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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发展需要加快步伐，如何在众多的城市间脱颖而出占领市场，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城市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可以被视为一座城市的“文化核心”，它通过将城市的文化元素转化为符号、形
象和视觉图形来展现。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塑造并推广城市的品牌形象，还能像引擎一样驱动着城市文化以及旅游业等相关领域
的发展和繁荣。本文结合多个典型城市 IP 案例探讨了如何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为具有时代感的城市形象标识，以
期为城市品牌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有助于推动地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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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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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d. City IP(Intellectual Propert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ultural core" of a city, which is displayed by transforming th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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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 IP 的定义及发展背景

（一）城市 IP 的定义
城市 IP（Intellectual Property）设计是指将城

市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创意的艺术语言，为城市打
造出独有的品牌形象和文化标识，提升城市品牌
形象的辨识度和影响力。所以，城市 IP 不仅仅
是设计一个城市的标志、口号或吉祥物等视觉元
素，更涵盖了城市的文化、历史、地理、经济等
多方面的特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城市 IP
是现代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二）城市 IP 发展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

日益激烈。城市形象的塑造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
来，我国旅游业、文化产业等与城市 IP 密切相
关的产业持续增长，城市 IP 形象设计市场规模
持续增长，2023 年上半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增
加值达 6534.1 亿元，同比增长 15.6%。其中，文
化创意产业设计服务收入为 2601.9 亿元，同比增
长 18.2%。

国家高度重视城市品牌建设，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鼓励和支持城市 IP 形象设计与延展。其中，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挖
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其
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打造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同时，各地政府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城市 IP 形象设计与延
展工作。这些政策因地制宜，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为城市 IP 形象设计与延展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
支持和服务。

二、城市 IP 发展历程

城市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的发展历程可
以追溯到 20 世纪末，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
地方品牌意识的增强，各个城市开始探索如何通
过独特的文化符号、故事以及形象来提升自身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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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萌芽期（20 世纪 90 年代 -21 世纪初）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发展，城市之间的

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消费者对文化和个性化
的追求也促使城市寻求差异化的发展。在此期间，
城市 IP 的概念相当模糊，主要是在旅游宣传方面，
如制作宣传册、宣传视频等传统手段来推广城市
特色。

（二）探索期（21 世纪初 -2010 年左右）
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文

化创意产业逐渐兴起。城市开始尝试将自己的文
化、历史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创造具有代表性
的地标和活动，例如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建设城市
形象，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福娃的设计，福娃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奥林匹克吉祥物，以及为城市增添
新的文化符号。

（三）发展期（2010 年 -2020 年）
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

式，为城市品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在此期
间，城市知识产权的概念日益清晰，越来越多的
城市开始关注开发本土资源，形成独特的品牌形
象。同时，通过影视作品、动漫游戏等形式推广
城市知识产权，跨行业合作已成为一种趋势。例
如，成都因其国宝“熊猫”文化而成为国内外知
名的旅游目的地，杭州通过 G20 峰会进一步提高
了其国际知名度。

（四）成熟期（2020 年至今）
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在线和离线一体化的

新模式不断涌现。城市知识产权不再局限于物理
显示，而是越来越多地反映在虚拟世界中，如数
字艺术展览、在线文化节、元宇宙等等。此外，
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参与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例如，绍兴美食已经从一个小众市场发展成为一
个大众市场，成为城市独特的知识产权之一，青
岛以真人剧《梨园》讲述了老城区的故事，展示
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人文关怀。

三、城市 IP 的特性及主要应用领域

（一）城市营销
城市 IP 是现代城市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推力。城市 IP 的设计往往是通过提炼和包装城
市独有的文化特征以及历史故事，从而形成具有
高辨识度的文化符号或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
在城市营销中的作用是多维度、深层次的。首先
是提升城市的文化魅力，城市 IP 有助于打造城
市独一无二的品牌，让游客在众多的旅游目的地
中能迅速识别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将静态
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激发旅游兴
趣和探索欲望，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其次，城市 IP 增加的旅游人次和停留时间，
会伴随着一系列的衍生产品和服务行业的兴起，
例如：酒店、餐饮、交通、纪念品、特色美食、
文创商品等等。旅游消费的提升，直接带动相关
行业的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同时，城市 IP
的开发和推广还能吸引外部投资，推动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旅游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此外，城市 IP 还能够与科技、艺术、教育
等产业相融合，创造出新的旅游业态，如数字艺
术展览、文化教育旅游等，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升
级和转型。

（二）文化创意产业
城市 IP 的传播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上

多方面的，它不仅能够加深本地居民对自身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还能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吸引国际游客，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
解，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城市在国际的影
响力。同时，城市 IP 还能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增
长，为城市带来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效益。
城市 IP 创作的内容往往是利用城市的独特故事、
历史传说和标志性建筑作为灵感来源，例如，西
安的大唐不夜城项目就是深挖盛唐文化，通过全
新的诠释和文化创意展示，催生出创新性的文化
IP“不倒翁小姐姐”“盛唐密盒”。这些 IP 不仅
丰富览当地文化内涵，还带动了当地主题乐园、
餐饮等业态的升级。

