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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在融媒体环境下城市品牌的动态化趋势，探讨动态城市品牌的概念及特征。方法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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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变化；动态城市品牌具备视听融合的传达方式，可结合自然音效和人工音效进行宣传；动态城市品牌

传播从真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角度进行分析。结论 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动态城市品牌作为一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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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Study of City Brand Image in the Era of "Convergence" Media 

ZHU Wen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Fujian Zhangzhou 363105,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the dynamic trend of city brand image in the background of convergence media, 

and to explore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city brand image.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expression of dy-

namic logo repetition, rotation and gradient in the graphics; the design of dynamic auxiliary graphics applies complete 

logo shape, logo combination, interception of some elements of the logo and multiple auxiliary graphics; dynamic infor-

mation graphics are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time progress framework, spatial framework and logical framework; dynamic 

brand color is a dynamic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raditional color matching and the dynamic brand color is a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lor scheme in terms of hue, brightness and saturation contrast. Furthermore, the spe-

cific performance of dynamic city brand image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nd and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convergence" media era, dynamic city brand image design reflects the recognition, diversity and interactivity of dynamic 

city brand image. In addition, as a form of expression that can efficiently convey the spirit of city culture, dynamic city 

brand image not only allows audiences to perceive and experienc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but also allows them to ex-

change information in a relaxed and pleasan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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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牌形象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国

内 外 学 者 借 鉴 大 卫 · 奥 格 威 （ David MacKenzie 

Ogilvy）和凯文·莱恩·凯勒（Kevin Lane Keller）

的品牌相关理论对城市品牌形象进行研究和阐述，有

学者认为城市品牌形象包含有形的物质内容和无形

的精神内容，通过对城市品牌有形感知要素的研究，

分析如何通过城市品牌标志、城市地标性建筑、城市

公共空间艺术和城市宣传片等构建目标受众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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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品牌形象。另外，由于传播媒介的革新，学者

龙莎等在品牌传播媒介上分析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提

出需要利用新媒体进行整合营销传播活动，并总结出

新型媒体将成为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传播途径。城市

品牌形象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至今，无论在理

论还是实践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未深入将城市品牌

形象与“融”媒体时代背景融合进行研究。城市品牌

形象单一的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现阶

段可深入地将城市品牌运用根据“融”媒体的传播进

行相应改变。融媒体是传统媒体与新兴互联网媒体融

合的产物，在融合形势下，媒体形势、生产平台和传

播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融合多种的跨界媒体，

所指不是单个的概念而是集合概念[1]。随着融合媒介

的方式革新，“动态化”形式可以介入融合技术进行

表达，使信息传播更具感染力，可在短时间内达到快

速传播的作用。视觉传达设计中动态城市品牌形象基

础系统和应用系统的表现形式多样，每种形式都可应用

于不同的媒介，这一特性恰好与融媒体的特征相吻合。 

1  “融”媒体的动态化趋势 

2021 年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和中宣部媒

体融合专家组提到未来五年融媒体的建设和深化的

方向为：技术上深化，即向 5G 和人工智能技术方向

发展；资本投入，融媒体与资本市场捆绑；人员队伍

建设；IP 体系，做老百姓爱看的内容体系；跨界的沟

通与合作。融媒体深化基本是做到 6 个方面的事情：

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中央厨房、一套新闻采编

发行系统、数据、“云平台”[2]。传统媒体向“融”

