的设计 ,旅游企业员工服饰、

言行 ,当 地居民素质、对游客态度 ,旅游交通工具 ,

旅游广告、宣传材料等等 ,这些都构成视觉形象的

内容。

2.视觉形象的特点

视觉形象具有两个特点。其-是客观真实

性。视觉形象是旅游者的第一感观 ,它 是客观存

在作用于主观的反映 ,有 什么样的客观形象就有

什么样的主观映象。其二是片面性。人们对客观

事物的认识因自身知识、阅历的局限以及每个人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景区(点 )的认识有所

不同,或多或少带有主观片面性 ,这就要求规划设

计工作者尽量从不同侧面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使游客能全方位地认识设计对象。

3.视觉形象的设计

视觉形象设计应围绕下述原则展开。第一 ,

视觉形象设计要体现理念意识。视觉形象是旅游

地的客观存在作用于人的大脑的主观反映 ,具有

直观性 ,直接影响游客的旅游兴趣 ,而理念形象则

要通过视觉形象和行为形象才能感知获得 ,所以 ,

理念形象是视觉形象的升华 ,视觉形象的设计必

须体现理念形象。第二 ,视觉形象设计要体现人

地协调性。视觉观感好不好 ,要看景观设计与周

围环境的协调与否 ,如果人为设计的部分既方便、

实用 ,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感

觉到真正回归自然 ,这种视觉效果必将引起游客

的兴致 ,视觉形象设计即为最佳。视觉形象分为

硬性视觉形象和软性视觉形象 ,硬性视觉形象是

景观的静态视觉 ,软性视觉形象则是动态形象 ,如

服务态度、服务语言、管理效率 ,无论硬性或软性

形象的设计 ,都要围绕理念形象开展设计。

(三 )行为形象(BI)

行为形象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首 先 ,从 管理

者、企业员工、旅游者到居民,凡是与规划区有关

的行为都要与理念形象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 ,旅游

规划区的一切行为应当做到上下内外一致 ,即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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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塑造旅游区良好形象服务。行为形象的塑造包

括两个方面。第一 ,内部塑造。通过干部教育、员

工教育 ,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的改进 ,应 接技巧、废

弃物处理等等 ,塑造旅游企业和旅游区的形象。

第二 ,对 外塑造。通过市场调查 ,不 断开发新产

品 ,对外进行促销宣传 ,或 搞一些旅游文化活动 ,

让公众参与 ,在公众中塑造良好的形象。

二 旅游主题形象定位

1.旅游主题形象定位 ,必须从宏观大环境着

眼

主题形象定位既要考虑旅游 目的地本身的资

源特点和优势 ,又要考虑市场发展的态势 ,还要考

虑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与同行业

的竞争状况。旅游 目的地的特色资源 ,相对于市

场环境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与同行业竞

争的优势 ,或许恰恰是旅游者次要的需求而成为

旅游地 自身的劣势项 目;相反 ,目 前是旅游地次要

的资源 ,或许正迎合市场的需求 ,成为旅游地的优

势项 目。因此 ,在进行旅游主题形象定位时 ,不能

只从资源本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而应从宏观大

环境着眼。

2.旅 游主题形象定位 ,必须具有发展的眼光

在确定旅游主题形象时 ,要考虑当前的资源

利用和市场需求 ,但也必须注意资源的潜在开发

和市场的未来趋势 ,要 有发展眼光。因为旅游发

展规划的时间跨度大、周期长 ,影响未来的因素复

杂多样 ,要尽可能考虑到未来的发展 ,即规划应具

有超前性。

3.旅 游主题形象定位 ,必须具有个性化特征

旅游主题形象定位 ,要 体现创新意识和个性

化特征。所设计的主题既要求有别于同类型旅游

地 ,同 时还必须是人们心 目中尚处于
“
空白

”
的地

方 ,即有创造性突破。

三 案例分析 :宁夏回族 自治区旅游形象设

计

(一 )宁 夏旅游总体形象定位

1,区域形象分析

旅游所在地的区域形象是旅游形象设计的出

发点 ,区域形象是一个地区文化内涵与当地经济

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综合反映。宁夏的区域形象可

描述为 :自 古为边防要塞 ;贺 兰山下果园成 ,塞上

江南旧有名 ;天下黄河富宁夏 ;西夏古王国,东 方

金字塔 ;中 国穆斯林省 (中 国回族最大聚居地 );

