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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iewing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University Identity System (UIS), this paper reorganizes the 

components of UIS by combing related theori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proposes three subsystems as the components 

of UIS, scilicet, Cultural Identity System (CIS), Behavioral Identity System (BIS), and Presentational Identity System 

(PIS), and explains the concepts and relationships of the three sub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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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回顾高校识别系统（UIS）已有的理论框架，结合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对 UIS 的构成进行再梳理，据

此提出 UIS 构成的三个子系统，即文化识别系统（CIS）、行为识别系统（BIS）与呈现识别系统（PIS），并解

释了三个子系统之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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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

高等学校的治理层次愈加立体。作为企业识别系统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在高校的在地化呈现，

高校识别系统（University Identity System，UIS）的相

关理论与研究也愈加凸显出中国本土特色。UIS 沿用

企业识别系统的理论框架，将理念识别系统（Mind 

Identity System，MIS）、行为识别系统（Behavioral 

Identity System，BIS）和视觉识别系统（Visual Identity 

System，VIS）三个子系统作为其基本构成及研究路

径。[1]49–50 在对 UIS 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一些相关

概念也被作为 UIS 的其他构成相继提出，如表 1 所

示。这些概念虽为更加全面地呈现 UIS 的图景提供了

可能，但因缺乏严格和清晰的界定，导致这些概念在

具体的意指上出现混乱，使得 UIS 难以形成系统性的

研究框架和具有可行性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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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UIS 子系统的相关概念 

中 文 英 文 

理念识别系统 Mind Identity System 

行为识别系统 Behavioral Identity System 

视觉识别系统 Visual Identity System 

文化识别系统 Cultural Identity System 

发展识别系统 Developmental Identity System 

听觉识别系统 Audio Identity System 

嗅觉识别系统 Olfactory Identity System 

环境识别系统 Environmental Identity System 

资料来源：Lu[2]；Lai[3]；Zhang[4]等 

 

本文基于 UIS 的既有理论，结合建构中所积累的

实践经验，从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上对有关子系统

的概念进行梳理、辨析和界定，以期提出一种更为系

统化的 UIS 构成，进而为 UIS 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更

为科学的理念和路径。 

2. 从 MIS 到 CIS 的转变 

UIS 语境下的 MIS，是指高校的教育理念、价值

取向和办学宗旨等在精神层面上用以区分外者的规

范系统。[2]以山东大学为例，其 MIS 就包含办学宗旨、

办学目标、校训、校风等内容。Zhang 指出，MIS 是

高校形象的根本与灵魂，BIS 和 VIS 是 MIS 的反映

和具体化。[5]MIS 与 BIS、VIS 之关系正如一个人的

内在需借助其行为与外貌方能体现一样。 

在对 UIS 的一般认知中，文化识别系统（Cultural 

Identity System，CIS）和发展识别系统（Developmental 

Identity System，DIS）分别强调的是高校在已有文化

和发展历程上区别于其他高校的特质，关注的是以往

的状态和积累。然而，UIS 却更多是指向未来，要求

具有先进性与前瞻性的，这就使得各子系统在时间上

存在着矛盾关系。实际上，MIS、CIS 与 DIS 都是精

神层面的概念，而 CIS 的外延更大，包含了精神层面

上的其他子系统。因此，无论以时间为标准亦或是以

其他为标准，都没有必要再去进行二次划分。在实践

中，直接就可以用 CIS 涵盖和代替其他精神层面上的

子系统。 

Melewar 在回顾企业形象（corporate identity）的

构成时，提出企业形象包含如图 1 所示的几个子系统

和具体概念。[6] 

 
图 1  企业形象的构成 

Melewar 将企业理念（corporate philosophy）、企

业价值观（corporate values）、企业准则（corporate 

principles）等类 MIS 的概念，与企业使命（corporate 

mission）和企业历史（corporate history）一同归入企

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的范畴中。正如 Albert 所

主张，组织的文化反映着这一组织的核心价值观、行

为与信念。[7]Sun 也赞成将校园文化视为高校形象的

构成要素之一，认为校园文化是学校理念与精神的传

承载体。[8]因此，不妨将 UIS 中的理念用意义更广的

文化所替代，即以 CIS 取代 MIS。于此，作为 UIS 子

系统的 CIS，通过借助 BIS 和 VIS 的实施，使高校得

以在精神层面与其他高校达成区分和识别。 

3. 从 VIS 到 PIS 的转变 

VIS 是借助视觉形象达成高校识别的系统，包括

学校名称标准字体、校徽、印章等构成的基础系统和

办公事务用品、车体外观、服饰规范等构成的应用系

统两部分。[9]VIS 将学校的办学理念、文化特质等非

视觉语言转换为具体符号、图形等概念，以有形的方

式展示出来，通过有序组织、统一风格、定制标准、

规范系统的视觉方案体现学校的办学方针和文化内

涵，从而形成特有的学校形象。[10]也就是说，高校借

助 VIS 这一介质将自身理念传达给师生员工或公众，

进而完成高校的形象定位，如图 2 所示。 

 
图 2  VIS 的运行机制 

听觉识别系统（Audio Identity System，AIS）和

嗅觉识别系统（Olfactory Identity System，OIS）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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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透过听觉和嗅觉来展现高校形象。AIS 在高校中最