媒体的转变势在必行，传播媒介的革新改变了人们对

信息接受的方式，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日常生活中交

叉出现，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相互融合的形态对人

们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视觉

传达设计作为设计学科中重要的表现形式，它的设计

工作环境和展示环境也产生了变化，它在“融”媒体

环境中所体现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多元性，设计可以展现媒介形态的多元性。

例如传统的广播电视分为手机电视、网络电视、投屏

电视等，其中投屏电视是集手机、电视、网络于一身

的终端体验，是融合媒体的典型代表。 

2）交互性。交互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

机器之间的互动性，如在手机、电脑或装置中的应用

界面需要通过人的操作， 终达到人与机器完整的互

动体验；二是媒介传达信息的交互性。在融媒体的环

境下，设计师与受众都可实现对信息的编辑与传递，

他们同时扮演着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两种角色，不同

角色的功能转换体现了信息传递的灵活性和交互性；

传播媒介的革新使人机之间互动频繁，受众在虚拟与

现实之间来回切换，在多维信息空间中形成多感知体

验。媒介载体正经历着时代性的发展变化，视觉传达

设计的载体已经从传统平面印刷媒介向融合媒体发

展。根据媒介的不同，视觉传达不仅有静态表现形式

还有动态的视觉语言，融媒体环境下动态化的传播方

式正好符合视觉传达多元性与互动性的特性。 

2  动态城市品牌形象的概念及特征 

“动态”意味着变化，是形态的运动。动态城市

品牌形象设计突破完全的平面化形式，不再以单一、

静态的形态与色彩固定存在，而是在相关理论原则的

指导下，进行变化、发展的设计[3]。如芬兰外交部全

新的形象标志，见图 1。新标志继承了旧标志圆形的

形态，将原标志地球图形转化成动态波纹的形式，波

纹的色彩使用了渐变流动的方式，不仅体现了芬兰拥

有较为丰富的淡水资源，而且通过动态中此起彼伏的

波纹体现了芬兰外交部的影响力。在“融”媒体时代

下，城市品牌可以将一个动态标志作为切入点来体现

城市的影响力，既符合时代性又能够体现城市特征。

另外，城市品牌形象结合其图形、色彩、声音及空间

的应用，多维度展现其魅力，体现了动态城市品牌的

丰富性。 
 

 
 

图 1  芬兰外交部标志 
Fig.1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 Finland Logo 

 

3  动态城市品牌的表现方式 

城市形象应具有其历史积淀，并体现着未来的发

展趋势[4]。那种巨大浩瀚，那种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

力，也是大城市的价值之一[5]。传统的城市品牌形象

设计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城市品牌形象在多种

媒体融合的环境中需要打破原来的固定模式，在不同

媒体中找到连接点。城市品牌形象表现形式必须向多

元化方向发展，视觉设计采用统一的样式和风格，将

各媒体紧密连接，实现不同媒体之间无阻碍的互动与

交流。城市品牌形象尝试静态向动态化转变，可以选

择二维动态形式、三维动态形式、视听艺术以及空间

互动结合的方式，并通过印刷品、网络、手机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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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装置等一系列融合载体实现城市品牌形象的宣

传。从视觉传达的角度分析城市品牌形象由静态向动

态形式变化，可尝试与图形、色彩、声音和空间结合

实现不同的展示方式。 

3.1  动态城市品牌形象与图形  

优秀的图形不仅有着美丽的形态外衣，同时还散

发着深刻浑厚的语义信息[6]。古往今来图形都是人类

传递信息的重要形式，由于融合媒介的介入，图形应

用的手法也产生了变化。图形在静止不动的情况下，

本身就能够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如果配合动态的形

式，可突破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并进行交替变化。图形

是动态城市品牌形象中重要的视觉元素，城市品牌形

象的图形设计结合软件技术可实现动态化效果，图形

主要采用标志、辅助图形以及信息图形等动态化的表

现形式。 

3.1.1  标志动态化 

标志动态化即动态标志（Dynamic Logo 或 Dynamic 

Symbols）。动态标志一般由图形、色彩、文字、运动、

声音等几个方面构成，可以是标志的静帧图形或者画

面的连续播放[7]。通过空间、时间、声音等多个维度，

将原本二维空间的标志以动态的重复、中心轴旋转、渐

变等造型原理进行演变，增加图形的丰富性和传播性。 

1）重复，是指同一个造型要素重复出现的表现

方式，可以提高视觉统一性和易读性。韩国首尔江南

区全新的城市品牌形象，用“ME ME WE Gangnam”

