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 卷  第 6 期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3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365 

                            

收稿日期：2021-12-10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2021-GX-121）；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1318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项目（KJQN202000736） 

作者简介：胡术（1983—），女，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品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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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世博会是 5 年一次的科技盛会，也是各种设计集中展示的舞台，特别是代表各国形象的标

志设计。分析和研究这些设计，将极大地拓展人们的视野，为我国“国家形象”在标志设计中的表达提

供宝贵的经验。方法 通过对历届世博会标志在内涵、取材、手法 3 个方面的比较与研究，探讨了在世

博会这一特定媒介下“国家形象”标志的设计法则，并由此提出了“中国形象”标志的设计思路与方法。

结论 中国对外展现的视觉形象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文化整体输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标志是“国家形象”精炼的视觉表达，是世界语境下民族精神的艺术化传播，因此其设计应当具有

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定位、多样化的民族元素、国际化的视觉审美与创意的表现手法。 

关键词：标志设计；世博会；国家形象；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J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2)06-0365-09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06.050 

Expression of 'National Image' in Logo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o 

HU Shu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Expo is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vent held every five years which also a stage for the 

concentrated display of various designs, especially the logo design representing the image of various countri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se designs will greatly expand our horizons and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to the expres-

sion of our country's "national image" in logo design. This paper compared and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aterials and tech-

niques of the previous World Expo logos, and discussed the design rules of the "national image" logo under the specific 

medium of the World Expo, and proposed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image" logo design. The visual image that 

China displays to the worl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image of the country, and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outpu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logo is a refined visual expression of "national image" and an artistic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in a world context. Therefore, its design should have a cultural positioning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times, diverse national el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visual aesthetics and creative expression technique. 

KEY WORDS: logo design; World Expo; national image; Chinese image 

2020 年 1 月，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标志设计发布，

以扁平化风格的红灯笼形象让人眼前一亮，浓浓的中

国味扑面而来，既很好地贴合了展馆外形，又传达了

团圆、和谐和吉祥的寓意，在众多场馆标志中以一抹

亮丽的红色让人印象深刻，也因此收获了来自民众与

设计界的一致好评。由此，还让大众的视线关注到本

应到来却因疫情而延期的迪拜世博会。 

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博会”）是一

项有着悠久历史和巨大影响的国际性博览活动，是参

展各国向世界展示本国当代的文化、科技和产业成果

的盛会[1]。这 5 年一次的盛会不仅是一场展览会，也

是一场设计竞技，为代表各个国家形象的设计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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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的舞台，也为国家品牌的构建与传播提供了

机遇与挑战。原定于 2020 年 10 月开幕的迪拜世博会，

因为疫情而延期举行，但更有利于传播与多种媒介展

示的国家馆标志成为了这届展览会最先让人一睹为

快的看点。作为世博会上最浓缩最精巧的设计形式，

标志具备整体性、直观性、简洁性传达展馆特点与国

家形象的强大能量。 

基于此，以世博会为契机，探讨和归纳具有普适

性和通识性的国家形象标志设计原则与方法，不仅是

视觉传达视域下国家形象塑造与设计的标准与依据，

也是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提升民族自信、传播国家形象

的重要途径[2]。 

1  标志对传播国家形象的作用 

标志，即 Logo，是一种图形传播符号，是以精

炼的形象向人们表达一定的含义，通过创造典型性的

符号特征传播特定的信息[3]。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

我国在国际舞台上频繁“精彩”亮相，不论是全球性

会议、大型活动、世界级赛事，不论是主办方，或是

参加方，我国都需要通过形象的表达与传播形成文化

的交流与碰撞、精神的沟通与反馈，从而构成与完善

国家形象。美国政治学家布丁（BOULDING K E）曾

提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及国际体

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

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4]在人类文化已向视觉文

化转向的过程中，中国对外展现的视觉形象成为影响

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文化整体输出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5]。正因如此，每次亮相我国都需要一

