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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

基于意象感知的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改造研究
——以南昌699文化创意园为例

  

□ 章  敏

[摘   要]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意象可分为空间意象、物态意象和行为意象。以江西南昌699文化创意园为例，开展问卷调查，发现消
费者对文化创意园的认知意象感知和情感意象感知偏高，但整体来看，行为意象感知偏弱，物态意象感知分散，与以往的研究认识
略有偏差。针对调研结果，本文提出演绎城市文化故事、突出规划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独特性、设计多元个性化服务等建议，供工业
遗产文化创意园改造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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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园改造赋予了工业遗产独特的历史价值、
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形成了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意
象，而意象构成对树立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形象，吸
引消费者行为决策和提升工业遗产整体价值起着重要作
用。江西南昌699文化创意园前身是建于1957年的江西
华安针织总厂，厂房是典型的苏联式建筑风格。2011
年在原厂房基础上打造成集各类创意设计、文化教育培
训、影视音乐制作、艺术家工作室、展览演艺、设计酒
店、书店、体育健身、个性餐饮等配套设施于一体的文
化创意孵化平台，同时也是包含文化创意产业链各环节
的综合聚集区，兼具旅游、休闲、商务、展示等多种
功能。园区已运营10年，2018—2020年的空置率低于
10%，一期经营情况良好，二期和三期正在改造中，是
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改造的典型代表。现以南昌699文
化创意产业园为例，探讨文化创意园意象构成，并采用
问卷调查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提出建议，以期对工
业遗产文化创意改造的良性发展有所裨益。

1  文化创意园意象的概念和构成 
凯文·林奇于1960年将环境心理学引入城市研究，

提出城市意象理论，归纳总结出构成城市意象的五元素
为道路、区域、节点、边界和标志物。此后意象理论被
引用到包括旅游形象、规划设计在内的诸多领域，其思
想原则广泛在实践中应用。胡文静等学者们普遍认为意
象是由认知主体的“认知—情感”引发[1]，Baloglu S等
认为其构成要素包括认知意象和情感意象及二者共同构

成的整体意象3个维度[2]。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意象可
以理解为人们对工业遗产改造成文化创意园后的看法与
印象的总和，是人们对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的内在感知
过程，包括认知、情感和整体感知3个层面。本文梳理
南昌699文化创意园的意象五元素，将其构成分为空间
意象、物态意象和行为意象3个方面，并细化为3大主类
12亚类，将抽象的意象具象化，如表1所示。  

表1  南昌699文化创意园意象构成

主类 亚类 意象要素构成的具体因子

空间
意象

区 位 、 地 理 位 置 、
周边环境/景观、交
通状况。

文 创 街 、 钢 琴 大 道 、 艺 术 街
道、青创空间后巷、地铁口、
家乐福。

物态
意象

标 志 性 建 筑 、 建 筑
风 格 、 装 修 设 计 、
硬件设施/停车、创
意业态。

工业记忆广场、创意森林、艺
术 文 化 展 示 中 心 、 毛 主 席 塑
像、工人雕塑、墙体彩绘、创
意工园地贴、阿里巴巴电子商
务中心、百度体验中心、陆玖
玖 原 创 版 画 空 间 、 赣 绣 艺 术
馆、青蓝印陶瓷艺术空间。

行为
意象

个 性 化 服 务 、 经 营
行 为 、 主 客 互 动 、
创业。

黑胶电影沙龙、古琴培训、婚
纱亲子摄影、直播、体验式剧
场。

其中，空间意象是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的整体空间
环境给人的感知意象，包括其所在的区位、地理位置、
周边环境、周边景观、交通状况等。物态意象是规划设
计者将文化创意的理念、文化和内涵植入具象的客观事
物或符号中，体现在建筑风格、装修设计、硬件设施、
停车场和创意业态等方面。行为意象则是园区内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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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经营者的行为方式所形成的非物质环境给游客来的情
感体验，并由此产生的意象，包括对经营者的个性化服
务、经营行为、主客互动等感知意象。

2  研究设计和结果
2.1  问卷设计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受访人群的人口统计信息和意