三个重复的抽象人物形象来代表“我”“您”“我们”，

体现了江南区居民的团结，并共享着江南优美的人文

环境。   

2）旋转，将需要镜像的视觉造型要素以中心点

为基准进行旋转设计。以巴拉圭国家品牌形象为例，

其以花朵、太阳和齿轮为雏形，花朵象征着生长，太

阳象征着财富，齿轮象征着巴拉圭的经济。标志将三

个形状简化成一个以中心轴重复旋转的几何图形，采

用旋转动态图形体现巴拉圭是一个富饶的国家，见图 2。 

 

 
 

图 2  巴拉圭国家动态标志 
Fig.2 Paraguay Dynamic logo 

3）渐变，广泛存在于自然规律之中，它是一种

变化运动规律，是将造型要素逐渐规律性转换的过

程，如大小渐变、方向渐变、虚实渐变等。英国气候

变化委员会 2020 年启动的全新品牌形象，使用了三

个半圆的组合，并在半圆形态内进行了渐变的切割，

同时采用了色彩的渐变方式传达出从温暖到寒冷的

变化。动态标志除了以视频形式呈现于新媒体（如电

视、网站或移动终端）以外，同时也以静止的形态来

满足传统媒体的需求。标志静态与动态的多种呈现方

式能够真正体现融媒体多元化的特性。 

3.1.2  辅助图形动态化 

辅助图形动态化（Dynamic Auxiliary Graphics）

是视觉基础要素多形态的表现，也称作动态辅助图

案。辅助图形的定义为：在品牌系统中充当辅助性图

形要素的视觉符号，其能够通过自身形式的变化，补

充和丰富品牌设计中的其他造型要素[8]。动态辅助图

案弥补了城市品牌形象静态基础要素在设计运用中

样式单一的不足，尤其在融媒体传播中可以丰富城市

品牌整体内容，强化品牌形象。动态辅助图案的设计

运用包括：运用标志组合、完整标志外形、截取标志

部分元素进行再设计，以及多种辅助图形等。阿塞拜

疆国家品牌形象辅助图形是在英文缩写“ad”的完整

标志的轮廓中，将其形状镂空以镜头的形式，把阿塞

拜疆不同的环境、位置，以及国家的一些特色物像用

摄影照片形象切换着填充在镂空图形轮廓的镜头内，

整体视觉形象充满了梦幻色彩，让人产生强烈的探索

欲，见图 3。动态辅助图形有助于多视角展现品牌形

象的不同内容，提高品牌的识别度和多样性。 
 

 
 

图 3  阿塞拜疆国家品牌形象设计 
Fig.3 Aazerbaijan Br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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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信息图形动态化 

信息图形动态化是指信息、数据或知识动态可视

化的表现形式，又称为动态信息图形（Dynamic In-

fographic）。对比文字语言来说，视觉化的信息语言

是一个具有传播性、说服性的符号，它使信息的传播

更加快捷有效[9]。通过动态信息图形可以简单清晰地

向受众呈现繁复的信息。在城市品牌形象中动态信息

图形无处不在，例如城市公共标识、地图、电子显示

屏等都是动态化信息图形进行呈现的媒介。动态信息

图形常见的构架形式可分为三种： 

1）以时间进度为构架，即是以时间为轴线的动

态 信 息 图 形 。“ 自 然 ” 国 际 科 学 周 刊 （“ Nature” 

International Weekly Journal of Science）利用 5 分钟的

动态信息视频展现了人类文化史，整个视频从罗马时

代开始，以历史中著名人物的出生地和死亡地构成，

五分钟由每个出生地和死亡地组合演变形成信息图

形，展现了过去 2 600 年人类文明运动的过程，并从

全新视角中得到人类文明变迁的数据结果，见图 4。 
 

 
 