个符号化的形象向人们直观简洁地传达本国的主旨与

内涵，标志正是那个绝佳的代言人，它是各国文化的

载体与形象内核，也是主题理念的高度精练与浓缩[6]。

标志比语言文字的信息量更大、更迅速、更准确、更

强烈、更具有世界性[3]，它以图形这种世界通识的视

觉化语言代表中国形象登上国际化的舞台，接受中国

及世界人们的品鉴，它不仅蕴含着中国的独特内涵，

也代表着中国的审美与设计水平。 

对内而言，标志以艺术的方式强化着国人的民族

认同感，引导着社会的审美。通过对国家文化的挖掘、

提炼与打磨，强化本国民众对国家文化的认知，提升

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对外而言，标志以具象且生动的方式，直接与外

国观众形成文化的沟通，以无声的方式向世界传递着

本国的声音，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影响着他国对本国

的印象与评价。 

2  世博会上的“国家形象”标志 

世博会是一个全球欢聚，共同探讨的国际平台，

以 5 年为周期，让各国在一个统一的主题框架下，共 

同探讨人类当前面临的挑战。这些主题都超越了国别

界限，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进行问题的提出与

设想。如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为“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展现了在国际社

会城市化浪潮下，对未来城市环境、城市战略与可持

续发展的关注；而 2015 年米兰世博会的主题则是“滋

养地球，生命的能源”（Feeding the Planet, Energy for 

Life），目的是寻找为全人类提供有品质的、健康、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食品保障的可能性。每届世博会的

主题仿佛就是向世界各国提出的一道开放的命题，每

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能力进行思考、解答

与阐释，而世博会开幕之时便是“交卷”之日。届时，

各国“答题人”都将亮出自己的答案，从国家馆建筑

本身到室内展陈、产品、服务都是对“答案”的不同

诠释。国家馆标志便可谓这份答案的“标题”，它是

其主旨精神的凝练与概括，既可提示其“答案”内容，

也可传播其品牌魅力，以“标题”博眼球，形成吸引

力与记忆点。纵观近几届综合性世界博览会，这些“标

题”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2.1  文化内涵的广泛化 

世博会国家馆标志既是国家形象的载体，也是世

博会主题精神细化的表征，其内涵是国家形象在特定

主题下的延伸，也是国家文化与国际交流相结合的产

物。因各个国家侧重与方向的差异，便体现出更加广

泛、多样的主旨与追求。这些不同的主旨与追求外化

在标志上，使标志的内容与立意愈加丰富，也愈加具

有国家特色，这些立意包括形象传播、旅游宣传、国

际交流、科技展示、金融合作、公益服务、主题教育

等，充分展示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态度。 

以“粮食”为主题，有的展示和宣传了本国文化

与特色，如以多样化的图形展示地大物博、风景优美

的农业文化的俄罗斯馆标志，以狭长海岸线与 Chile

（智利）文字组合展示海洋文化的智利馆标志；有的

则更强调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本土思考，如以“共存的

多样性”为主题的日本馆，标志通过筷子这种具有东

方特色的餐具诠释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理念，而首尾

相接，均匀排列的筷子，体现了器皿与食物共享的概

念和心怀感谢的饮食礼仪之道，代表了日本礼仪之邦

与互助团结的国际形象；有的用本国前沿的科技展示

了对粮食问题的解决思路，如德国馆标志图形似简洁

的叶冠，取形于馆中创新科技“太阳能树”，寓意着

生命的力量与对能源问题的创意构想，很好地诠释了

德国不断追求创新的科技强国形象，见图 1。 

在上海世博会的许多国家馆标志中还体现出了

中西交流的特点，如奥地利馆标志中，A 不仅是奥地

利名称的首字母，也是 26 个英文字母中的第 1 个，将

之与中文“人”字进行异影同构，既体现了人作为城市

主体，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也表现了中奥文化共融与

交流合作的愿景及对东道主国家的友好致意，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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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俄罗斯馆 b  智利馆 c  日本馆 d  德国馆 

图 1  2015 年米兰世博会各馆标志 
Fig.1 The logos of the pavilions of Expo Milan 2015 

 

 
 

图 2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奥地利馆标志 
Fig.2 The logo of Austria pavilion of  