其次，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城市 IP 的
表现形式提供了多种的可能性，使 IP 的影响范
围和传播力得到览显著的提升。例如，沉浸式游
览、数字城市打卡地等极大的丰富了游客的体验
刺激了消费欲望。

四、城市 IP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特性

城市 IP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展现出了多重特
性。这些特性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
城市 IP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这不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还促进览文化产
业的繁荣与发展。

（一）文化独特性与情感联结
文化性是城市 IP 最本质的特性，设计师通

过深入挖掘和提炼这些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具
有鲜明地域标识和文化内涵的 IP 形象。这种文
化性不仅赋予览 IP 形象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还
使其成为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成都的
熊猫 IP、西安的兵马俑 IP 等，这些都是基于城
市独特的文化资源打造而成，具有极高的文化认
同感和传播力。

（二）创新性与创造力
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城

市 IP 不可或缺的特性之一。城市 IP 在设计过程
中，注重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理念相结合，
通过新颖的设计手法和表现形式，创造出既具有
时代感又富有创意的 IP 形象。这种创新性不仅
满足了消费者对新鲜事物的追求，还提升城市文
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例如，扬州通过打造“扬
州八怪”IP，将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相融合，创
造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文化产品。

（三）实用性与发展
实用性上城市 IP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得以广

泛应用的重要基础。城市 IP 不仅具有观赏价值，
还具备实际的使用价值。通过将 IP 形象与各类
文化产品相结合，如文创商品、旅游纪念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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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这种实用性不仅
提升览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还促进
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例如，自贡市将
恐龙 IP 融入城市建设中，不仅提升览城市知名度，
还带动了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四）品牌资产化
品牌性是城市 IP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核心

竞争力之一。通过打造具有独特魅力和广泛影响
力的城市 IP，可以形成具有鲜明个性和识别度的
城市品牌形象。这种品牌形象不仅有助于提升城
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
人才流入城市。例如，杭州通过打造“西湖”IP，
形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品牌形象，为城市
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注入了强大动力。

（五）市场性
市场性是城市 IP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得以持

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城市 IP 的设计和推广必须
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心理，以满足市场变
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
和营销策略，可以推动城市 IP 在市场上的广泛
传播和应用。这种市场性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 IP
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还可以为城市的文化创
意产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五、城市 IP 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

（一）内容创新与差异化
城市 IP 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城市

独特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和展现。然而，随着城
市 IP 的普及，许多城市开始纷纷效仿成功的案例，
导致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相似的 IP 形象和内容，
这种同质化竞争使得城市 IP 难以形成独特的品
牌识别度，难以在众多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些都
是由于在 IP 设计过程中，过于追求表面的形式，
缺乏对城市历史、文化、民俗等深层次内容的挖
掘，导致 IP 缺乏深度和文化底蕴。

（二）市场运营与持续性
城市 IP 的成功不仅在于初期的创意和设计，

更在于后期的持续运营和推广，然而很多城市在
运营资金和专业人才支持方面都存在短缺问题，
这样就难以满足 IP 长期发展的需求。还有些城
市 IP 可能因为某个事件或人物迅速走红，但如
果没有持续的内容支撑和深度的文化底蕴，这种
热度也很难维持。所以，一些城市在打造 IP 后，
因缺乏有效的运营策略，导致 IP 形象难以在市
场上保持持续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三）文化认同与公众接受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消费者喜好的变化，公众

对城市 IP 的接受度也发生着变化，尤其是不同
的地区，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也存在着差异，这
些因素都会导致城市 IP 在某些地区难以获得广
泛的文化认同，同时限制城市 IP 的市场推广和
影响力。

综上所述，城市 IP 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
多挑战，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城市需要注重内容
创新和差异化、定制有效的市场运营策略、提升

文化认同度和公众接受度等方面的工作。同时还
需要积极应对市场和消费者变化，不断调整和优
化城市 IP 发展策略。

六、总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追
求的不断提高，城市 IP 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这是机遇也是挑战。城市 IP 作为一种新
型的城市品牌构建方式，通过创建独特的文化符
号、形象或品牌来代表一座城市，以增强城市的
辨识度和吸引力。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文化的传承。

然而，在实践中，如何有效将文化进行创意
性转译，是目前 IP 设计面临的关键挑战。成功
的城市 IP 设计依赖于对本地文化的深刻理解和
创新性呈现方式。这要求设计师不仅具备专业技
能，还要深入调研目标受众的需求以及市场趋势，
从而创作出即具地方特色又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作
品。

其次，实现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表现形式，
跨学科合作显得尤为关键，这包括但不限于设计
师、艺术家、历史学家、以及本土原住民直接的
密切交流与合作。只有当所有参与者的观点相互
之间达到龙共识，才能创作出即专业又贴近民众
的作品。

总之，通过对城市 IP 文化创意的有效应用，
以及精准的转译，可以极大的增强一个地区的软
实力，并为其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未来，相
关领域还需继续探索多元化的转译路径，以期达
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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