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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山城市形象定位与提升对策研究》以中国最富庶的城市之——广东中山市的城市形象为对象
，从不同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和不同指标入手，展示极具创新色彩的城市形象分析方法与路径
，试图借鉴费孝通先生的田野调查范式为社会提供有穿透力的具有原创性的案例，是中山研究也是中
国中小城市研究百花园中的一颗奇葩。
　　《中山城市形象定位与提升对策研究》坚持方法创新、概念创新、观点创新。
《中山城市形象定位与提升对策研究》对中山城市形象的优势、劣势进行综合客观评价，秉持对中山
的“大恨”才是对中山的大爱之理念，在严格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丰厚的感性认识完成了对中山城
市的形象定位以及中山精神的提炼和升华。
　　《中山城市形象定位与提升对策研究》兼具理念性和务实性，适合城市决策者、管理者、设计者
以及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人员和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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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城市形象的含义与提升的意义、手段　　1.1 城市形象的含义　　1.1.1 城市形象的内涵　　对于
城市形象最基本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概念界定是研究的基础，所以在研究城市形象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城市形象概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城”在古汉语中指在一定地域上做防卫用的城垣；“市”则指进行交易的场所。
《现代汉语词典》对城市的界定为：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方，通常是
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形象则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按照心理学家的理解，它指人们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
种事物的整体印象，是一种感知，即各种感觉的再现。
因而我们可以对城市形象定义如下：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无形资产，指一个城市在社会公众（含内部公
众与外部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
　　对城市形象含义的理解：　　（1）城市形象不是城市本身，而是人们对城市的感知或印象，不
同的人对同一城市的感知或印象不会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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