图 4  五分钟视频展现人类文化史 
Fig.4 Humanity's cultural history captured in 5-minute film 

 
2）以空间为构架，地图的表现形式在空间结构

中 具有代表性，地图的动态化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品

牌形象中，如美国通用汽车采用 Hubcab 系统搜索纽

约出租车的路径，将车辆行动轨迹的数据分享给人

们，希望能探索出更多更便捷的道路通行方案。随着

实时城市数据流的不断增加，人们能够准确地看到城

市的不同时间、不同路段交通枢纽的情况，见图 5。

此项目通过普及智能技术，以降低城市交通系统中的

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 

3）以逻辑为构架，是以逻辑关系为结构的动态

信息图形。英国剑桥 Mill Road 城市社区项目，在

Mill Road 18 家商店的柜台安装了一个小小的“笑脸

装置”，每隔一天就会展示一个不同的问题，并鼓励

顾客发表意见。在各个商店和本地艺术家的帮助下，

收集“社区数据”并将结果形象化地呈现为街头艺术，

见图 6。在融媒体的时代背景下信息图形被广泛应用

于城市空间的各种媒介之中，它不再是单纯的静态数

据表现，更多的是在不同媒介装置形式上与观众产生

互动，从而体现动态城市品牌形象的多元性和互动性。 
 

 
 

图 5  美国通用汽车出租车 Hubcab 系统 
Fig.5 “Hubcab” Exploring New York City taxi trails and 

sharing our way to a more sustainable urban future 
 

3.2  动态城市品牌形象与色彩 

歌德说：“颜色对于人的心灵有着一种作用，它

能刺激感觉，唤起一些使人激动、使人痛苦或快乐的

情绪。”[10]城市品牌形象设计中的色彩已经成为了品

牌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品牌和色彩紧密相连能使品牌

成功地在品牌世界中脱颖而出。成功的品牌通常都有

“独有的”色彩，受众在提及某个品牌时会马上联想

到其标志性的颜色。美国洛约拉大学的一项研究表

明，色彩能使品牌认知度提升八成以上[11]。现在越来

越多的品牌除了注册商标的以外，还会注册其标志的

颜色，可见色彩在品牌的认知度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动态品牌色彩是在传统配色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的

转换，从色相、冷暖、明度和饱和度对比等方面进行

配色变化。 

3.2.1  色相对比 

色相指的是色彩的样貌或色度。色相对比是在

24 色环上不同角度位置上的颜色，任意选择一种色

与其位置呈现 45°夹角内的色彩被称为弱对比；色环

内两个颜色位置之间在 90°的为中对比，超过 120°的色

彩位置称为强对比。2022 年杭州亚运会的标准色彩

主题“淡妆浓抹”就采用了超 120°的强对比动态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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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其中“映日红”渐变色代表霞光“气韵之色”，

“水墨白”渐变色代表淡墨“包容之色”，“月桂黄”

渐变色代表“芬芳之色”，“水光蓝”渐变色代表晴空

“水波之色”，“湖山绿”渐变色代表青山“生态之色”，

以及主形象色“虹韵紫”渐变色代表“欢聚——交融

之色”“活力——创新之色”，见图 7。通过整套动态

的色彩体系应用，挥洒出既有葱郁湖山自然生态，又

富有创新活力运动激情的新时代杭州面貌。 

 

 
 

图 6  Mill Road 社区可视化 
Fig.6 Visualising Mill Road 

 

 
 

图 7  2022 年杭州亚运会标准色彩 
Fig.7 The color of the 2022 Asian Games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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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冷暖对比 

冷暖对比指人们从日常生活中经验积累，在心理

上形成对颜色的冷暖感觉，是由感官体验所产生的配

色对比方案。色彩心理，即色彩引发的心理学意义上

的议题。色彩心理学涉及客观存在的相关现象及规律[12]。

例如，红色与人本能的生理和心理有着重要的关系，

代表着人的情绪和食欲。因为人的血液是红色的，它

在情绪波动强烈时会导致脸通红，如果人长时间盯着

红色会心跳加快、肌肉兴奋。同时很多新鲜食物（如

草莓、西瓜、肉）的鲜红色总能刺激人的食欲。波兰

科沙林全新的城市品牌形象以盾牌为基础元素，盾牌

的灵感来源于科沙林城市会徽，而动态交织在一起的

红蓝冷暖对比色彩象征着更加年轻、开放、充满活力

的城市特征，见图 8。 
 

 
 

