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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视觉信息系统作为城市形象可视化的重要构成，如何对城市品牌形象产生作用和影响。

方法 以深圳地铁导视系统为视觉信息系统的调研主体，通过实地考察、用户观察和访谈等研究方法进

行数据收集和分析。结论 基于产品功能层级对深圳地铁导视系统进行用户需求分析，得出稳定而积极

的城市品牌形象来自视觉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和规范功能，而视觉信息系统的兴趣功能则是形成城市品

牌形象策略的关键依据，认为视觉信息系统关系着城市品牌价值的实现。由此，分别从城市服务品质、

城市文化自信、城市人文关怀和城市创新风貌的角度提出城市品牌形象策略：（1）强化视觉信息系统的

核心功能；（2）传递视觉信息系统的美学价值；（3）完善无障碍向导设施；（4）研发智能化向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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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Brand Image Based on Visual Information System 

WANG Xin 
(Division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00,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visual information system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ity image visualiza-

tion, how to produce role and influence on the city brand image. Taking Shenzhen metro guide system as the research ob-

ject for visual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user observa-

tion and interview. Analyzing user needs from Shenzhen Metro guiding system based on the product function level,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stable and positive image for city brand came from Basic Function and Regulating Function of visu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nterest Function of visual information system was the key basis for putting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city brand image, 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visual information system was rela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city brand 

value. Therefore, putting forward the city brand image strategy from the aspects of city service quality, city culture 

self-confidence, city humanistic care and city pioneering spirit: (1) Strengthen the core function of visual information 

system; (2) Transmit aesthetic value of visual information system; (3) Improve barrier free guide measures; (4) Develop 

intelligent guid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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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城市、区域和国家开始投资品牌创建

活动以建立自身声誉，从而在全球市场中获取竞争优

势[1]。在对劳动力、资金和知识资源的激烈争夺中，

城市管理者将城市品牌运作策略视作提升竞争力的

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学者也率先对城市品牌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包括城市营销理论、城市治理

理论、城市文化研究、城市形象研究等。其中，城市

形象是城市的客观事物在市民内心中的反映，市民会

凭借城市特征唤起对城市意象的记忆，形成对该城市

的总体认知，在融合过程中展现的城市地理因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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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征、人文情怀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该城市

的品牌识别度[2]。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视觉识别系统

作为城市形象可视化的产物，通过视觉符号系统、视

觉信息系统和视觉色彩系统的全方位运作，从而建立

城市视觉识别、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塑造城市品牌形

象。在此背景下，以城市视觉识别系统中的重要构成

——视觉信息系统为研究对象，以深圳地铁导视系统

为调研主体，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基于视觉信息系统的

城市品牌形象策略，以期为我国城市品牌形象研究提

供参考思路。 

1  城市品牌视角下的视觉信息系统调研 

1.1  研究依据 

在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标识导向系统

已成为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人们在空

间环境里明确移动的方向已成为其最基本的功能[3]。

设置城市公共环境导向标识系统能帮助人们对空间

进行认知、理解和使用，使人们在城市中更加高效、

便捷地出行[4]。城市标识导向系统是视觉信息系统的

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出城市视觉识别的应用特征，帮

助城市中的人们无障碍地获取方位与方向信息。城市

标识导向系统作用于城市公共场所，包括城市交通导

向、城市观光导向，以及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服

务机构的场所导向。其中，城市交通导向是出现最早、

发展最完善、功能最明显的视觉信息系统。随着城市

地铁线网的高速建设，地铁交通的导向系统——地铁

导视系统的开发和维护日益受到重视。 

导视系统是指在一定的公共空间范围内指引人

们根据图示信息开展行动的综合空间信息系统[5]。地

铁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中的轨道交通设施，具有客运量

大、快速、准时、环保等优势，是城市居民、外来访

客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地铁车站导视系统是在充分

分析了地铁车站空间内的环境，以及乘客在地铁车站

空间环境中的心理与生理行为之后，对标识信息进行

的空间规划和信息整理，并通过一定的表现形式如版

面设计、材料等，最终将空间导向信息传递给乘客，

使他们安全、顺利地完成在地铁车站空间环境中的各

项活动和行为[6]。同时，地铁导视系统也是人们认识

城市的重要载体，通过地铁车站的空间环境将城市信

息传递给乘客，是推广城市品牌的关键视觉要素。可

见，地铁导视系统是评价城市形象的重要指标之一，

对城市整体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以上是以地

铁导视系统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视觉信息系统进行研

究的主要依据。 

1.2  研究方法与调研主体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中，为建成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深圳市亟需通过城市品