Expo Shanghai 2010 
 

2.2  设计元素的民族化 

标志的设计是将文化内涵注入图形，通过对元素

进行选择、组合、重构，形成具有典型特征的视觉符

号，达到传递品牌信息与价值的目的。这众多文化的

本质都是国家形象，一个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志必

须传递出本国的特点，使国家属性成为标志最本质的

底色及最具区隔性的标签，所以，不论是图形、色彩

或文字，各国都致力于提炼民族化基因创造出具有本

土特色的视觉元素。具有典型民族化特征的元素大致

来源于 3 类。 

2.2.1  国家馆 

以展馆建筑外形轮廓或主要造型特色为基础创

立视觉符号，既有独特的个性，又与展馆本身密切联

系，且展馆本身所蕴含的国家属性与精神理念也同样

延续到了标志上。如此次迪拜世博会上的卢森堡国家

馆标志（见图 3a），以线带面呈现出立体的卢森堡馆

建筑的外形轮廓，简洁排列的直线塑造出流畅的曲

面，变幻的空间感让人感受到标志所蕴含的变化莫测

与无限扩展的可能性。场馆的设计灵感来自“莫比乌

斯带”，一种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的扭曲折叠的丝带，

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设计理念，再辅助以

代表卢森堡国家形象的标志性红蓝图案与标准字体，

让国家形象深入人心。我国近 3 届世博会的国家馆标

志，都在造型上呼应了展馆的外形。如 2010 年中国

馆标志，就以繁体的华字呼应了中国馆“东方之冠”

的斗拱建筑外形，体现了鼎盛中华的城市文明进程与

庄重威严的国家形象，见图 4。 

a  卢森馆标志 b  卢森馆场馆 

图 3  2020 年迪拜世博会卢森馆 Logo 和场馆 
Fig.3 The logo of Luxembourg pavilion of Expo Dubai 2020 

and the architecture 

 

a  中国馆标志 b  中国馆场馆 

图 4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标志和场馆 
Fig.4 The logo of China pavilion of Expo Shanghai 2010 and 

the architecture 

 
2.2.2  国家馆现有其他标志性符号 

以国旗、国徽、国家旅游标志等一些已经拥有

广泛认可度与标志性的国家符号作为设计元素，包

括其图形、配色或文字，通过借用这些最能代表该

国文化、历史的符号，能很好地体现其国别身份及

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如 2015 年美国馆的标志（见图

5），将“星条旗”与刀叉进行同构，很好地呼应了

“美国粮食 2.0”的主题，提示了美国对未来粮食问

题的思考。2015 年德国馆标志在主体造型展示了科

技创新的基础上，配色则呼应了德国国旗的颜色，

民族特性一目了然，见图 1d。2010 年墨西哥馆标志

中彩色的文字则直接取自于墨西哥国家旅游品牌标

志，展现了墨西哥丰富的旅游资源与缤纷多彩的地

域文化，也体现出墨西哥馆作为旅游宣传平台的作

用，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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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 年米兰世博会美国馆标志 
Fig.5 The logo of American pavilion of Expo Milan 2015 

 

 
 

图 6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墨西哥馆标志 
Fig.6 The logo of Mexico pavilion of Expo Shanghai 2010 

 

2.2.3  国家象征元素 

国家象征元素即具有大众认知度与影响力的国

家标志性元素，如标志性建筑、地理特点、特色物种、

本国文字、传统图案、代表人物、传说故事等。它们

或者以直观的图形让人明确地联想起所代表的国家，

如法国馆 2015 与 2020 年的标志都以著名的埃菲尔铁

塔为主视觉（见图 7）；或者着力于情感的嫁接，形

成心灵的碰撞与共鸣，传递元素背后所代表的内涵价

值。如 2010 年日本馆标志名为“微笑相联”，以 JAPAN

（日本）的首字母“J”为元素，柔和相连的曲线构

成了相互连接的笑脸，呈现给人们充满幸福的美好笑

容，充分体现了“心灵的联结”这一主旨，见图 8。 
 

  
a  2015 年法国馆标志 b  2020 年法国馆标志 

图 7  2015 年和 2020 年世博会法国馆标志 
Fig.7 Logo of the French pavilion of world expo 2015 and 2020 

 

 
 