图 8  波兰科沙林城市品牌形象 
Fig.8 Koszalin Brand Design 

 

3.2.3  明度比对 

明度对比是因色彩的明暗不同造成的对比。在无

色相的色彩中，白色明度 高，黑色 低，从白色到

黑色带逐步变暗，成为一个有梯度的明度变化[13]。按

照蒙塞尔（Munsell）色彩体系，可以将色彩从明到

暗分为 10 个阶色，3 个色阶内的可以视为明度的弱

对比、4—5 阶为中对比，超过 5 阶梯以上的视为强

对比。如美国波士顿城市 2024 申奥标志采用“灯塔”

和“桂冠”的抽象图形组合，使用了蓝色为主色调，

将其明度从亮蓝色到深蓝色进行色彩填充，增加了图

形的立体感，展现出波士顿城市的梦幻科技感，见图 9。 
 

 
 

图 9  波士顿申办 2024 年奥运会城市标志 
Fig.9 Boston 2024 Olympic City bid logo 

3.2.4  饱和度对比 

饱和度对比也称为色彩的纯度对比或强度对比。

它指的是色彩的鲜灰度对比，为了更好地理解饱和

度，也可以将色阶设置为 10 色阶。在 3 个色阶之间

的颜色是饱和度弱对比、4~6 个色阶之间是饱和度中

度对比、8 个色阶以上是强度对比。例如粉色和玫红

是 2 种不同饱和度的红色。 

品牌形象中色彩的应用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要素，

动态的色彩表现在城市品牌形象中是一种全新的尝

试，它与传统的标准色彩和辅助色彩不同，动态色彩

更加灵活多变，色彩的变化和显示都能够更加精确地

展现出来，适用于不同的媒体，特别符合融合媒体的

特性需求。 

3.3  动态城市品牌形象与声音 

动态城市品牌形象应具备视听融合的特征，动态

图形画面配合声音的传播，使信息传递更加准确。对

于动态化的城市品牌形象声音特效部分，可以尝试将

声音分为自然音效和人工音效：自然音效如水声、风

声等；人工音效则以旁白解说为主。动态图像以时间

线为顺序用声音带入情境，提醒受众关注重要的信息。 

3.4  动态城市品牌形象与空间 

空间是动态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传播途径。城市

品牌传播空间分为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真实空间指

的是城市公共设施、街道、建筑等。虚拟空间指的是

借助城市公共互动装置、VR 穿戴设备等模拟的环境。

互动装置艺术的媒介融合，是指通过技术实现不同媒介

的融合与互动，从而实现媒介整合带来的统合效应[14]。

动态城市品牌形象推广可创建一个真实与虚拟并存

的融合媒介，在城市公共设施上安装互动装置，延伸

人们的感官体验。通过融合媒介将城市品牌理念、形

象与城市空间完美结合，让受众与融媒体零距离接

触，更加完整且立体地传播城市品牌形象。 

4  结语 

联合所能提供的能量大于所有单独努力的相加，

事物间的交流有助于彼此的进步，共同的给予会显得

更有效、更引人关注[15]。动态图像、色彩、声音以及

空间等多维的共同表达，形成动态城市品牌形象的表

现形式，使城市品牌形象作为一种具有高效传递城市

文化精神的表现形式，在融媒体的环境中不仅能让受

众从多维度感知体验，而且能够让受众以轻松愉悦的

状态进行信息交流。科技的飞速发展让人们的生活变

得更加便利，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随之变少，作为创

作者需要更加关注传统和现代的融合，突破信息传达

方式的局限，为人与不同媒介之间的交流创造更多的

可能性。城市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用动

态化的城市视觉语言创造一个与未来发展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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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牌形象，与现代人的认知趋势相契合，并且动

态地延伸城市品牌形象的内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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