牌形象的塑造，提升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的吸引力和

竞争力。通过实地考察和记录、用户观察和访谈等实

证研究方法，在城市品牌的视角下对深圳地铁导视系

统的设置情况和使用现状进行调研，通过同理心地图

画布对用户需求进行梳理，并结合产品功能层级对数

据进行质性分析，旨在提出深圳城市品牌形象塑造的

具体策略。 

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主力军，深圳地铁线网目前
共有 8 条线路，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其中的
7 条线路（1、2、3、5、7、9、11 号线），管理着罗
湖、福田、车公庙、深圳北站等多座重要交通枢纽。
唯一由港铁轨道交通（深圳）有限公司运营的 4 号线
全长约 20.5 km，共 15 个车站，不仅紧密联通深港两
地，更是连接深圳与其他城市沟通往来的重要客运干
线。据《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深圳地铁运营线路总里程达到 304.35 km，线网日均
客运量达 486.73 万乘次，全市城市轨道线路的公共
交通分担率达到 56.1%。在确定研究依据、研究方法
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以深圳地铁全网 8 条线路的地
铁导视系统为调研主体，根据视觉信息系统的 5 个子
系统实施调研，即识别系统、方向系统、空间系统、
说明系统、管理系统。 

1.3  调研经过 

首先，为深入了解深圳地铁导视系统的实际设置

情况，带领团队对深圳地铁全线的车站空间环境（包

括车站地面进出口和周边环境）、车厢内部空间进行

了实地考察和记录，深圳地铁导视系统调研记录见表

1。调研始于 2019 年 5 月上旬，调研数据更新至 2019

年 11 月中旬。 

为进一步了解地铁导视系统的使用现状，分别在

深圳北站、车公庙站、市民中心站等主要换乘枢纽对

用户（地铁乘客）的行为进行观察，并实施用户访谈。

调研数据的收集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下

旬，经过一个多月的用户调研，深度访谈了 37 名深

圳地铁乘客。 

用户行为观察采取的是定点观察，选取乘客行为

动线中使用视觉信息系统最为频繁的关键节点，如车

站进出口、路线间换乘口等方向指引较为密集的地

点，电梯和楼梯等垂直交通路径，以及候车站台等，对

乘客使用地铁导视系统时的行为习惯和特征进行观察

和记录。用户访谈则是在征得地铁管理人员和乘客本人

同意的情况下，对 37 名年龄分布为 21~63 岁的地铁用

户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其中 5 名乘客为外地访

客。用户访谈的地点为地铁车厢内，访谈内容主要是围

绕地铁导视系统的使用情况提出问题并听取反馈。 

2  基于用户需求的调研分析 

2.1  用户需求总结 

地铁导视系统在设计中以满足乘客的具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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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深圳地铁导视系统调研记录 
Tab.1  Shenzhen metro guide system research record 

深圳地铁运营线路网络图 深圳地铁视觉识别标志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视觉识别标志 

 

 
 

港铁轨道交通（深圳）有限公司

视觉识别标志 

深圳地铁导视系统 

识别系统 方向系统 空间系统 

  

说明系统 管理系统 

车站内部 

      

说明系统 管理系统 

地铁车厢 

   

识别系统 方向系统 空间系统 

功能空

间分类 

地面出入口 

   

 
为目的，注重乘客在第一时间看到导视系统时的心理

反应，强调在符合空间功能、人体尺度需求的基础上，

满足乘客的行为惯性特征[7]。为了总结城市品牌视角

下的视觉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通过同理心地图画布

工具，对实地考察和记录、用户观察和访谈的调研数

据进行梳理和归纳，希望能够站在用户（地铁乘客）

的角度理解用户的情绪、想法、立场和感受，从而洞

察地铁导视系统真实的用户需求。“同理心”本是心

理学上的一个名词，又叫“换位思考”，指站在对方

立场设身处地思考的一种方式[8]。同理心地图则是可

以捕捉用户行为和态度信息的视觉图像，以用户为中

心映射出来的 4 个象限通常包括想法、感受、活动、

视角和话语等维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内容模块。

根据地铁用户的行为特征，将同理心地图的四象限制

定为“看见”“说和做”“听到”“想法和感受”，结合

表达用户内心深处需求的“痛点”和“期待”绘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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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深圳地铁导视系统的用户需求 
Tab.2  User needs from Shenzhen metro guide system 