图 8  2010 年世博会日本馆标志 
Fig.8 The logo of Japan pavilion of Expo Shanghai 2010 

2.3  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国家馆标志代表了各国在世博会这个大背景下

对国家品牌的实践，信息理念传达的准确性、效率性、

持久性是标志设计的目的与追求。各国需要采取有效

且高效地体现差异化和与品牌受众形成共鸣的设计

手法，因此，各国在标志设计时，也在积极探索与众

不同的表现手法与视觉效果。 

2.3.1  风格的不断创新 

为在众多的国家形象标志设计中脱颖而出，各国

在保证文化内涵准确传达的基础上，不断地谋求标志

表现语言的突破，三维、渐变、光影、摄影都可以成

为标志设计的手法。这些新语言对传统的标志设计所

遵循的形式法则与评判标准是一种突破与挑战[7]。标

志的设计逐渐从传统组合的内容描述方式转变成了

个性及实质的意念化，构造了多元化的开放模式[8]。

随着人们审美水平与审美需求的变化，世博会标志的

风格也更加具有探索性与前卫性，越来越多地大胆选

择具有视觉冲击力与创新性的设计，每年的世博会也

俨然成为了设计行业的风向标。如 2015 年世博会会

徽“叠彩文字”的风格就以突出的视觉效果让人耳目

一新，甚至一度成为标志设计的潮流，见图 9a。最

新发布的 2025 年大阪世博会会徽自诞生便以它出人

意料的造型引起各方的关注与争议，标志中 5 只红色

的眼睛象征传承自 1970 年同地举行的另一届世博会

“基因”，以跃动相连的细胞图形体现出生命的生机

勃勃与紧密团结。这个标志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美

感，但也正是它的不稳定性、无规则性、冲突感，让

人感受到它的视觉张力与鲜活的动感，反而让人过目

不忘，见图 9b。 
 

 

a  2015 年世博会会徽 b  2025 年世博会会徽

图 9  2015 年和 2025 年世博会会徽 
Fig.9 Emblem of world expo 2015 and 2025 

 

2.3.2  科技支撑下的前沿设计 

世博会本身就是科技创新的盛会，其历史也就是

科技进步的发展史，这些进步影响着设计的方方面

面，从思维到方法，从展示到传播，都在科技的浪潮

中发生着一次次的更迭与变革，5 年一次的周期也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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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设计的更新与趋势。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

网的普及、新媒体和新传播方式的不断涌现及经济社

会的发展，为标志设计注入了新的动力。最典型的就

是 2000 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会徽（见图 10），该标

志并没有固定的结构，而是个自渲染图像程序，其外

形和色彩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要而形成多达 456

种变化样式，展示给人们的是一种难以捕捉、充满了

灵气、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动态延展的视觉效果[9]。这

个标志打破了传统标志的沉闷与单调，让人在可变的

图形符号间依然能抓住其独一无二的特征，感受到其

所要传达的“运动、活力、创新”的品牌精神，也正

是这个标志，成为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经典案例，由

此开启了标志设计的新篇章，更加符合人们审美需求

与视觉习惯的动态化标志成为标志设计发展的趋势。

2010 年意大利馆也用到了这样的思路，图形中的红

绿木棍不仅契合了意大利馆的建筑外形结构，其灵感

来源于上海的传统儿童玩具“魔棒”，无序相交的木

棍不仅可以表现错综变化的城市交通结构，且魔棒游

戏的趣味性与随机性也蕴含其中，体现了随意变幻和

可拆卸的空间，这与其建筑设计理念不谋而合，动态

化标志韵味无穷，见图 11。 
 

 
 

图 10  2000 年汉诺威世博会会徽 
Fig.10 The logo of Expo Hannover 2000 

 

 
 

图 11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意大利馆标志 
Fig.11 The logo of Italy pavilion of Expo Shanghai 2010 

 

3  世博会标志对“中国形象”标志设计的

启示 

3.1  文化内涵的准确定位 

标志是文化的符号，它是将观念赋予形象、将意

义注入形式的结果[10]。国家形象标志则是在全球化语

境下展现中国立场与身份，强调文化传承与艺术嬗

变，以此构建的符号化的视觉艺术。国家形象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代国家形象所依托的历史、文

化、政治、军事、经济对其内容与要求也不同，它是

一个生长着的综合体[11]，因此，塑造中国形象需要树

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12]。以国家利益为

导向，加强民族特性和文化价值理念的深度挖掘，构

建受众对国家形象的认同感[13]。比如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次重要亮相，它要向世界

展示的是一个开放、自信、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

国家形象。10 年过去了，2022 年的冬奥会使北京成

为世界上首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双

奥”城市，此时中国需要的国际形象则定位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建设者和维护者的大国形象[14]；