闻名世界的治沙成就——沙坡头奇迹 ;长城露天

博物馆(中 国历代长城遗存最丰富的省份 );丝 绸

古道北线 ;水利天然博物馆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

日圆;宁夏红黄蓝黑白五宝等[1](9T-1O0页 )。

2.旅游环境分析

宁夏位于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交错地

带 ,自 然条件的过渡渐变性造就了塞上自然旅游

资源的多样性。宁夏历史悠久 ,自 古就是西北要

塞 ,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历

史上西夏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宁夏是

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地带 ,也是河套

文化与丝路义化的交汇区,多文化的融合与独特

的回族穆斯林风情共同孕育了宁夏多姿多彩、个

性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

3.旅游资源分析

宁夏旅游资源表现为 15大旅游景观系列 :黄

河多样性景观系列 ;贺兰——六盘山景观系列 ;不

同类型共聚的湖泊水体景观系列 ;沙漠景观系列 ;

草原景观系列 ;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系列 ;古长

城及丝绸之路景观系列 ;西夏文化与遗存胜迹的

秘景系列 ;回,族风情系列 ;塞上江南田园农业生态

系列 ;古人类遗址景观系列 ;古建筑遗存系列 ;古

今水利工程系列 ;当代宁夏风貌系列 ;宁 夏特产风

味佳肴系列。

宁夏旅游资源丰富 ,而且多种高品味资源的

有机组合 ,共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宁夏塞外风光 ,

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是 宁夏旅游资源的最大

特色和优势。绮丽的山川、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

富的民俗旅游资源 ,共同构成了宁夏奇特而神秘

的旅游资源总体形象。

4.旅游市场感应分析

宁夏旅游形象定位应站在全国高度 ,从旅游

者心理感应和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考虑。从周边地

区来看 ,陕西推出的是秦唐历史古迹 ,内 蒙强调草

原风光 ,甘肃则以丝绸之路为宣传重点 ,宁夏旅游

形象设计要符合 自己的资源特色和历史文脉 ,在

对外进行旅游宣传时,应推崇塞外、塞上 ,淡化江

南理念。塞上田园风光 ,与周围人迹罕见的荒漠、

半荒漠景色 ,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极大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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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力。游客慕塞外名而来 ,享江南景而归 ,不仅

观赏到雄浑的边塞风光 ,还欣赏到美丽如画的江

南水乡景色 ,既为塞外江南 ,却又为江南风光所不

及 ,游客获得最大心理满足 ,回 去自然褒奖有加。

这既有宣传效果 ,又可招徕回头客 ,应是一种营销

良策。反之 ,如果重点推塞上江南理念 ,对西北地

区的游客来说 ,尚有吸引力 ,但对广大东中部旅游

出游率高的地区的游客来说 ,则缺乏煽动性。

5.旅游总体形象

由于宁夏旅游资源的最大特色和优势是众多

资源交融而成的多姿多彩的塞外风光 ,其旅游形

象可定位为 :多姿多彩的塞外或迷人的塞外。对

境外市场促销时 ,可 以考虑突出西夏文化的地位 ,

这是具有垄断性的旅游资源 ,且有很深的文化内

涵 ,可 以长久地吸引海外旅游者。

(二 )宁夏旅游形象系统

1.理念基础

一级理念 :山 川奇秀新宁夏 ,西 夏秘境古文

明。

二级理念 :天 下黄河美宁夏 ,塞 上江南好风

光。

2。 整体形象

多姿多彩的塞外 (神 秘的宁夏 ,迷 人的塞

夕卜)。

3.宣传口号

针对不同媒体 ,不同目标市场 ,不 同阶段 ,推

出不同的口号。

4.旅游产品形象

旖旎的塞上田园风光、迷奇的文化遗存、浓郁

的回乡风情 ,为宁夏开展特色旅游活动提供了基

础。由此 ,宁 夏可推出
“
神奇十大游

”
:黄河水上

游 ;沙漠探险游 ;长城访古游 ;丝路寻踪游 ;西夏秘

境游 ;沙湖生态游 ;回 乡风情游 ;贺兰探奇游 ;六盘

消夏游 ;银川购物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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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age design of tourist theme, which is of impo⒒ anc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ˉ

ment of tourist resourc0s, is由 e main content of tourist planning。  The positioning of tourist theme image,

including idea image, visual design and behavior design,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source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a tourist spot, market development tendency, trade competition and tourist pla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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