序号 需求 具体阐释 

1 看见 

地铁导视系统布局合理、指示清晰，保障了车站空间向导这一核心功能；某些换乘枢纽的导视信息

和广告信息等混杂在一起，不易迅速读取有效信息；不太能从地铁的视觉信息系统中读取到深圳这

所城市的信息，每个城市的地铁空间都差不多，而看这类信息主要还是为了导向的功能需求 

2 说和做 

找不到地铁口会借助手机导航功能，也会向行人问路；查找换乘路线时倾向于使用手机上的地图软

件，而不是依靠地铁站提供的线路图；乘客在不确定出站口时会在信息板前滞留，在没有地铁口周

边地图或信息读取困难的情况下会使用手机地图功能，或者咨询工作人员；虽然换乘节点有指引信

息但没仔细看，导致站内换乘时走到了反向站台；不太能留意到管理信息，排队上下地铁、搭乘电

梯等行为基本靠乘客自觉 

3 听到 
听说国外的导视系统为残障人士考虑得比较周到；听说深圳地铁会不定期举办活动，但没收到过相

关信息 

4 想法和感受 

在等地铁的时候感到很无聊，过多的广告信息也让人视觉疲劳；对地铁导视系统的形态和色彩印象

不深刻；认为地铁空间整体上缺乏温度和美感，可以从视觉信息系统的设计上逐渐改善；访客不太

能通过地铁的视觉信息系统感觉到城市的友好，市民也没有感受到归属感和自豪感 

5 痛点 

早晚高峰期地铁站内秩序混乱；垂直电梯设置的数量较少，通常车站只有一个出入口设有垂直电梯，

在信息指引和方向指示上都不够明显，推婴儿车或大件行李箱搭乘地铁时很不方便；担心紧急情况

时，逃生路线指示不明；如果在国外看不懂当地文字，不熟悉当地乘车流程，都会感到焦虑和无助

6 期待 

希望在换乘、出站等关键节点，信息可以更易被读取、行动可以更顺畅；在等候地铁时，希望获取

和城市生活相关的信息，缓解等待的焦虑情绪；视觉信息系统的设计可以融合城市的气质，或者传

递城市的信息，都比只注重导视功能要更能表现出城市的特色 

 
同理心地图画布。随后，根据同理心地图画布的内容

模块整理调研数据，总结得出深圳地铁导视系统的用

户需求，见表 2。 

2.2  调研分析 

通常衡量顾客满意度考虑的是产品功能需求重

要度及其实现程度[9]。借鉴 Kano 模型的产品质量分

类思想，将产品功能需求分为基本功能、规范功能和

兴趣功能这 3 个层级：基本功能是用户认为在产品中

应该有的需求或功能，如果产品没有满足这些基本功

能，用户就很不满意；规范功能是用户希望产品具备

的功能，规范功能在产品中实现得越多，用户就越满

意；兴趣功能是用户意想不到的产品特征，当产品提

供了这类需求时，用户对产品就非常满意。以下是基

于产品功能层级的深圳地铁导视系统用户需求分析。 

2.2.1  基本功能层级需求分析 

可以看出乘客最重视的是视觉信息系统的基本

功能层级——空间向导信息的传递功能，主要由地铁

导视系统中的识别、方向和空间子系统发挥作用。调

研结果显示，深圳地铁车站空间内的方向指示牌能帮

助乘客顺利从进站口到达目标站台。但是，当处于站

内换乘口、出站口等向导信息较为复杂的环境时，为

快速而准确获取有效信息，乘客往往会借助视觉信息

系统以外的方式，如向他人求助、利用互联网查找信

息等。由此可见，虽然视觉信息系统有成熟的理论体

系作为支撑，但在复杂环境下仍难以满足用户对其基

本功能的需求。如果没有满足用户认为应该提供的基

本功能，会直接造成用户满意度的下降，对城市公共

交通的服务形象产生消极评价。因此，即使在复杂环

境下也要确保空间向导信息的有效传递，是用户对视

觉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需求，也是提升城市形象满意

度的基本要求。 

2.2.2  规范功能层级需求分析 

安全有序的出行体验是乘客希望能通过视觉信

息系统满足的规范功能需求。地铁导视系统中的管理

和说明子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对乘客的行为规范具有

引导作用。通过对站内排队行为的观察，发现在客流

量不大时乘客基本能依照指示图标的要求，有序排队