另一方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命题，也会使国家形

象确定出不同的倾向与策略，如奥运会的运动精神、

世博会的科技创新，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理念与倡

议，体现出国家形象的多维层次。 

每个国家形象的标志都是国家在不同时代、不同

平台下不同身份的符号代表。中国通过正确的定位，

充分利用每一次与世界沟通的机会，传达出希望向世

界传递的声音与主张。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我国第 1

次承办世博会，向世界展示我国的诚意与实力，“给

世界一个惊喜”，在标志的设计上以一个繁体的“华”

字亮出华夏的豪情壮志，塑造民族情怀与中华风采

（见图 4a）；2015 年米兰世博会，是中国首次以自建

馆形式赴海外建馆参展，以“希望的田野，生命的源

泉”为主题[15]，娓娓道来作为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

的国家，在解决粮食问题上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与成

就，因此，其标志用线与面勾勒出大自然的轮廓和曲

线，水墨透叠寓意世间万物和谐共生、天地人和的传

统思想，颜体的书法汉字与罗马体的英文 China 都体

现出中意两国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字与图形共同构筑

起视觉的层次，突出了我国勤劳实干、自强不息的国

家形象，见图 12。 
 

 

a  中国馆标志 b  中国馆建筑图 

图 12  2015 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标志和建筑图 
Fig.12 The logo of China pavilion of Expo Milan 2015  

and the architecture 
 

3.2  中国元素的深度挖掘 

中国拥有庞大璀璨的文化积淀，作为国家形象标

志，必须挖掘和精炼具有高认可度与辨识度的中国元

素作为设计内容。对中国元素，也不应该只局限在造

型、图案等表象化的因素，可将其分为物质和精神 2

个层面。物质层面，即具象的传统图形、文字和色彩，

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会徽（见图 13），这是最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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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熟知的具有中国味道的标志设计。标志外形采用了

中国传统元素肖形印，以鲜明的中国红体现着欢迎与

热情，而里面的负形则是将篆字的“京”字变形为一

个向前奔跑的人，整个设计不仅具有浓郁的中国味，

而且与奥运会运动拼搏的精神相结合，很好地体现了

中国作为主办国对弘扬本土文化与奥运精神的主旨

与初衷。精神层面，即可视化的中国文化气质[16]，如

天人合一、五行八卦、忠孝仁义等中国文化气韵及中

正对称、阴阳共生、留白与意境等中国美学精神，如

G20 杭州峰会会徽，以代表 20 个与会国的 20 条绿色

线条构成了桥与倒影[17]，既有线条的秩序与韵律，又

有桥影相对的和谐对称、虚实相合之美，品牌字体与

背景图形相映成趣，诗、书、画、印浑然一体，横式

的构图似一幅摊开的画卷，富有中式建筑美学特点的

桥梁造型与国画的山水意境蕴含其中，使人们不仅由

此记住了杭州这个马可波罗笔下的“千桥之城”，也

构筑起了中国作为此次峰会主办国的桥梁作用及连

接双边，构建对话的峰会精神，见图 14。 
 

 
 

图 13  2008 年奥运会会徽 
Fig.13 The logo of 2008 Beijing Olympics 

 

 
 

图 14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会徽 
Fig.14 The logo of 2016 Hangzhou G20 Summit 

 

3.3  视觉信息的精准传达 

标志是“视觉塑造”与“信息传达”的结合，“国

家形象”的设计不是为了导出某个漂亮的图案，而是

必须紧密联系到视觉传播的社会营销效果——把“国

家”这个品牌传播出去，收到好的营销效果作为回报[18]。

它的受众不仅包含中国观众，更应以世界观众为对

象，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受众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了解