象感知两部分。受访人群的人口统计信息包括性别、年
龄、学历、职业、获知渠道和来访次数6个方面。受访人
群的意象感知测量涵盖认知、情感和整体意象感知3个
维度，其中认知意象感知包括“粗俗低俗—文艺清新、
生搬硬套—文化融合、守旧—时尚、不熟悉—熟悉、平
凡—创意、普通—有特色、环境脏乱—环境整洁、布局
突兀—布局协调、环境嘈杂—环境优雅、设施老旧—设
施新、交通不便—交通便利”11个测量指标；情感意象
感知包含6个代表受访人对目的地的情感指标，即“乏
味—有意思、冰冷—亲切、氛围死板—充满活力、非商
业化—商业化、身心不悦—身心愉悦、无吸引力—有吸
引力”。受访结果根据李克特七级打分获取相关数据。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自2018年至2020年，连续3年对南昌699文

化创意园开展调查，以观察消费者对园区意向感知的
动态变化。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526份，有效率达
95.60%。采用SPSS23.0对有效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和
信度分析，通过信度检验，认知意象感知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1，情感意象感知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2，均有较高的可靠性。

2.3  受访人基本特征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就受访人性别方面，女性与男

性的比例为6∶4；就年龄分布方面，受访人中81.75%是
18～30岁群体；从受教育程度方面，大专及本科以上学
历的受访人占比达93.15%；在职业方面，全日制学生比
例达63.88%，接着是自由职业者，占比13.50%，这与
文化创意园的青年群体定位一致。其中42.21%的受访人
是第1次来访，3次以上来访比例高达33.27%，重访率
较高；受访者获知渠道以微信等网络媒体和口耳相传为
主，占比达51.33%和49.05%。此外，84.41%的受访人
愿意推荐朋友或在网上推荐来访，说明了南昌699文化
创意园运营良好，具有案例的典型性。

2.4  评价指标分析
2.4.1  认知意象感知

从数据均值来看，11项指标得分均值在5.34～6.01，
综合均值为5.78，均高于一般（4分）水平，且3年的指

标均值逐年上升，表明受访人群对认知意象感知的认同
度很高。其中“粗俗低俗—文艺清新”“平凡—创意”
均值高达到6.01和5.89，表明受访人群对南昌699文化创
意园的文艺氛围和创意打造有高度认同感；排名靠后的
指标“设施”“交通”和“熟悉度”，反映文化创意园
需在设施设备完善、内外部交通指引和与现实生活贴近3
个方面加以完善。

2.4.2  情感意象感知

从数据均值来看，6项指标的得分均值在5.74～5.92，
综合均值为5.8，均高于一般（4分）水平，表明受访人
群对情感意象感知的认同度高于认知意象感知。其中
“身心不悦—身心愉悦”“氛围死板—充满活力”均值
高达到5.92和5.81，表明受访人对文化创意园的愉悦感
和活力度感知度高。但是在“商业化”这一指标上，受
访人的感知在近两年来显著提高，这与园区内文创产品
和服饰类业态减少、餐饮类业态增长有关，也反映出
文化创意园需在淡化商业化氛围方面做一些改进，事
实上，近年来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的过度商业化广为
诟病。

2.4.3  整体意象感知

数据表明受访人对空间意象、物态意象和行为意象
3部分的感知差异明显。其中，受访人感知最高的是空
间意象，对文创街、钢琴大道等道路、边界要素感知最
强，这与空间的易识别性相符。而受访人对物态意象感
知则比较分散，并没有对某个原以为突出的标志物、节
点和区域有特别高的感知，感知程度远不及空间意象，
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认识有所偏差，说明受访人对文化
创意园的主题概念认知精准度不高。此外，受访人对行
为意象的感知最低，显然文化创意园内经营者并没有在
个性化服务、经营行为、主客互动等方面触动受访人
群，这也为园区未来的改造提供了改进方向。

3  研究建议
基于上述意象构成和意象感知的测量结果，针对

工业遗产文化创意园改造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依托原
有建筑本底，演绎城市文化故事，衍生符合现代消费的
功能，建立情感连接。依托建筑本底，而非简单地保留
原有的工业建筑遗址，更重要的是利用遗址，讲好故
事，让人参与到文化体验中去，导入新兴产业及更多功
能，打造多重复合业态，让人们产生更多的情感连接。
第二，突出规划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独特性，以龙头的文
化主题店为引领，强化物态意象，满足青年需求。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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