上车或搭乘电梯。可当早晚高峰期站内人多拥挤时，

通行或排队指示图标则形同虚设，乘客会根据空间条

件形成人流动线，偶有破坏秩序的状况，需要现场工

作人员及时协调和疏导。可以说，人流高峰时段的行

为管理主要依靠的是乘客自觉和人工引导，地铁导视

系统仅起辅助和改善空间的作用。由此可见，强化视

觉信息系统的规范功能层级，实现更为舒适、安全、

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是获得用户认同和肯定的

积极举措之一，这对城市服务评价和城市品牌形象都

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2.2.3  兴趣功能层级需求分析 

视觉信息系统的兴趣功能层级并不局限于地铁

导视系统的核心功能——空间向导和行为管理，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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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意想不到的附加功能需求。在对被访者提出“深

圳地铁的导视系统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一问

题时，得到了许多关于视觉信息系统兴趣功能的建

议。这些兴趣功能也许不是用户自身面临的痛点，却

是大多数用户共同抱有的期待，如“外国人也能轻松

看懂的说明”“融合城市美学特色的外观设计”“缓解

候车的焦虑情绪”“及时更新城市的资讯”。可以看出，

兴趣功能层级满足了用户人性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

需求，体现出超越核心功能的附加价值，是视觉信息

系统能够快速提升用户体验满意度、实现城市品牌价

值的重要因素。 

3  基于视觉信息系统的城市品牌形象策略 

从城市品牌的角度审视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地铁

导视系统的核心功能关系到城市公共交通的服务体

验，直接影响乘客对城市品牌形象的评价。要做到确

保视觉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同时强化其规范功能，

才能获得人们稳定而积极的评价。而地铁导视系统的

兴趣功能则是提出城市品牌形象策略的关键依据，是

实现视觉信息系统的城市品牌价值的重要支持。根据

对调研结果的分析，总结出城市服务品质、城市文化

自信、城市人文关怀和城市创新风貌这 4 个角度，接

下来从这 4 个角度分别提出基于视觉信息系统的城

市品牌形象策略。 

3.1  强化视觉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 

在地铁站内换乘枢纽或接驳其他交通工具的地

铁站，明确的方向系统和有效的管理系统是视觉信息

系统的重要构成。经调研发现，深圳地铁部分换乘节

点的视觉信息系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2 号线与 4

号线的换乘站——市民中心站的换乘大厅被大面积

的商业广告牌占据了主视觉空间，导致乘客难以辨识

出空间向导信息，见图 1。过半数的被访者均表示曾

经有过在换乘、出站时迷失方向的经历，几乎全部的

被访者都对早晚高峰期时站内混乱的秩序感到不满。

可以说，能否满足乘客对空间向导信息和行为管理信

息这两大核心功能的需求，是影响城市公共交通的用

户体验，乃至城市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关键因素之一。 
 

 
 

图 1  市民中心站换乘大厅的空间环境 
Fig.1  The space environment of transfer hall in civic center station 