对象的审美心理，设计出国际化的视觉符号，实现信

息的精准传达。从受众心理的角度可以将之分为识

别、理解、共情等 3 个层级。 

3.3.1  识别——创造受众的视觉未知 

标志的首要视觉功能就是识别性，只有鲜明的形

象创意才能使图形具有耳目一新、吸引人、感染人、

震撼人的心理感觉，才能产生使人难以忘怀的心理触

动感、铭刻于心的心理艺术效果，才能高效地传递设

计信息[19]。人的视觉过程是视觉生理活动与相应心理

经验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视知觉是一种极为积

极的探索活动[20]，它不仅体现出人对视觉图形的瞬间

感知，还能将看到的图形进行筛选、简化、整合，并

与过去的视觉经验进行比对，进而做出判断。对国家

形象的标志，由于其品牌形象已在受众心中有一定认

知基础，所以既不能完全脱离这种认知，而颠覆其本

质（一个超出观众认知或与观众心中的中国印象大相

径庭的标志，自然无法获得认同与信服），也不能一

味地满足或重复这些认知而失去了视觉新意与精神

共鸣。 

相似性是引发受众接受的前提，而差异性则是保

持他们兴趣的利器[21]。一方面要参考外国观众认知中

的中国形象，以其了解与熟悉的中国味道获取沟通的

捷径，这也是很多时候我国形象标志会采用正红色的

原因，它符合世界范围对中国形象的色彩认知；另一

方面，也希望能打破世界对中国的固有印象，以更加

富于变化的视觉手法输出更加多面的信息，塑造更加

多元化的中国形象，并通过与经验中中国形象的重构

与再造，形成对国家品牌新的信息储存。也正因为此，

另一种常用的选择方式是采用红色与其他颜色相组

合，既有对中国红的传承，也有对新时代中国色彩的

演绎。如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会徽色彩系统主

题为“淡妆浓抹”，以“虹韵紫”为主，辅以“映日

红、水墨白、月桂黄、水光蓝、湖山绿”，见图 15。而

成都 2021 年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会徽由大

红、明黄、翠绿、湖蓝 4 个渐变色块组成，对应成都

大运会绿色、智慧、活力、共享的办赛理念，见图 16。 
 

 
 

图 15  2022 年杭州亚运会会徽 
Fig.15 The logo of Asian Games Hangzhou 2022 

 

 
 

图 16  2021 世界夏季大学生运动会会徽 
Fig.16 The logo of 2021 World University Games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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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理解——切入受众的认知 

如果图形是人们为传递某种信息而创造的一种

视觉语言，那标志设计正是以这种语言进行“编码”，

观众通过“解码”获得信息的过程。要使观众能够正

确解码，就要根据其认知能力和审美意愿，选取适当

的造型要素与设计手法，规避认知盲区与审美禁忌，切

中受众心理，实现由形到意的理解转化，变单向输出

为双向沟通，实现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在设计中

既要有世界的符号特征，也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

元素；既要避免盲目效仿西方，也要避免一味地追求

民族传统、狭隘的设计语言，造成沟通交流的困难[22]。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会徽（见图 13）、2010 年

上海世博会会徽（见图 17）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申

奥和正式会徽（见图 18）看，都以图形同构的方式，

呈现了汉字的主元素。从“京”到“世”，再到“冬”，

似乎国内设计师尤其偏爱汉字元素。诚然，汉字独特

的象形特征，使得它天然就具有图形传意的功能（不

仅有着书法一样的东方韵律，还有着文字本身的信息

传递作用），也使得它成为中国风格标志设计中常常

会选用的元素。置于国际的层面看，对不识汉字的外

国观众而言，汉字作为文字的阅读功能便失效了，如

果标志的图形寓意不能很好地被人感知，则标志作为

世界性主题符号的意义就名不符实了。从这样的意义

来看，一个好的“国家形象”标志，不应该只是本土

文化的自说自话，而是在一种大环境下的消费文化、

社会经济、艺术风格、设计者和受众的审美观等因素

的影响下，重新塑造出既富有民族气派，又不是机械

照搬古代样式的美观、原创的新时代标志[23]。 
 

 
 

图 17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会徽 
Fig.17 The logo of Expo Shanghai 2010 

 

  
a  冬奥会申奥会徽 b  正式会徽 

图 18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会徽 
Fig.18 Logo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games 