显著的体现即是校歌，而 OIS 作为由气味营销延伸出

的一种新概念，也被逐渐运用到高校形象的建构之中。
[11]AIS 及 OIS 在建构高校形象的过程与机制上与 VIS

并无差异，只是在具体呈现方式上有所差异，如表 2

所示。 

表 2  AIS、OIS 及 VIS 的差异 

 AIS OIS VIS 

涉及感观 听 觉 嗅 觉 视 觉 

 

环境识别系统（Environmental Identity System，

EIS）则是以校园环境为识别依据的系统。EIS 与 VIS

同样都是通过视觉呈现高校形象的系统，而前者的视

觉符号载体一般是静态的建筑与景观，后者则一般是

动态的物件。Li[1]52、Pan[12]、Zhu[13]等人也把包括建筑

和景观在内的校园环境看作是一体化的符号表现形

式，将其归入 VIS 的范畴中，进而发挥其结构筑建的

功能。 

可见，AIS、OIS、EIS 及 VIS 是同一范畴下依据

所涉及感官和传达载体之不同而划分出的概念。因此，

完全可以将 VIS、AIS、OIS 及 EIS 归于同一范畴，正

如 Baumeister 所言，“呈现是一种向他人传递自身形

象的一种行为”[14]，将其看作一种高校的自我呈现，

统称作呈现识别系统（Presentational Identity System，

PIS）。 

4. 关于 BIS 的再思考 

BIS是指在理念精神的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活动，

它相当于一个人的手脚，涉及到组织行为运作的全方

位和全过程。[15]关于MIS、BIS及VIS三者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MIS 决定 BIS 进而决定 VIS，如图 3 所

示。[16][17][18] 

 
图 3  关于 MIS、BIS、VIS三者关系的一种假说 

然而，这种假说是站不住脚的。UIS 理论认为，

高校标志是最核心的 VIS 要素，[19]而在实践中，很多

没有 BIS 的学校却仍有校徽。这一论断到底是以 BIS

的外在称名而存在，还是以其规范内容而存在，尚待

商榷。如果 BIS 是以规范内容的存在而存在的话，那

就是说，校园内的所有行为都属于 BIS 的范畴，就会

将其他的子系统淹没，如图 4 所示。但在实践当中，

更多的事例证明，各个子系统是独立存在的，如北京

大学的《北京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所

以，以规范内容作为 BIS 存在的依据，在逻辑上是无

法自洽的。 

 
图 4  BIS 中行动的不同界定 

正如 Chen 所指出，UIS 由以 MIS 为基础的理论

元素和以平面印刷设计、环境识别、数码媒体、行为

识别等其他识别应用的符号元素共同构成。[20]在以往

的 UIS 理论中，BIS 的概念涵盖了 VIS 的范畴，这种

扩张使得两者之界限模糊不清，理念间的平衡也被打

破。因此，本文认为，BIS 的定义应当仅限于其外在

称名的范畴，不宜扩大解释，即 BIS 仅指人的外在行

为表现或外在行为呈现的系统。在建构 BIS 时，应当

严格遵守这一界限，如此才能使 CIS、BIS、PIS 各司

其职，发挥作用，如图 5 所示。 

 
图 5  CIS、BIS 及 PIS 的基本关系 

5. 结论 

基于以上的论述，本文认为，UIS 的构成应当由

CIS 及以 CIS 为主导的 BIS 和 PIS 构成，如图 6 所

示。其中，CIS 是代表高校文化、理念等精神层面、

意识层面的系统，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决定了其

他两个子系统的性质和程度。BIS 是以人的行为呈现

高校形象，PIS 是以其他的外在载体呈现高校形象，

两者作为形式符号共同承载着作为内涵意义的 CIS，

从而构成完整的、有活力的、有价值的 UIS。 

 
图 6  UIS 的构成 

通过对 UIS 子系统的梳理和辨析，便可引申出

UIS 的运行机制。高校借由 CIS、BIS 和 PIS 规范师

生员工的行为，师生员工借助自身行为赋予 UIS 内涵

与价值，同时结合行为外的其他载体促进和完善 UIS

的构建与提升，为高校的形象建设与呈现提供更多的

手段与途径。 

建设高水平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是提升我国

文化竞争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构建 UIS，

不是为了区别而区别，不是为了识别而识别，而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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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外在的 UIS，促使高校形成、加深、完善自己独特

的精神文明和校园文化。通过建构完整的 UIS，使得

各子系统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夯实校园文化底蕴，

提升师生员工的道德水平、职业素养及治学精神，提

升高校的综合实力，进而从本质上拥有区别于其他高

校的特质，并通过 UIS 识别出来。与此同时，这种内

部的运转又能促使这一外在系统的形式设置得更为

科学、合理，并且为提升这一系统的建设提供新的理

论与方法，形成良性循环，达到构建 UIS 的初衷与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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