高效而优质的城市服务体验能让人们对城市形

成积极、满意、稳定的评价，是提升城市品牌形象的

重要手段。由视觉信息系统的产品功能层级可知，乘

客稳定的满意度主要来自地铁导视系统的基本功能

——传递空间向导信息，也取决于地铁导视系统的规

范功能——传递行为管理信息。导向标识的分布需要

在宏观层面上整体考虑，并依据系统分类进行合理布

置[10]。为此，要在地铁空间建设规划阶段强化视觉信

息系统的核心功能，重视乘客对空间向导信息和行为

管理信息的需求，科学规划识别系统、方向系统和空

间系统，合理布局说明系统和管理系统。同时，在信

息的呈现方式上按照需求的优先顺序排布图形、色彩

和文字等视觉元素，视觉信息系统指示牌的设置方式

（悬挂、竖立、地面、墙面等）也应符合功能最大可

利用率原则。由于地铁高峰期客流量增大，为确保乘

客安全有序的通行，可以考虑在站台、换乘口、进出

站口等节点安排安保人员或城市志愿者辅助管理，通

过临时手持牌、人工疏导、声音提示等方式，促使乘

客的高效流动。以城市公共交通专业、敬业的精神面

貌，提升城市服务品质，维持城市品牌的良好形象。 

3.2  传递视觉信息系统的美学价值 

在形象和意义上连结城市的文化脉络，是视觉信

息系统中城市美学的具象表达。为了让乘客对地铁导

视系统的外观设计产生文化认同，传递信息的视觉元

素要契合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叠加出来的审美意识。地

域文化元素的融入在地铁导视设计中显得尤为重要，

不仅可以增强地域文化的视觉识别性，还可以提升城

市的文化自信，对城市的多样化发展有重要意义[11]。

日本福冈城市地铁线网所有的车站都根据周边最具

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元素设计车站图标，见图 2，是基

于视觉信息系统进行城市品牌推广的成功案例。从城

市品牌价值发展的价值趋向来看，1.0 时代是功能价

值的体现，2.0 时代是生活满足的时代，3.0 时代是愿

景共创、自豪感、共感价值的时代[12]。可见，具有城 
 

 
 

图 2 日本福冈地铁车站专属识别标志 
Fig.2  Exclusive identity signs for Fukuoka metro  

station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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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品牌价值的视觉信息系统主视觉元素能激发居民

对城市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也能让城市访客

对城市有直观的认知，引发人们对城市持续的关注和

广泛的讨论。 

反观深圳城市地铁，由于目前地铁线网分别由两

家公司运营，导致线路间的车站空间环境的视觉风格

存在较大的差异。调研中有部分被访者指出深圳地铁

导视系统缺乏鲜明、统一的形象，认为地铁导视系统

缺乏美感，突出问题有色彩单调、质感不足等。为解

决这一问题，可以在制定系统化、标准化的地铁导视

设计规范的基础上，在图形、文字、色彩、材质、形

态中融入地域文化元素，塑造城市独有的美学姿态。

通过连结城市文化脉络传递视觉信息系统的美学价

值，还能有效改善大部分被访者提出的“无法从地铁

导视系统中感受到城市品牌的价值”这一现状，从而

让人们对城市品牌形象产生自豪感，增强城市的文化

自信。 

3.3  完善无障碍向导设施 

无障碍设计主要是为各类有生理和心理障碍的

人群设计消除障碍的环境和产品[13]。地铁车站空间的

无障碍设计主要属于无障碍环境设计范畴，即在视觉

识别、设备操作与空间环境上消除弱势群体在使用上

的障碍。经调研发现，深圳地铁全线各站均设有盲道

等无障碍向导设施，但有个别地铁站的盲道被铁马护

栏人为拦断，造成安全隐患，见图 3。同时，盲点、

声音向导等面向视障、听障人士的设备的利用率低

下，轮椅使用人士和推婴儿车人士必须使用的垂直电

梯数量较少，且方位信息不易获取。针对外国访客的

多国语言说明也不到位，约三成的被访者表示无法从

视觉信息系统中感受到深圳这座城市面向国际的姿

态。整体而言，深圳地铁的无障碍向导设施还有很大

的改进空间。 

为提高地铁导视系统的通用性，让更多人能公

平、自主、安全地共用地铁车站空间，应科学规范视

觉信息系统的无障碍设计准则，保障无障碍向导设施

的有效使用。例如，在适合的位置设置盲道、语音感 
 

 
 

图 3  被铁马护栏阻断的盲道 
Fig.3  Blind tracks blocked by guardrails 

应装置、带盲文的扶手和凹凸的地图等设备，为外国

人准备多国语言向导信息，在适当的地点安排人工问

询和向导服务等。同时，对地铁空间内的无障碍向导

设备进行及时的管理和维护，确保设备处于正常的使

用状态，避免乘客在使用时发生意外。另外，通用设

计理念下的无障碍环境和产品更强调最大程度地适

用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服务于弱势群体和外国人亚群

体，来源于“为人民的设计”的社会创新设计视角。

这一视角实际上为我们引入了一种城市建设过程——

该过程从居民、居住地以及他们的行为中发展而来[14]。

可以说，着眼于居民的内在需求，将设计的服务对象

延伸至城市中的所有人，是社会创新设计下城市品牌

形象建设的新范式。总而言之，无障碍设施是一座城

市人文关怀的体现,且具有这座城市特有的居民生活

方式以及人文特点[15]。通过对城市中所有人的最大程

度的关怀和照顾，能够体现出一座城市的友好态度和文

明程度，对城市品牌的形象建设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3.4  研发智能化向导设备 