3.3.3  共情——联接受众的情感 

好的标志设计就是在受众识别与理解的基础上，

以视觉的美感染受众，从而对受众产生强烈的刺激、

共鸣与艺术享受[22]，以独特的视觉体验实现与受众的

情感沟通，达到视觉说服与传播共情。要做到这一点，

通常需要在构思上以受众心理为目标，以满足期待、

情感卷入、价值共享等为策略，使受众在信息沟通中

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构建，使品牌能够获得良好的印象

与持久的记忆。 

所谓以情动人的设计，指基于一种主题意念而表

现出来的浓郁的感情色彩，将审美抒情融于创意表现

之中[24],通过调动人的情绪，唤起人们思索联想，进

而产生情感传递，达到情感共鸣，从而使心灵与设计

产生碰撞[25]。要做到这一点，迪拜世博会就给出了很

好的范例。会徽“金指环”造型来源于迪拜发掘的一

件 4 000 年前的文物，其造型具有伊斯兰几何图案风

格的秩序美感，变化的色彩又体现出金属的光泽与现

代科幻气息，这个标志不仅展示了一个图形，还勾勒

了一条情感曲线，从新奇、惊叹、折服到向往。它讲述

了一个从远古到现代的故事，让人对这片神奇的土地

及其所孕育的文明肃然起敬，可不断延伸与变化的设

计连接起迪拜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构筑起观众对其

灿烂文明与辉煌未来的深深折服与无限想象，见图 19。 
 

 
 

图 19  2020 年迪拜世博会会徽 
Fig.19 The logo of Expo Dubai 2020 

 

3.4  标志形态的创意输出 

当前，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革新正在重塑国际交

流与文化传播方式，动画、交互、音效等现代化技术，

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标志设计的技术范畴，极大地丰富

了标志的输出内容与传播效果。人们对标志的感知也

不再只局限在视觉，还可以通过听觉，甚至触觉、嗅

觉，形成新的识别触点，以多维的立体感受达到思想

冲击和心灵碰撞。这些创新的概念与不断革新的数字

技术不断刷新着人们对标志的认知。像东京奥运会首

次采用了动态体育图标，奥运会上首个动态会徽也随

之诞生，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会徽以不断变化的 A

体现了无限的创意，它反映了洛杉矶不断发展和面向

未来的精神，还激发公众共创，鼓励个性和自我表达，

实现标志的无限延伸。它改变了标志设计单向输出的

方式，形成共创与互动的双向沟通，代表着新一轮标

志设计的革命，见图 20。这些概念与技术的创新，

展现的不仅是设计的进步，同时，也是国家开拓进取

的表现。我国在进行“中国形象”标志设计时，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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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会徽 
Fig.20 Logo of the 2028 Los angeles olympic games 

 
该将输出方式纳入设计的一部分，以形写神，以神传

意，将中国形象通过新鲜的感观体验进行独创的设计

表达，形成鲜明的辨识度与记忆点，塑造我国与时俱

进的国家形象。 

4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标志 

最后，再来回看一下此次的中国馆标志。2020

年迪拜世博会以“沟通思想，创造未来”为主题，而

我国立意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

以灯笼这一古老的中国传统工艺，来寓意为人们带来

光明、指引方向，也象征世界各国在世博会平台上欢

聚沟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志的设计紧密贴合

了名为“华夏之光”的国家馆建筑，简洁明了，美观

醒目，无论从文化内涵还是视觉特征而言，这似乎都 
 

是非常标准和优秀的“答案”。 

从内涵看，固然应该发扬和传承灯彩的民俗风采

与喜乐文化，但更应该歌颂灯笼所具有的中国人“以

纸包住火”的古老智慧。这种创新精神才是最应该被

继承并引以为傲的中国科技文明，也是主题“创新和

机遇”的写照。我国的光辉并不只在于“四大发明”，

更多的中国智慧与创造值得人们发掘与传播。 

内容决定形式，从表现形式看，灯笼的妙处并不

在于白天的装饰，而在于夜晚的那一点光亮。事实上，

国家馆就特意为夜景设计了美轮美奂的灯光秀，而其

标志也应该加入日夜转换的动态形式，以呼应展馆的

变换，同时展现灯笼构筑黑夜中光明与温暖的独特魅

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手法相结合，进一步展现标志的

创意之美及照亮四方、共创未来的中国形象，见图 21。 

 

  
a  中国馆标志 b  中国馆夜景 

图 21  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标志和场馆夜景 
Fig.21 The logo of China pavilion of 2020 Dubai Expo and the night view of the architecture 

 

5  结语 

每届世博会都是一次世界范围的“头脑风暴”，

是世界各国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同一命题的创作，而其

创作结果为各个类别的设计比较与研究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也为掌握设计趋势与世界审美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尤其对在国际平台上中国如何把握每次亮相的

机会，以标志设计积极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具有非常

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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