利用移动交互设备开发地铁数字化导视系统是

地铁导视系统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16]。经调研发现，

乘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中对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依

赖程度非常高，进站前会使用手机导航寻找地铁站位

置，进站后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支付功能购票或直接利

用“乘车码”小程序扫码进站，搭乘过程中会通过手

机查找换乘信息或出站口信息，甚至在候车和乘车的

过程中，大多数乘客都会选择低头看手机打发时间。

智能手机有效弥补了视觉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局限性，

如服务提供不到位、信息更新不及时、面向人群不充

分等问题。作为地铁导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

化、人性化、智能化的向导设备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这些问题。在进站后、出站前、或者是候车和

换乘的关键节点设置智能化向导设备，乘客通过操作

交互界面精准获取所需信息，数字化界面也可以根据需

要切换显示语言，满足外国人乘客获取信息的需求。 

鉴于智能手机在搭乘过程中的使用频次和使用

时长，可以同步开发基于移动交互设备的数字化平

台，方便乘客扫码进入平台接收智能化、定制化的向

导信息。信息时代下数字化平台的开发普遍应用于城

市的公共设施当中，变革着人们的行为和观念。传统

的公共设施设计主要以满足居民出行基本需求为出

发点 , 新媒体视角下智慧城市的发展对公共设施的

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17]。视觉信息系统作为城市视觉

识别系统的重要构成，即便拥有先进的实践经验和理

论指导，仍需要在技术上坚持更新与进步，助力智慧

城市以高科技信息化作为运行方式的新型城市形态

的实现。可以说，视觉信息系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革

新，展现着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技术创新，而地铁

导视系统则是传播城市创新风貌的有效载体。通过智

能化向导设备和移动终端平台，还能向乘客传递城市



第 43 卷  第 2 期 王昕：基于视觉信息系统的城市品牌形象研究 227 

 

动态信息，是乘客接收新闻资讯、节庆活动、旅游导

览、文化展演等城市信息的绝佳时机，不仅缓解了乘

客候车及乘车时的焦虑情绪，还以交互的方式向乘客

宣传城市品牌的形象，是城市品牌推广与传播的理想

平台。 

4  结语 

地铁存在客运量大、便捷、高效、安全、准时等

特点，极大程度地分担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压力。高覆

盖率的城市交通线网也使地铁成为了人们认识城市

的窗口，而地铁空间中的视觉信息系统——地铁导视

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地铁导视系

统作为城市视觉信息交互的载体，带给人们舒适安心

的公共交通体验，同时也带给城市充满活力的生活环

境。通过对深圳地铁导视系统进行深入而充分的调

研，站在乘客的角度分析了地铁导视系统的使用情

况，并在城市品牌的视角下揭示了视觉信息系统现存

的问题，最终从多角度提出了基于视觉信息系统的城

市品牌形象策略。以期应用于社会创新和设计实践的

活动当中，打破城市与人的距离，增进城市与人的沟

通，让弱势群体也能够感受到城市的人文关怀，提升

深圳的城市魅力，增强城市的文化自信，全方位地展

示城市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及美学价值，

同时为我国城市品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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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基于移情理念对文物传播的方式进行了探

究，对文物传播移动应用产品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

了移情理念下的文物传播移动应用设计方式，对文物

传播移动应用进行了优化。 

1）通过对移情理念、移情设计、文物传播、文

物传播移动应用的文献梳理，提出了移情理念下文物

传播移动应用的设计过程，从情感层、交互层、视觉

层面进行了设计指导。 

2）通过参观者用户调研及文物传播移动应用产

品分析，总结了移情理念下文物传播移动应用设计策

略，从设计平台、情感层、交互层、视觉层提出了设

计策略。设计平台方面，提出了 APP 的多样性、微

信小程序的轻量化及 H5 的分享性，并应根据产品定

位选择不同的移动应用平台传播；情感层方面，提出

了文物传播移动应用应该从移情于人、移情于物、人

与人 3 个方面加强引导与互动；交互层方面，应考虑

更多元的交互方式和交互细节，满足线上线下的参观

需求；视觉层方面，应满足博物馆及文物的视觉特征，

通过材质、图案和色彩呈现视觉细节。 

3）根据提出的移情理念的文物传播移动应用设

计策略进行了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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